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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主持的研究课题《世界文明通论》，经过二十余位学者的协
力合作，历时五载，付出了辛勤劳动，其成果终于和广大读者见面了。
这是继该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世界文明大系》和《世界文明图库》之后又一关于世界文明的多卷本
专著。
如果说《大系》和《图库》的目的是对世界上一些主要文明做分别的研究、介绍和论述，那么《通论
》则试图从总体上对有关世界文明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综合研究，并将中华文明纳入全球文明的视野
，以三卷的篇幅做进一步的较全面的论述，在我国，关于世界文明的综合性的理论研究还刚起步不久
，我们组织这一课题研究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对世界文明的理论问题更多的关注。
近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对文明问题的研究兴趣日益高涨，在某些国家甚至有成为显学的趋势，这是与
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的变化有关的。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速，科技进步带来了便捷的交通运输和通讯，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
和普及，大大地缩短了人类的地理和心理距离，有力地促进了国际贸易、人员往来和信息交流。
各国和各地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相互依赖性增强，整个世界越来越像麦克卢汉所谓的“地球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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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如何从原始状态向文明过渡？
    “文明意识”是如何产生的？
    “神话”、“宗教”和“理性思维”起了什么作用？
    “文明意识”的形成是否就是“文明理论”的诞生？
    ⋯⋯     《世界文明通论》丛书是在《世界文明大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世界文明这个重大课题
进行综合的、理论结合实际的分析研究，提出我国学者自己的文明理论框架；用相当多的篇幅来分析
现实中的问题，主要结合国际格局的变化来探讨当前世界文明的发展，剖析西方文明理论和文化思潮
，研究经济全球化对文明发展的影响，并着重探讨我国的应对措施和文化战略，以及我国在新时期的
精神文明建设。
     本书为该丛书中的一本。
全书分为四编，主要介绍了古代世界的文明，近代西方的“文明”概念，近代西方文明理论的发展
，20世纪西方的文明理论，文明起源与轴心期问题，文明的起源与国家形态，中心文明与周边文明等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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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汝信，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学部委员、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主任。
1931年出生，江苏吴江人。
1949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56年攻读著名学者贺麟先生黑格尔哲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留哲学
所从事研究工作，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副院长，并兼任哲学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
任。
在国内外学术机构中曾担任的主要职务有.中华全国美学会会长、中国政治学会会长以及国际哲学与人
文科学理事会副主席、东德科学院外籍院士、韩国启明大学名誉哲学博士等。
主要从事西方哲学史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美学的研究。
主要著作有《黑格尔范畴论批判》（与姜丕之合著）《西方的哲学和美学》《西方美学史论丛》《西
方美学史论丛续编》《美的找寻》等。
陈启能，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专业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俄国史。
主要著作有：《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合编）《西方近代社会
思潮史》（合编）《西方历史学名著提要》（主编）《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合著）《马克思主义
史学新探》（合著）《苏联史学理论》（合著）《史学理论与历史研究》《大英帝国从殖民地撤退前
后》（主编）等。
姜芃，1950年生于天津天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毕业。
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主要著作有：《加拿大文明》（主编、著者）《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流派》（著者、主编）《美丽的加
拿大》（合著）《中国和加拿大的社区发展》（合编）《中国和加拿大的文化：全球化的挑战》（合
编）《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合著）以及西方史学理论方面的论文三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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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马克思主义的文明理论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与方法论  　　一  唯物史观的文明观　  
　二  对文明的科学探析方法　　第二节  文明发展的本质与动力  　　一  文明发展的本质：人类自身
能力的发展　  　二  文明演进的动力：实践活动和实践能力　　第三节  文明体的结构层次关系　　第
四节  马克思的文明演进阶段论和世界历史理论  　　一  马克思的“三形态”理论：文明发展的阶段划
分　　  二  文明体的交汇及走向大同的趋势：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第一编  文明曙光与古代文明　第
一章  文明意识　　第一节  本书写作特点　　第二节  从原始状态向文明的过渡　　第三节  文明的自
我意识的形成　　第四节  文明理论诞生的前奏曲　第二章  古代世界的文明　　第一节  文明与文化　
　第二节  文明之要素　　第三节  西方文明的内涵　　第四节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对西方的意义　　第
五节  东方化时代与轴心时代　　第六节  古代模式与雅利安模式　　第七节  从蛮族观念到天下大同　
第三章  中国古典“文明”　　第一节  中国古典“文明”的涵义　　第二节  传说的中国早期文明　　
第三节  中国早期文明的考古诠释第二编  文明概念与文明理论　第一章  欧洲中世纪文明　　第一节  
分期问题　　第二节  欧洲中世纪　第二章  近代西方的“文明”概念　　第一节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
的“礼貌”概念　　第二节  18世纪欧洲人的“文明”概念　　第三节  19世纪西方的“文明”概念　
第三章  近代西方文明理论的发展　　第一节  早期的文明理论　　第二节  文明理论的发展　　第三节
 19世纪下半叶的文明理论　第四章  20世纪西方的文明理论　　第一节  文明是文化的衰落　　第二节  
文明是挑战和应战的循环往复　　第三节  文明是对本能的压抑和升华　　第四节  文明是表现自我的
行为方式　　第五节  文明是长时段的历史演变　　第六节  文明是不断冲击的社会浪潮　　第七节  文
明是语言修辞背后的权力第三编  文明的起源　第一章  文明起源与轴心期问题　　第一节  文明起源是
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第二节  文明起源的分期问题　　第三节  关于中国的轴心期及其内部的张力
和突破　　第四节  关于欧洲文明的突破　　第五节  轴心期还存在吗？
　第二章  文明的起源与自然环境　　第一节  文明的起源与纬度　　第二节  气候、地貌与生产方式　
　第三节  地理位置与文明的关系　　第四节  伊斯兰文明是地缘文化的产物　第三章  文明的起源与国
家形态　　第一节  文明起源阶段国家的共性　　  一  城邦国家的产生及其普遍性　　  二  城邦国家的
社会基础是父系家庭　　  三  战争是早期国家形成的催化剂　　  四  早期国家的阶级划分主要是本邦
人与外邦人之分　　  五  从城邦国家向地域国家的转变　　  六  早期王权的出现及其普遍性　　第二
节  文明起源阶段不同国家形态的特点　　  一  中国专制主义王权的形成　　  二  印度古代的王权及其
政治结构　　  三  雅典城邦的国家形态　　  四  古罗马的国家形态　　  五  西方古典国家政体的独特
性　第四章  文明的起源与宗教和哲学　　第一节  文明的起源与宗教和哲学的关系　　第二节  轴心期
以前的文明古代埃及与两河流域　　  一  古代埃及的神学　　  二古代两河流域的神学　　第三节  中
国文明起源时期的哲学　　第四节  印度文明起源时期的宗教与哲学　　第五节  古希腊、古罗马的哲
学体系第四编  文明的发展　第一章  原生文明与次生文明　　第一节  近代西欧文明与古典西方文明是
两种文明　　第二节  欧洲封建主义的形成　　第三节  欧洲近代文明的国家形态　　第四节  基督教与
西欧文明　　第五节  西欧近代的哲学　第二章  中心文明与周边文明　　第一节  日本在古代和中世曾
是中华文明的边缘　　  一  岛国日本是后发的移民国家　　  二  日本文字是在汉字的基础上形成的　
　  三  农耕文化和金属的传入使日本社会形态发生了质的飞跃　　第二节  日本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
　　第三节  日本文明的意识形态　　第四节  中心文明与周边文明的关系　第三章  文明之间的融合与
相对独立性　　第一节  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轴心期”　　第二节  文明中可借鉴与不可借鉴的因
素　　第三节  文明的融合与独特性主要参考著作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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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文明体的结构层次关系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是每一个文明体不可或缺
的层次结构，其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首先，我们来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命题。
从前文的论述可知，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文明存在的前提。
而人们在从事物质生产活动时必然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就是生产关系。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相互影响。
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相互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
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
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
”①不仅如此，随着人们物质生产能力的提高，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这种生产关系。
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牲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
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②也就是说；生产关系的性质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
这是文明结层次中的第一层决定关系。
更具体地讲，生产关系应是包括生产过程中的各种人际间的交往关系，像劳动分工、产品分配与交换
关系、消费关系、乃至于生产资料所有权关系等等。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曾使用“交往方式”一词来描述生产关系，后来改用了。
“生产关系”一词。
这也反映出“生产关系”就是指在生产中发生的八与人之间的诸种交往与联系，尽管这种联系与交往
大都以实际生产进程或物质产品作为媒介，但究其本质则是人与人之间有目的的交往活动。
仔细阅读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生产关系的论述可以领悟到，他们明确阐.释了构成生关系的诸种关系并
非是彼此独立、相互并列的，而是其间蕴涵着因果链条的。
如他们指出：“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
才自发地或'自然形成'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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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由汝信主持的“文明研究”课题《世界文明通论》中的一部。
在这之前，我们也参加了该课题的前一套书《世界文明大系》的工作，前后加起来有十多年了。
然而说来惭愧，虽然我们参加“文明研究”工作的时间不算短，但是应该说，对“文明”这个复杂、
深奥的问题的了解还是很不够的。
因此，目前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只能算是初步的成果，还有待今后的改进和完善。
具体说来，“文明理论”就是一个很复杂的题目。
这里包含多方面的内容，譬如，文明理论，顾名思义应该是人们对“文明”这个客体的理论上的认识
。
因此，如果要说清楚某种文明理论的问题，就应该哪怕是简要地把有关的文明本身的情况也说一说。
例如，介绍欧洲的文明理论，如果一点不了解欧洲文明本身，就未免隔靴搔痒，说不明白也说不到点
子上。
可是，如果过多地介绍文明本身，就又似乎离本书的主题太远。
因此，如何掌握好这个“度”是有相当难度的。
更何况，世界文明包含的内容很多，汤因比就说有21种文明，斯宾格勒的文明也不少于8个，至少世界
上几大公认的文明就不宜不谈。
再说，说到文明，它有一个发展过程。
人类什么时候出现文明，换句话说，文明的起源是怎样的？
它又是如何发展的？
它有哪些形态？
各种文明之间的关系如何？
是融合还是冲突？
还是兼而有之？
等等等等。
各种有关的问题真是不胜枚举。
又譬如，“文明”这个概念在各种文明中是何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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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界文明通论·文明理论》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A类重大课题。
人类如何从原始状态向文明过渡？
“方明意识”是如何产生的？
“神话”、宗教“和”理性思维“起了什么作用？
“文明意识”的形成是否就是“文明理论”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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