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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一个乡土社会中生活的人所需记忆的范围和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是不同的。乡土社会是一个

生活很安定的社会。我已说过，向泥土讨生活的人是不能老是移动的。在个地方出生的就在这

地方生长下去，一直到死。极端的乡土社会是老子所理想的社会，“鸡犬相闹，老死不相往
来”，不但个人不常抛井离乡，而且每个人住的地方常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死于斯”的结
果必是世代的黏着。这种极端的乡土社会固然不常实现，但是我们的确有历世不移的企困，不

然为什么死在外边的人，一定要把棺材运回故乡，葬在祖茔上呢？一生取给于这块泥土，死

了，骨肉还得回入这块泥土。

历世不移的结果，人不但在熟人中长大，而且还在熟悉的地方上生长大。熟悉的地方可以包括

极长时间的人和土的混合。祖先们在这地方混熟了，他们的经验也必然就是子孙们所会得到的

经验。时间的悠久是从谱系上说的，从每个人可能得到的经验说，却是同一方式的反复重演。

同一戏台上演着同一的戏，这个班子里演员所需要记得的，也只有一套戏文。他们个别的经

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经验无需不断累积，只需老是保存。

在这种社会里，语言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了。当一个人碰着生活上的问题时，他必然能在

一个比他年长的人那里问得到解决这问题的有效办法，因为大家在同一环境里，走同一道路，

他先走，你后走；后走的所踏的是先走的人的脚印，口口相传，不会有遗漏。哪里用得着文

字？时间里没有阻隔，拉得十分紧，全部文化可以在亲子之间传授无缺。

选编自费孝通《再论文字下乡》）

材料二 
在村庄中，我们可以见到的象征体系有很多，一如家族仪式、族谱、宗祠等，二如宗教仪式和

活动，三如口述的村庄历史和传说，四如一村特有的村风、村规等。这类象征体系反映的不

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常生活节奏，而是村庄在应付各类事件时应具有的态度和行为方
式。

象征体系的形成需要村庄成员保持相对的稳定，也需要有稳定的村庄外部环境。只有在持续的

村内村外互动中，村庄成员才能形成共同的经验，并沉淀为共享的象征体系。正因为如此，也

才有了不同村庄不同的社区记忆强度。社区记忆强弱不同的村庄在应付当下事件时，其应对方

式是不同的。

社区记忆强的村庄，村庄历史上的经验构成了当下人们调整自己行为的标准，故村庄舆论发

达，村民更看重自身行为在村庄内得到多少承认。因此，社区记忆强的村庄往往有着负责任的

精英与关注村庄公共事务的村民。在应付来自外界的挑战或组织村内重大公益活动时，村庄易

形成一种合作机制，因为每个村民都能感受到村庄舆论对他的压力，他在村庄公共事务中的表

现会转化成人们对他的道德评价

社区记忆弱的村庄，村民没有受到历史经验和村庄道德的引导和约束，各自行动的独立性较

强，相互之间约束较少，村民多不注意自己在村庄中的声望和威信的积累，只看此时此地的得

失。这样的村庄在遭遇重要事件时，其调动历史经验的能力差，促成村民之间合作的资源少，

由此，村庄显得不是手足无措就是无所适从。

曾经在电视上看到，郑州郊区两个村庄都是葡萄产区，由于村庄内部的组织资源差别大，导致

全年水果销售情况很不同。甲村有葡萄协会，通过葡萄协会联系到大的超市，不仅不愁销，价

格卖的也高；而乙村因为郑州市24小时不准三轮车进出的规定，致使单家独户等待商贩上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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