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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和谐

——从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等工程设计谈起

聂向东

[摘要] 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合。面临外来文

化与本土文化的碰撞，我们将持何种态度?每个人都需要归属感和认同感。 当人们面对本土的

传统文化和外来的新文化之间的价值取舍时，难免心怀忐忑。一方面，人们渴望吸收和融入新的

先进文化；另一方面，又希望保持自己文化传统和根基。只有前者可能会感到背叛了自己的文化

和家园，只有后者则会感到被社会文化排斥在外。这种现象加剧了文化的冲突。全球化过程中本

土文化的命运如何?和谐社会呼唤文化和谐。中国传统“和”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良好基础。

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是中国天主教最大的神学院，是一个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和谐相处的典型。

笔者近年来设计的几个其他工程，也可以作为实例来分析。本文通过分析本人主持设计的若干建

筑工程(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中国驻欧洲某国大使馆等)，研究从社会舆论到业主意图直至建

筑师的追求中所表现出来的当代建筑业中对中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的一些探寻与思索。

【Abstract]Culture generally refers to patterns of human activity and the symbolic structures that give

such activity significance．In face of Collision of Foreign Culture and Chinese Culture,what will be Our

Attitude to Domestic Culture and Foreign Culture?Everyone has a need for belonging and a sense of

identity．When there ale competing cultural values a person may inevitably feel torn between old and

new ways．On the OIle：hand，there is a desire to assimilate and belong．On the other hand,there is a wish

to preserve one’s heritage and roots．A person who wants to assimilate may feel he disobeied his culture

and family，whereas a person who does not assimilate may feel excluded．This intensifies the experience

of cultural conflict．What will be The Destiny of National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Harmonious society calls for cultural harmony．Traditional Chinese Harmony Culture is the fundition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Harmonious Society．The counUT。S semiIlaI'y of Catholic church of China is the

largest seminary of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It has become a good example of harmony of demestic

culture and foreign culture．So do some other new buildings the author designed these recent years．

作者与单位：聂向东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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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建筑设计新思潮不断涌现、建筑工程技术水平迅猛提高的今天，建筑设计创新成

为业内人士谈论最多的话题。自北京国家大剧院选中了“蛋形”外观，奥运场馆选中了“鸟

巢”方案后，新建筑的标新立异更表现出风起云涌之势，国内的建筑师们也追寻着国外大师

的脚印在开拓着自己的市场。然而，笔者走进设计院后第一个独立主持的工程就遇到了坚决

要求将源于西方的宗教建筑做成传统民族形式的业主，并且自此后多年设计实践中屡屡遇到

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问题。有的是传统历史文化保护区内的新建筑，有的是紧邻传统文物

的国际化新建筑，还有的是要在国内或海外弘扬民族精神⋯⋯。这迫使笔者不得不开始重新

审慎地考虑“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问题，以便把握好新建筑设计与文化的关系，使自己的

作品尽可能多地符合社会文化的要求。

新华社2006年9月28日消息：“中国天主教规模最大的全国性神哲学院中国天主教

神哲学院，28日在北京落成。来自海内外的数百位教内外人士参加了落成仪式。据悉，学院

占地近5公顷，已建成包括教学楼、学术报告厅、图书馆、小圣堂和宿舍在内的5座建筑，

将有24位中外籍教授在校内任教。该学院是亚洲天主教界设施最为现代化、师资水平最高的

学府之一。据了解，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最初设立于1983年9月，先后经历了3次搬迁，是

中国天主教神职人员培训的最高学府，至今招收了10届，共计419位学员。”

从上面的这一则简要的新闻人们可以概要地了解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但作为十一年以

来唯一的建筑专业设计人，想说的远远不止这些。

1994年冬天，领导布置了一项任务。听说是天主教的建筑，年轻的设计人很快从图书馆

借来的一本英文的、充满哥特式教堂黑白照片的原版书，然后，脑子里装满了玫瑰窗、束柱

和飞扶壁去见业主。业主(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指定：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必须是中国民族

形式大屋顶：要分散的院落式布局。设计人百思不得其解，搬出设计院老总去说服业主，然

后以说服失败告终，然后引出了这些年的思考：西方传来的天主教建筑为什么采用中国的形

式?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是怎样相处的?

一、文化与和谐文化的含义

“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合。狭义指

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

和经济的反映，又作用于一定的社会经济。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具有民族性。每一

种社会都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l】文化是人类智慧的产物，是不同社会独具一

格的生活风尚和特征，行为样式和模式。

“所谓和谐文化，是指一种以和谐为思想核心和价值取向，以倡导、研究、阐释、传播、

实施、奉行和谐理念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形态、文化现象和文化性状。它包括思想观念、价值

体系、行为规范、文化产品、社会风尚、制度体制等多种存在方式。”t21

和谐文化，最核心的内容，是崇尚和谐理念，体现和谐精神，大力倡导社会和谐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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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坚持和实行互助、合作、团结、稳定、有序的社会准则。也就是以和谐理念贯穿于相

关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现象之中，以和谐作为该类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并以此影响其他各种

文化形式，促进整个和谐社会的建设。

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

由于文化联系着不同的民族、种族，由于文化中人的差异性，解读外来文化的过程中难

免会发生对文化的误解，并且由此发生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导致文化个体对于之前接受的

价值观或思维方式的怀疑，或者是对外来文化的输入产生恐惧和焦虑，或者是对外来文化的

输入进行抵制甚至对抗。

不仅如此，跨文化传播也成为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争霸的场所，成为文化帝国主义肆

无忌惮进行全球扩张的过程。文化帝国主义是西方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借助强大的经济政

治实力，向世界各地输出其文化，包括信仰、价值观、生活方式、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

等等，逐步地排挤文化输入国的本土文化，以求占据该国家文化中的主导地位。

这种情形自1840年后在我国表现得尤为突出。以天主教为例：

天主教亦称公教、罗马公教、罗马天主教。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新教、东正教、天主

教统称基督教。在中国，基督教一般只指新教，不包括东正教和天主教。

“天主”一词是16世纪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后，借用中国原有名称对所信之神

的译称，故把他们传播的宗教定名为“天主教”。

中世纪时，天主教是西欧各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宗教，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后，

天主教在欧洲部分国家丧失统治地位。

天主教于唐代开始传入中国，13世纪再度传入。元朝覆灭后，天主教在中国几近绝迹。

16世纪，天主教随着西方殖民主义浪潮，再度传入中国。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传教士也陆续进入中国，天主教

又发展起来。传教士在中国的土地上受他们本国政府的保护，到处设立教堂、修道院，兴办

学校、医院、孤儿院，用各种方法传播，发展天主教。

从1840年到1949年，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天主教在中国虽然有了300万教徒，但教

会领导权却一直在外国主教手里，中国天主教成了受外国势力支配的宗教。这是西方经济发

达的国家借助强大的经济政治实力，把西方文化塑造成世界范围内的支配性文化样式，企图

占据文化输入国的文化主导地位。这种文化帝国主义是人类文化多样性平衡的敌人，破坏文

化生态。

国人曾一度认为外来文化一概是一种威胁，需要全力抵制。因此出现了杀洋教的“义和团”。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天主教进行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反帝爱国运动，经过几

十年的发展，中国天主教成为中国宗教徒自办的事业，成立了天主教爱国宗教组织“中国天

主教爱国会”。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贯彻落实，中国

天主教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人们对维护人类各种文化在传

播中的平等地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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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使中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国际经济大循环之中，它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

文化全球化。对外开放构成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它意味着中国文化已经不再是一个

封闭自足的体系，而是一个处于开放和互动的全球化网络之中的民族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

下，随着开放的逐步扩大，外国文化产品不断地冲击我国市场。外来文化难免会又与本土的

民族文化发生冲突和碰撞，引发人们的文化不适应和对民族文化缺失的担忧。

外来文化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威胁?我们的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

程。当我们从孩提时代接受的本土文化，其实它的许多成分当初也是从别的文化经过本土化

的改造而来的，当初可能也是颇具争议的，外来文化的输入势必会影响到我们心目中传统文

化的地位，而这是每个文化发展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

我们需要做的是：首先，维护人类各种文化的平等地位。其次，建立多种文化和谐对话

的氛围。让人们拥有文化选择的自由。要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让不同文化体系之间和

谐对话，在对话中相互汲取对方的精华，求同存异，从而达到本土文化的发展与文化个体生

活方式的多样化。在文化方面建构多种文化和谐对话的环境，这样才能达到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的目的。同时，仍要警惕文化帝国主义的全球扩张。

文化是不断发展变迁的。引起文化变迁和发展的原因，有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

自然环境对于文化变迁和发展的影响是有限和缓慢的。不同文化交互作用引起的变迁和发展，

会呈现复杂的情形。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

1．文化的并存与相容

这是指在同一文化领域中，通过引进外来文化或创立新的文化而出现的本土文化与外来

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并存、相容，呈现多元化的现象。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中国

天主教信众的人数则已增加了将近一倍。自1582年利玛窦来到中国成功传播天主教后的四百

多年中，中国天主教信众的总数已达500多万人。佛教在中国有2000多年的历史，目前我国

有1700多位活佛，12万喇嘛和尼姑。有1800万人口信仰伊斯兰教。基督教目前约有1500

万新教徒。ljl多元文化并存可见一斑。

2．文化的趋同

这是指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接近、靠拢的现象，通常是向比较稳定和成熟的先进文化、

强势文化接近、靠拢、效仿。例如：当今由于西方经济技术的发达，使得西方文化成为强势

文化，令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的东方国家(如日本)出现了对西方文化的追捧。表现在建筑

文化中则明显的出现了模仿西方新潮建筑风格，追捧西方前卫建筑大师的现象。这种趋同是

以西方的遥遥领先的建筑技术为基础的，象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是

不可避免的。

3．文化的同化

这是指一种文化在另一种文化的渗透、浸润之下，逐渐丧失其原有特征，演化成“另一

种文化”的现象。在历史上，殖民地的农业文化，以至原始的部落文化被西方工业文化同化

现象的发生，并不仅仅是因为殖民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治，根本的原因是工业文化是先

进的文化。

4．文化的融合

这是指两种不同的文化，例如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通过相互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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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交流，屉后融台成种新的文化的现象．这类文化融台，由于嗳收丁传统文化或外来文

化的某些优点．因而会带来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佛教起源于印度，传人中国后却成为中国的主茧宗教．但中国的怫教与印度佛教已经有

了很大的区别．很大程度上·v中国的本土文化进行，融台。以佛教建筑为洲，在印度．塔的

作Hj原奉是埋藏尸骨的坟冢，于地而上起一个大覆钵是其基本形式，梵立称为“宰堵坡”。是

由塔基、覆钵，宝匣和相轮构成的。隋唐以后，塔的彤象逐渐趋于华丽，如敦煌第23窟南壁

“见宝塔品”中的大塔，及肢西扶风法门寺塔地宫中出土的痒铜塔模型。塔身上加盖r具

有中国传统的四角攒史的大犀顶．可见“章靖坡”由印度传入中国被J；妻造为中式屋顶上的塔

刹袋饰．尺寸与其下的房屋或楼阁相比小了几倍，仪仪成为十符号化的标识．『口J人们标明

这座与其它建筑形蒙基丰丰【j同的房于是为佛敦而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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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化胂排斥

这是指’种史化采取崮守其原有状志，既拒绝向另一种文化趋同、与另一种文化融合、

被另一种文化间化，叉拒绝+j另一种文化并存、相I存的现象。时钟来文化的排斥是通常通过

国家或蜘体的外却于厦实现的，蛰J典沦控制．信息封锁、限制^员与外部交往、对外来文化

实行某种准八制度等。中国存改革歼放之前．就是这样进行文化封锁的。今天，世界经济和

地区经济都【{趋走向体化，发达的_殳逋、墟讯使并国间距离大大缩小．立化排斥或文化封

镁于令不舰币能奏效，也币台时宙。埘是，由于二涉发圉客丰权和安全m需要由率国控制的史

化领域·还额通过立涟或蝈际坼定的方式埘粜tI外柬土化加以艘制，

中国夭主教的情况中亦存在着此种因素由于I：iJj史上天生救曾经扮演过帝国}卫侵略中

国的工具，因此我国政府在开放中陶的宗教衄策的同时必颏，z格维护我国宗教的独立自主性。

‘}+国政府支持‘”国天主教及与国际宗教组织保持正常的交流和友渲．又坚持··自我管理、自

斧、自传”的缘则，宗教训体和宗教事备不受任何外国统治。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的宗旨是：

“培养热爱社会主义祖国，遵守宪洼，热爱圣教会，具仃较高的神哲学知识，善度趣性生活，

立志终生献身教会，宣扬基督福音，服务人群，坚待在政浩、经济、事务方面独立自主自办
救会原则的冲职人受。”

8，历史文化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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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内容的保护活动，我国的各级政府都已经为此出台了相应的保护政策，不仅对于文化本

身，而且对于文物所处的环境也多方加以保护。

至此可以发现：文化的变迁和发展不会导致传统文化或本土文化特色的彻底消失，文化

融合后新诞生的文化还会保存传统文化或本土文化的“基因”。传统文化或本土文化中落后

部分被先进文化(本土生长的或是国外引进的)所取代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文化的进步。保

护遗存文化是人类的共同责任。虽然各国、各民族之间文化的差异性将逐步缩小，但未来世

界的文化将呈现多元的、多样的文化和谐相处的景象。

三、文化的和谐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观中和谐对话的深邃思想早已有之。“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这句话出自《论语．子路第十三》。何晏《论语集解》对这句话的解释是：“君子心和然其所

见各异，故日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利，故日不和。”就是说，君子内心所见略同，

但其外在表现未必都一样，比如都为天下谋，有些人出仕做官，有些人则教书育人，这种“不

同”可以致“和”；小人虽然嗜好相同，但因为各争私利，必然互起冲突，这种“同”反而导致

了“不和”。【4J“和而不同”的实质就是倡导不同文化间的对话。“和”实际上就是求同存

异，而“同”则是为同而灭异。“和而不同”主张的是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追求和谐统一。

就是要协调不同，达到新的和谐统一，使各个不同事物都能得到新的发展，形成不同的新事物。

当今世界，全球化空前地拉近了各国家、各民族之间的距离，以国家为单位的政治经济

方面的互动引发了不同文化体系间的近距离接触，每一民族在发展自身文化的同时，都在有

意或无意地进行着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和互动，人们对本己文化和异己文化的异同之处不断加

深着理解和认识。在这一过程中，彼此间一方面在寻找共同话语，放弃或改变原有的一些观

念和行为方式，以达到求同存异；一方面又在加强着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以求民族文化有

存在的根基。

文化和谐的本质是对所属文化和其他文化产生认同。各种文化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实现

的更新与融合，就是整合。外来文化、本土文化作为既存的现实文化，都是和谐文化构建的

客观存在形态。维护文化的和谐，就必须接受这种多元一体化的文化。

文化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本保证和重要标识。

和谐文化是各种文化资源、文化形式、文化要素、文化关系之间的协调一致，“和而不

同”是和谐文化的本质属性，也是和谐文化的最高境界。各种文化相互补充，各种文化协调

发展，才能达到“和而不同”的文化境界，否则将出现“同而不和”的局面。

四、中国的本土建筑文化

每一种文化都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连续性，决定文化

的发展也具有连续性和历史继承性。

本土建筑文化的形成与环境自然条件、人类自身的条件、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发展



V国是巩子管孚小，平管 l匕X果

变化是密不可分的，要了解与建筑相关的文化，首先必须了解人如何在建筑中生活以及他们

为什么以特定的方式去建造房屋，为什么建筑会有地域性差别。自然条件，包括气候、生态、

建筑材料等是一部分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拥有不同文化的人们拥有不同的历史、信仰和观

念。自然因素与文化因素融合在一起，自然而然地营造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建筑传统。

春秋战国以后，强调中庸和谐的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心理

特征，深深的制约着中国社会的进程，使之在稳定中缓慢地发展着，也深深制约着中国文化

的特征，使之有着非常稳固而成熟的民族传统。这种传统在各个层面上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表现在建筑上则是追求和谐之美的基调贯穿始终。

中国本土文化中的民族审美心理特性、审美情趣直接和民族的文化传统相联系，直接反

映着理性的、实用的、人文主义的文化特征。这在建筑中具有相当多的表现，如：

人性的尺度。以为人居住的建筑——住宅为尺度，为神而建的的寺庙也如住宅的翻版，

甚至宗教气氛很浓的石窟，到了中国也很快变成了中国式的石造殿宇。

对建筑形式有很强的传统意识，表现在对传统的热切依恋和对非传统的有力改造。历史

上胡汉混杂的时期，中国的士大夫总是念念不忘“复汉官之威仪”。佛塔上的“牵堵坡”由印

度传入中国被改造为塔顶装饰就是建筑史上一个最好的例子。

建筑的时空关系决定于流畅、连贯、舒缓、含蓄、深沉的心理节奏。按照线的运动将空

间的变化融合到时间的推移中去，又从时间的推移中显现出空间的节奏。重视组群规划，重

视序列设计、重视游赏路线。

理性的传统文化决定了逻辑的重要地位。建筑规模、形象要符合礼制，王城大于诸侯城，

皇宫大于王府，从色彩到装饰纹样都有严格的等级规定。长此以往，形成了传统对心理逻辑

的要求，以致在没有阶级划分的条件下人们仍然对类似的逻辑有着惯性的心理标准。

追求有意味的形式，追求象征含义。建筑格局上宫室以规整大壮为美，园林以模拟自然

的灵动为美，住宅以朴雅为美。意味使那些无生命的、不具象的形式获得了生命。明堂上圆

象征天，下方象征地。“九”象征长久，四时八方十二月都是常见的象征内容。匾、联、牌、

碑、坊、雕刻、绘画是中国特有的对建筑意味的提示。

重视环境气氛的重要性。相地合于风水、布局合乎体宜、空间组合形成序列。

风格和谐、比例程式化、样式少而组合多样化、逻辑关系严密。

五、新建筑中本土建筑文化与外来建筑文化的和谐

人们对文化的认同及追求是在精神与物质两个层面同时展开的。表现在建筑与传统文化

的关系上，一方面是将传统建筑的物质形态作为一种传统保持下来并流传下去，另一方面是

将传统建筑中所蕴含的心理特性、审美情趣、价值观念在新建筑中传承下去。传统文化作为

一个民族经过漫长历史积淀下来的物质与精神因素的总和，在本民族扎根、生长，进而成为

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新建筑的产生需要被传统文化所认同。因此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形，这

里以笔者完成的几项工程设计为例本土建筑文化与外来建筑文化的关系：

I．中国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改造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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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主持完成“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工程设计过程中体会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

的同化能力。

“天主教”这个词，第一时问让人联想到的必定是巴黎圣母院之娄的尖耸的塔群、笔直

的的柬柱、筋节必露的飞扶壁、垂直飞动的拱券。然而第一次见到业主———中国天主教爱国会

的领导。得到的设计要求却是—一设计一个传统大屋顶形式的建筑，以体现“中国”天主教的
特色。笔者百思不得萁解地带着这个设计要求开始进行设计，也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思考a

追寻中国宗教建筑的历史，历来就少有西方宗教建筑表现种权至高无上、追求直达上帝

脚下升腾的性格。中国的宗教一直位于君权之下，嗣此中国的宗教建筑充满理性，从来在艺

术风格上陷入对神的过分激动。

黑啊卜 。扩。一篱√1

卜i?‘』j誊．
巴墼圣母院

西方的宗教建筑重在坦率地表选人们心中的宗教激情，一切狂热、痴迷，幻想与茫然都

通过超人的尺度、强烈的空间对比、种迷的光影、飞扬的动势、躁动小安的气氛来表达宗教

的崇高地位

五台lU菩萨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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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统宗教建筑【!!|』1j此}fl反，并4i注重表现^们心tf，的狂热，有的只是冷静的虔诚。

这与‘扣同传统懦教摊崇“避秉敷厚”fr着不解之缘．儿千年的儒教彤成T LI，固人的趋于平和、

宁静、含蓄和内M的心珲气质。中国传统建筑善于群体布局的特点恰恰适应了这种心理特点j

凡主教虽然起游j’曲方，世在干车入cp国这个仃着摧深蒂Ⅲ传统的国家之历，其f寿徒是同j3：传

统心群的‘扣用人·酬此t中幽人要片j目己的方式采表明宗教态度。我们首先确定这个新ffJ神

学院将采用低层半缓的建筑+z扣罔传统的院落式前·局形式来表现这个新建筑的魁植根于中国
传统之中∞。

日^t教种嚣学院模型

无毛教的地域化、民族化已鲐戚为凡主教改孳的世界件潮流。新的t|；咽走}教抖哲学院

采用f‘统艮旗形式的屋顶也顺应r这潮流：

此外·为发扬中国建筑象征手法的传统，设计中鬻用了“天圆地方”的形象寓意手法。

在总平面布局和内部装饰母趣上都采用了外圆内方的几何形状。

据业主介绍，该建筑方案确定之后到陆续建成的过程中小断有国内外宗教界人士前来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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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该建筑的传统特色受到了大家的交口称赞。这说明了传统是深入人心的，本土传统对外

来文化的改造是为世界所认同的。

云南天主教网如此报道：“1996年12月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奠基仪式在大兴区兴业大

街圣和巷举行，历经lO年的修建，融中国传统文化‘天圆地方7的建筑艺术风格的中国天

主教神哲学院于2006年8月完工。新址占地70亩，共10栋楼：修生宿舍楼、司铎宿舍

楼、修生教学楼、司铎培训楼、怀德图书馆、报告厅、餐厅、教师宿舍楼、外宾留学生楼和

天坛式的教堂，总建筑面积为20168多平方米。国家先后拨款7400万元。共有24位中外

籍教授在校内任教，是亚洲天主教界设施最为现代化的、教学水平最高的学府之一。”

2006年9月28日，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在大兴区隆重举行了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

落成剪彩仪式。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在庆典会上讲了话，他说：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

视天主教年轻神职人员、新一代天主教爱国人士的培养教育工作。办好天主教神哲学院则是

培养年轻一代爱国神职人员、爱国人士，确保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后继有人的关键，

这关系到中国天主教的未来面貌，关系到天主教会的领导权能否牢牢掌握在爱国力量的手中，

对中国天主教会来讲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

2．异域文化中的中国建筑的适应性

人们对传统的需求表现在不仅在传统文化产生的地域，而且表现在生长于传统文化的人

们离开故土之后对于传统的依恋。“唐人街”、“中国城”都是很好的例证。但这种“飞来”式

的建筑往往给人怪异的感觉，只适应人们的猎奇心理。

笔者2004年接受了主持设计一个外交部中国驻俄欧洲某国大使馆的任务，设计任务书

中明确地提出了新建使馆应“适当体现中国文化”。赴当地考察的过程中了解到该使馆工作人

员的意向中除了适应当地建筑环境应将新馆建筑确定为2至3层坡顶形式、色彩要与当地环

境协调外，还要求建筑之间用连廊相接形成一个有机的群体。同时，也要了解到当地规划管

理部门对其传统环境保护的力度也是相当大的。规划对于该地区一般建筑的要求是一定要保

持周围建筑朱红色坡顶，层数不能超过二层。出于对中国的友好态度，规划部门放松了要求：

层数可以达到三层，色彩可以依照中国传统习惯，但坡屋顶是必须的。

这些要求中所体现出来的对维护保护当地文化传统的追求是显而易见的。调研结果表

明：多年在该地区工作的使馆工作人员一方面适应了当地的传统环境，从心理上已经部分的

融入了当地的传统，一方面又难免显露出对本民族传统的依恋，对庭院、连廊的要求表现出

中国传统心理特点中含蓄内敛的特性。

中国驻外大使馆是中国驻外官方代表机构，是中国驻外的谈判、咨询、会议的窗口，是

举行纪念活动、招待会、国家首脑交往、国际团体外事活动的场所，同时也是中国公民在国

外聚集、保留文化习俗、从事传统节日活动、显示国家地位、居住及与朋友聚会的场所。因

此，最终批准的使馆方案的总体构思突出反映在整体风格的高雅大方，在突出中国五千年中

华传统文化博大、优雅、意味深远的同时体现时代感。

该使馆用地面积约18394．2平方米，需建设包括使馆的办公、官邸、馆员综合活动用房。

最终的设计方案没有照搬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而采用了深灰色直坡顶。总图布局采用

了类似中国传统的园林庭院式布局，通过建筑与连廊的合理布局，创造出几个围合、半围合

的院落空间，既为办公人员创造出良好的工作环境，也保留了基地内原有的绿色植物。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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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习中国传统园林的设汁于洼．卉守州组合1i秉蚌{r多进窿院、半J1}m．宰削洛运

间序列上由外而内、动静分喇，内外肯别；窄间体量上形体方肛、窄叫量iI|腻、蠹点突Ⅲ

嘲层次卜纵横交错、盲f氐错港：庭院蛙计卜内部臼南、r川坷风情，外趣规韭，融^城fh

3保护历史文化——新建筑与传统建筑环境的统一和潼

笔者#持的“前屿厂住宅，j、腻”琏个由保护伟绩城f“上化拦求新畦鞠J，传统建筑耳甥

统的实例．

“耵马J住宅小眨”位F北京两城j×鼓楼凶，：街，地处北求n海地k的传统建筑之他佴

护区内，规划要求建筑檐L]商度小超过9m．Jl必颧采fH与周也传统民J。‘建筑嘭式棚缆的

建筑彤式。业主委托其他吐Ll单位没计的厅誊郜Ⅲ处理小奸遗补蓑系Ⅲ岢￡m均J J，¨f+￡，鼍嚣

接受这项任务后．调查r硐地传白：艮M的情r兄，发盟浚地【《Kf*以巾鹾获砖扳凡替栅10砸膨

式为主，4k主婪表设lf的新建筑使fiifi．顷为{l=它和0、掣雕垂【j}i筹楼．与畦』．}『}J彤j℃坫奉4-i越

应，9m的高度口j以设汁为i驻ft．宅，迁『可以手Il JH加VELUX引犀TⅢ疋商的坡琏邛’。，[ilJ歧汁臆

“司以在珠l‘H看蓝天}l“，夜磊抻秘星I一的顶层跃脏“型揖终的发I r仵兜‘，考虐㈦‘卿

r口曲的条件下布置成二二丽同秆的毕体嘭式‘，皖落m讨．既与传统民』。t；iI【I当骁+10形一℃有 种传

承的关系，义充分照顾到H照，通M、特现等珊ft生活品质的要求 啦衍-处理卜罘j』1理代的

混凝上结构结台现代防水镍沮做法及仿灰砖晰砖做洼丛到彤似传绩R屑的彤式细部设r川一

采心简化的传统语吉的刚台栏杆和，t。滴_I护栏像让建筑～、杜c{}=剑圳郧的统f『!』f‘缝叶梓}

谶丁稃竣工厉曾在规划部门“歼帕现场台中诎推荐力限蚵地适应体统Z化保护区『『J新

建筑的范例。2004年被北京市建筑鞋计院许为优秀fjE!}l译婆，2005年蔹群伞阗双优硬节件

它竞赛金奖。这说明传绩建筑外观』B，C在适专的功能、，置鼻的环境中加“适当的技术处理址

能够取得饭好的实_|；}j效襞，更能够在保护传统文化一”发挥很好的怍用。

4追求国际化的新建筑与传统建筑环境的对比和谐、多元共存

更多的情况下新建筑所要求的规模和功能已经与忙统形式所能提供的功能守问帽去娃

迸．抛开形式上的传统就成为了必然．就需耍在新的层次上研究处理新建筑与体统∞共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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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持|殳计的曲安“西部田阳．金贸t¨．c，”帆星这样个{|l}掣．

“西部周阳．金韶t}，，C，”选址位于琦安市中，D明城墙大南I J城楼南绿化广场f撕南删．足拒

集国内外高档金融机构n勺办公、而仔公寓段断业卡体的人型公共建筑群，地上由六栎10—27

甚高层建筑组成，箨柄-地下室连通，内设台席，崩塌．餐厅和机房车库等辅助用腾；总建筑

丽税259320m‘，

“秦c”自古帝工州”。西安古城经历了先后1多十朝代．上干年的兴衰更选。在迪单建

都、筑城、营殿世、造寺庙、修皇陵，刷、秦、汉、唐虬阿房宫、桑俑为代表的建筑艺术瑰

宝谊芙申，现存的六百年前明代城墙虽晚十隋唐城八阿+h但它的体髓规艇庞大、古朴浑厚、

气势雄伟．围绕昔西安古城绵延}多公里臣。7E毗近西安^，西安人离不丁f_它，它是婀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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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举目町鬯，似麻足“^中自新”的形象。从扩大城区的新西安开发区远眺，义希望它是

“新中育eli”彤蒙，明城墙的存在，提出丁“卉”与“新”演进历史变迁事实矛盾的难题。

城rb枷划帮f J同意冉：这里建高层是列城市艇展有所考虑的。设“壕则确定为：“后退”

为像护。高大建筑{洋的现代功能，钢．锚、石、玻璃建材丘蛙再重复当年砖木时代艺术和低

矮建筑。仿庸或带搴、汉帽于窑翁。但我们足建筑创作，应有历史内涵，更要有时代发展与

美。从“侏护”占城寻求建筑新造犁，小能用“新”夺占都，不能用“奇”超越城墙。执城

市环境景剐世引分耵i得出结论。现有环境中的斜_，J丁贞体育馆．frli式城堡硝店，尖尖农行形体

并异、再娃风采，健部过分强调自我个性。现实证明．币颇城墙乖】昭体的建筑方案是行小通的，

十足我们确定丁盘贸中心创作思路：坚持明城墙地地段主角，统帅南城楼门口段建筑，

金煎一{，心甘当配角。建筑设|十85＆100m的主楼尽壁远离城墙咀减少埘城墙压抑感。在确定

建筑格局n自提下．建筑体簧要有与城墙呼应的敦厚；建筑外饰面要通透而弱化体量感，并隐

约映射出城墙的J辟蒙，尽量做到“无我”：建筑形象要单纯、完整、方正，从育关城市所史遗

址披传统城墙为建筑竹号着ⅡⅡ，建筑外墙线条要剧材而简明；建筑细部材料质感恰当、比例

曲：人，内浦典雅。装饰史

有建筑理性和节能功效。

金贸中心幢扳式主

蛭在顶部处理币过分是

豫。不强化自身，咀半坡

遗址木构架形式影射幻世

“当背景’、“似有若无”

的手法。另朋蝰银行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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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外立谢以有节奏袱睁的

体量与其破璃幕墙映出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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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有如看到横向砖{i与 曲安插都国际金贸中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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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筑融在一起。玻璃、柱子、廊、台阶、栏杆及垂直式扶梯可模仿传统装饰作符号，使建

筑近人尺度立面更重传统韵味。 ·

建筑群主要采用大面积LOW-E玻璃与钢构架的组合形成简洁、明快的建筑整体效果。

同时精心刻画包括遮阳在内的建筑细部构件，考虑不同的视距的观赏效果，也突出表达高科

技、节能、智能、生态、绿色环保技术优势和特点——可以造就既简洁又精致的建筑形象。

玻璃晶莹剔透的室内外空间形成了旧与新、传统与现代交流的世纪新建筑。

六、结语

通过研习传统文化及其相关的理论，分析本人主持设计的若干建筑工程(中国天主教神

哲学院、中国驻欧洲某国大使馆、北京前马厂住宅小区、西安西部国际金贸中心、北京海运

仓大厦等)，研究从社会舆论到业主意图直至建筑师的追求中所表现出来的当代建筑业中对建

筑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的一些探寻与思索，发现：传统文化在物质、时空、社会、经济、环境

条件的综合作用下，在历史、民族、宗教的因素影响下形成，并具有了相对的稳定性，同时

由于上述条件的变化又具有时空性。表现在建筑上，既呈现出人们心理上对传统文化的依恋

现象，也呈现出新的条件下建筑要有所发展从而与传统文化产生了冲突的现象。这种既依恋

又冲突的矛盾，是传统文化不断走向更新的动因。建筑的发展也是在这种动因的促进下从远

古走到今天的。

要因时因地分析具体新建筑的要求与本土文化、外来文化的关系，确定处理新建筑设计

中存在的文化冲突，以及使冲突中的不同文化趋于和谐的原则，从而使自己的设计如同从传

统文化的根深叶茂的老树上发出的新芽一样，既不失根基又积极发展。和谐文化建设过程中，

必须以开放的胸怀面对外来文化，积极开展国际文化交流，广泛吸收世界其他国家、其他民

族的文化精华，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有机融合起来，以适应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化的发展趋

势。同时，我们还应该积极地向外传播和谐文化，让和谐文化走向世界，并在这个过程中进

一步丰富和发展和谐文化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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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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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前马厂住宅小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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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和谐——从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等工程设计谈起
作者： 聂向东

作者单位：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相似文献(10条)

1.学位论文 于金翠 鲁西北地区运河段外来宗教建筑及其文化特征研究 2007
    鲁西北地区位于山东省的西北部，属于内地偏僻地区，儒家文化深入人心，是人们行为活动的规范与准则，比起大型城市及沿海城市更根深蒂固一些。人们的思想充分反映了封

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农耕文化的封闭性和落后性。但京杭大运河的开发使得沿岸城市拥有了非常便利的交通条件，因此在河运发达的明清时期甚是繁华，大量的商贾移民来此做生意或

定居，大大促进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交流，也表现出其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一面。

    外来宗教建筑的形态特征充分体现了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之间的碰撞、冲突、交流继而融合的过程。鲁西北的外来宗教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二者在传播过程中既有相同点，又

有差异性。作为外来文化，二者都不可避免的和本土文化产生碰撞和冲突，经过不断的交流融合，最终走向平衡。传播时代的不同使得二者交流的过程也有差异。基督教是伴随着近

代侵略战争而进入到中国的，与本土文化相比属于强势文化；而伊斯兰教大量进入鲁西北地区是在元明清时期，与本土文化相比属于弱势文化。因此，相应的建筑形态特征也是不尽

相同的。

    本文研究了外来宗教传入鲁西北地区的历史文化背景，分析并总结了本地区基督教建筑和伊斯兰教建筑在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共同影响下的形态特征。笔者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

原则，以文献挖掘、实地调研和人物访谈为基础，通过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构建研究平台。本文的目的正是通过对建筑基本形态特征的分析总结，研究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对建筑的影

响，希望能对探索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现代建筑之路提供一定的借鉴价值。

2.期刊论文 戎晓云.周抒.RONG Xiao-yun.ZHOU Shu 文化取向:狂热、亲善、利用--试谈对待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态度 -柳州职业技术

学院学报2005,5(2)
    在急剧动荡的跨文化交流局面中,比较文学学者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对待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态度:狂热,憎恶和亲善.这三种态度中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都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本

文试图分析如果处于平等地位,文化的整合是否可能出现.

3.期刊论文 刘德来 试论外来文化、本土文化与传统文化现代化 -科技信息(学术版)2008,""(12)
    在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同时,文化也进入了世界的文化圈,那么,如何处理好外来文化、本土文化、传统文化的关系并实现本土文化和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成为当今人们的难题.

4.学位论文 王薇 新疆本土文化及相关文化影响下的油画人物创作研究 2008
    新疆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自己独特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民族文化,一直都是新疆油画家所广泛采用的绘画素材。而作为新疆的文化则汇聚了东西方多种文化

,形成具有多元化的本土文化特色,在新疆油画人物创作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的受到本土文化和其他外来文化的影响,最终形成了新疆油画人物创作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新疆油画创

作中,人物是作为主要的表现题材,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形象和民俗、民风等等,其中充分的体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也体现出地域性、民族性、宗教性的显著特征。

    本文从影响新疆油画人物创作的一些主要因素展开逐步的分析,具体通过对本土文化因素和外来文化因素的分析对于新疆油画特点形成的影响,阐述新疆油画人物创作的特点,以

及影响新疆油画人物创作的直接或间接作用。通过阐述五十年来新疆油画人物创作的发展,清晰的看待新疆油画人物创作在此过程中走过的历程,分析其中所体现出的一些问题。通过

这些问题剖析人物创作在新疆油画创作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对新时期当代新疆油画人物创作的探讨。

5.期刊论文 杜学辉 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融——当代中国画色彩的固守与开拓 -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4)
    色彩是最具感染力的一种绘画元素,发展色彩不是艺术向世俗投降,而是艺术向生活的回归,是从大雅到大俗.坚守传统与创新的时代性才是中国画色彩正确的成长之路,着眼于复

兴和推动中国画色彩的发展并拓宽、延伸其表现手法而趋于现代,需要发扬古代重彩绘画勇于吸纳外来艺术精华的传统精神,发挥其融合东西方艺术表现手法的优势特性,结合当代审

美观念来反映现实生活,推进中国画表现形态的现代化进程,振兴中国现代绘画色彩的表现力.

6.学位论文 黄盛容 论本土文化在德语跨文化学习中的角色 2007
    在全球化浪潮的大背景下，人们生活和社会的领域不断国际化引起了来自不同国家的，有着迥异文化背景的人与人之间的紧密的合作与交流。无论是出于私人原因还是公务原因

，无论自愿还被动，越来越多的人在本国或者异国不断的与其它文化碰面，并同时有着积极的抑或负面的经历。我们这个时代标志着，在世界范围内，人们不断面临着本土文化与外

来文化的碰撞。因为，人们与那些同自己有别而打着不同文化烙印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他人接触的机会渐渐增加。

    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跨文化交际显得尤为重要，而外语教学在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培养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国大部分外语学习者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遇到

的重大障碍，并非纯语言能力上的问题，而主要是由于交际文化背景知识的习得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方面的欠缺。笔者认为，对于交际文化背景的习得也应该包括对本土文化背

景的有意识的唤起并通过与外来文化的差异比较进行反省。本土文化在跨文化交际与外语教学中的角色是特殊的并且应该得到一定的重视。

    随着中国开放程度不断加大，外来文化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进入我国。这些外来文化的进入，极大地开阔了国人的视野，丰富了我国传统文化，同时，也不可避免的使处于

弱势地位的本土文化的保持与发扬面临极大的挑战。在当今的外语学习者中，学习西方语言时对诸如话语表达、衣着、观念、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西方文化的宽容和接纳早已不成问题

，倒是中国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轻视，导致了部分学习者对汉语语言文化和传统道德修养的下降。我们可以从一些社会现象和实际情况中看到这些问题的存在。这些问题说明，在

跨文化学习和交际中过分强调对外来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去忽视了对本土文化的维护和传播，致使我们博大精深的本土文化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不仅如此，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也会因此受到消极的影响。

    笔者认为，本土文化在跨文化交际中起着前提、平台和桥梁的作用。缺失了本土文化，跨文化交际将无从谈起。另外，以平等、平和的态度对待异文化是成熟文化的标志之一

，文化平等的交流的意识是建立在对外来文化尊重包容和对本土文化了解认同的基础之上的。因此，缺乏对本土文化的了解和认同，没有民族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心，在跨文化交际中

就只能处于屈从的地位。再者，在跨文化生活和工作环境中，首先要提高的就是对本土文化的理性认识，唯此才能不断地跳出本文化，站在本土文化之外客观地审视自己，认识他人

。

    外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教学，同时也是文化教学。文化教学不仅仅是文化知识的灌输，更多的是文化意识的培养和所学文化的知识的实际应用。因此，面对这个特殊的时代如何

在外语教学中，在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同时，如何保持和发扬光大中国的本土文化，应引起每个外语教育工作者的重视，并在教学实践中坚持不懈的探求本土文化渗透及培养

的有效途径。

7.会议论文 和虹 东巴教的幽冥世界——纳西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聚合 1999
    生与死是最重要的生命现象.对于人类而言,最初的思维活动是对客观世界和生命本身的各种现象以及各种现象之间的联系提出问题并作出回答.生的奥妙、死亡之后的归宿,以及

生与死的精神联系等等都是先民在很早时期就已开始思索并努力寻求答案的问题.世界各民族对生命的起源的思维从原始神话到仍存活至今的宗教信仰和民俗活动中可以探索到其历

程,无论是自然生人还是诸神造人抑或动植物与人结合繁衍人类,这个历程正好与思维发展和宗教崇拜形式的演变相对应.而对人死之后的归宿问题的思索,身死魂不死是它的核心所在

,于是解决生死关系的一体性原则具体表现在各个民族自身的丧葬仪式中,反映在每个民族所谓的幽冥世界里.尽管这种所谓的幽冥世界只是人们主观世界的反映,然而通过对纳西东巴

教中所表现出的错综复杂的幽冥世界的分析,可以窥见到纳西先民对灵魂归宿之地的最初认识和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而不断融合外来文化的轨迹,这对于我们把握形成纳西文化发展的历

史规律无疑是具有意义的.

8.期刊论文 全球化背景下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河南科技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37(3)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可阻挡,外来文化的输人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面对强势文化的挑战,我们须以正确的文化心态和我周民族文化所特有的包容性来积极吸纳外

来的先进文化,同时在文化模式选择上,妥善处理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继承、吸收与创新的关系,积极参与各国文化间的交流与竞争,大力发展体现中国文化先进性和时代精神的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

9.学位论文 苏姗姗 流散者的回归之旅 2009
    作为当代著名的英国作家，当代著名的后殖民作家，V.S.奈保尔于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是一个典型的移民作家，与西印度的特立尼达岛，亚洲的印度以及欧洲的英国都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由于他特别的身份和多元化的文化背景，在奈保尔50年的创作生涯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于后殖民国家和地区人民的生活状态以及精神追求所表现出的兴

趣和关注,特别是他们在肉体和精神上的漂泊。

    《魔种》被誉为奈保尔的封笔之作，发表于2004年。小说讲述了一个名叫维利的印度人漂泊如浮萍的一生，以及他在流浪中寻找自己到生活意义和精神归属的强烈希望。为了找

寻自己的目标，他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印度参加解放低种姓人民的革命运动。但是他又无法说服自己去接受印度的落后和脏乱，当了解到那些革命者和他一样都是灵魂的流散者，他放

弃了毫无意义的革命活动去前宗主国英国继续寻找自己的梦想。在书中,看似平淡的漂泊生活具有深刻的心理意义和社会意义,表现了殖民地移民对无根的迷茫,对夹缝生活的无奈。

通过这本书，奈保尔向我们展示了后殖民社会人民的生活现状，特别是他们在精神上的流散，穷尽一生的寻根之旅最终都是枉然。

    论文运用后殖民文化批评中的流散视角来分析《魔种》中的流散现象，进而关注书中流散者为文化回归所付出的努力以及令他们失望的结局。论文将分为五部分。第一章介绍作

者V.S.奈保尔以及其作品，有关作者以及《魔种》的文学评论和研究意义。第二章将着重介绍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和流散概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第三章则为《魔种》中流散现象

的体现。第一部分注重阐述维利在前半生被动等待，飘泊不定的生活以及灵魂上的空虚状态，第二部分分析维利为寻求精神寄托回到故乡印度参加革命运动的经历，第三部分讲述在

认识到革命运动和印度都无法帮助其定位身份，维利辗转来到伦敦，希望在曾经求学的地方寻求自己的归属。第四章讨论了在全球化的今天，作者如何看待构建自我身份。从而总结

第五章的结论，即第一，奈保尔在写作过程中以自己的方式反抗了殖民者，特别是在文化上的对抗；第二，通过奈保尔的作品，使我们更清楚的看到第三世界人民真实的生活境地

，从而为我们认识现实世界，确定个人身份的提供良好的视角。

    流散现象是殖民历史和近代全球化的必然产物，这种现象的出现造就了流散写作的诞生。尽管流散这一术语引入学术研究的时间并不长，但随着全球化影响到日益扩大以及后殖

http://d.g.wanfangdata.com.cn/Conference_6462777.aspx
http://g.wanfangdata.com.cn/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81%82%e5%90%91%e4%b8%9c%22+DBID%3aWF_HY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5%8c%97%e4%ba%ac%e5%b8%82%e5%bb%ba%e7%ad%91%e8%ae%be%e8%ae%a1%e7%a0%94%e7%a9%b6%e9%99%a2%22+DBID%3aWF_HY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4%ba%8e%e9%87%91%e7%bf%a0%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208686.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88%8e%e6%99%93%e4%ba%91%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91%a8%e6%8a%92%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RONG+Xiao-yun%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ZHOU+Shu%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lzzyjsxyxb200502025.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lzzyjsxyxb.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lzzyjsxyxb.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88%98%e5%be%b7%e6%9d%a5%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kjxx-xsb200812244.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kjxx-xsb.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8e%8b%e8%96%87%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377474.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9c%e5%ad%a6%e8%be%89%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ljshkx200704037.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hljshkx.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bb%84%e7%9b%9b%e5%ae%b9%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069763.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92%8c%e8%99%b9%22+DBID%3aWF_HY
http://d.g.wanfangdata.com.cn/Conference_6402934.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nzjsyxb200903062.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hnzjsyxb.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8b%8f%e5%a7%97%e5%a7%97%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D066378.aspx


民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流散文学研究的重要性显得越来越突出。通过这一视角对V.S.奈保尔文学作品的分析，警示我们在全球化的今天，前殖民地国家和地区人民真正的生活状态

，他们在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游离的流散状态。同时奈保尔在作品中就如何构建第三世界人民独立文化身份的见解,使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处于后殖民状态人们实现文化独立的

真正途径。

10.期刊论文 王丹.谷人旭.Wang Dan.Gu Renxu 上海外来文化的地域特征及结构分析——以舞台文化为例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12(4)
    2005年和2006年上海舞台演出信息结果表明,目前对上海舞台文化影响较大的国家主要包括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内舞台文化对上海的影响主要来自我国香港、北京、台

湾等地区;按演出内容划分,影响力由高至低依次为音乐会、演唱会、歌舞、戏曲曲艺、戏剧歌剧、少儿文艺、音乐剧.针对目前上海舞台文化发展存在的一些问题,应注重发扬传统文

化、地方文化;构建长三角地区统一的舞台演出机制;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文化发展的关系及增强居民的传统文化、地方文化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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