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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部《文化学概观》，是我的《文化论丛》中的一部分。
《文化论丛》已写完的，有二十册：《文化学概观》四册，《西洋文化观》二册，《美国文化观》一
册，《东方文化观》一册，《中国文化观》一册，《中国西化观》二册，《东西文化观》六册，与《
南北文化观》三册。
除了这二十册之处，还有好多可以增补的地方，但是我个人对于文化上的主要概念。
都可以在这些册里看出来。
　　这部书之所以能够写成，是得力于好多亲朋的鼓励。
我不愿在这里列举他们的名字，因为给我鼓励最大的。
却未必喜欢我在这里声明。
至于本书之能够出版.也是得力于好多亲朋的鼓励；而商务印书馆在印刷十分困难的时候.设法把这部
书来刊行，尤为我所铭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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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什么是文化？
什么是文化学？
文化的性质是什么？
文化的重心在哪里？
文化的发展指向何方？
东方文化何以延滞？
西方文化何以演变？
南方文化何以温柔？
北方文化何以豪迈？
或许，本书能给出一个自成一家的解说⋯⋯     全书分为四册，每册分两编，综合探讨了文化学与人类
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哲学、心理学、生理学等学科的关系，并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搭建了文
化学的理论架构。
书中采用了作者在国外留学期间收集的大量文化学研究资料，旁征博引，融贯中西，从中也可管窥作
者对于东西文化、南北文化研究的主要观点，其中一些观点在今天仍具备一定的理论价值，因此这本
书正可作为学习和研究文化学的人拔脚起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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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以缓变若经过了长久的时期，则前后的差异，必定很大，而等于突变的结果。
所谓突变。
虽像骤然而来，但是若细心考究起来，就能明白，这种变化也有其悠长的历史与渐来的步骤。
法国的革命，虽发生于一七八九年，然其蕴酿很久，而且革命发生之后，并不像一般领袖那样的预料
，能把一切的旧制度，整个推翻，而重建一种新制度。
所以，专制虽倒，专制又来，而革命之后，还要革命。
直至一八七一年以后，共和的基础，始能稳固。
　　总而言之，突变与缓变，虽非绝对的差异，而乃程度的不同，然而突变是发展的转机时代的分野
，文化的进步，主要的是依赖于突变，突变不但是由新刺激而来，而且可以引起新刺激。
突变的发生，虽是往往会使文化失调，然而失调只是文化发展的过渡的历程，经过相当的时期以后，
失调可以变为和谐，而变态可以成为常态。
　　在文化发展的历程中，还有一种现象。
为我们所应当注意的，是文化发展的速度的逐渐继续增加，或是逐渐加速的学说（Theory of
Acceleration）。
据牟勒来挨（Muller-Lver）的意见，康德（I.Kant）曾主张这个学说。
康德以为文化时代，越发展，越短促，这就是说。
每次进步的速度，愈为增加，进步又引起进步，所以进步愈速。
则其时间愈短，而我们的文化发展的时代，也随之而愈为短促。
比方。
我们上面已经指出，石器时代的起源、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钢器时代，
总共六个时代。
据人类学者的估计，石器时代的起源，约在二十万年前至一百万年前之间；旧石器时代，约从十万年
前至二十万年前；新石器时代，大约开始在一万年前；铜器时代，大约开始于西历纪元前二千年；铁
器时代，则与文字的使用，差不多同时发生，开始于西历纪元前几百年至一千年。
至于钢器时代，则开始于西历十八世纪的下半叶。
专从这六个时代的年数来看则能明白，文化在发展的初期，进行甚缓，所以时代的划分的时间也很长
。
所以，石器时代的起源是在二十万年前至一百万年前，等到发展到相当的程度之后，其进步的速率愈
为增加。
结果是所谓钢器时代，不过只有百多年。
把钢器时代，来与石器时代的起源来比较，其在时间上的差异。
有了几千倍之多。
　　若再把一般的历史学者的世界文化的历史的年代的划分来看，也正像上面所得的结论。
大致的说，历史家的年代的分别，是这样的。
　　（一）古代的时期——约五千年。
　　（二）中世纪的时期——一千年。
　　（三）新时代的时期——约三百五十年。
　　（四）最近代的时期——约一百五十年。
　　牟勒来挨曾以这个时代的分配，去证明文化发展的加速的学说。
他的结论是，文化的初期的时间是最长的。
这个时期所经过的年数，还长过其他各时代的年数的总和。
从这个时期以后，各个时代逐渐缩短，结果是后一代比较前一代总是更短的。
所谓世界史上，几千年的文明。
在时间上不过是文化演化的极短的一小部分罢。
　　乌格朋（W.F.Ogbum）在其《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一书里，对于这个理论。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化学概观>>

也曾加以解释。
他指出发明是文化变迁的重要原因，他把十六世纪下半叶到十九世纪的各种发明，列为一表，以说明
发明引起发明。
这就是说，有了一种新的发明，可以引起好多新的发明。
而这些新的发明。
可以引起更多的发明。
乌格朋以文化的发展来比复数的利息。
本钱可以生利，利变为本，不但本上生利，而且利可生利，这样的增加下去，则本利的增加。
是愈来愈大。
不过，他也指出，本利的增加，可以用算术去计算。
而其增加的度率，是有一定的。
反之，文化的发展，有时虽很快。
但有时又较慢。
比方，因为某种主要的发明，而起好多发明，遂使文化的变迁的速度忽然增加。
然而这种剧烈的变迁，未必能像复数的利息一样的继续增加。
除了主要的发明。
是不断的产生，发明既不是天天会有的，那么因发明而产生剧烈的变迁的时期之后，也许会有一个变
迁较慢的时期，而成为一跳一息的历程。
然而大致上，乌格朋是相信文化是累积的，而其发展的速度，是越来越快。
我们应当指出，乌格朋的文化发展的加速学说，主要是应用于文化的物质方面。
在文化的精神方面，不但是发展的速度较慢，而且有时是阻止物质文化的进步的要素。
西洋宗教的发生，而使科学的发展有所阻碍，就是一个例子。
　　罗卫（R.H.Lowie）在其《文化与民俗学》（Culture and Ethnology）一书里，以为人类文化的进步
。
正像一个人，年纪为一百岁，他化了八十五年的时间，在幼稚园里。
用了十年的时间去读完小学，于是很快的去用五年的功夫，去读完中学与大学。
他又指出，文化本来是一种生长得很快的东西，可是等到发展到某种程度以后，它却增加了一种想不
到的速度。
向前发展。
有些人，以为地球上的物质，是有限度的，所以人类的发明，也是有止境的。
等到发明到了止境的时候，文化发展的速度，不但不能继续增加。
而且必因之而停顿。
这是悲观的论调，我们可以说文化发展的加速的理论。
直到现在与最近的将来，大致是没有错误。
　　又有些人，以为文化发展的历程中。
有了早熟的现象。
梁漱溟先生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以为文化的发展，是有了三个阶段：一是物质文化的阶
段，二为社会文化的阶段，三为精神文化的阶段。
这三个阶段，是要循序而发展的。
这就是说，物质的文化的发展，要达到某种程度，然后再进而达到社会的文化的阶段。
等到社会的文化发展到相当程度，然后再进而达到精神的文化的阶段。
假使文化发展的途径，不是依着这种次序那就是早熟，早熟就再难发展。
梁先生以为世界有了三种文化，可以代表这三个阶段，西洋文化代表物质的文化的阶段，中国文化代
表社会的文化的阶段，而印度文化代表精神的文化的阶段。
这三种文化。
在其最初发展的时期，都是注重于物质方面。
不过三者都不等物质的文化成熟，而遂转入别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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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文化与印度文化，不等其物质文化成熟，而转入精神的文化的阶段——宗教的文化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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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随着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日益分化，到20世纪上半叶，文化学派成为各学科中的最
活跃的势力。
陈序经敏锐地把握住西方学术演化的脉动，系统地论证了文化学建立的可能性、必要性。
他还通过对学科分类的重新整理，从内容与形式上为文化学划定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在知识形态上确
立了文化学的独立地位。
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陈序经确立了主要从宗教、政治、经济、伦理等方面加强文化研究的路向，其
文化重心与文化层累说便是由这一研究路向所决定的。
　　——田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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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象的分类，是人类研究智识的必要条件。
而且这种分类，是否精确，可以说是与人类的智识能否进步，又有了密切的关系。
换句话来说，精确的现象的分类，是人类智识的进步的一种表征。
自来学者对于现象做过分类的，不胜枚举。
但是这些分类，能够达到精确的地位的，并不算多。
原来所谓现象的各方面，不但很为复杂，而且有了密切的关系，没有显著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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