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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生存的世界，建立在背负文化的载体之上。
理想的文化生存，首先需要的是合理的文化载体。
《理想的文化生存》潜在的读者，注定是那些在文化发展和文化传播领域探索前行的人，那些为了文
化的传播默默工作的传媒人，那些在技术文明的喧嚣中苦苦找寻精神家园的人，以及所有渴望理想的
文化生存的现代人。

《理想的文化生存》所提及的文化载体，特指记录承载文化知识信息的物质实体。
本书由肖三，满开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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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化”长久以来，一直是社会学和其他人文学科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
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定义：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
狭义的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
而《辞海》上对于文化的解释则为：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
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
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
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和设施。
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文化的发展有历史的继承性；在阶级社会中，又具有阶级性，同时又具有民族性
、地域性。
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又形成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同时又给予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以巨
大的影响。
有时，文化也泛指一般知识，包括语文知识。
如“学文化”即指学习文字和求取一般知识。
又如对个人而言的“文化水平”，指一个人的语文和知识程度。
　　让我们再来看看“文化”一词的历史渊源。
在中国的古籍中，“文”既指文字、文章、文采，又指礼乐制度、法律条文等。
“化”是“教化”、“教行”的意思。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而言，“文化”是指以礼乐制度教化百姓。
汉代刘向在《说苑》中说：“凡武之兴，谓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此处“文化”一词与“武功”相对，含教化之意。
南齐王融在《曲水诗序》中说：“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
①其“文化”一词也为文治教化之意。
而在西方，“文化”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ultura，原义是指农耕及对植物的培育。
自15世纪以后，逐渐引申使用，把对人的品德和能力的培养也称之为文化。
18世纪，沃费纳格、伏尔泰在法语中把文化称为训练和修养心智的结果。
但对于文化的理解比较新颖的恐怕要数德国哲学家齐美尔了。
齐美尔的二元文化哲学认为，生命和形式构成了文化的整体，而个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网络则构成了
社会。
一方面，他主张文化的任何内容、要素或部分都必须通过形式来保持整一和意义。
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生命的运动是永恒的、无止境的，它必然会突破现有的形式。
因此，在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上，我们总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文化矛盾，而这些矛盾往往就呈现为生
命与形式之间的冲突。
他说：“无论什么时候，只要生命超出动物水平向着精神水平进步，以及精神水平向着文化水平进步
，一个内在的矛盾便产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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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鉴于文化载体定义的复杂性，《理想的文化生存》首先结合当前文化载体应用状况的分析概括，从文
化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多学科视野对此进行解读，以求对文化载体的外延和内涵、能指和所指获得
一个较为清楚的认识。
其次，文章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讨论了文化载体产生(包括产生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背
景)、发展、演进的图景以及相应的进化理论。
之后，在从两种方法对文化载体进行分类的基础上，着重探讨文化载体与文化主体、文化载体与载体
文化、文化载体与文化数字化、文化载体与文化空间之间的内外关联，并从文化载体的角度勾勒出人
类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文化生存图景。
本书由肖三，满开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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