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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工业文明和现代化的发展，人类在社会发展中的自觉意识不断增长，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
用在今天已经愈来愈凸显出来，成为人类不断赢得自由、获得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础，体现了人类社会
发展的精神价值判断和追求，形成了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和尺度。
人类活动的各种成果都内含着以人的情感、心理、观念、精神、理性为标志的文化，表达了不同的人
生生存状态与感受，传递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内心的冲突与和谐，交换了不同文明成长过程中
的融合与宽容。
人类社会通过文化传播着各自的理念内涵、交往方式、价值构建、生活图像，形成了和而不同的多样
性文化生态，为现代化的多样性社会发展模式提供了文化保障和精神基础。
只有实现综合性的社会发展，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协调发展，才是科学的发展。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致力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社会发展研究成为热门的课题。
各门具体学科介入社会发展研究。
社会发展理论是探讨社会变迁的规律性及其具体表现形式的学说。
广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人类学关于社会发展的研究，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
一般规律性。
狭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又称“发展社会学”，特指社会学对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主要探讨社会发展的
现代化理论、模式、战略及具体政策，先后形成三个主要理论派别：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与世界体
系论。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提供了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依据的关于人类社会的
科学图景。
针对当代社会发展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现象，马克思主义依然是指导我们考察和分析当代社会重大问题
的科学方法论和理论研究指南。
中国共产党人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
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对于人类发展观念的一大重要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
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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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遗存形态与文化生态的建设、文化产业的开发，是对于多元文化的价值认定，是对人权的最大尊
重，应该成为我国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确立文化遗存形态(文化物种基因)延存的科学发展观。
文化遗存形态的产业开发是文化生态保护与建设的最佳手段，使多元民族文化的保护与社会发展同步
具有了可行性。
文化产业的发展基础是多元文化的开发，完成多元文化资源的效益转换，形成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
双赢。
一些文化遗存形态存在于跨境民族之中，其产业开发所表现出的文化态度具有国际示范效应，对于提
升中国的国际形象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繁荣社会经济文化的同时，应打破现代单边话语。
构建和谐社会，文化和谐是经济和谐和政治和谐的前提。
弘扬民族文化，中华文化本身具有多元性的特征。
民族文化遗存形态的区域性表征，正是这种多元性的具体体现。
任何文化基因的丢失，都关乎中华文化基因链的完整性。
所以，中国56个民族中任何一个民族文化基因的延存都是对中华文化的保护，都将影响到国家文化生
态的建设。
本书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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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代是文化，历史更是文化，我们会说北京、西安、洛阳、成都、杭州是历史文化名城，却不会
说深圳是历史文化名城。
城市的特色恰恰产生于历史轨道之间的距离。
在这里，特色强调的就是文化价值。
　　其实我们的顾虑是多余的，现代化大生产推出“复制”产品的同时，文化的倡导却是多元化，特
色只能够产生于多元化中，“复制”只能是对于特色的消解。
　　令人望而却步的景观大道、暴晒于阳光下的世纪广场、亮起来的街道⋯⋯多少形象工程。
然而，城市是由谁来设计的，又是为谁而设计的呢？
古代没有设计师的城市空间是充满人性、充满诗意、富有情感的空间，那些没有经过设计的场所充满
着含义，是人与人交流的空间，供人分享、同欢。
离开了人的活动、故事、情感，空间便失去了意义，成为失落的空间。
　　说到云南，也许让人首先想到的是昆明，1999年世界园艺博览会极大地提升了昆明的发展速度，
作为发展的结果，徜徉在昆明的街头，让人能够随时嗅到的都是现代气息，可仔细想来，其中既有拓
宽的道路、林立的高楼带给我们的现代效率，也有滇池留给我们的无法抚平的伤痛。
但对于昆明人来说，那组从国外买回来的“老昆明”照片所产生的震撼，绝不次于世界园艺博览会带
给我们的激动，在那里我们重新看到了爷爷奶奶的身影，听着“老昆明”照片向我们述说着爷爷奶奶
的故事，体验着爷爷奶奶淡如绿茶的情感。
似乎在那一刻，我们又重新找回了昆明城失落的空问。
“老昆明”照片也因此获得了自身的价值认同，变成了昆明的历史文化。
遗憾的是，这种历史文化在今天的昆明只能是一种寻找，寻找那支离后的残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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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关于研究民族文化遗存形态的产业社会化与生态文化创建的专著，书中对文化产业的发展
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
全书具体包括了：寻找失落的文化、民族文化遗存形态原传介质、云南民族文化原传介质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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