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何为文化？ 

 

文化是综合国力和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体现，我们必须要重视文化。那么，什么是文化呢？　 

文化从来就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概念，不同的人对文化有不同的理解。研究文化的专家和学者

们，对什么是文化给出了众多的定义，其定义之多，可谓令人眼花缭乱，难辨精准。全世界

比较有影响的关于“文化”的定义就有 200 多种。比如： 

　在英文中，“文化”用 culture 表示，含有培养、修养、教养、耕作、开垦、养殖等意思，

其含义是多样的。 

　英国《大英百科全书》（又名《科学艺术及专业知识百科全书》《不列颠百科全书》）是以

鲁索、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为代表的 184 位世界各国著名专家学者用 30 年时间完成的关于

世界主要学科和重要人物事件的具有极强学术性和权威性内容的著述。其中，对文化解读的

条目就达 166 条之多。这些关于文化的解读，包括来自世界著名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民

俗学家、社会学家、考古学家、哲学家、心理分析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经济学家、地

理学家和政治学家对文化的见解。其中，爱德华·泰勒将“文化”定义为：“文化是一个复

杂的总体，文化或文明从民族学的广泛意义上说，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

俗和任何其他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整体。”〖ZW(〗爱德华·泰勒：

《原始文化》，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ZW)〗这是泰勒给文化下的定义，他

是第一个将“文化”作为一个专门术语从科学的角度为文化下定义的人。 

　法国学者也对文化的内涵提出了他们的观点。法国于 1981 年出版的《法国大百科全书》

认为：文化是一个社会群体所特有的文明现象的总和。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于 1979 年出版的《大百科辞典》认为：文化指人类较大集团的典型生

活方式的总和，包括对这些生活方式的精神表述，尤其是价值标准。 

　苏联于 1973 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 3 版)认为：文化来源于拉丁文 Cultura，含

有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等含义，是社会和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反映，它表

现为人们进行生活和活动的种种类型和形式，以及人们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日本世界文化社于 1973 年出版的《世界文化大事典》认为：文化普遍是与“自然”相对

而言的词汇，具体是指艺术、宗教、哲学道德、文学、科学、法律等人类精神活动及其产物。 

　西班牙于 1978 年出版的《世界大百科全书》认为：文化就是在某一社会里，人们共有的

由后天获得的各种观念、价值的有机的整体，也就是非先天遗传的人类精神财富的总和。 

　…… 

　以上是国外学者对文化的解读。 

　在中国，对文化也有多种解释。比如： 

　〖JP〗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

念形态上的反映。”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文化的观点。在

毛泽东对“文化”的定义中，涵盖了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即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

的集中体现，文化是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政治经济所决定，又反作用于

一定的政治经济。〖JP+1〗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79年出版的《辞海》对文化的解释是： 

　①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

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

展。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巨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

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阶级社会中，它具有阶级性。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具有民族

性，通过民族的发展，形成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社会物质生产发展



的历史连续性是文化发展历史连续性的基础。 

　②泛指一般知识，包括语言知识在内。 

　③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所施行的文治和教化的总称。 

　 2012 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对文化及其产业做了如下界定：“本分

类规定的文化及相关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集合。”

其范围包括： 

　①以文化为核心内容，为直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而进行的创作、制造、传播、展示等文

化产品（包括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活动； 

　②为实现文化产品生产所必需的辅助生产活动； 

　③作为文化产品实物载体或制作（使用、传播、展示）工具的文化用品的生产活动(包括制

造和销售)； 

　④为实现文化产品生产所需专用设备的生产活动(包括制造和销售)。 

　 1990 年出版的《汉语大词典》对“文化”的解释是： 

　①文治教化(通过言传身教和礼乐制度即文治达到治理国家、巩固政权的目的）。 

　②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具有的书本知识。 

　③人们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教

育、科学、艺术等。 

　④考古学用语。指同一历史时期的不以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 

　另外，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林耀华先生、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张建世先生等一批专家学者也对

文化提出了不同的解释。 

　可见，不同的人对文化有不同的观点，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虽然人们对“文化”的

理解有所不同，但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主要有以下两种。 

　一是广义的文化定义：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

和。它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的生产方式、禁忌与习俗、宗教与信仰、规范与制度等方面所有

机构成的综合体。它标志着一定时空范围的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水准，人们的思维

方式、哲学观念、价值取向、特定的组织结构和生活方式，是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反映，是人们的心理诉求、价值取向、行为准则和特定的组织模式、生产

与生活方式的再现，具有历史性、连续性、传承性、影响性、发展性、时代性、民族性、民

俗性、多样性、地域或地方性等特点。 

　二是狭义的文化定义：指人类社会在发展进程中所积淀和凝聚的共有人文精神或社会意识

形态，包括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宗教、艺术、知识、信仰，以及各种制度和组织等。 

　这里的社会意识形态，一般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和价值

导向的系统的思想和观念，是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包括国家和国家集团)利益思想和意志的

集中体现，但同时又反过来指导这一阶级或集团的行动。依据这个定义，意识形态是一种思

想观念和价值标准，其核心是价值观念，它有以下特征： 

　第一，历史的延续性。 

　社会意识形态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是在人类社会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不断积累和

积淀，并通过感性到理性的过程逐步发展和延续的，因而具有历史延续性的特点。 

　第二，利益的集体性。　 

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大众，尤其是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包括国家和国家集团)集体意志的集

中体现，是为其所代表的阶级或社会集团服务的，集体性是它的又一特性。 

　第三，系统的完备性。 

　社会意识形态既然是为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服务的，那么，它的思想、理念、观念、制度、

法律、法规等应该比较成熟、比较完善、比较系统、比较完备，才能代表一定的阶级或社会



集团，并为其服务，才能具有普遍的价值观和指导意义。因此，系统的完备性也应是它的特

性之一。 

　由此可见，对文化的理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化作出

了不同的解释。 

　英国学者威廉斯(Williams)说：文化一词是英语中最复杂的二三个词之一。因此，对“文化”

的解读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由此，人们对文化的理解千差万别，文化因此亦呈现

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如民族文化、民俗文化、历史文化、人类学文化、考古学文化、语言学

文化、名人文化、生态文化、山水文化、水电文化、大坝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饮食

文化、服饰文化，等等。 

　如果你有兴趣，把这些关于文化的定义都读上一遍并加以比较，你就会发觉文化概念的多

层次性。说实在的，背书，大可不必。把这些关于文化的定义都熟记在心，未必就等于对文

化有了真正的理解。因此，我们还可从大众文化的角度，对“文化”加以解读。 

　各个民族都有属于本民族的文化，如生活习惯、婚俗习惯、生产习惯、饮食习惯、言谈习

惯、举止习惯、穿戴习惯……所有这些习惯聚合，再给它一个称谓，就有了“民族文化”的

说法。 

　一说到傣族文化，你就会想起傣族人的种种习惯，就会想起泼水节；一提到苗族，你便会

想起苗族的吊脚楼、筒裙、银饰、牛角头饰等；一说到壮族，你就会想起壮歌、对歌和歌圩

等，这些都属于壮族文化的一部分。 

　有一点必须说明：不同民族各有不同的习惯，都蕴含着本民族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

族规、礼仪等，所有这些都是从本民族的种种习惯中体现出来，再冠之以“文化”的名号，

便有“民族文化”一说。 

　专家学者把人们的饮食习惯称之为“饮食文化”，更有一种创新的说法叫作“舌尖文化”。

各种不同的饮食习惯也都蕴蓄着厨艺、食材、营养、保健和养生(食疗)等与饮食相关的许多

知识。 

　饮食文化也反映出信仰。回族信奉伊斯兰教，在回族的饮食文化中，不养猪，不吃猪肉。

信仰印度教者不吃牛肉，牛可以在大街上穿行，或在马路上静卧，车辆行人都得绕行而过。 

　饮食文化也会攻城掠地，四处称雄。美国的饮食文化进军中国，麦当劳、肯德基和星巴

克……中国的许多城市都到处可见，“洋快餐”和中国式的快餐形成对垒的格局。中国的饮

食文化也进军世界各地，华人、华侨开的餐馆颇具影响力，令外国人倾倒折服。如四川和重

庆火锅遍布世界，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因此，可以说，“舌尖文化”的威力不亚于千军万马。 

　听说过“水文化”吗？四川的都江堰是中国水文化的杰出代表。水文化蕴含着许多关于天

文、地理、勘测、水文、工程和力学等方面的知识，体现了古人杰出的智慧。都江堰千百年

来灌溉着成都平原，近年来更成了旅游热点，引来游客无数，水文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JP〗“服饰文化”可以说是一种招牌。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服饰，看一个人的穿戴便能八

九分地猜出他属于哪个民族。蒙古族的袍子，维吾尔族的帽子，白裤瑶(瑶族的一个分支)的

白裤子，藏族的藏袍，苗族的筒裙……哪个民族的姑娘爱穿百褶裙？汉人的服饰中，唐装，

旗袍(源自满族)最具代表性。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服饰，不同的穿戴习惯，便构成了“服饰

文化”。〖JP+1〗 

　听说过“厕所文化”吗？明清以前的那些朝代，大概不会有“厕所文化”这样的说词。先

是那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公共厕所的数量跟不上，布局不合理，给当地人和

外来者带来诸多不便，引起热议。一片议论声中，“厕所文化”一说横空出世，登台亮相，

“厕所文化”多半是“逼”出来的。 

　人们在热议“厕所文化”时，常以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公共卫生间”为例子，这显然不

全面。如日本的公共卫生间，设备现代化，环境幽雅，空气清新，不但有墙饰，甚至还有盆



栽。在里面，可以静心阅读，可以专心补妆，甚至成了休闲的好去处。 

　别小看了公共厕所，它反映出一个城市管理者的智慧达到何种高度，反映出一个城市的文

明程度，反映出一个城市的生活水平，也反映出一个城市的居民素质。说严重些，公共厕所

甚至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文明进步达到了什么样的高度。基于此，一些城市管理者便纷纷着手，

许多现代化的公共卫生间便相继出现。 

　在这里，之所以把“厕所文化”搬出来，是想说明文化无处不在，不管你意识到或没有意

识到，文化总是与你息息相关，如影随形，无法拒绝，无法躲避，人们永远生活在文化之中。

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礼仪文化、水文化，乃至厕所文化，每个人都是在这些文化浸润中长

大的。 

　上面这些通俗的说法让我们明白文化无处不在，人们总是生活在文化之中，而且深受影响：

什么样的文化塑造什么样的人格，什么样的文化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是一种天然的因果关

系。以此通俗的说法解读文化，或许对文化已有了一定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