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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西文化纵横论(修订版)》从总论文化的角度，探讨了中西文化的成因与起源，重点论述了中国文
化的历史发展阶段——先秦诸子文化、两汉经学文化、魏晋玄学文化、_隋唐、佛学文化、宋明理学
文化、明清实学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发展阶段一西方古典文化、中世纪基督教文化、文艺复兴时期的文
化、近代启蒙文化、现代人文主义文化、现代科学主义文化，考察了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进而概括
了中西文化的特质并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比较。

张忠利专著的《中西文化纵横论(修订版)》适合文、史、哲等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教师及广大文
化爱好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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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5 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变迁　　1.5.1 文化的多样性　　从文化的特性来看，文化在总体上是自我
生成的，即它常常不是人们刻意建造的，而是在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自然而然形成的。
当人类脱离动物而成为人类，即当人的活动主要不再受其动物性驱使而是从事社会活动（包括劳动和
其他社会活动）时，人类就开始在创造文化，所以文化的生成是嵌入人类的社会活动之中的。
　　从总体上来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受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即人类与环境关系的影响。
人类在谋求自我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探索生存之道，形成了两种关系，即人与外部物质环境的关系和
人与人的关系，也就生产出两种类型的成果——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
由于人们生活的环境不同，人们谋生的手段和方式不同，所以他们所创造的文化也不同。
这样，文化就具有多样性。
　　文化的多样性表现在诸多层面。
从宏观层面看，文化可以分为不同的文化类型或文化模式：如从地域角度分，有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
，在东方文化内部又有不同国别文化；从经济类型角度分，有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和工商文化等。
这些与国家、地域相关的文化模式同地理环境及人们谋生的方式（生产方式）有密切关系。
在狭小的岛屿上或地表自然资源比较贫乏的地域中生活的民族与在自然资源富饶的地区生活的民族的
文化是有明显差异的。
这些差异反映在人对自然的观念和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日常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
　　在中观层次上文化的多样性更加明显：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群体、不同性别群体、不同年龄群体
、不同地域群体等都有自己的文化，这表现为不同群体处理问题的方式不同，这是文化的亚类型。
比如，产业工人阶层与农民阶层在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上有所不同，管理阶层（干部群体）与平民百
姓对政治问题的感知和处理方式有所不同，山区农民与平原地区农民的生活方式不同，男女性别群体
有不同的文化，老年人群体与青年群体在看待事业和人生的态度以及处世方式方面也有所不同，这在
社会发生快速变化时尤其明显。
应该说明的是，在这些亚文化类型之下，还可以对文化的差异性进行进一步划分。
　　文化上的差异实际上是指文化的特殊性，它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人们处理自己生存与发展
方式的多样化，反映了在不同条件下人们处理相关问题的经验与智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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