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化回归与价值重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文化回归与价值重建>>

13位ISBN编号：9787506833752

10位ISBN编号：7506833751

出版时间：2013-4

出版时间：中国书籍出版社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化回归与价值重建>>

内容概要

《文化回归与价值重建》书系全国党校文史系统年度学术交流会“文化回归与价值重建：十七届六中
全会的文化视野”的学术论文汇编，作者均为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文化、历史系统的专家、学者。
书中深入探讨了当代社会文化建设转型及文化建设价值重构问题，有对核心价值体系等宏观论题的系
统阐述及对民族文化等重要概念的细致梳理。
对于我们坚持核心价值体系，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富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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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明转型与价值重建的多重维度（代序） 第一板块 文明转型与价值重建 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意
识形态创新 道统的重建 试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构建现代中国的文化认同 慎论中国引领文明转型说
——从文化现代性路径观照文明转型 民族文化发展的理论思考 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区
域文化的文化认同 从跨文化视角看中国、美国、苏联等九国的文化价值观变化——霍夫斯泰德与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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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第三板块 城市精神与文化记忆 城市文化角色功能建构问题——兼论北京“世界城市”的文化定位
意识 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城市文化形象的塑造——以成都为例 略论“城市精神”的特征及实践路径 英
国“后骚乱”时期的社区重建及启示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的思考 
湖北省大遗址保护的法律对策思考 扛阁、跑花灯、烛竹马——青岛平度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舞蹈类
项目现状调查 青海新农牧区文化建设诉求 海南国际旅游岛视野中黎族文化主体性的构建 第四板块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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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引领文化改革发展 文化体制改革视阈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着力构建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基于浙江实践的研究 在文化领域重建国家与公民的关系 美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形成
与发展 走出双重贫困——固阳县发展特色文化产业的探索与启示 黑龙江动漫产业（平房）基地发展
现状与对策研究 “师宗农村文化现象”解析 石台县发展文化事业调研报告 推动高端文化旅游发展的
对策分析——以广州培育世界文化名城为例 武汉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复兴香
道文化传统—一东莞寮步镇“莞香文化项目”调研报告 返本开新——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的使命（代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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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中华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核心问题是“中华元典精神”的自觉与复兴，而其表现则主要
在经学与礼学两个方面。
在两汉，中国学术就萌生了以经、史、子、集四部为大纲的独特的学科体系，这是中国文化自发形成
的，反映了本位文化的面貌。
经史子集四部，不是并驾齐驱的关系，经学处于主导地位，是领军的学术。
儒家经典的主旨是按照道德理性的要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走向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
儒家提倡的道德伦理的学说、礼乐兴邦的理念、仁爱义利的思想等，主导了古代中国思想界的发展方
向，并且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个层面。
历史上最著名的史家，如司马迁、班固、欧阳修、司马光等，受儒家思想浸润尤深，他们的史著，写
谁不写谁，如何褒贬臧否，背后都有儒家的价值体系在左右。
历史上的迁客骚人，其作品文风不同，妙趣各异，但大多不脱儒家的人文情怀。
可以说，不了解经学，就不能真正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
经学是传统中国学术的重要支柱，近百年来，这一支柱被抽去之后，中国文化出现了巨大的真空：中
国文化没有了价值体系！
由于经学教育的全面缺失，年轻学者对本国文化大多知之甚浅，因而无力与西方学者对话。
因此，中华文化的自觉首先是精英文化中经学的自觉。
 就中华文化的特质上讲，又必须归结为“礼”，礼标志着中国文化的特殊性。
钱穆先生已指出：“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
”①“倘使我们说西方政治是法治主义，最高是法律，那么中国政治最高是“礼”，中国传统政治思
想之礼治。
”可以说， “经学—礼学”所代表的中华元典精神，构成了中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核心问题。
钱穆先生曾经通过与西方文化比较后指出：“在西方语言中没有‘礼’的同义词，它是整个中国人世
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
”礼贯穿于中国文化的四个层面：人与自然的关系，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身
与心的关系。
中华自古以道德立国，靠道德维护社会安定、引领社会向上，人们相信道德、天理、公道、良知，相
信正义不可战胜。
先贤将抽象的道德分解成能操作的制度或规范，使人通过践行，累积德性、升华人格，它们统称为“
礼”。
因此，大到国家治理，“可以不用兵力，单赖此等松弛而自由的礼节，使那时的中国民族益趋融合，
人文益趋同化，国家的向心力，亦益趋凝定，这便是中国传统的所谓‘礼治’精神”（钱穆语），小
到个人衣食住行，如何达到“德、衣、容、言、爵数位一体”，“达到心理、思想、品德与容貌、服
饰、言语、行为之内外统一”（虞万里语），都需要讲求外化的礼仪与内在的礼意相融合。
而礼学思想曾在20世纪面临巨大的创伤，反礼教思潮曾在世纪初短短二十年内急速演成激流，并余波
迭兴直至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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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化回归与价值重建》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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