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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本书的题目就可以看出，“全球化与文化个性”是当代人类社会，当然也是我们当代中国所面
临的重大课题。
对这一问题的关心和研究，表现了作者以天下为己任的理论良心和哲人精神。
　　人所生活的世界本身和一切事物都是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的统一体，恰如黑格尔所说，任何
个体作为一个具体性，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同样，任何文化形态，也是人类性（或全球性）与民族性的统一。
这是因为，每一文化形态的创造主体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或民族，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
民族生活实践有其特殊性，同时也是人类生活实践的一部分或一种形式，又有其普遍性。
这两个方面是同样重要的，轻视或否定任何一方面，在理论上都是荒谬的，在实践上必然带来灾难性
的后果。
　　在不同历史时代，人们对于文明的这两方面的属性关注程度是不同的。
由于人类文明具体产生、实现于地理环境相对独立的区域，以民族文明的形态表现出来，所以，自古
以来，人们看到的是人类文明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因而注重提倡文明的统一性和共性。
但是，现代以来，由于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的兴起，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正以难以遏制的方式和速度
同化、消灭着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这种情势如果得不到有效的制止，将给人
类带来不可弥补的文明灾难。
更可怕的是，处于文化强势的西方人，正极力地推进这一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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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全球化进程中文化个性、文化多样性的危机与矛盾为中心论题，分析了作为人的生存方式的全
球化的文化意蕴，论述了文化个性的内涵、生成基础及文化多样性的文化生命意义，揭示了文化个性
内在的“自性、他性、类性”三个维度相生相克的一体关系。
全书分析了文化的“理解与界定”构成民族文化观的内核和西方文化“定义思维模式”的实质及局限
性；阐发了世界历史时代的文化精神，认为文化个性多样性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文化的生
命。
作者指出，以中介性与互动性的方式才能生成人的全面性和自由性；纯化个性，只能使个性封闭而失
落，包容差异才能弘扬个性，提升个性。
我们应在全球化和世界历史进程中考量中华民族文化个性，培育中华民族文化个性，推进中国现代化
建设和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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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文殿，1964年生，山东省微山县人。
先后于山东大学、吉林大学获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士、博士学位。
现任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西方文化及哲学比较。
主要著作有《和谐社会的文化建构：文化实践与文化理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7年），曾在《现
代哲学》、《思想教育研究》、《学术交流》、《齐鲁学刊》等学术期刊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主持或参与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重点项目“全球化与文化个性”、国家社科规划课题“当
代中国大众文化论”、教育部课题“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建设”等多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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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代序）导论　一、文化个性问题凸显的时代背景  二、文化个性
内在价值的统合与裂变  三、西方现当代文化的自我批判”  四、实践哲学视域中的文化批评第一章　
全球化的生存论意蕴及文化个性多样性困境　一、全球化的语境分析    （一）全球化的形成原因及演
进历程    （二）哲学视野下的全球化场域”    （三）全球化的生存论意蕴及其意义　二、西方文化个
性的样板性与世界化    （一）现代民族文化身份意识的觉醒    （二）文化帝国主义：西方文化个性的
他者维度    （三）不同文化观的世界历史观　三、文化个性他性价值维度的当代分裂    （一）文化他
性问题内蕴的两个价值维度    （二）文化身份意识自觉的当代表现第二章　文化个性论　——从静态
角度把握文化个性（上）　一、文化内涵理解与把握的历史时代性    （一）人与文化的内在循环关系  
   （二）文化个性”的基本内涵　二、文化界定”与理解”的个性化    （一）生活与生存的现实构成
文化观”的根基    （二）文化”观的多维视野及主要困境    （三）西方文化的定义思维模式”    （四
）文化”界定与理解的人类性和世界性　三、文化个性的民族性基础及精神培育    （一）文化个性的
民族群体性基础及形态建构    （二）文化个性的现代动员  第三章　文化个性论    ——从动态视角分析
文化个性（下）　一、文化个性的生活实践基础    （一）文化个性源于人的实践本性    （二）文化个
性：个人生成的文化基础    （三）文化个性的经济生活基础  　二、文化个性多样性是文化发展的动力
之源    （一）中介性”是人类文化存在方式内蕴的基本特性    （二）中介性”的辩证法意蕴与文化发
展    （三）社会交往内蕴的中介性”    （四）全球化时代文化个性多样性的价值意义　三、文化演进
的个性多样性    （一）文化演进方式的个性化    （二）文化演进个性化”的典型个案    （三）全球化
进程中的文化开放与文化竞生第四章　西方文化个性的彰显与反省　一、西方文化个性的文化渊源    
（一）人之生命的超越本性和自由精神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第六章　中华民族文化个
性的定位与当代培育结语：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个性与文化自觉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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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文化价值的双重属性：共性与个性　　人是社会性的存在。
人类是通过特定的文化分隔开来，又通过具体文化联系起来，构成具体的社会。
因而，人类社会历史就既具有一体性，又内含着多样性。
一方面，文化具有属人性、人类性。
任何具体文化，都有一致的方面，即文化是人的生命形式，人的生命构成文化创造的灵魂和本质精神
。
人类历史的任何变化从一个宏观历史学维度来看，都根源于生命的传承和创新与超越。
人的生命与生存是文化的本体。
①另一方面，文化具有特定的共同体性，即任何文化都不是空洞的，文化是通过具体的群体性呈现出
来。
具体群体也同样通过具体文化内涵、样式表征出来。
因而，文化又具有群体性、传统性、个性。
文化的人类性、生命性与文化的群体性、传统性构成了文化内涵的两个本质维度，二者的关系实质上
是文化共性与文化个性的关系。
文化共性表现着人类文化的一致性方面，表现的是文化的普遍价值；文化个性则表现着人的存在的文
化差别性、个体性和为我的价值本己性，表现的是不同文化共同体的特殊意义、特殊价值。
文化共性与文化个性实则是人类文化内在的两个不可分割的属性。
文化个性是文化系统中的具体文化共同体的特殊性，标志着文化共同体的特殊内涵；文化共性则是千
差万别的文化共同体的共同规定性，文化共性寓于多样性的个性之中。
　　文化的共性与个性又内在着分裂的趋势。
文化共性是文化的深层性，对生命存在的直接性与本己性来说，具有“不在场”的特征，是一种潜在
的、隐的状态，似乎具有间接性；文化的个性是人生存的具体直接的规定和标志，处于显的、直接的
状态，同人的生存表现为直接的息息相关性，是一种始终“在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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