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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哲学十五讲》

内容概要

《文化哲学十五讲》讲述了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到各重社会活动和历史运动，都显示出明确无误的
文化内涵。在某种意义上，一部人类历史就是各种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渗透或各种文化生生灭灭的历
史，用斯宾格勒的话说，是“一群伟大文化组成的戏剧”。离开活生生的文化，无论“人类”还是“
历史”都会成为空洞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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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哲学十五讲》

作者简介

衣俊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编译局局长。1976年7月—1978年2月在黑龙江省虎林县迎春粮库青
年点下乡，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7年获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先后担任黑龙
江大学哲学系主任，《求是学刊》主编，黑龙江大学副校长，黑龙江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2007年3
月起任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2007年4月起担任黑龙江省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2010年2月起担任中央编译局局长。现兼任中国现代外国哲
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学学会常
务理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
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主要研究领域：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当
代马克思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主要著作有：《实践派的探索与实践哲学的述评
》、《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评》、《历史与乌托邦》、《回归生活世界的
文化哲学》、《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20世纪的文化批判》、《文化哲学》、《现代化与文化
阻滞力》等。译著：《日常生活》和《宗教与当代西方文化》。在各类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
。
曾荣获黑龙江省十大杰出青年、黑龙江省新长征突击手、全国留学回国人员先进个人、国家级有突出
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等称号，并入选国
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以及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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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哲学十五讲》

书籍目录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总序　　本书系编审委员会第一讲　多维视野中的文化　一　熟视无睹的“文
化”　二　中外学者视野中的文化　三　文化：历史地凝结成的生存方式第二讲　文化的生成与功能
　一　植根于人的超越性和创造性的文化　二　作为人的类本质活动对象化的文化　三　作为人的价
值与行为规范体系的文化　四　作为社会运行内在机理和图式的文化第三讲　文化的构成与形态　一
　透视文化形态的多重视角　二　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　三　自在的文化与自觉的文化第
四讲　文化模式　一　共时态视野中的文化模式　二　历时态视野中的文化模式第五讲　文化危机　
一　文化失范与文化冲突　二　文化反省与文化批判第六讲　文化转型　一　文化转型的内在机制　
二　文化转型的途径和方式　三　文化转型与历史进步第七讲　世纪的文化焦虑　一　“轴心期”的
历史精神和西方理性主义　二　“轴心期”的历史精神在世纪的命运　三　文化的焦虑：对文化危机
的自发反抗　四　文化的批判：对文化危机的自觉反思第八讲　理性文化批判的视界　一　存在主义
的悲剧意识　二　现代历史哲学的文化批判意识　三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　四　后现代
主义的文化批判思潮第九讲　理性文化批判的主题　一　意识形态批判　二　技术理性批判　三　大
众文化批判　四　性格结构与心理机制批判第十讲　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重建　一　胡塞尔的生活世
界理论　二　许茨的日常生活世界理论　三　赫勒的日常生活人道化理论　四　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
理论第十一讲　中西视野中的传统中国文化　一　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东西方文化　二　中国学者视野
中的东西方文化第十二讲　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特征　一　成熟的农本社会与发达的日常生活世界　
二　中国传统日常生活结构和图式的特征第十三讲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冲突　一　社会转型期的
文化状况　二　“文化热”与文化激进主义　三　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冲突第十四讲　中国传统文化转
型的机制　一　表层文化启蒙与深层文化启蒙　二　日常生活的批判与重建乃　三　中国传统日常生
活批判与重建的基本思路第十五讲　全球化时代的新文化精神　一　全球化与文化整合　二　中国的
新文化精神

Page 4



《文化哲学十五讲》

章节摘录

　　第一讲　多维视野中的文化　　一　熟视无睹的“文化”　　人总是文化的人，人的世界在某种
意义上就是文化的世界。著名哲学人类学家蓝德曼指出：“文化创造比我们迄今为止所相信的有更加
广阔和更加深刻的内涵。人类生活的基础不是自然的安排，而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正如我们历
史地所探究的，没有自然的人，甚至最早的人也是生存于文化之中。”　　人总是生活在文化中，文
化现象在人的世界中无所不在：当我们用筷子或刀叉进食时，当我们穿上旗袍或西装时，当我们在宴
席上举杯劝酒时，当伴娘伴郎陪伴着新娘新郎出现在婚礼仪式上时，当教师教学生背诵一首诗歌或掌
握一种计算方法时，当基督徒在礼拜天去教堂听布道时，当中国人按照习俗在中秋之夜吃月饼或在除
夕之夜包饺子时，当威尼斯人在冬末春初聚集在圣马可广场上通宵达旦尽情狂欢时，当婴儿周岁生日
“抓周”时，当古时中国人见面作揖而现代中国人见面握手时，当老年人在悠闲地欣赏着京剧和老歌
而年轻人疯狂地“蹦迪”时，当我们步入中国的宫殿园林或进入西方的教堂时，当我们的先民刀耕火
种而今人驾驶着康拜因时，当古时师傅领着徒弟在手工作坊中锻打而现代工人在高度自动化的流水线
旁忙碌时，当企业家确定一个工程或提出一种企业理念时，当政务家举行各种仪式和政务活动时，当
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或技术发明时，当文学艺术家从事创作时，当思想家进行理性沉思时⋯⋯在人的
任何一种活动中，从日常生活到社会运动，都体现出一种文化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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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哲学十五讲》

精彩短评

1、还可以，就是后一部分平淡无味。好多论述过于简化和平凡了
2、他说道：“不管怎样，这世界似乎显得丑恶，不道德而又没有希望。这是一个老人的平静的绝望
，而他将在这种绝望中死去。但是我抵制的恰恰就是绝望，而我知道我将在希望之中死去；但必须为
这种希望创造一个基础。我们现在必须设法解释，这样可怕的世界何以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只是短暂
的一瞬，希望又何以始终是革命和起义的支配力量之一，而我又何以再一次把希望视为我对未来的概
念。”
3、我这种外行觉得写得很好啊，通识教育也不能太有深度吧。而且也不能因为作者当官就否定他吧
。
4、支持《文化哲学十五讲》
5、比较浅，缺少逻辑推演，理论阐述也过于简单，入门书吧
6、挺好的。旁征博引了很多材料，对我这样的渣是个不错的入门介绍。。。
7、书不错，我们是专业课使用的。
8、这是一篇文献综述。但是文献综述做成这样也是不容易的。虎头蛇尾的，后面的知识简化了。
9、系统介绍文化哲学的生成、功能、构成、形态、模式等内容，让读者可以对文化哲学有一个全面
的了解，非常好！
10、逻辑清晰，观点完整。
11、衣先生写的书通俗易懂，要表达的观点和思路都很清晰，有马克思哲学的观点在里面，但不影响
本书各种观点的丰富性。
12、还没有全看完,不过,第十二、十三、十四章写得相当好，对于当前中国人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13、不能因人废言，其中无论是对文化哲学基础知识的介绍，还是对文化转型与当前现状的专题思考
，都颇有可取之处。
14、文化是根！文化哲学是关于根的学和问！当今时世纷繁芜杂，根就在此！
15、行文不够严密。
16、2007
17、当时看这本书的时候作者还没出事
18、文化的定义有点用
19、以比较清晰的脉络解释了文化的内涵，文化失范和文化转型等基本概念。蕴含着关于文化危机的
思考，以文化批判和展望为主。前一部分主要以西方理性文化危机的分析与批判做引子，引出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思考与批判，以及当下中国该如何有效的进行文化批判与启蒙及转型，最后回归全球化视
野。其实每一讲都有点类似于不同主题的论文，然后把这些论文巧妙的嫁接串联。某些论点对于文化
哲学的论文写作有帮助，也为文化哲学的入门者提供了一个比较基本的视野。作为普及型或者启蒙用
书，还是值得一读的。
20、架子特别正，范儿歪了！通识书别期望太高，教条有半本厚
21、读得快哭了！我觉得自己是文盲！
22、通俗易懂，是一本适合有兴趣者阅读的入门书籍。
23、这么一个充满让人看不懂的严肃的哲学的文化的文化哲学的思考的人，生活里作风也是那么不清
不楚的。
24、虽然是通识书，但对我有特殊意义。以往碎片的知识点终于连成一条线，困惑之处可以按图索骥
了。
25、通俗易懂
26、入门的哲学书还是不错的。
27、在花了大约两周时间拜读后，感觉有助益的地方不多，属于十五讲系列中较差的一本
28、书不错,值得推荐,再推荐阿尔贝特&#183;施伟泽的《文化哲学》！
29、实际上我读的是《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 ——衣俊卿小n实录》了
30、不能因人废言，写得还凑合。
31、就中间三章值得看，一章一颗星吧。本来想缅怀一下风度翩翩的衣局，结果看了这样一本支离破
碎的书，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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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哲学十五讲》

32、私货夹的太多，有点乱
33、P40对于“文化决定论”指责的批判，带来对于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三分法的反思。P259作者
对于“三农”问题的看法有自己的见解。而不是一味附和教科书里的思路。写得能够再通俗一些就好
了，毕竟这套名家通识讲座书系主要是要面向一般读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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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哲学十五讲》

章节试读

1、《文化哲学十五讲》的笔记-第1页

        作为黑大目前为止做官最大的本书作者，这书写的真心不咋的。引用了太多人的观点和太多的书
籍，以至于叙述显得支离破碎，不适合第一次阅读的人，但文化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之一
的核心观点：马克思主义根本上是关于人的学说的阐述实在是很给力，可是衣教授，那个人的性欲这
个词能不能不要老出现？我知道你很open。人作为人是能追寻自己想要追寻的东西的。在马克思主义
者获得统治权后，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开始研究怎么实现人的价值，满足人的追求和需要，这些研究建
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实践之上，旨在实现马克思所言的实现人的精神上的解放，因为此时人
的身体已经从剥削中解脱出来了，那么解放他们的思想就成为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首要目标，作为南
斯拉夫贝尔格来德大学的哲学博士，作者对这个很有心得，具体的他叙述了什么，看书吧，太多了。
。

2、《文化哲学十五讲》的笔记-第157页

        
  他说道：“不管怎样，这世界似乎显得丑恶，不道德而又没有希望。这是一个老人的平静的绝望，
而他将在这种绝望中死去。但是我抵制的恰恰就是绝望，而我知道我将在希望之中死去；但必须为这
种希望创造一个基础。我们现在必须设法解释，这样可怕的世界何以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只是短暂的
一瞬，希望又何以始终是革命和起义的支配力量之一，而我又何以再一次把希望视为我对未来的概念
。”

3、《文化哲学十五讲》的笔记-第1页

        人是理性的存在，是一种反思性的存在，他常常用理性的思考去厘清他与之打交道的对象。然而
，人并非每时每刻都生存在自觉的理性反思之中，实际上，人的生存充满不假思索、习以为常的对象
。我们常常发现这样的现象：对于生存中许多很艰涩的问题或复杂的东西，人们能够清楚地说明其所
以然，而对一些与我们生存息息相关的东西反倒无法用语言加以描述。熟悉的并非熟知的。文化就是
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样一种存在。文化显然是现代人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我们在媒体上、在
生活中、在工作中无时无刻不以某种方式“遭遇”文化，我们都在以各种方式“文化着”。然而，当
我们停下来，质询一下文化的含义时，我们常常会有一种茫然失措、无从下手的感觉。为什么会这样
呢？正如哲学人类学家蓝德曼指出：文化创造比我们迄今为止所相信的有更加广阔和更加深刻的内涵
。人类生活的基础不是自然的安排，而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正如我们历史地所探究的，没有自
然的人，甚至最早的人也存在于文化之中。这也正是我们在各种场合、各种载体不断看到“文化”的
词语，但是它们所代表的内容却是千差万别；我们在不断使用着“文化”的字眼，但是如果有人问你
，那么什么是文化的时候。也许我们唯一的感受是：这是一个难以表述的、无从下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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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哲学十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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