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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在，中国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地人们的关注，学习汉语的人在逐渐增多。
外国朋友在基本听懂并会说一些汉语和初步学习了汉字以后，无论想来中国旅游观光，还是就业工作
，都很想了解中国的自然环境与社会面貌，希望能够亲身感受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面貌，在汉语里常常被叫做“风土人情”。
“风土人情”大体含有两方面的意思：“风土”主要是说土地、山川、河流、气候和物产等自然状况
，包括东西南北的地理风貌、草木景色与天气特征；“人情”则指各地人们的生活习俗、饮食风味以
及情感方式之类。
风土人情不同于那些对中国历史传统和社会特点的抽象解释，它们大多既实际又平凡，可以耳闻目睹
。
了解和感受中国真实生动、丰富多彩的风土人情，不仅能够使学习者把学习汉语与真实的现实生活联
系起来，同时也是深入理解或研究中华文化的重要一步。
因此，了解与熟悉中国的风土人情，是外国人学好汉语必不可少的条件。
要了解与感受中国的风土人情，可以在中国各地“走马观花”，或者与某一地方的人们“朝夕相处”
一段时间。
“走马观花”这个成语中的“走”字是“奔跑”的意思，“走马观花”意思是骑在马上浮光掠影地观
赏五颜六色的花卉，就像现代人乘飞机、汽车旅游观光一样，观赏的时间虽然短暂，却可以大大扩展
眼界。
不过，要想深人体验中国与世界各地不同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人情世故，还需要有一些中国历史传统
与社会状况的常识。
只有与中国普通老百姓“零距离”接触，才能真正领悟到中华文化的精华和魅力。
中国风土人情的魅力究竟在哪里呢？
只有同世界上其他各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现实进行比较，才能够看清楚中国风土人情的独特之处。
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眼：首先，中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但人均耕地很少。
中国像一些地域广大的国家一样，东西南北之间的距离都相当遥远，很难在短时间内走遍中国各地。
不过，与其他国家比较，中国最令人瞩目的特点是人口众多。
除了边远山区和某些农村以外，到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甚至是小县城，都会看到“人山人海”的景象
。
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人均耕地面积相当少，但目前中国人已经摆脱了饥饿，而且工业产品也多得令
人眼花缭乱。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其次，中国是一个既拥有悠久文明传统又发展迅速、社会面貌日新月异的国度。
古往今来，像中国一样文化传统延续至今的国度并不太多。
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改朝换代，也有过少数民族主宰政权，但他们最终都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
形成了现在这样的多民族统一国家。
在中国，既保留着众多像长城、故宫那样的古老文明遗迹，又到处可见高楼大厦等现代建筑。
农业仍旧是中国经济的基础，而新兴产业也在蒸蒸日上。
古今中外各种文明奇妙而和谐地融会在这片东方大地上。
再次，中国具有牢固的血缘家族传统。
虽然各种宗教都曾在中国传播，有的还兴盛一时，但中国人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生
活方面。
也就是说，中国是一个世俗社会气氛非常浓厚的地方，人们日常最愿意谈论的是所谓“家长里短”，
比如你的父母、我的孩子，或者是衣食住行等生活状况。
另外，中国人的亲族观念比较稳固，认为尊老爱幼是做人的美德，儒家树立起来的道德标准一直是评
价人的品格的主要尺度。
另外，中国还有举世闻名的饮食文化、绚丽多彩的民族服饰以及形式多样的民居风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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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从情感与心理特征来看，中国人大多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很少将个人的意志强加于人，喜欢
与别人和睦相处，互不侵害。
但同时，中国人又具有强烈的自尊心，不愿受人欺负，即使暂时处于弱势地位，也不肯轻易屈服，会
凭着以柔克刚的韧性精神保持自己的尊严。
中国人往往追求个人生活“有滋有味”，亲朋好友“有情有义”，社会地位“有头有脸”。
中国能够长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根本奥秘是基于中华文明长期积淀的精神与心理凝聚力。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国家之一。
但是，一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并非只由物质生活水平来决定，深厚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是影响中国社会风
貌的主要与内在的原因。
外国朋友要是真正喜爱或希望认识与理解中国风土人情的魅力，应该亲自踏上这片土地，并且要由点
到面、由浅入深地仔细观察和体验。
中国有句俗话：“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初来乍到的外国朋友，开始也许只是迷恋中国风光与社会的五光十色，如果他们善于认真比较与思
考，则会逐渐真正领悟到中国风土人情的奥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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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风土人情》以平易的语言介绍中国基本的社会风貌和世俗人情，除绪论外，共分为上中下
三编：上编“中国的民俗”主要介绍中华饮食、民居建筑、民族服饰；中编“中国的家族”主要介绍
中国人的家庭意识、中国的宗教传统；下编“中国人的心理”主要介绍中国人宗教淡薄伦理强烈、道
义观念根深蒂固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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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文学研究所比较文学研究室研究员。
主要论著有《鲁迅留学日本史》、《沟通与更新：鲁迅与日本文学关系发微》、《文学价值论》、《
中国心理偏失：圆满崇拜》等。
译著有《竹内实文集》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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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读物是应几位教授汉语的外国学者、教师的建议和要求编写的。
近些年来，自己从事中外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经常接触海外的汉语和中国文学研究者或教师。
交谈中，我注意到他们在谈论中国社会和文化传统时，与中国人的视角或兴趣有很大不同。
比如，中国人非常看重甚至自以为荣的某些事情，他们未必都当回事；反倒是那些中国人习以为常的
东西，往往会让他们兴奋异常，不厌其烦地刨根问底。
这说明，在海外讲授汉语和中国文化，与中外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一样，必须认真面对和思考“文化
异同”的问题。
所谓“文化异同”，其实就是一种自觉或潜在的比较文化意识。
如同人只有照镜子才能够看清楚自己的形象一样，不注意与其他文明比较对照，便无法准确理解并向
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传统的独特之处。
这些学者和教师还多次建议，应该由中国人编写一套让具备一定汉语能力的外国学生更容易接受的读
物，作为他们学习中国文化课程的辅助教材。
当我告诉外国学者和教师，中国已经出版过不少这样的读物时，这些海外学者与教师不约而同地反映
，以前出版的对外汉语教材与读物，大多有不太考虑外国师生的接受心理、一厢情愿地自说自话的毛
病。
我觉得，其根本问题还是出在缺乏比较文化意识上面。
后来。
我翻看了一些类似的出版物，觉得他们的意见确实值得深思和重视，并决定尝试编写这本供外国师生
了解中国风土人情的小册子。
我希望，外国学者或教师在使用这本读物向学生们介绍中国文化时，能够不断提出修订意见与建议。
如果他们觉得这样的编写体例与风格可以接受，我可以再续写几本介绍中国文化传统其他方面内容的
读物。
我衷心期待着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与指正。
程麻2007年春节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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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所有的民族都保留着属于本民族特有的风情人文特色，当您出门旅游
时有没有注意那里的民族风情呢，如果没有就看看《中国风土人情》的介绍吧！
到了那里一定不要错过当地的风土人情！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风土人情>>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