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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本无文化，只是习惯成自然，也就成
了文化。纵观天下各国和各民族的所谓文化
特征，虽然表现形式不同、千姿百态，然而，追
溯其宗源，无不来自各自千百年留下来的习
惯、习俗。我们在探讨文化问题的时候，就不
能不涉及习惯这个议题。

现在许多企业都会把自身的优点和特点
宣扬为“企业文化”，一些新就业的年轻人也
喜欢了解各家企业的文化背景，并把企业文
化如何作为择业就职的条件之一。其实，说到
底，企业文化只是一个噱头而已，真正属于企
业本身的特有文化，实质上是不存在的。因
为，任何一个企业，无论它如何宣传自己的文

化有什么不同寻常的特点，均离不开这个社
会、这个民族的属性和特有禀赋，诚实守信、
负责和谐，应当是必不可少的内涵。然而，诚
实守信，不是单纯靠后天培养形成的，最主要
的还是靠“习惯”，靠多年养成的“自然”、“自
觉”的品行和品性，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天
生”的、生来具有的天性。可惜的是，这种“性
本善”的习惯，遇到社会变革的冲击，受到金
钱利欲的侵蚀已经发生了裂变，使原本善的
习性披上了华丽的“文化”外衣，行走在当今
社会上，一会儿扮成天使，一会儿又变成魔
鬼。这就是当今企业文化给我们的双面教训。
看看那些上市公司，哪家不是信誓旦旦表白
自家的“企业文化”的道貌岸然之谦谦君子，
然而从年报作假到虚报、瞒报家产、业绩，成
为地道的欺政骗民的“企业文化”。这已经成
为我们社会难以根治的顽疾。

笔者在一本由德国工程师于 1889 年撰
写的《中国的人和文化》一书中，就看到当时
中国商界最为普遍的问题：如何做到诚实守
信。作者在书中写道：中国商人没有签合同的
习惯，各自的信誉就靠江湖传闻、人传口述而
成；有的合同仅仅依靠击掌为约，只是多数有

“中人”作保。这种商业习惯(也就是文化)令
外商头疼不已，却也只能“入乡随俗”。合同文
化，是随着经济的繁荣和贸易的迅猛发展，才
逐步为中国商业界所接受。由此可见，只有当

“习惯”发生了质变，才有可能升华到“文化”
这个境界。凡事一旦冠以“文化”的头衔，就不
再是街谈巷议之类的问题了。

生活中由习惯演变为文化的例子屡见不
鲜。例如过生日，在中国大多数地区认为在生
日之前庆祝才吉利，生日之后就被看做厄运
临头。可是在西方许多国家恰恰相反，生日的
祝贺和送礼选择在生日当天，或在生日后的
几天内，都会被视为友好和吉利之举。很显
然，这些所谓的文化，都是来自不同的习惯而
已，很难判断哪个更科学、更优秀。我们在看
待不同文化的“表面表现”时，不必过度解读
其他文化的高雅与否，更不能因为中国文化
的与众不同，误认为中国的文化就是低人一
等，自贬自愧，实在是没有必要。因为，文化不
同，主要是由于习惯不同而已，没有谁优谁劣
之分。但是，我们必须改变和抛弃我们的不良
习惯，不让这些坏习惯恶变成“文化”，否则它
们造成的危害就太大了。有些企业的恶行难
改，就是因为在坏习惯初发之际未能斩草除
根。习惯成文化，我们必须重视问题的严重
性。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越来越大，不
同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交融和互补，是无法避
免的事情。我们要有一个平常心，善待不同文
化，守好自己的文化阵地，把我们的好习惯发
扬光大，使中华文化成为普世文化，应当不是
难以实现的梦。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
究院高级研究员)

【贤言随语】

文化和习惯

犹如鸡和蛋
□刘志勤

在香港，两个人打交道，喜欢开
一句玩笑：小心被廉署叫去“喝咖
啡”——— 意思就是被廉政公署叫去说
清楚某件事情。足见廉政意识深入人
心。我多次去著名的廉政公署听课参
观，知道其中的一些来龙去脉。

是啊，想想过去，香港被连续评
为世界上最廉洁的地方之一，是多
么的来之不易。过去的香港，很腐
败。尽管香港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有
了反贪的法律，可法律是一回事，实
现法治是另一回事。那时的香港是
腐败的重灾区，尤其是警察队伍，违
法乱纪像吃饭睡觉一样自然。腐败
蔓延，像黑洞一样吞噬着人们的公
平正义和信念。1971 年开始，香港试
图建立反贪机构，遭到了警察和黑
恶势力的抵制。到底谁战胜谁？你死
我活的斗争摆在人们的面前。1973

年，香港总督宣布另起炉灶，建立新
的独立反贪机构——— 廉政公署，并
对总警司葛柏开刀，坚决查处他的
巨额贪污，把逃到英国的葛柏押回
香港审判，打赢了首场战役的胜利。
以后几年，有几百名警员被廉政公
署叫去“喝咖啡”。从此，廉署既打

“老虎”，也打“苍蝇”，荡涤一切污泥

浊水，一举成为天下英雄。
香港是世界著名的自由港，法治

是自由的铁布衫。最好的自由必须与
最好的法治相辅相成。香港廉署做到
了这一点。2012 年，廉署高调出场，充
分显示它至高无上的威力，在宣布对
新鸿基地产集团进行调查的同时，历
史上第一次宣布对特首曾荫权立案。
事情发生后，特首难过至极，几度潸
然泪下，表示没有违法之事。但法律
不相信眼泪，廉署之所以用 30 年治
好积重难返的腐败痼疾，就是认法不
认人，靠严格有效的制度而非人情。
廉署还以此昭告世人，绝对的权力导
致绝对的腐败，香港没有绝对的权
力。廉署相信，几十年建设起来的廉
政体制铁律严密，廉政宣传深入人
心，廉署所作所为是为洁净的香港打
扫卫生，以切实维护香港的美好形
象，树立公平正义的崇高权威，这是
全体港人的精神寄托。

当曾特首报告了所有公务记
录，事无巨细到何时何地，应谁之
邀，会见何人，乘坐何种交通工具，
做了何事，说了何话，吃了什么，收
到何种礼物如何处理，交了多少费
用之后，香港终审法院前首席法官

李国能受权发表谈话，指出此事不
必大惊小怪，其重大意义在于：“一
个廉洁政府是香港社会的历久常新
的核心价值，尤其涉及公职人员是
香港特区的政治领袖，行政长官是
特区之首。”香港的核心价值一词，
即香港最高利益之所在，这话看似
简单，其实是一语中的，石破天惊。

廉政是核心价值，港人对公务
人员的腐败表现为“零容忍”，体现
了香港文化的黄金成色，对我们也
有启发。温家宝在向新特首梁振英
颁发任命状时，曾引古语这样说道：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勉励新特首一定要维护来之不易的
廉政文化。可喜的是，古人的铿锵之
词正在今天得到落实。内地已经与
香港廉政公署建立密切联系，我们
国家的总检察长曾对香港廉署专员
语重心长地说，香港廉署的肃贪倡
廉经验，为内地提供了有益借鉴。

我看不止如此，香港有许多东
西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比如说，香
港的早茶也好，咖啡也罢，人家能
喝，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尝尝呢？

(本文作者为山东省社会主义
学院副院长)

尝尝香港廉署这杯咖啡 □刘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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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话题，出自我和宣科
的一场对话。

宣科，云南丽江人，1930 年
生，有汉、藏、纳西族血统。民族
音乐学家，潜心发掘和研究“纳
西古乐”。“鬼才宣科”被称为丽
江的“一张文化名片”。

这场对话，宣科将其记录在
自己的《公民宣科》一书的“过招”
一章中。兹摘录片断如下：

晨起，细雨绵绵，窗外景物明
晰，似有轻雾穿物游走。看日历，知
今天是 2009 年 7 月 2 日。市委领导
给我带来了一位贵客，他是中国国
家宗教事务局局长、中国人民大学
博士生导师叶小文先生。

这样的鸿儒大家来寻求对话，
显然不能草率对待。我深知对方的
能量，却不知道他想聊什么样的话
题。这就好像给我安排的一次考试，
事先不知道要考什么内容，心里没
底。但我不能露怯，认输不是我的性
格。我喜欢有挑战意味的生活。

叶先生先开了第一局。他一来
就将了我一军。

“一个民族能否在世界民族之
林有一席之地，在国际社会得到尊
重，不仅在于有钱有势，还要有文化
魅力。如何推进中华文化的回归与
超越，使之为我们的民族持续地积
蓄和迸发力量，来酿成文艺复兴？希
望听听高见。”

我开诚布公作了回答。
“不可否认我们的经济社会在快

速发展，但从文化的角度看，最令人
担忧的是信仰危机和道德缺失。我国
的中年到青年这一层人在成长过程
中受到了反右、‘文革’的影响，一度
造成知识断代，精神空虚，这很危险。
新的一代接受的是现代化教育，对传
统文化不了解，盲目崇尚西方的东
西，是没有文化自觉意识的表现。中
国一直有从孔孟之道以来形成的道
德体系和教化途径，强调潜移默化、
以理服人，礼乐是教化的重要手段。

《礼记·乐记》里说，‘故礼以道其志，
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
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
而出治道也。’我们的古人就知道，有
好的音乐，群众就会归化于仁义道
德；礼乐相辅相成，社会就和睦安宁。
这就是中国人认可的道德教化途径，
两千年来都靠它教化人民安定社会，
效果相当明显。”

叶先生究竟是大学问家，他也
马上引用《礼记·乐记》中的句
子来推进交谈的深入。

“的确，‘兴于诗，立于
礼，成于乐’，我看这九个字
大体就可以显现出中华民
族数千年孜孜不倦的精神
跋涉之轨迹。古人用礼崩乐
坏形容乱世，其实，一切乱
的根本原因是心乱，价值
颠倒，人欲横流，它可能
是社会变革和进步不得
不付出的代价，也是社会
变革与进步不能不克服

的障碍。如果说西方历史上的文艺
复兴把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之
后又使人被神话、异化了的话，当今
时代就呼唤着一场新的文艺复兴来
把过度膨胀的人还原为和谐的人，必
须去建立一个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
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的新世界。在和
谐社会的建设中，中华文化可能就需
要一个‘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
回归与超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
概会伴随一个从礼崩乐坏到礼兴乐
盛的过程。”

旧话重提，是因为古今中外多
少智者，都有过“乐以和其声”的同
感。今天我们在用民族复兴中国梦
来提振全民族精气神的同时，大概
还需要“乐以和其声”。

其实，《礼记·乐记》中还说过：
“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
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
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
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这是
我们的先人对交响乐的描述和想
象，这也是中国文化对交响乐的认
同和赞赏。作为世界经典高雅音乐，
交响乐，不光属于西方，也属于中
国，且早就属于中国。我们民族复兴
的中国梦，应该“乐以和其声”，应该
有交响乐来为她“鼓之以雷霆，奋之
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
而百化兴焉”！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
历史创造，必然创造出壮丽的史诗。

正是基于这一番理想和抱负，
去年，16 个省市的近百位教授、将
军、部长，在李岚清同志的倡导下，
组成了一个特殊的乐团———“‘三
高’爱乐之友业余交响乐团”。我被
大家推举为乐团团长。12 月，我们在
国家大剧院隆重举办了两场特殊的
音乐会，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带来了
特别的震撼。

这样大规模的聚集，当然难以
长期持续，音乐会结束，乐团就解散
了。但我们的理想和抱负不会散，我
们对音乐的热爱和追求不会散。“聚
是一团火，散时满天星”。今年，以北
京、天津等地的原“‘三高’爱乐之友
业余交响乐团”团员为骨干，新增数
名教授，又组建了“满天星业余交响
乐团”，我继续任团长。

我们志在以生动的音乐示范和
高尚的公益追求，推动高雅音乐走入
大众，向社会发出一个强烈的声音：
高雅音乐要在中国成为大众的艺术，
成为推动文化艺术繁荣发展、提高全
民文化素养的重要力量。乐以和其
声，我们要为促进中华文化“兴于诗，
立于礼，成于乐”的回归与超越、推动
伴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礼兴乐
盛”尽一份心力。李岚清同志为我们
题词勉励：“做普及优秀音乐的使者，
为全面素质教育做贡献——— 题赠满
天星业余交响乐团”。

“聚是一团火，散时满天星”，我
们虽然能量有限，仅如星光闪烁，但
满天星光，也能感染周围，照亮世界。

(本文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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