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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新军事变革的深入发展，军事文化对军队和国防建设的影响、对培育战斗力的功能越来越受
到重视，对军事文化的相关研究也随之兴起。
多年来虽然研究在不断发展，但军事文化学的学科体系却一直未能建立起来。
这对于全面展开和推进军事文化的研究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作为全军唯一一所以军队政治理论研究和教学为主的院校，我们希望能对此有所贡献，有所突破。
2002年6月，我们在上海分院召开了全军首届“中国先进军事文化理论研讨会”，汇集全军优秀专家学
者，为军事文化学的研究献计献策。
在会上，我院理论一系徐长安教授提交了题为《关于军事文化学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思考》的论文，得
到了与会代表的高度称赞和热情鼓励。
会议结束后，学院决定对军事文化学进行立项研究，总结会议讨论成果，深入推进军事文化研究，并
为今后的课程教学进行准备。
徐长安教授责无旁贷地承担了课题研究的重任。
如今，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课题研究如期完成，《军事文化学》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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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军事”文化为主线，从哲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不同层面，深刻揭示了军事文化的
产生、发展、传播与交流等的过程和途径，探索了军事文化的本质、特征、结构及其功能，分析了军
事文化与人类军事实践的内在关系，体现了对人类军事实践的理论总结和提升；在充分吸收学术界既
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广泛探讨、深入研究，从军事文化学的整体建构，到军事文化的本质、价值、
创新等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把军事文化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紧跟世界新军事变革的
实际，立足我军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自觉发挥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功能。
 总体上，本书既有深刻透彻的学理分析，也有清晰明确的实践价值指向，很好地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相
结合的原则，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为推动全国全军范围内的军事文化及其相关问题的研
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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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长安1 948年7月生，江苏仪征人。
1984年于南京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现任南京政治学院理论一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院意识形态与文
化建设研究所所长。
系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江苏省哲学学会理事。
主持或参与国家级、军队及省级课题1 4项，出版专著、教材25部，发表论文90余篇。
获全军科研成果奖3次，江苏省、南京市科研成果奖6次。
立三等功l次。
5次被评为院优秀教师、优秀研究生导师，先后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育才奖银奖、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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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军事文化学导论　　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
20世纪下半期以来，一场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开启了知识经济社会的大门，人类社会的发
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在军事领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微型芯片、计算机、基因工程、激光等一大批高技术迅猛发展并
被运用于武器装备，传统的以铁和铝制造武器的战争时代被用硅制造武器的战争时代所取代，一个你
追我赶的世界新军事变革，正以强劲的势头，把我们卷入了知识军事时代。
　　这是一个文化竞争的时代，一个知识和信息的占有和运用将对战争胜负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时代，
于是，军事文化日益引起了各国军内外人士的重视。
在文化学的研究取得长足发展，各门军事科学随着以信息化为标志的新军事变革的来临在相互渗透中
日益走向综合的今天，以军事文化整体为研究对象的军事文化学也就应运而生了。
　　一、军事文化学的研究对象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
军事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军事文化。
要建立军事文化学，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军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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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军事文化学》不仅设置了当代中国先进军事文化建设专章，而且凭借国内外大量相关成果和他
们自己的独立思考，首次尝试构建军事文化学这门新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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