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生肖俑（下文简称生肖俑）作为神煞俑，是

随葬墓中用来保护墓主人免受鬼魅侵害，亦有防止

其化为邪灵危害生灵之用。在墓中按照十二方位

安置，以期轮流守护墓主人的安宁。上世纪50年代

关于生肖俑实物的记载就已经出现在个别发掘简

报中①。这些年，学界对于生肖俑的研究逐渐加深，

有不少优秀的成果相继出现②。这些文章对于生肖

俑特点、起源和阶段性的演变都有所探讨，但类型

分析较少，相对零散，缺乏系统的论述。有鉴于此，

本文将仔细梳理南方墓葬中出土的生肖俑资料，尝

试对其进行系统探究。

一、生肖俑的产生

生肖俑的产生与我国计时的十二地支关系紧

密。十二地支即“子”“丑”“寅”“卯”等十二辰或称

十二支时，是我国古代用以计算时间和标志方位的

抽象东西，其为求具体化，遂附之于十二种动物之

身，形成十二生肖。后来术数家将十二生肖染上了

迷信色彩，用以压胜驱邪。从考古出土的湖北云梦

睡虎地秦简中可看出，十二地支与十二生肖的对应

配属关系已基本形成。可见，从开始抽象的十二支

时到具体化的生肖动物再到具有神秘色彩的功用，

这似乎正符合了生肖俑作为神煞俑的意义。

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生肖俑出土于山东临淄

北魏崔氏墓③。此墓出土的生肖俑除动物形象写实

外，还有龛台，且龛台呈莲瓣状。这似乎受到了宗

教因素的影响，生肖俑已具有了庄严肃穆的神化色

彩。将生肖俑用于陪葬的最早文献记载见于《唐会

要》：“三品以上明器九十事，四神十二时在内园宅

方五尺下，帐高方三尺共置五十。……五品以上明

器六十事，四神十二时在内园宅方三尺下，帐高方

一尺共置三十”[1]455—456。可见，唐代时，对于不同官

职、不同身份的人，生肖俑的陪葬数量不同。目前，

学界根据山东崔氏墓出土的生肖俑判断生肖俑产

生的最早时间应为南北朝时期。但是，由于崔氏墓

中的生肖俑已有龛台，且具有些许宗教色彩，并且

此例证单一，所以，对于生肖俑产生的最早年代，还

有待考古资料的继续发掘进行论证。

总之，生肖俑作为随葬明器，可能由开始的计

时标位逐渐变成具有厌胜辟邪作用的镇墓神兽，这

寄托了人们对于生死轮回的理解以及求得灵魂安

宁的意愿，且上至官员下至庶民都可使用生肖俑陪

葬[2]3828—3829。也有相关学者推测，南方楚地巫术较为

盛行，很可能是生肖俑作为随葬品习俗的发源地[3]。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16.03.017

南方墓葬十二生肖俑探析
王守梅，符永利

（西华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摘要：十二生肖俑作为中国古代丧葬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随葬品，在南方墓葬中体现出独特的时代性和地域性。对南方地区

墓葬中出土十二生肖俑的相关考古资料进行梳理和比较，并对十二生肖俑的产生、演变及原因作了初步探究。

关键词：南方墓葬；十二生肖俑；产生；演变；原因

中图分类号：K878.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6）03-0063-06

The Analysis of Chinese Zodiac Figures in Southern Tombs

WANG Shou-mei, FU Yong-li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9, China)

Abstract: Chinese zodiac figures which are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burials in Chinese ancient funeral culture have

embodied the particular character of times and regions in southern tombs.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emergence,

evolution and the reasons of the Chinese zodiac figures, the article sorts and compares the relevant archaeological

data about it.

Key words: southern tombs; zodiac figurines; emergence; evolution；reasons

收稿日期：2016-05-09
作者简介：王守梅（1991—），女，陕西安康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佛教考古。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Xichang College·Social Science Edition

第28卷第3期

2016年9月

Vol.28，No.3

Sep.，2016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8卷

但鉴于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生肖俑仅北魏崔氏墓

一例，且随后的隋至宋等南方墓葬中出土的生肖俑

体系较为成熟，时间上联系紧密，据学者推测，中原

地区的生肖俑很可能是从南方传到北方的④。

二、南方地区生肖俑的考古发现

本文所指的南方地区即广义上的秦岭淮河以

南的地区，具体包括：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安

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重庆、云南诸省市。据

目前南方地区出土生肖俑的情况来看，最早应为

隋代。

笔者就目前南方地区墓葬中出土的有关生肖

俑的资料进行了简略整理，其生肖俑考古发现概况

如表1所示。

序号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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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类型

坐姿头顶生肖

站姿头顶生肖

坐姿怀抱生肖

站姿怀抱生肖

足边生肖

坐姿兽首人身

站姿兽首人身

刻字生肖

写实动物生肖俑

湖南

福建

四川

四川

江西

湖北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江西

四川

四川

湖北

四川

广东

湖南

湖北

湖南

湖南

四川

江苏

江苏

江苏

福建

广西

福建

江苏

四川

江西

江西

云南

湘阴县

连江县

浦江县

威远县

南丰县

武汉市

邗江市

临安市

望江县

进贤县

景德镇

浦江县

浦江县

罗田县

遂宁市

广州市

湘阴县

武汉市

长沙市

岳阳市

万县（现重

庆万州区）

无锡市

扬州市

高邮市

厦门市

梧州市

福州市

江阴市

成都市

德兴县

临川县

大理市

出土地点 时代

隋（公元610年）

宋代

北宋（公元1072年）

宋代

北宋晚期

隋（公元581—618年）

五代

五代

北宋

北宋（公元1117年）

北宋

北宋（公元1098年）

北宋（公元1102）

南宋

宋代

隋代

隋代（公元610年）

隋代（公元605—618）

初唐

初唐

初唐

初唐

中唐

中唐

中晚唐

唐代

五代

北宋

南宋（公元1152）

南宋（公元1230年）

南宋（公元1197年）

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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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南方生肖俑考古发现及类型情况

通过表1可以看出，生肖俑在南方地区分布具

有如下特点：

首先，时间连续性强。在南方墓葬中，生肖俑

从隋至宋均有出土，中无间断，且唐代和宋代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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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较多；其次，分布区域广泛。从表中可看出，生

肖俑的发现几乎遍布整个南方地区；最后，生肖俑

类型的演变具有一定的规律。从隋到唐，生肖俑逐

渐由坐姿转变为站姿，由人带生肖转变为兽首人身

生肖俑。五代到两宋时期，生肖俑的类型不一，人

带生肖以及兽首人身生肖俑都有出现，但在生肖俑

姿势上，站姿已取代坐姿成为主流。此外南宋墓葬

中还出土了刻字生肖俑，生肖动物形象完全消失，

笔者认为这也显示了生肖俑等随葬品的衰落。

总的来说，南方地区生肖俑作为随葬品具有明

显的产生、兴盛和衰落的过程，其中唐代是生肖俑

的繁荣时期，影响较为深远。宋代时期，生肖俑曾

出现较为短暂的繁荣。另外，根据笔者所整理的资

料，不难看出：南方墓葬中的生肖俑类型较为完整、

时间连续性较强、分布区域较为广泛。这也进一步

说明，生肖俑起源于南方这一说法是很有可能的。

三、类型分析及演变过程

（一）类型分析

基于表1中所列数据，可将南方墓葬中出土的

生肖俑主要分为三种。

1. 人带生肖俑

人带生肖俑以人物俑为主体，生肖动物作为点

缀置于人物俑的不同部位。并且按照生肖动物所

处人物俑身体的不同位置，又可细分为三类。

（1）一类：人物头顶生肖俑

生肖动物置于人物俑头顶，据目前笔者所收集

到的资料可知，人物头顶生肖俑又可分成坐姿和站

姿两型。

A型：坐姿人物头顶生肖俑

此型生肖俑仅在湖南湘阴隋墓中有所发现，十

二生肖的后足踏在人物俑的双肩之上，前足趴在人

物帽檐上，俑盘坐，身着对襟大袖佛服。从简报中

可知，该墓的年代为隋大业六年（公元610）。

B型：站姿人物头顶生肖俑

根据上文表中所列举的数据，站姿人物头顶生

肖俑宋代出土较多，如四川威远永利宋墓[4]，人物俑

为站立文臣形象，生肖动物塑于人物头顶，身着宽

衣大袖长袍，双手交握于胸前。此外，四川浦江五

星镇宋墓、福建连江宋墓及江西南丰县桑田宋墓的

生肖俑造型皆有此种特点。不仅如此，福建连江宋

墓中出土生肖俑除了将生肖动物置于文臣头顶外，

在人物俑额头处还刻有一“王”字。

（2）二类：人物怀抱生肖俑（手执生肖动物于人

物俑胸前造型亦属于此类）。此种造型的生肖俑在

姿势上亦可分为坐姿和站姿两型。

A型：坐姿人物怀抱生肖俑

根据表1中所列的数据，坐姿人物怀抱生肖俑

目前只有在武汉市郊周家大湾241号隋墓中出土，

生肖俑造型为盘坐人物，身着交衽大袍，手执生肖

动物。简报中，对其断代为上限不早于开皇元年，

下限不晚于武德四年。其余墓中暂时未发现同类

生肖俑。

B型：站姿人物怀抱生肖俑

此类生肖俑较为常见。五代至南宋南方墓葬

中均有出土。五代时期，江苏邗江蔡庄五代墓中，

生肖俑为木制，人物头戴襥头，身着宽袖大袍，怀抱

生肖站立于方形座上。浙江临安五代吴国康陵墓

中，生肖俑雕刻于墓中龛内，以站立人物怀抱不同

生肖动物予以区别。北宋时期，有安徽望江北宋墓

及江西进贤北宋墓。这两座宋墓中的生肖俑除了

生肖动物塑于人物俑胸前以外，还有人物俑头部都

刻有“王”字，与福建连江宋墓相似。

（3）三类：人物足边生肖俑

即将十二生肖动物塑于人物俑器座上。四川

遂宁宋墓中出土的生肖俑。生肖动物被塑于站姿

人物俑的底座右边，有研究者称其为足边生肖

俑[5]。此类生肖俑目前仅有此一例。

2. 兽首人身生肖俑

兽首人身生肖俑即人物与生肖动物一体，头部

塑成生肖动物，躯体为人身。该类生肖俑出土较

多，在时间上可谓是贯穿隋至两宋，尤以唐代为

盛。按照姿势不同，又可以分为坐姿和站姿两型。

（1）A型：坐姿兽首人身生肖俑

根据笔者整理的资料可知，坐姿兽首人身生肖

俑多出土于隋至中唐时期的墓葬中，如湖南湘阴县

隋大业六年墓中，出土的两套生肖俑，其中一套生

肖俑兽首人身，身着袍服，双手置于腹前，盘坐于底

座上。此外，同类型的生肖俑还有武汉市东湖岳家

嘴隋墓以及广州市隋墓中身着袍服紧袖的兽首人

身生肖俑均为坐姿。唐代初期，生肖俑在造型上延

续了隋的特征，多是坐姿生肖俑。如江苏无锡、扬

州、高邮、湖南长沙、岳阳及四川万县（现为重庆万

州区），生肖俑都为兽首人身坐姿。

（2）B型：站姿兽首人身生肖俑

这一类生肖俑在盛唐之后一直到南宋墓葬中

皆有出土。唐代时期，如福建厦门唐墓和广西梧州

市唐墓生肖俑都为站姿兽首人身。五代墓由于发

现生肖俑较少，只有五代闽国刘华墓中出土三件兽

首人身生肖俑，身着对襟宽袖长袍，站姿形象。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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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时期，根据笔者的整理可知，站姿兽首人身生肖

俑除江苏江阴墓以外，其余皆出现在南宋墓中，如

江西德兴县宋墓中，生肖俑为兽首人身，身着圆领

长袍，或长袍内穿，双手执笏于胸前，单体直立。此

外还有成都二仙桥南宋墓生肖俑也属于此类造型。

3. 刻字生肖俑

即生肖动物形象完全消失，仅在人物俑底座刻

十二地支字样为标志。此类俑目前仅江西临川宋

墓中有出土，生肖陶俑中动物形象完全消失，塑有

以人物俑恭身而立，头戴弁帽，帽前刻一“王”字。

底座刻有“子”、“丑”、“寅”等十二地支字样以表示

生肖俑的身份。

（二）演变过程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南方地区的生肖俑

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

其一，从时间上来讲，以中唐为界，中唐之前生

肖俑逐渐由人带生肖转变为兽首人身，均坐姿。中

唐之后均为站姿生肖俑，中唐时期为站姿坐姿杂糅

阶段。

其二，中晚唐为站姿兽首人身，五代除站姿兽

首人身以外还有站姿手捧生肖俑，宋代站姿兽首人

身、头顶生肖、手捧生肖、站姿足边、刻字等生肖俑

均有出土。

其三，从隋到宋，可看出生肖动物位于人物俑

的位置逐渐下移，并且从云南大理市明代墓中出土

的整套写实动物生肖俑可见，这似乎又回归到了最

初的北魏写实动物生肖俑的形象。

总之，南方地区的生肖俑由隋代兴起，唐代繁

荣，宋代有过辉煌并迅速衰落。以上所述还比较简

单，至于对生肖俑演变过程的详细考订，还有待考

古发掘与考古资料的进一步搜集比对。

四、生肖俑盛衰的原因探析

南方墓葬中的生肖俑从出现、兴盛到衰落，直

至最后消失，这一演变过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

者认为可以从宗教、社会、丧葬习俗等三大方面来

考虑。

（一）宗教因素方面

生肖俑的产生是生肖文化传播的结果，生肖俑

在造型上的变化，特别是兽首人身生肖俑的出现，

其中明显包含了宗教因素。从湖南湘阴隋墓中出

土的生肖俑，我们可以看到人带生肖俑身着佛衣，

盘坐微笑，“俑的面部表情和服饰还有明显的佛教

色彩，反映了南朝、隋之际佛教的盛行”[6]。此外，成

都二仙桥南宋墓中与生肖俑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些

道教物品，如五精石⑤。五精石是道教灵宝派的“炼

度真文”，可见道教思想对于墓葬主人的影响，诸如

此类的道教镇墓物品还有华盖宫文和敕告文等道

教清真派的材料，这似乎可说明此墓出土的兽首人

身生肖俑也具备了些许道家思想的因素。屈斌认

为：“到了徽宗时期，道教再度繁荣，北宋中晚期生

肖文化还受到佛教禅宗的影响，北宋禅宗提倡‘三

教合一’‘融道如佛’”[7]。由此可见，北宋中晚期人

们的生肖观念同时受到道教和佛教禅宗的影响。

冯普仁从生肖俑置于墓中的原因上也提出：“古代

术数家以某人生在某年就肖某动物，墓中置这种神

化的生肖俑，象征死者即使进入幽冥世界，也要生

肖相随，岁月轮回，有祈祷亡灵顺利投生之意。一般

按地支方位顺序置于墓室四方或墓室壁龛内”[8]34。另

外还有学者提出生肖俑的兴起和阴阳五行之说以

及南方两湖地区楚地巫风的盛行有关[9]。总之，生

肖俑的出现以及盛衰演变都与生肖文化的发展有

着紧密关系，而生肖文化的传播又与宗教有着密切

的关系，从随葬品的组合上看，生肖俑多是吸收了

佛教、道教等宗教教义。墓葬中生肖俑从另一个侧

面也体现出宗教因素对于当时社会的影响。

（二）社会因素方面

生肖俑的出现是中国丧葬习俗与传统工艺的

融合，其类型的演变深受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

的影响。生肖俑不仅是墓葬文化中的一个标志，更

是与当时历史背景结合的一种体现。

其一，工艺水平的影响。武汉市周家大湾241

号墓中的生肖俑色彩单一，为陶灰色，制作工艺简

单。到唐代时期，在扬州司徒庙镇唐墓中，出土的

九件三彩生肖俑则展现了唐三彩精美的制作工艺，

这批三彩生肖俑明显受到了唐俑艺术的影响。而

北宋时期，安徽望江宋墓中出土的青白瓷生肖俑更

是民间工艺不断提高的体现。可见生肖俑的演变，

特别是造型和质地上的进步受到了当时社会工艺

水平的影响。

其二，社会审美观、政治观的影响。从唐代出

土的生肖俑中可以看出，生肖俑形象多以饱满丰

腴，雍容大度为主，这明显受到唐朝社会风气中以

胖为美的影响。到了宋代，多以文臣形象为主的人

物生肖俑，也可略见宋代重文轻武政治观念的影

子。可见，不同时期生肖俑的造型不同，受到了社

会审美、政治观念的影响。

其三，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环境的影响。从表

1中可以看出宋代出土生肖俑的墓葬数量较多，且

形式多样，而五代出土生肖俑的墓葬数量相对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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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且生肖俑多表现出制作粗糙，造型简单的特

点。很明显这种特征是当时社会动乱，战争主导了

社会发展的结果。另外，唐代盛世之下，政治稳定，

经济的发展在出土的生肖俑中也多表现出造型一

致，制作精细等特点。总的看来，这些生肖俑背后

是社会动荡、安定、繁荣的表现，它们的兴衰演变受

到当时当地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变化的影响。

（三）丧葬习俗

两宋之后，生肖俑逐渐消失在墓葬中，除个别

偏远地区，如云南大理出土的写实动物生肖俑，其

他墓葬中几乎没再出现生肖俑的迹象。究其原因，

一者，应为纸质明器的兴起。《云麓漫钞》中记载：

“古之明器，神明之也。今之以纸为之，谓之冥器，

钱曰冥财”[10]69。纸质冥器一方面节约了丧葬中随葬

品的成本，另一方面较之以往的陶俑，纸质冥器在

墓中不易保存；二者，随葬品的减少。元代由于民

族习惯不同，多不太重视丧葬礼仪，有零星生肖俑

的记载⑥，但是均有待进一步证实。时至明代，俑的

种类更加稀少。“明代的俑，可以‘种类专一，造型精

炼’而概括之。”“墓葬一般只随葬仪仗俑，少数有配

置侍俑，至于其他种类的俑，则不见。基本情况上，

一墓一套仪仗俑”[11]424。可见，宋代之后随葬品的减

少，是生肖俑衰落的又一原因；再者，火葬习俗的兴

起。《宋史》中记载：“绍兴二十七年，监登闻鼓院范

同言:‘今民俗有所谓火化者，生则奉养之具唯恐不

至，死则燔爇而弃捐之，何独厚于生而薄於死乎？

甚者焚而置之水中，识者见之动心。国朝著令，贫

无葬地者，许以系官之地安葬。河东地狭人众，虽

至亲之丧，悉皆焚弃’”[12]2918。此外，宋代“受佛教的

影响，佛教注重修行，其信徒视尸体为皮囊，普遍采

用火葬，这一点顺应了当时丧葬重点的转移，自然

对一般的民众造成了吸引力”[13]。火葬在宋代的兴

起，使得随葬品数量大减，时人开始由重葬变为重

祭和重丧，而作为其中常见的随葬品生肖俑自然也

逃脱不了被淘汰的命运，衰落亦使然。

总而言之，生肖俑作为南方墓葬中随葬品之

一，其兴衰演变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也是社会进步

的必然结果。社会的进步，时人丧葬观念的转变，

技术的更新，纸质冥器的出现等等诸如此类的原因

都加速了生肖俑的衰落，使之消失于墓葬中成为一

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五、结语

十二生肖俑作为古代丧葬习俗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是研究古代社会生活习俗变迁的重要依据。

通过对生肖俑类型演变的探讨，有利于透视不同时

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变迁。对生肖俑原因

的浅析，对于解释为何宋代之后随葬品呈现普遍衰

落的趋势是有所裨益的。然而，本文旨在对于南方

地区生肖俑的显著特点进行比较分析，探讨其演变

原因。但囿于考古材料的缺乏，对于不同地区生肖

俑的材质、地区个性演变研究尚有不足。因此，系

统深入的研究还需要更丰富的考古材料的发现整

理。

注释：

① 笔者通过整理“知网”所得，早期记载有关生肖俑的简报有：曾凡：《福建连江宋墓清理简报》，《考古》，1958年第5期；扬州博

物馆：《扬州司徒庙镇清理一座唐代墓葬》，《考古》，1958年第9期。

② 参考目前学界既有的研究成果，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陈安利：《古文物中的十二生肖》，《文博》，1988年第2期；张丽华：《十

二生肖的起源及墓葬中的十二生肖俑》，《四川文物》，2003年第5期；另外吉林大学硕士生唐静对于生肖俑的类型也有所整

理，唐静：《考古材料中十二生肖形象的类型及演变》，长春：吉林大学，2007年第16—24页。

③ 有报道称，台湾的博物馆收藏有东汉时期的生肖俑，由于缺乏实物对照，故本文不予详述；在内地，目前关于最早生肖俑的

考古实物应为山东临淄北魏崔氏墓中出土的写实动物生肖俑。参见简报：a.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

《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b.淄博市博物馆，临淄区文管所：《临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3期。

④ 张丽华认为，隋至唐初时期，生肖俑大量出现在南方墓中，北方则直至盛唐才多见，故而表明生肖俑由南方传至北方，见张

丽华：《十二生肖的起源及墓葬中的十二生肖俑》，《四川文物》，2003年第5期。秦浩认为南方最晚自隋之后就较为普遍了，

但中原在永徽以后才有出现，故认为十二辰俑的发展是由南方而后影响到北方。见秦浩：《南方唐墓的形制与随葬品》，《南

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⑤ 五精石是放置在墓中五个方位，大小类同的五色石头，用以镇墓之用，可参见徐苹芳：《唐宋墓葬中“明器神煞”与“墓仪”制

度》，《考古》，1963年第2期。

⑥ 冯普仁认为，广东海康元墓中有砖刻十二时像，砖刻左上方分别刻地支文字，参见冯普仁：《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8年第36页。同时陈安利也提到元代墓中常常出土一组动物俑，但难以考证其为生肖俑，参见陈安利：《古代文物中十二

生肖俑》，《文博》，198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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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佛学观点，解答人们心中的疑惑。对于哲学咨

询师而言，探索佛学关于人生的智慧，以及钻研佛

学大师对于信众疑惑的解答方法，同等重要。

有人会质疑，这种方法无异于“大杂烩”，从儒

家取一点，道家取一点，佛家取一点，或者还能从墨

家取一点，然后运用到哲学咨询中去。其实，心理

咨询也是取自各个思想流派的思想，并没有规定一

定要用某一种特定的理论。重要的不是哪种理论，

而是理解了这些理论并能灵活地运用，对于某个特

定的来访者，哲学咨询师能准确地了解其文化背景

并理解他，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才能进行下一步的

谈话和探讨。当然，其中的度和解决方法不是只有

理论知识才能掌握，实践才是最重要的。

四、结语

哲学咨询在国外兴起，也不过几十年的时间，而

中国的哲学咨询则是在起步状态。每一种新生理论

或者产业的发展和成熟，都需经历长久时间的考验，

实践和反馈。从目前国人的精神心理状况以及道德

价值观状况来看，中国需要哲学咨询来帮助人们进行

人生和自身的反思，明确道德价值观念，从而获得更

好的精神生活。

中国哲学咨询从业者和倡导者，要在经济高速

发展的同时，发展哲学咨询，除了借鉴国外哲学咨

询的思想和方法，以及心理咨询在中国的发展经验

之外，还可以循以下几个路径：首先，提高哲学咨询

的知名度，让人们知晓哲学咨询的理念以及目的，

这离不开哲学家和哲学咨询工作者的不懈研究和

大力提倡；其次，深刻钻研相关的哲学理论和思想，

从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们那里获取有益理论；再次，

关注国人的心理和精神状况，并保持开放和包容的

心态面对多元的文化和价值观；最后，积极开展实

践，纸上得来终觉浅，实践才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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