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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乡土建筑作为文化寻根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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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持续高烧的#文化寻根$不是#寻根文学$所膜拜的西方现代主义%全球化促使#文化寻根$正视家谱学尤

其姓氏学%只有走进真正的乡土建筑中才能寻见#文化$之#根$&以祠堂!含牌坊")庙观)戏台为代表的乡土建

筑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乡土意识#物$的凝固%印证着宗族)宗法)忠孝节义)仁义礼智等儒家道统%是根深蒂固的

祖先崇拜之有形外化&乡土建筑存留家谱%镌刻姓氏%因#土$而#乡$%最具中国性与中国质%破浪于国际传播之

潮头&文化寻根必须摈弃#他者$的旁观视点%唤醒文化自觉%捍卫中华民族的文化安全%建构国家文化战略&

关键词!文化寻根!全球化!乡土建筑!家谱学!姓氏学!祠堂!牌坊!祖先崇拜!他者!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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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寻根的兴起

全球化以及网络的发达使地球日益成为一

个村庄%当代人的行为甚至思想正越来越趋同%

世界正走向高度一体化!

W,=8

K

3+=)0,

"和同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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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这些的反叛与悖逆%

$BA#

年 代 以 降%文 化 寻 根 !

988V),

K

LG:=G3+:

0̂0=H

"始终纠结着世人敏感的神经!是世人一个

津津乐道的话题"%在思想界持续发酵%渐成一场

自下而上的文化复兴运动*

$

+

"A

&着眼国内%从#寻

根文学$到新儒家%从国学复兴到孔子热%从唐装

风行到清明)端午成为法定节日再到全球汉语

热%种种现象%特别是时下炙手可热的#申遗$与

#非遗$%都是世界性的文化寻根潮流冲击吾国之

表现!我们国家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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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历来注重理性与思辨%其文化寻根主要

体现为追溯#我从哪里来$)#我是谁$等明显带有

!探究"哲学本源的问题%强调原始主义的文明发

生学追溯%由此凝聚为一种#原始情结$%主要表

现为从文化人类学层面对原始人的人格)生存)

生活与生态关系的整体研究和理解%致力于如何

在思想史上向世界揭开长期笼罩在迷雾之中的

所谓#原始社会$真相%又志在反过来促进对文明

社会弊端的反思与批判!精神"&其中%#

;G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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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HN

5欧洲中心主义$所建构的#原始社会$

和#原始思维$无疑是欧美乃至西方持续高烧的

文化寻根热之强劲#涡流$%吸引着西方知识分子

的文化认同与心理归属&与西方不同%中国的文

化寻根更多带有文艺色彩%更注重以家庭甚至个人

为中心的乡愁抑或思乡%凸显对家族的归认%对祖

先的敬重&中国文人或知识分子寻找的#根$绝非

什么#原始人$或#原始思维$%但对历史哪怕是口述

史)野史上屡被提及的先贤圣祖却有着莫大的追逐

欲%从三皇五帝到先秦诸子)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直

到明清名士都有国人在极力攀附%自称为其后代)

传人&而且%不仅仅个人%县市政府的兴趣与劲头

更足(不仅仅国内%海外华裔的热情更为!也十分"

殷切&在学术界%文化寻根在中国主要体现为近年

来方兴未艾的家谱学与姓氏学&

二!文化寻根的主要途径

寻根%寻根%去哪里寻根, 显然%千篇一律的

现代都市里没有我们的根%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

里也无你我的根%城里人的爹娘都在乡下%任何

一个中国人往上倒几代必是农民%!城市由乡村

演化而来%城市的居民也是经历了漫长的时光由

乡村迁徙而来"%乡村---才是我们的根&可是%

到了乡村%我们却蓦地发现%农村正在发生翻天

覆地的变化&农村正在快速地城市化%农村比城

市本身更迫切地想成为城市%农民做梦都在想成为

市民!农民对于市民生活也有着十足的渴望"&我

们的根%究竟在哪里, 笔者以为%只有乡土建筑%才

可以成为当今文化寻根的最终归宿&显然%乡土建

筑并不是建在乡村的建筑%乡村酒店)乡村别墅)乡

村高尔夫球场等一点也不#土$%根本不是!并不能

算作严格意义上的"乡土建筑&乡土建筑%在这个

快速城市化的时代%在疯狂拆迁甚嚣尘上的当下%

是一种奢侈品%可遇而不可求&乡土建筑%意味着

一种历史遗迹%一种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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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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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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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BBB

年在墨西哥通

过的0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宪章1将其表述为#农

村社区自己建造房屋的一种传统的和自然的方

式%是一个社会文化的基本表现%是社会与它所

处地区关系的基本表现%同时也是世界文化多样

性的表现$

"

&乡土建筑既是一个物质实体%也是

一种文化历程%与当地资源)文脉)生活方式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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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

+

T$

&笔者感到%真正的乡土建筑%首要特征

就是#乡$%是乡风)乡音)乡规)乡情)乡俗的物化

与凝固%是乡愁可以依偎的臂膀%是酝酿乡怨的

酒缸%是乡亲)乡党繁衍生息的家园%是乡巴佬)

乡下人的生死道场&其次%乡土建筑须是#土$

的%是#土法$建造的%是#土人$)#土包子)$#土专

家$的作品%是#土头土脑$)#土里土气$的%也是

#土生土长$%#土$得掉渣的&土%乡土建筑%意味

着固守传统%敬畏祖先%传承历史%拒绝全球化&

因此%乡土建筑是一种切切实实的乡井文化沉

淀%是岁月在乡间锤塑的泥土精神之外在显现&

所以%#本土建筑$并非#乡土建筑$%因其不#乡$(

#民间建筑$并非#乡土建筑$%因其不一定#土$(

#传统建筑$并非#乡土建筑$%因其未必#乡$%未

必#土$&笔者以为%乡土建筑中最能体现#乡土$

特质的是祠堂)庙观)戏台&

!!

三!乡土建筑是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的重要"物化物#

!!

祠堂%又称宗祠)宗庙)祖祠)祖厝%是供设祖

先的神主牌位)举行祭祖活动的场所%又是从事

家族宣传)执行族规家法)议事宴饮的空间&祠

堂是典型的乡土建筑%最能体现乡土观念&祠堂

被视为宗族的象征%是宗庙制度在古代社会最基

层)最底层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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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庙制度产生于周代%0礼记4王制1'#古代

天子建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0汉

书4张禹传1'#禹年老自治冢茔%起祠室&$0后汉

书4清河孝王庆传1'#朝廷大恩%犹当应有祠室%

庶母子并食%魂灵有所依庇&$北宋4司马光0文

潞公家庙碑1'#先王之制%自天子至于官师皆有

庙&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居室为后&及秦

非笑圣人%荡灭典礼%务尊君卑臣%于是天子之外

无敢营宗庙&汉世公卿贵人多建祠堂于墓所%在

都邑则鲜焉&$针对民间的强烈呼声%南宋4朱熹

首倡家族祠堂%每个家族建立一个奉祀高)曾)

祖)祢四世先主的祠堂四龛%并从现田中每龛取

$

5

"#

作为祭田%祠堂始兴&明代准许庶人修建祖

庙%一般建于宗族聚居地&至清代%祠堂已遍及

全国每一个乡村&清40光泽县志1卷四0舆地志

4风俗1'#从前各族宗祠无几%近数十年%凡聚族

而居者%城乡多各建祠&春秋祭祀%序昭穆%崇功

德%敬老尊贤%颇有追远睦族遗意&$

不论是陕西韩城党家村祖祠)山西晋城皇城

村陈氏祖祠)山东嘉祥武氏祠)安徽黄山罗东舒

祠)

"安徽龙川胡氏宗祠#

%还是福建龙岩欧氏宗

祠)福建莆田林氏英田宗祠)浙江永嘉郡祠)浙江

兰溪诸葛村祠堂%抑或广州陈家祠堂)广东客家

祠堂%建筑祠堂都很讲究风水%选址通常定于祖

先最早居住之地%将祖屋改建成祠堂&一般而

言%家族建宅往往先修祠堂&祠堂一般要比住宅

规模大%质量好%越有钱有势的家族祠堂往往越

讲究&高大的厅堂%精致的雕饰%上等的用材%结

构宏伟%工艺精美%祠堂大多集建筑)雕刻)绘画)

书法)诗词于一体%是光宗耀祖的一种象征&譬

如%广东的客家祠堂%一般采用轴线对称布局%院

落大都为二进)三进或五进%两边是青砖砌成的

高墙%墙顶上高低有序地翘起水牛角似的#多

子$%典雅而又雄伟&沿中轴线%依次为大门)仪

门)走廊)明楼)亭堂)寝堂等&亭堂是祠堂的正

厅%又称祭堂%是举行祭祀仪式或宗族议事之处%

因此空间最大%用材也最考究%一般用较大且坚

实的柱头和横梁构建&寝堂是安放祖先牌位之

所%显得庄严而神圣&又如%罗东舒祠的寝堂%单

檐歇山顶%也是整个祠堂的精华所在%并列三个

三开间%加上两尽间%共十一间&十根檐柱琢成

讹角%为方形石柱%檐下正中悬清4吴士鸿手书

匾额#宝纶阁$&寝堂内的梁头)驼峰)脊柱)平盘

斗等木作%饰以各种云纹%雕刻得玲珑剔透%彩绘

以青绿)土黄为主调%间以橙)赭)玫瑰红等对比

色%清晰艳丽%实属精品&两端设有楼梯%可登临

二层%极目远眺&又如%安徽龙川胡氏宗祠的木

雕被誉为#徽派木雕艺术宝库$%浮雕)镂空雕和

线刻等手法圆熟%图案活灵活现%栩栩如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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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呈坎镇呈坎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位于安徽省绩溪县%原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祖祠%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楼上刻有龙狮相舞之图%寓意#侍龙相主$%以求

飞黄腾达*

T

+

$BB

&方梁上雕以#九狮滚球遍地锦$)

#九龙戏珠满天星$%两旁是各体书法佳作)绘画

印款%风雅高古&再如%陕西韩城党家村祖祠的

梁枋)斗拱)脊吻)檐橡)驼峰)雀替均精雕细刻%

浅雕)深雕)圆雕)透雕各显神通%龙凤麒麟)松鹤

柏鹿)水榭楼台)人物戏文)梅兰竹菊等精美图案

随处可见%间或书法龙飞蛇舞%壁画栩栩如生%相

映成趣%美轮美奂%令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一

般来说%家族不仅有一处合祀的族祠)宗祠%称为

#总祠$%族内各房)各支房往往还有各自的支祠)

分祠%以奉祀各自的直系祖先&#一座宗祠%只有

放在宗祠)分祠)私己厅)香火堂)祖屋这个为敬

宗睦族而设的建筑系列中才能更好地认识%只有

把这个系列放在聚落中特定的地点上%并找到它

们之间的相互关系33把它们和宗支房派的住

宅的分布状态联系起来%才能更好地认识&$

"祠

堂%体现了宗法制家国一体的观念%极具封建色

彩%极富乡土气息&

祠堂有一个独特的附属物---牌坊%因其总

是建在村口%十分惹眼%以至于绝大多数现代人

只知牌坊不晓祠堂&牌坊%是封建社会为表彰功

勋)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所立的纪念性建筑

物%偶有宫观寺庙将其作为山门的&牌坊发轫于

汉代%成熟于唐宋%至明清登峰造极%一般为木

制%上乘为石制%主要用于纪事载功%根本不具备

祠堂的祭祀)宣教与庆典功能%因而象征性)符号

性要胜于实用性&但是%因其总是置于村口寨

首)桥头路边%匾额醒目%书法讲究%十分吸引外

来者的眼球%作用自然不可小觑%几近喧宾夺主

!所以他们的存在总是能够第一时间吸引游人

的目光%甚至比起祠堂更加容易使人驻足"&其

实%牌坊的结构都很简单%并不能与祠堂相提并

论%只不过是由两根柱子架一根横梁构成的最

简单的门而已%故而最早名为#衡门$&

# 最简单

的牌坊---功德柱%只有一根柱子&

$ 即使最复

杂的牌坊---牌楼%也不过多了一个小斗拱和短

而窄的屋顶罢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式微%大众传

媒的视像化误导%使众多的#

A#

后$)#

B#

后$对古

建与园林知之甚少%尔等却又甚喜旅游%每见牌

坊入眼%皆大呼小叫%欢呼雀跃%以为这就是乡土

建筑之代表了%实则望文生义%浅尝辄止&

庙观也是典型的乡土建筑%仅次于祠堂&庙

观里供奉的不是自己的祖先%而主要是民间传说

中的神仙%如山神庙)土地庙)城隍庙)观音寺)龙

王庙)东岳庙)二郎观)财神庙)八仙观)妈祖庙)

瘟神庙等&此外%也供奉先贤名士%如遍布各地

的孔庙)关帝庙)武侯祠等%尤其以陕西黄陵轩辕

庙)陕西宝鸡神农祠)甘肃天水伏羲庙最为出名%

这些庙观已经成为凝聚海内外炎黄子孙)弘扬华

夏民族精神的文化圣坛*

D

+

A#

&

戏台常建于祠堂)庙观的旁边%每逢祭祖)婚

丧)年节)丰收便上演宣扬忠孝节义)仁义礼智的

传统戏曲%曲种越具有地方性)县域性)乡镇性就

越受村民欢迎&比如%走进陕西的乡间%光讲#秦

腔$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唱腔上细分出老腔)眉

户)碗碗腔)阿宫)线胡等%从表演形式上区分出

本戏)折子戏)地台戏)独角戏)皮影等%如同当地

的面食一样%名目繁多%风味各异&

祠堂)庙观)戏台这三类最具代表性)典型性

的乡土建筑再次印证了文化寻根其实是一种信

仰寻根%我们苦苦找寻的是失去已久的信仰&现

代人整日追名逐利%风风火火%走南闯北%四海为

家%待到功成名就腰缠万贯之时%却发现自己问

心有愧%甚至恶贯满盈%于是便惶惶不可终日%无

以排遣%抑郁寡欢&可悲的是%中国始终不是笃

信宗教的国度%儒道释耶皆宣扬来世%虚空飘渺%

遥不可及---回乡问祖%回归故土%触摸家谱%品

咂姓氏%竟能平抚浮躁%安神静心---寻根寻出

这么多门道%寻出了品位%寻到了文化%寻见了信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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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楼庆西)陈志华)李秋香三位学者对乡土建筑研究颇为深广&受社会学影响%他们常选择一个村子解剖麻雀%

由表及里%这种思维固然绵密扎实%但无学科之间的横向贯连%跨文化性欠缺&此语出自陈志华为李秋香0乡土民居1所做之序%

百花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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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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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0诗经4陈风4衡门1'#衡门之下%可以栖迟&$

$

如福建南靖塔下村德远堂张氏宗祠前就有众多功德柱%皆为石制%形似旗杆%又名#石旗杆$&



仰*

F

+

"B

&笔者以为%#文化寻根$本由闲散文人一厢

情愿闭门造车而来%文化寻根的雏形只是#文化采

风$)#乡村旅游$%其真正具备文化自觉与文化自省

是在邂逅家谱学与姓氏学之后&一旦走进真正的

乡土建筑%这就毫无旅游之味%断无采风之意了%就

变成一种追寻历史)祭祀祖先)萌生信仰的自主性

行为%带有强烈的仪式性与超脱性&

四!保护乡土建筑的文化意义

寻根%寻根%最终寻到的是什么#根$呢, 笔者

以为%所谓根%主要是基于祖先崇拜的原始信仰之

世俗化&祖先崇拜的初衷在于消除恐惧%0左传4

昭公七年1'#鬼有所归%乃不为厉%以其无归%或为

人害$%因而必须闪避亡灵的作祟&但是%西方学者

&05,H=0,

!庄士敦%

$AF%

-

$B!A

"却相信%#没有祖先

牌位%则无祖产$%

"这种说法在祭祖与财产之间建

立了互惠关系%把对家谱)姓氏)祖先的崇拜与现实

现世的财富观结合了起来%这真是一语中的%深谙

当代人寻根之个中三昧&

祖先崇拜%

2,48H=03R03H5)

@

%是一种宗教心

理%是图腾崇拜的变异与深化&祖先崇拜最初始于

原始人对同族死者的追思与缅怀%氏族社会确立了

父权制%原始家庭制度稳定之后%人们逐渐产生了

前代逝者灵魂可以庇佑本族成员)赐福儿孙的观

念%并开始祭拜%进而形成严格意义上的祖先崇

拜*

F

+

$TT

&祖先崇拜具有本族认同性和异族排斥性%

相信祖先神灵具有超人!

9G

@

835GN+,

"性%会庇佑

后代族人并与之息息相通&祖先崇拜超越了原始

图腾崇拜和生殖崇拜的局限%更具人性%更具对象

性%使原始宗教的人文色彩大为增升&

在中国历史上%祖先崇拜始终是各族人民的

一种强烈信仰%也是宗族思想的精神支柱&自古

以来%中国就有着复杂的鬼魂观念&国人相信%

人死后%灵魂所变的鬼会具有超人的能力%非凡

的法术%精魂能附于自然物中%可以惩恶扬善%明

辨是非%生杀予夺%直至决定人的命运*

A

+

DD

&

0礼记4祭法1'#人死曰.鬼/33有虞氏祖

颛顼而宗尧%夏后氏祖颛顼而宗禹&$最初的祭

祖%并不以血统而以功德为标准%夏以后始尚血

统而行祭祀&至殷商%殷人信仰的中心在于活人

之魂魄%十万片甲骨文字大部分是为祭祀占卜用

的&殷人相信%过世祖先的精灵依然存在%和天

很接近%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周人不仅深信祖

先的灵魂有降祸赐福的能力%且可与天齐%与天

同在&天意难测%唯先王的美德功懿可以遵行%

故而滋蘖了以#敬德$为主的祭祀理念%期望通过

先祖向天请命%祈天福佑&可见%祖先崇拜之初

衷仍与敬畏上天有关%其宗教意义超过伦理意

义%祖先已被神格化与偶像化%更有功利主义诉

求寓含其中&

祖先崇拜新近表现于家谱学%其研究对象就

是家谱%包括收集家族成员的姓名%整理有关祖

先的历史记录%绘制谱系树状图等&家谱的发端

和起源%可以追溯到西周中期甲骨文0家谱刻辞1

中的#儿氏家谱$%虽然只有寥寥数十字%距今却

已三千多年&先秦时期的0世本1

#为第一部初具

规模的家谱&司马迁0史记4太史公自序1'#维

三代尚矣2 年纪不可考%盖求之谱牒旧闻$%0史

记1中的#世家$)#列传$直接承续0世本1之体例%

实际上是家谱中兴的体现&魏晋南北朝#官之选

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

$宋4

朱熹'#序昭穆%别疏戚%因流而源%由本达枝%作

谱以传%庶己不忘本也$

%

&清4庄有恭称家谱有

#五善$'#本祖德也%亲同姓也%训子孙也%睦故旧

也%又有其大焉者%则报国恩也$

&

&清4章学诚'

#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

'

&梁

启超0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我国乡乡家家皆

"D

西
!

安
!

建
!

筑
!

科
!

技
!

大
!

学
!

学
!

报!社会科学版"

!!!!!!!!!

第
!!

卷

"

#

$

%

&

'

"

;N):

I

S+3=),2583,

%

J+,A%342

6

4+,-,&0/'&A+/',*,T/33&

(

,

!0中国乡村的祭祀1"%

9=+,103<-,).83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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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F!/

#

0世本1%又作0世系1&#世$指世系%#本$则表示起源&0世本1是一部由先秦时期史官修撰的史籍%主要记载上古帝王)诸侯和卿

大夫的家族世系%包括0帝系1)0王侯世1)0卿大夫世1)0氏族1)0作篇1)0居篇1)0谥法1等十五篇&

$

郑樵0通志1卷二五0氏族略序1&

%

0朱子语类1%中华书局
$BAD

版&

&

0毗陵庄氏族谱4卷首序1&

'

0章氏遗书1卷十四0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1&



有谱%实可谓史界瑰宝33能尽集天下之家谱%

俾学者分析研究%实不朽之盛业也&$

"毛泽东指

出'#如果家谱)族谱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类社

会发展规律%也可以为人文地理)聚落地理提供

宝贵的资料$

#

&在中国传统典籍中%家谱以其丰

富庞大的纪事内容而与正史)方志并列%成为史

料学)古典文献学的三大支柱&

早在
"#

世纪初%家谱的学术价值便受到一

些有识学人的充分重视&中国正史多为官修%家

谱虽多为民间私修%一家一族之秘藏%但编撰态

度虔诚而恭敬%内容详尽%体例规范%时序连贯%

尊卑伦次严格%这些特长是任何官方文献所不能

替代的*

B

+

"B

&家谱学是一门集合地方志)文献学)

目录学)民族学)文化史)方言学)民俗学)人类学

甚至基因工程$的多)跨学科研究&国外学界也

很重视家谱学%

[8,8+:0

K

)4+:904)8=

I

01-=+5

%

-92

!美国犹他家谱学会"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

大的家谱学研究机构%藏有
T#

多个国家和地区

家谱的缩微胶卷%总量达
$##

万卷&其中%收录

$BF%

年以前的中国家谱
!$#B

种%仅客家家谱就

有
%B!

种&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剧和跨国移民

的潮流普及%当代人的乡土情怀与寻根意识日益

增强%迫切需要强化民族乃至家族归属感与自豪

感%家谱学正显示出独特而强大的学术魅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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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

&

作为家谱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姓氏学!

9G3E

,+N80:0

KI

"是一门研究人类姓氏的历史渊源与文

化内涵的学科%属于文化人类学的一个亚科&中国

的姓氏学%主要研究汉族的姓氏%涉及汉族常见的

几百个姓氏的起源)意义)发展)地理分布)民族融

合)民俗风貌等&中国人的姓氏折射出中国社会几

千年的演进轨迹与传递历程%具有一定的规律

性*

$$

+

T

&国人历来宗族观念比较强%同一个姓的人

相逢总有几分亲切感&国人将同姓与血缘联系起

来%同姓者总感觉存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血缘同

源性&事实上%姓氏学只有在中国这样一个文明持

久延续)文化自成体系)人文心理自足的国度才有

最多的信徒与最大的市场*

$"

+

A

&

笔者以为%家谱学基于家庭与家族%向内收

敛%更具私人化与个性化%更急于昭示#个人知

识$与#独一无二的质性$(姓氏学基于历史传承

与文化延续%向外发散%跨地区)跨民族)跨国家

倾向突出%旨在把天南海北)五湖四海的#同姓

者$联结在一起%为其确立一个共同的信仰目标&

显然%姓氏学的入世难度更大%普世性与普适性

更难得到公认*

$!

+

D!

&不过%姓氏学常与家谱学常

携手联袂%彼此依存%互补短长%互通有无%进而

构筑了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寻根风貌&

五!结
!

语

建筑界素来注重学科交叉%横跨文学艺术)

工程)管理几大门类%故而笔者较早地感到即使

抛开暂时的政治)道德因素%人%也不可能像动物

那样进入绝对自由的生存空间%总有一只无形的

手在幕后操纵着人类%制约着人的心理与行

为---这就是文化&文化是广博而深约的人文

心理与历史结构%绝非文学那么单纯%#文化寻

根$必须掘地三尺%挖出中华民族深藏地下的

#根$%也就是中国艺术的神髓%中国文化的特质%

中国人的思维范式&这些本源性的存在皆不来

自西方%亦非现代)后现代)全球化所赐%一律要

从中国古代遗留至今的物质的)非物质的史籍与

遗迹中去探寻%家谱!学")姓氏!学")乡土建筑乃

至更多的历史名城)大遗址都是#文化寻根$的富

矿%#文化寻根$至此才柳暗花明%渐入佳境&这

样的#文化寻根$使当代人意识到%现代性)全球

化的根本弊端就在于必然在追逐资本和利润的

过程中彻底扭曲远古以来人与自然的均衡关系%

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将人类引向无法在

这个地球上持续生存的危险境地&正视危机%谋

求超越%是人类必须做出的选择&

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寻根$的实质都是

一样的%各国在经济转型的同时"下转第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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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参人民出版社
"##A

年
$"

月版&

#

0毛泽东选集1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BB$

年
D

月版&

$

主要表现为通过
C?2

测序判定血缘的继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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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与学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教学质

量的好坏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个体差

异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通过上述对外语学

习者认知风格差异性的调查和分析%可以得知学

习者的认知风格并不完全相同%并且具有一定的

倾向性(不同认知风格的学习者在某些学习方式

上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在外语教学过程的设计

和实施时%应该充分考虑学习者和教师的自身特

点%全面发挥教学参与者的主观能动性和优势&

在外语教学活动中%只有实现教学方法和模式与

学习者认知风格相适配%教师的认知风格与学习

者的认知风格相匹配%教师有针对性地安排课内

及课外的学习活动%才能激发和促进学习者的学

习兴趣%增强他们的独立学习能力%从而有效提

高外语教学的质量和学习者的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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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都在重审本土的文化资源&众多

保存下来的乡土建筑%众多珍藏至今的家谱%众

多自古沿用的姓氏%一起构筑了一道绚丽的中国

传统文化风景线%是中国精神对外传播的坚强堡

垒%对西方中心主义)美国霸权主义乃至全球化

起着强大的抵御作用%具有强烈的反思批判性&

在这道文化长城庇护下%我们更应引导全民的文

化自觉"

%捍卫民族文化安全%重建国家文化战

略%这已成为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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