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世界文化简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世界文化简史>>

13位ISBN编号：9787560164168

10位ISBN编号：7560164161

出版时间：2010-10

出版时间：吉林大学出版社

作者：王飞鸿，崔展　主编

页数：46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世界文化简史>>

前言

《世界文化简史》，是用图片再现世界文化史的过程，其最大的优势在于避免了文字的单调性，增添
阅读的趣味性和知识性。
当然，文化是人创造的。
文化是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人类的发展而发展的。
所以，人类的一切成果都可以归结为文化成果，人类的一切研究也都可以认为是文化研究。
在西方，文化史的写作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史学之父”希罗多德，他的名著《历史》被认为是西
方第一部文化史。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被认为是近代文化史的奠基者，学界称他为“文化史之父”。
伏尔泰的文化史名著《路易十四时代》在写作模式上有了很大的突破。
真正把历史作为文化史来写的是法国历史学家基佐，他的《欧洲文明史》和《法国文明史》是从民族
的角度深入探索人类精神的发展和进步的。
到了19世纪，西方出现了文化人类学，人们对文化的产生、功能、本质以及文化时期的划分等问题都
进行了探讨，并从中得出了许多有益的结论。
例如，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提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
和个人习惯等等。
可见，这个时期文化的概念已经开始走向成熟。
20世纪初期，英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注重研究广大下层群众的历史，如汤普逊写的《英国工
人阶级的形成》。
这些学者开创了文化研究的新局面，那就是把文化史研究的领域扩大到劳动群众文化当中。
自近代以来，文化研究就成为人类关注的重要领域，文化研究的热潮不断兴起。
近年来，特别是苏联解体以来，新的文化研究热潮再次席卷全球，使文化再次成为热门领域。
但是，究竟什么是文化？
人们对文化研究中的这个最重要的概念却从来说法不一。
据统计，现在世界上专家学者对文化的定义有260多种。
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文明是一个文化实体，他说：“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
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
它们都包括‘价值、规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
”他认为，对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来说，文明是“一个空间，一个文化领域，是文化特征和现象的一个
集合。
”同为美国的学者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化有3种界定方式：一是把文化界定为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
或过程，或者说是把文化作为人类伟大的传统中的最优秀的思想和艺术经典，此为理想定义；二是把
文化作为一种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此为文献定义；三是把文化作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此为社
会定义。
这样看来，文化研究就不仅仅是发掘或阐发某些伟大的思想或艺术品，而是了解人类不同层次的人的
生活特征。
斯宾格勒认为，世界历史的研究说到底是对世界文化史的研究。
世界历史的发展表现了人类文化的发展周期。
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形态论。
无论哪种文化形态，《世界文化简史》以简洁的方式，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世界文化发展过程，让你在
图片和文字中感受世界文化给我们带来的心灵冲击。
同时，《世界文化简史》不是枯燥无味的学术专著，却不失对世界文化认识的权威性，读者范围群更
趋向大众化，能满足不同阶层读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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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文化简史》，是用图片再现世界文化史的过程，其最大的优势在于避免了文字的单调性，增添
阅读的趣味性和知识性。
当然，文化是人创造的。
文化是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人类的发展而发展的。
所以，人类的一切成果都可以归结为文化成果，人类的一切研究也都可以认为是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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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一章 史前文化原始的宗教与崇拜宗教是最古老的意识形态之一。
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对自然还缺乏足够的了解，于是便相信在现实世界之外还存在着超自然、超人间
的神秘境界和力量，并对其加以敬畏和崇拜。
据现有的考古材料，最早的宗教大约萌芽于旧石器时代中期。
在这一时期古人类墓葬遗址中，发现死者身旁有一些人为摆放的动物遗骨和生产、生活用具。
这表明，原始人已产生一种虚幻而朦胧的灵魂观念。
自然崇拜是最原始的宗教形态之一。
在早期适应自然与改造环境的进程中，人类出于本能对许多自然物和自然力产生了依赖的心理和畏惧
的情结。
于是，他们便赋予这些自然现象以生命、意志及能力并对其加以崇拜。
日月星辰、山川河流、土木水火、风雨雷电遂成为常见的自然崇拜对象。
原始宗教崇拜带有很强的礼仪性质。
比如说，原始人普遍依赖自然界季节的依次更替、及时的雨水、植物的生长和动物的繁殖。
按他们的想法，除非举行祭祀和仪式，否则这些自然现象便不会出现。
因此，原始人形成了一种求雨的仪式，把水洒在玉米穗上，装作下雨。
人按照自己的愿望采取相应的方式影响自然界和他人，这样便产生了巫术。
巫术也是一种原始的宗教现象。
图腾崇拜也是典型的原始宗教。
图腾是指标志或象征某一群体或个人的动物、植物或其他物品。
“图腾”一词原为印第安语，意为“他的亲族”。
原始人把某种在生活中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动植物当做自己的亲属，认为它和自己有着共同的血缘关
系，或认为氏族一切成员都起源于它，而为了表示对它的崇拜，氏族也往往以它命名。
此外，原始人还有祖先崇拜、死人崇拜和生殖崇拜等等宗教观念。
最初的语言和文字语言的形成及其特征语言是人类交流信息、表达思想和传递情感的特有的工具。
人类的语言究竟形成于何时，目前我们尚不能确定。
一般认为，符号语言和手语可能早于口语，例如在北美印第安人中，符号语言是通用的，而口语却是
具有差别的。
人类最早的语言可能主要是表示惊惶和热情的叫喊、表述具体东西的名称，发出的词语仅仅是少数惊
叹词和名词的集合。
人们用不同的声调来说这些词以表示不同的意思。
最初的语言有具体性的特征，即对具体事物有相当丰富的称谓，但缺乏反映综合概念的词汇。
如有“杨树”“柳树”“松树”这些词，却没有树木这样一个概括性的名词。
原始语言的另一特征是，每句话所包含的词数很少。
随着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扩大和思维的发展，连贯各种语词的句法才发展起来。
语言发展到今天，已形成了不同的语系，我们一般将其划分为印欧语系、闪米特语系、含米特语系、
乌拉尔语系、阿尔泰语系和汉藏语系等等。
文字的产生与演化文字是保存和传达语言与思想的书写符号。
它扩大了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际职能，促进了人类文化的进步。
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生活内容的丰富，是文字产生的直接原因。
当需要把事情或话语记下来以传达给不同地域和时代的人们的时候，口头语言便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
，记录语言的符号和文字也因而出现。
文字的产生经历了一个长期过程。
早期人类曾以刻痕和结绳记事的方法来传递和记忆信息。
新石器时代产生了最早的图画文字，它常以一整套图画刻在树皮、石、骨或皮革上，以表现某个完整
的事件或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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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最初形式是介于图画和文字之间的图画文字。
文字产生的关键是符号化，它不仅要能表示确切的意义，而且需要包含一定的发音。
由图画文字进一步发展演化而来的象形文字，即是以一定物体的形象符号来表示确切意义的文字，它
有一定的读音，因此，它已是真正的文字。
象形文字后来又演化为表意文字，定型的符号已取代了形象，并有固定的读音。
目前所知道最早的文字是产生于公元前4000年的楔形文字，创造者为苏美尔人。
科学萌芽与史前艺术科学的萌芽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原始人类逐渐扩大了知识领域。
他们不自觉地将由感性认识而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运用到诸如制造加工武器和生产工具等实践活动之
中。
长期的采集和渔猎生活也使原始人获得了一些动物和植物知识。
原始人已经具有初步的地理观念。
为熟悉自己的生活区域及周围的自然环境，他们学会记住了某些地点，并能给一些河流和山丘命名。
原始人的数学知识比较粗糙。
他们只知“多”和“少”而无抽象记数的观念，以后才慢慢将具体物件作为记数工具，故而其记数和
数字概念尚处于萌芽状态。
史前艺术是文化的高度结晶。
史前艺术真实反映了原始人类的生存状况、审美情趣和生活愿望。
大量的史前艺术作品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出现的，其重要形式有绘画、雕刻、装饰、音乐和舞蹈
。
原始绘画大多发现于洞穴岩石上。
这些岩画在主题上包括当时常见的野兽和原始巫术活动，表现手法既有静态刻画，又有动态描绘，在
着色上有单色运用、明暗对比色及彩色运用等技法，绘画风格也逐渐由简变繁。
发现于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的岩画《受伤的野牛》被认为是欧洲最早的、最经典的史前绘画艺术品
，它着意表现了中箭受伤的野牛在生命结束之前的奋力挣扎，作品线条流畅粗犷，形象饱满传神，给
人以强烈的动感直觉冲击，集中反映了原始人类已具有的敏锐的生活洞察力和难能可贵的艺术表现力
。
此外，法国的拉斯科洞穴岩画和撒哈拉沙漠中部的非洲史前岩画，也是有代表性的史前绘画艺术精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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