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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内外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阐述人类文明形成、发展过程及其前景的理论著作，
也是第一本系统阐述世界历史理论的著作。
本书试图从总结世界各国文明形成发展的具体史实出发，从理论上论证世界文明形成发展的一般过程
。
在阐明实践、劳动、科技、群体四者在世界文明发展历史中的重要作用基础上，归纳总结出人类文明
发展的总规律，并依据这些规律，展示人类文明的前景。
本书由孙进已、干志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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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艺术包括的种类繁多：有美术，包括绘画、雕塑、建筑；有音乐，包括歌曲及各种器乐；有
舞蹈，包括各种舞蹈形式；有戏剧，包括各种剧种及曲艺；还有电影等，我们也把文学归在艺术之中
，它们的基本性质是一致的，只是表现手法不同而已。
艺术的作用表现在多方面。
它首先表现在能满足人对美的享受。
客观世界本身是美的，但通过艺术表现，就更好地表现了客观世界的美，使人得以获得对美的更高享
受。
其次，艺术又表现为帮助人们更深刻地认识世界。
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手段，而艺术又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另一种手段，它通过艺术手段，帮助人
们更深刻地认识世界。
再次，艺术起着沟通人们思想感情，使人们思想感情上升到更高层次的作用，艺术的特点就是有强烈
的感染性，能表达人们的崇高感情，它通过艺术美，纯化人们的心灵。
因此，一些庸俗的、丑陋的、卑鄙的东西根本不能称为艺术，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对艺术的
异化，它玷污了艺术，玷污了人类心灵。
艺术丰富人类精神生活，不仅体现在它提供美的享受，也体现在它能感染情感。
艺术通过这两个方面不仅巨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精神生活，也起着改造人类精神世界的作用。
艺术促进人类物质生活，表现为艺术应用于生产，体现为物质产品的艺术形式。
物质产品的内容是由它的科技含量决定的，而物质产品的形式是由它的艺术含量决定的。
一件物质产品价值的高低，不仅与它的科技含量有关，也与它的艺术含量有关。
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发展高科技产品，以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另一方面也要发展高艺术产品，以提
高产品的艺术含量。
艺术体现在人的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
菜肴的色、香、味就体现了高度的艺术含量。
服装设计的发展，也是艺术物化在服装中的过程。
各种建筑的设计无不体现了高度的艺术性。
艺术物化到生产中，使物质产品艺术化，更美化了人类的生活。
二、科学和艺术的统一性与差异性科学与艺术的关系，是思想家、科学家和艺术家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
他们或从科学与艺术的社会功能方面着眼来论述其重要性，或者从两者之间的关系着眼来论述其重要
性。
列夫·托尔斯泰曾说过：“科学和艺术活动，促进了人类的进步。
”①“科学与艺术，都是人类了不起的成就。
”②“科学和艺术就如同肺和心脏一样，两者互相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只要其中的一个出故障了，另
一个就无法正常地运作。
”③赫胥黎说：“如果我的理解不错的话，那么科学和艺术就是自然这块奖章的正面和反面，它的一
面以感情来表达事物永恒的秩序，另一方面，则以思想表达事物的永恒秩序。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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