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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官智库丛书：法院文化》是一套实践型开放性的学术著作，由上海市三级法院审判经验较为
丰富的资深法官编写。
“丛书”素材虽多取自于上海法院审判之实践，研究视野却不囿千上海之一域；目标虽着眼于服务司
法实践、社会公众之需求，研究内容却不局限于实证之分析，具有一定的法学理论深度和理论研究成
果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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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近现代以来，随着国门打开，不少中国学者关注对“文化”的研究，西方意译过来的“文
化”一词有了新的含义。
如梁漱溟认为：“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
所不包。
”①梁启超则认为：“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
易言之，凡人类心能所开创，历代积累起来，有助于正德、利用、厚生之物质的和精神的一切共同的
业绩，都叫做文化。
”②杨宪邦认为：“所谓文化，不是不受人的影响而自然形成的自然物，而是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认
识、掌握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及其创造和保存的一切物质财富、精神和社会制
度的发展水平、程度和质量的总和整体，它是一个有机的系统。
因此，文化结构可以简单地分为互相有着内在联系的两个层面，即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③杨宪邦将文化解构为彼此联系着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一两分法对现代中国关于文化的定义
有很深的影响，也影响到了我国词典对文化概念的释义。
 当代中国文化学界，较多地将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之分。
例如，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辞海》对“文化”的释义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以1999年版《辞海》为
例，其对文化的释义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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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文化学教材对文化的界定也往往分为广义和狭义。
以曾经作为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教材的王宁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一书为例，该书认为：“
广义文化是指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共同创造并赖以生存的物质和精神存在的总和。
”“狭义文化是指某一社会集体（民族或阶层）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经传承累积而自然凝聚的共有的人
文精神及其物质体现总体体系。
”④应该说，狭义文化概念的提出，大大拓宽了文化学研究的领域，如果广义文化是一个大的母系统
，那么无数属于狭义文化的“某某文化”就是这一母系统的无数子系统。
 上述各类关于文化的定义，从不同的侧面和视角展示了文化的共有内涵。
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个层层叠加而又互相包容的复杂和庞大的系统，其真实意义只能在不断地从整
体到部分，再从部分到整体的循环往复中得到说明”。
①研究法院文化亦不例外，只有在把握了文化的共性认识的基础上，对法院文化的个性认识才会更加
科学和准确，在此基础上的法院文化建设才能够有明确的目标、管用的措施和切实的效果。
 （二）国外有关文化概念的简介 国外各学派从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按照各自学科的方法和准则，
对文化做出了不同的解说： 一是现象描述性定义。
特点是将文化内容进行罗列，比较具体，使一般人易于理解。
最典型的当属“人类学之父”泰勒的定义。
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
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
描述性定义是世界各国学者研究文化时最常用的方法。
 二是价值认定性定义。
特点是从文化的意义、功用等方面出发对文化进行界定。
如英国功能学派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是“一个满足人的要求的过程，为应付该环境中面
临的具体、特殊的课题，而把自己置于更好的位置上的工具性装置”。
②美国文化人类学家S.南达进一步认为文化是由理想规范、意义、期待等构成的完整体系，既对实际
行为按既定方向加以引导，又对明显违背理想规范的行为进行惩罚，从而遏制人类行为向无政府主义
倾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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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结构分析型定义。
特点是认为文化是一种具有一定结构的体系，每一个具体的文化内容都是这一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
如美国社会学家T.帕森斯认为，“我们把文化体系本身看作是复合的、内部有所区别的体系⋯⋯可相
应的在四个范畴内（提供知识的象征、道德评价、表情象征和制度性象征）对它进行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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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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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材虽多取自于上海法院审判之实践。
研究视野却不囿于上海之一域；目标虽着眼于服务司法实践、社会公众之需求，研究内容却不局限于
实证之分析，具有一定的法学理论深度和理论研究成果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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