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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讲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积淀与创遣。
中国文化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生活样法，同时也蕴含着她的情感、智慧和民族精神，数千年来，历风
雨而不衰，遭浩劫而弥坚，为中华民族的生生不已提供了不竭的生命源泉，成为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
一大奇迹，是我们今天应当加以批判继承的珍贵文化遗产。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欲理解中国文化，舍其历史无由。
而欲理解中国文化史，界定文化的概念，梳理中国文化史的发展脉络、特质及其研究状况，又是十分
必要的。
爰作是序。
　　一、文化概念的界定　　文化问题是世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但是，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文化的概念
，迄无统一的界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邀请各国学者讨论什么是“文化”，也未取得共识。
据统计，有关文化的概念，多达数百种，人们见智见仁，莫衷一是。
从西方的历史上看，人们对于文化的理解，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古代。
最具代表性也是最古老的文化概念，是由约两千年前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提出来的，它从拉丁文译成
英文是“culture is the philosophy-or cultivation-of the mind”。
汉译为“文化是心灵的哲学（修养）”。
其中cultivation本义是耕种，引申意为耕种—栽培—培养—修养。
这可谓哲学的文化概念。
它强调文化是人类心灵的创造物，并视文化是一个趋向品德修养终极目标的动态的创造过程。
　　第二个时期是中世纪。
有代表性的是艺术的文化概念：“文化是艺术的总称。
”它是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们提出来的，强调文化是人类对美的追求和自由的创造。
　　第三个时期是19世纪。
其间出现了两种有代表性的文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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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民国社会与民国文化　　第一节　社会巨变与文化发展的新态势　　在中国社会史上，民
国算得上是最为混乱、最为动荡的时期之一，其文化变动之剧烈，内容之繁富，创新之活跃和影响之
巨大，也为历史上所少见。
这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从衰败走向复兴的过渡时期。
　　一、民国时期社会的特点　　民国承接晚清，中国社会仍处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阶段，政治经
济和社会生活都经历着一系列巨大的变化。
　　其一，是国家政治发生了重大变革，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出现了共和制度。
　　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
专制，使民主共和国的旗帜在中华大地上高高飘扬。
虽然这一革命的胜利成果很快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所篡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
质并未因此而改变，新建立起来的民国最终沦为一块有名无实的招牌。
但是，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毕竟宣告覆灭，共和国成为社会认可的合法政权形式。
整个民国时期，除了袁世凯和张勋两次短命的复辟外，中国在名义上一直维持着民主共和的政治形式
。
这种政治制度的变革，成为民国社会的一大标志，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其二，是中国社会革命的性质发生了质变，新民主主义革命取代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并最终在全
国取得胜利。
　　封建王朝的覆灭，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国内环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
发，又使帝国主义列强无暇东顾，放松压迫，因此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20世纪20年代获得了前
所未有的发展，无产阶级队伍也随之壮大，从而为中国革命性质的转变提供了阶级基础。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又使其拥有了变革社会的强大武器。
经过五四运动，无产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并建立了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
它以其坚定的革命性取代了两面性极强的民族资产阶级，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资产阶级领导的
旧民主主义革命失去前途，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应运而生。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20多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这一革命的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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