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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社会学视阈：经典、传统、现实的审视》内容是文化社会学视阈内研究的尝试，以文化社
会学的理论和分析视角贯通全书。
上篇予经典社会学家的思想以文化社会学视阈的观照，尝试对学界所熟知的一些基本经典观点作出文
化社会学的阐释和重新评价，以求凸显经典思想家的文化社会学品质和样板，为认识传统和开展新研
究两方面拓展视野。
中篇对影响中西方社会发展的传统核心意识进行文化社会学视阈的比较，以求从文化意识的深层来把
握中西方社会的不同发展。
下篇对中国现代化问题开展文化社会学的思考，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予以文化社会学的解释，
并为中国现代化发展提出新的文化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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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袁阳，男，1958年1月出生，四川乐山人。
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哲学系，原四川省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现为西南民族大学社会学与心理学
学院教授，中国社会学学会理事。
主要研究领域：社会学、哲学。
出版专著《生死事大——生死智慧与中国文化》、《红尘觉悟——佛法与人生》、《浪漫的补天者—
—梁漱溟心路历程寻迹》：发表论文《试论社会学的中国化与现代化》、《中国社会学的危机》、《
论社会学的再发展与形而上学的回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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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第一节 文化社会学释义第二节 文化社会学视阈释义第三节 文化社会学的新视阈意义上篇 经典思
想：文化社会学视阈的诠释第一章 孔德：始于实证哲学终于人道教的文化逻辑第一节 文化与文化社
会学视阈第二节 孔德思想的文化社会学性质第三节 从实证哲学到人道教的内在逻辑第四节 科学与人
文两翼齐飞第二章 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中的文化宣扬第一节 实践与意向性社会行动第二节 实践的文
化作用机制第三节 文化宣扬与反天然主义第四节 超越哲学第三章 韦伯：宗教伦理比较中的文化功能
启示第一节 韦伯与梁漱溟思想共振与交锋第二节 儒学是否宗教第三节 儒学的理性化程度第四节 儒学
与传统主义中篇 文化意识：文化社会学视阈的比较第四章 自我意识：古希腊与先秦自我意识比较第
一节 自我意识的概念及其延伸第二节 审美觉醒与审丑觉醒第三节 正常的儿童与早熟的儿童第四节 崇
高的喜剧与无价值的悲剧第五节 两种自我意识的历史得失第五章 超越意识：中西传统超越意识比较
第一节 两种超越意识的构架第二节 潜与显的二重转换第三节 毒瘤与蛹体第六章 忧患意识：新教徒的
焦虑与士的忧患比较第一节 文化性焦虑与忧患第二节 两种有限性感知中的主体性质第三节 两种无限
性体验中的客体性质第四节 焦虑与忧患的行为影响第七章 生死意识：儒与道的比较第一节 死的实在
性与非终极性第二节 生的工具性第三节 自主与向内的生命超越途径第四节 工具性人生的现实报偿第
五节 文化与社会意义下篇 传统与现实：文化社会学视阈的反思第八章 先秦理性：觉醒的迷失第一节 
觉醒过度的先秦理性⋯⋯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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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先说文化。
对于文化概念的理解，学术界可谓观点众多，汗牛充栋，这里就不加赘述。
仅从利于理解孔德思想的角度从词性区分上作一基本界定：文化一词可以作名词性理解，也可以作动
词性理解，其概念同时包含着动词性和名词性内涵。
　　从中文词源学看，《周易》有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说，这是中国人谈论“文化”之
始，但“文”、“化”二字尚未联结成一词使用。
“文”字在中国古语中原本是指色彩交错、好看的纹理、文字文章等，推广开来，则有“使⋯⋯变得
有条理、合理、好看”的意思，表示一种对原胚事物加工，用人的需要标准和美的尺度去改变对象提
升对象的行为和效果。
所以唐代孔颖达解释《周易》中的“人文”日：“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
”（《十三经注疏》）诗书礼乐正是周人按群体社会生活需要和美的尺度提升自身或原胚性生物人的
客观化成果，因而称为人文。
“化”的意思是“变”、“改变”，因此“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是指掌握和推广以诗书礼乐
为表征的人文成果，用教育感化民众、提升民众的方法治理天下。
这其中包含了一个“文治与教化”的动态的行为过程。
后来汉代的刘向在《说苑·指武》篇中把文、化二字连起来使用：“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
，然后加诛”，这即是文化一词的动词性使用。
同时，文化的行为过后是文化的成果，因而文、化二字又可以被联结起来作名词性使用，晋人束皙讲
“文化内辑，武功外悠”（《补亡诗》），就是对文化作名词性使用。
　　从西方词源学看，英文culture这个词源于拉丁文的cultura，原意为耕耘、耕作，在1690年安托万·
菲雷蒂埃的《通用词典》中，其定义为“人类为使土地肥沃，种植树木和栽培植物所采取的耕耘和改
良措施”。
这其中同样包含了动词性和名词性两重意义。
从动词性讲，耕耘是人为了使原胚性土地合乎自身需要的标准而对土地实施的提升性动态行为，因而
文化是使对象发生变化、得到提升的行为。
从名词性讲，耕耘所采用的技术，所依据的尺度，所依恃的能力，经人工改造变肥沃了的土地，土地
上培植出的植物，也都是文化。
所以后来康德可以从动词性方面把文化理解为“有理性的实体为了一定的目的而进行的能力的创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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