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使命与文化启蒙>>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大学使命与文化启蒙>>

13位ISBN编号：9787811290288

10位ISBN编号：7811290286

出版时间：2007-12

出版时间：7-81129

作者：衣俊卿

页数：335

字数：3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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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使命与文化启蒙>>

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作者过去20年在高等教育与现代化、大学管理等研究领域以及教育与文化启蒙等方面所发
表的系列学术论文和访谈文章。
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围绕人的现代化与文化启蒙而展开；第二部分包含大学多元质量观、大学
生个性化培养，大学管理及高等教育理念深层转型等方面的重要探索；第三部分是关于文化启蒙与素
质教育等方面的访谈文章。
本书集中体现了作者对中国现代化的深刻理解和独到的教育理念。
同时也体现了他关于中国高等教育、中国大学建设的深入思考和设计理念。
    本书的作者衣俊卿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工程专家、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专家，对文化哲学
的创建与繁荣具有奠基性的贡献。
同时，11年的大学校长生涯，理论构建与实践操作的恰切结合，使衣俊卿先生成为当代中国高等教育
理论和实践的创新者。
其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以个性培养为核心的多元教育质量观等教育理念对高等教育的转型与发展正产
生着强大的实践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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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本书的作者衣俊卿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
程专家、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专家，对文化哲学的
创建与繁荣具有奠基性的贡献。
同时，11年的大学校长生涯，理论构建与实践操作的恰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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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人的现代化与文化启蒙　　大学与文化　　一、超越工具化的教育模式，回归大学的文化本
质　　正如浩歌在《以大学文化建设丰富内涵发展》中断言的那样，大学不能没有文化，缺乏文化的
大学是可悲的。
其实，无论我们从什么角度人手，无论我们对大学的本质进行什么样的追问，提出怎样的解说，在归
根结底的意义上，大学的本质在于文化：在于文化的传承、文化的启蒙、文化的自觉、文化的创新。
　　人总是文化的人，人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文化的世界。
著名哲学人类学家蓝德曼指出：“文化创造比我们迄今为止所相信的有更加广阔和更加深刻的内涵。
人类生活的基础不是自然的安排，而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
正如我们历史地所探究的，没有自然的人，甚至最早的人也是生存于文化之中。
”　　关于文化，中外理论家提出了许多有影响的定义。
英国文化人类学的进化论学派把文化归纳为包括全部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习惯等
在内的整个生活方式的总和。
哲学人类学把文化理解为人超越自然，又补充人的自然本能之不足的“第二自然”或“第二天性”。
研究符号形式的学者把文化界定为人所特有的，展示人之本质的符号系统。
一些中国学者把文化定义为“人们生活的方式”和“人类生活的样法”。
有的学者倾向于把文化限定为语言、习俗、宗教、道德、信仰等所代表的给定的和自在的行为规范体
系。
也有的学者倾向于把文化理解为由哲学、文学、艺术、科学、知识等代表的自觉的精神和价值观念体
系。
　　这些理解从不同侧面丰富了人们关于文化的认识。
从总体上看，应当从人的实践活动的本性人手来阐释文化的本质规定性。
实践是人所特有的活动方式，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人不再简单地受自然本能支配，而能
同时按照其他物种的尺度和自己内在的尺度进行生产和创造。
正因为如此，人才能在自己的活动中创造出不同于外在自然的“人化的自然”，才能超越自然本能，
在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的引导下生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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