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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西方文化比较导论》为高等学校通识课程教材。
全书分上中下三编，介绍了世界文化格局，提出当代世界文化比较的重点是东西方文化比较。
作者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依归，以东西方文化比较为基本
内容，理论与实际结合，历史与现实结合，思想性与学术性结合。
《东西方文化比较导论》可以帮助学生在学习中获得认识和解决文化问题，特别是东西方文化问题的
基本立场、思路、方法等。
《东西方文化比较导论》适合高等学校跨专业学生作为选修课程教材使用，也可供广大社会读者阅读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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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新柳，1936年生于湖南省安仁县。
1955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师从黄焯、刘永济等国学大师，并师从外国文学名师袁昌英，开始莎士
比亚研究。
1959年毕业后，在湖南大学中文系讲授外国文学史，重点研究西欧文学史、俄国文学史和伊斯兰文学
。
曾任陕西省教委高教处处长、东莞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等职。
著有《高教问题研究》（广东高教出版社，1999），并在全国公开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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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赞成这样的文化观：文化的实质是人化。
万物之灵在于人，万人之灵在于文，万文之灵在于化。
就是说，文化是人创造的，只有人才能创造文化；人类社会得以世代延续，就是因为创造了文化；一
种文化得以流传下来，就是因为在实践中成为群体、氏族、民族、国家乃至世界性的生存方式和价值
观。
　　我愿坚持的是从懂得世间确有真理那一天就开始坚持的原则：背靠马列主义，面对事实，讲心里
话，即使手里没有真理，也同谬误保持了距离。
　　我的目的是，有助于为未来中国建功立业的青年人：找到精神家园的奠基石，了解怎样建立中华
民族时代精神的大厦，怎样展现人类理性力量的无穷机会；能对传统的和现实的、民族的和外国的文
化进行科学的思考，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化的正确的历史定位。
　　这些就是我所希望得到的注意和好意。
　　二、为了提高大学的文化品位　　大学担负着人类文化先导的责任，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品位。
　　1998年10月24日，教育部在北京成立了全国“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
其职责是研究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有关理论与实践问题，为教育部门制定有关方针、政策提供
咨询和建议，指导高校深入开展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组织编选推荐文化素质教育主要教材和教学参考
书，研究制定文化素质教育培养目标、基本要求和评价方法，指导和监督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律设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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