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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产业读本》探析了文化产业的前世今生，力图从文化和产业两个方面阐释文化产业的内涵和外
延，其中涵盖了文化走向、公民文化、文化创造力、文化软实力、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内容产业、
动漫产业、因特网与手机内容产业、体育娱乐产业等一系列内容，同时，《文化产业读本》还着力探
析了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以期使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文化产业这一新生事物。
文化，是一个民族长时间的积累和沉淀，文化发展到今天，出现了更加复杂的形式和内容。产业是一
个商业概念，而当产业遇到文化，便兴起了一场创造性的革命，诞生出文化产业这一全新的商业模式
，将文化和产业完美地结合起来。文化的多样性和产业的商业性，使文化产业承载了更多的内涵和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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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少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1964年生，福建漳浦人。1980年起先后就读于福建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和日本早稻田大
学。1991年获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00年起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曾多次到日本、美国和韩国
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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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文化面面观文化是什么？不同的学者在回答该问题时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估计如果有100位
研究文化的学者就会提出100种关于“文化”的不同定义。显然，可以从不同的面相来理解“文化”，
但是并没有一个关于文化的标准定义。因为文化不是一个或一种，而是多个或者说多种，是多样性的
形态。不仅如此，文化不仅指客观的现象，也包括人们正在形成之中的文化观念；既包括历史文化的
延续性，也指艺术创新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等等。总之，多样性是文化的基本特点。了解文化具有多样
性的特点，并且从不同的视角来把握文化丰富性的内涵，才能有针对性地分析文化问题，并且才能提
出具体的发展和繁荣文化的方案和策略。一、文化多样性文化概念涉及到广泛的内容，它包含了精神
观念、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等领域的内容，如语言、道德、宗教、习俗、习惯、审美、各
种艺术、文学、法律制度、象征符号、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等。其中的任何一种文化形态也都是多
样性的，如道德就和各种习俗交织在一起，形成不同形态的道德。也就是说，人类既有共同的道德，
也有差异性的道德。其他如审美等也是一样。因此，我们可以从层次性的不同角度来区分不同的“文
化”类型，将文化视为各种“文化”层次和类别的结构性组合。1.从人类学家所理解的文化的本质上
看，文化是指“人在社会生活中所习得的共性”，这里有两个要素很重要：一个是“人”，一个是“
习得的共性”。文化是指群体的文化，一个人的个性不算文化；但是任何一个人身上都体现了他所成
长的环境中的共同文化特性或者文化要素。文化的群体性特征表明，如果我们拥有共同的精神活动和
生活方式等内容，那就是拥有了共同的文化。群体的单位可以是大的(如人类)，也可以特指某些区域
的人群、某个群体乃至某个组织机构的成员。2.文化既然是人类整体或者某个社会、某个组织中的某
些共性，那么，形成共同文化的要素的范围就很广泛，如服饰、发型、饮食习惯、语言、思维方式、
审美趣味和价值观念等等。同时，同一个社会的不同群体的文化也是有差异的。因此，从总体上说，
不同社会或者群体的文化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有时共性大，有时个性分明。不同的文化要素在不同
人群中的差异可能导致冲突，而具有共同性的文化要素则使他们可以相互交流、相互产生共鸣和亲近
感。3.同一个族群的文化在时间上会出现差异，不同族群的文化则因为生活空间的不同而有差异，形
成时空中多样性的文化。从时间上看，每一种特定的文化的形成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在不同时期形成
的文化是不同的。文化有时指历史文化，有时指创新的文化如当代的流行文化，有时指两者的结合如
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等，都和时代环境有关。从空间上看，不同区域或者社会的文化属于不同的共
同体或者组织机构中的群体，因而不同的民族的文化之间是有差异的。不仅如此，一个民族内部的不
同区域、民族和组织机构的文化也是有差异的。4.文化既是指称集合性的概念，如上所述的民族文化
；也可以是指称具体门类的文化艺术，如草根文化、京剧、动漫、先锋派艺术、现代性等。就后者而
言，具体门类的文化是细分的文化，如动漫可以划分为漫画、动画电视和动画电影等，漫画又可以区
分为故事性漫画、批评性漫画、知识性漫画等等。5.人们在使用“文化”作为某个语词的前缀词和后
缀词来标示某种文化时，这些概念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如文化生活、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文化强市
、文化艺术、文化娱乐以及历史文化、当代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通俗文化、企业文化、酒文
化、影视文化等等。在语言概念的许多使用环境中，它们之间的区别时常大于它们之间的共性。6.人
们有时根据文化修养和知识结构的差异来区分不同群体类别或者特性的文化特点，如人们经常使用精
英文化、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等等。有时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是指不同人群的文化，有时
是指不同专业水平的文化欣赏习惯。就后者而言，精英文化和高雅文化的意思接近，主要是指需要经
过专业训练才能具有欣赏能力的文化；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的意思相近，指不需要经过训练就能具有
欣赏能力的文化，如流行歌曲、小品等娱乐文化和都市报、漫画书等通俗读物。7.从文化的来源上说
，文化可以是历史积淀的，也可以是当代人共同创造的。在一般意义上，文化以积淀为主，以创造为
辅；如生活方式的文化以积淀为主，而文化产业以创造的为主。尽管中国的历史文化积淀很深，但是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现代文化更多具有创新内容，如企业文化作为现代文化，既
需要延续，也要求不断创新。因此，包括企业管理的管理文化和企业文化与历史文化就有很大的差异
。此外，与之相对应，现代文化特别是流行文化一般都是变化多端的，因而大多数也都缺乏历史积淀
。8.涉及到广泛领域的文化理念，都必须根据理念持有者的独特文化立场予以区别，如资本主义、共
产主义、民主、专制、民族国家、种族、女权主义、后现代文化、印象派、意识流、结构主义、市场
化等，各自可能特指某些价值也可能泛指广泛的文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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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化产业读本》：解读文化，探析产业，全方位了解文化产业的内涵，多角度把握文化产业的发展
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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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杂
2、文化产业对我来说很陌生，本书使我全方位了解文化产业的内涵，深入学习，很有帮助
3、通俗易懂，针对性强，写的很现实。
4、帮领导买的 还不错
5、思维不连贯，学术跟人品一样垃圾！
6、陈老师信马由缰，侃
7、到手的是一本年深日久晒得焦黄的旧书一本
8、“搞文产的最不需要文化了。”陈少峰课上一语道破天机。还有啥好说的？
9、快，质量好，信赖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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