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当街街便便溺溺
的的文文化化冲冲突突

百度百科上，今年4月份发生在香港的那件事已有专门
词条，被称为“4·15幼童香港小便事件”。

在由“一泡尿”引发的这场口水战中，“国人素质”这一
老生常谈的话题，被从“文化”层面赋予了更多意义，有人
说，这已经变成一场内地和香港不同文化之间的一场“战
役”，更有甚者，将“尿或不尿”提升为传统文化继承与否的

“标志”。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让从台湾到大陆做交流生
的小黄感到最惊讶的事情之一，
是在内地的大街上竟然还能看
到“穿开裆裤的孩子。”

小黄的交流从今年2月份
起，持续到这个学期结束。此前，
他从未来过大陆。

“这在台湾几乎是不可能看
到的。”小黄说，台湾的爸爸妈妈
都会给小孩子穿纸尿片，或者至
少也应该穿闭裆裤，这样即便孩
子便溺，“也不会给别人带来麻
烦。”

尽管小黄并不清楚从什么
时候开始这样的，但他及他周围
的亲朋好友，都习惯了这样，学
校和家庭的教育均是如此，“没
有特别原因，大家都习惯了这
样。”

更让小黄不太习惯的是，还
有孩子在大街上大小便。

同样的事件，在今年4月也
被一些香港人看到了：一个大陆
幼童在香港街头小便，此后这件
事在两地引发轩然大波。

“这种现象在台湾很少发
生。”小黄对事件中的主角———
那对大陆夫妇表示同情，因为台
湾大街小巷公厕很多，当地父母
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很容易找到
厕所，“不会让孩子的隐私暴露
在光天化日下。”

那么，在高速路等不容易找
到厕所的地方，该怎么办呢？

“会把孩子的大小便接到瓶
子里，然后下了高速路，再倒到
垃圾桶里。”小黄解释。

对于发生在香港的“小便事
件”，小黄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你可以提醒他，或提供更好的
方法，但拿手机拍人家，就做的
有点过头了。”

“也并不是说台湾人的素质
有多高。”一位在台湾生活过多
年的大陆商人，有着不一样的感
觉，“那里的人们没有大陆人热
情，有距离感。”

“说他们素质高，可能是人
家整体上有一种氛围。”这位商
人分析，“这种氛围下，大家有一
种意识，就是宁可自己麻烦，也
不要给别人添麻烦。”

“如果硬要归结到传统文化
的话，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叫，‘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位不愿
具名的大陆商人笑着说。

“不管对于那对父母，还是
那个拍照的香港青年，这点（‘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上面，都需
要反思。”这位商人说。

争论背后的“文化原因”

在过去很多年里，这都是作
为“国人文化素质低”的典型例
子出现的，事件发生后，一些人
将其原因之归为一种“文化冲
突”，简言之，就是“大陆人更随
意，香港人守规矩”。

这是过去一种常见的观点，
前述台湾人小黄的经历，似乎也
在佐证着这个观点。

“如果在街头小便的，是
一个欧洲孩子，可能就不会有
这么大的波澜了。”22日上午，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哲学系
教授李晨阳对此事给出了另
一种解释，他认为这一事件的
发生，与近些年大陆大批游客
涌入，给港人生活带来的不便
有关——— 这是“两者之间矛盾

积 累 到 一 定 程 度 的 一 种 爆
发。”

“相对来说，欧洲人到香港
的少，就不会有这种麻烦事。”李
晨阳说。

“那只是一次偶然事件。”谈
到这个事件，台湾学者林安梧认
为，不应该对这种事情大肆炒
作，“对小孩子，香港人也应该大
度一点嘛！”他笑言，“不应该事
事都往文化上扯。”

但不少人并不满足于此，而
将之归结为“道德滑坡”的范畴，
与“遇见别人跌倒扶不扶”、“公
交车上该不该让座”等问题归为
了一类，痛斥大陆人“低素质”。

以这种曲折的形式展现出
来的文化不自信，并非毫无根
由——— 不论过程怎样，当双方都
认可“随地便溺”是一种没素质
表现的时候，其实已经迈出了

“文化自信”的第一步。
按照一位网友林白的说法，

“吃一堑长一智，至少以后出门
会更加明确，要给孩子戴上纸尿
裤——— 一方面保护孩子隐私，另
一方面也不会麻烦了别人。”

文化是积淀的结果

事实上，争论进行的前后，
改变早已开始。

“现在只要出门，我都会
给 孩 子 穿 闭 裆 裤 或 戴 纸 尿
裤。”21日上午，家住济南高新
区的杨女士告诉本报记者，80
后的她从怀孕起，就开始看一
些儿童教育方面的书籍，目的
就是让自己的孩子从小能得
到良好的教育，“不求他能大
富大贵，但至少在为人处事方
面得有素质。”

杨女士说，起初并未考虑太
多，“主要是保护孩子隐私，还能
养成讲卫生的习惯。”

但随后，杨女士为自己的行
为找到了更“高大上”的“理论依
据”：“一篇心理学文章里说过，
爱随地大小便的孩子，长大了很
容易把这种‘随地排泄’的习惯
带到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对
他的心理成长没好处。”

“简单说就是，只顾了自己，
不管别人的感受。”尽管说不出
太多深奥的道理，但杨女士显然
已经抛弃了老辈人让小孩子穿

“开裆裤”的习惯。
“一种文化习惯的养成，需

要时间。”21日下午，英国伦敦大
学学者姚新中说。

港澳台继承的所谓“优良传
统”，也是长时间积淀的结果。

在姚新中看来，现在的人已
经不是传统的人，关键是，我们
如何将传统的东西，转化成适应
我们现代人的东西。

“舆论、官方的提倡非常重
要，但这只是一部分。”姚新中认
为，与其让孩子死记硬背三字经
等古文，造成一种“爱好传统文
化”的表象，不如切切实实做些
事情。

“让家庭、教育、社会舆论全
方位，真正形成一种好的社会氛
围。”姚新中说，这其中，家庭起
到了重要作用，“让学生们从校
门到了家门后，听到同样的声
音。”

无论如何，所谓传统，归
根结底还是要落脚到个人，转
变为个人的情感、信念、行为
及 思 维 方 式 。要 实 现 这 种 转
变，姚新中认为“还需要一代
人的时间”。

从从时时代代危危机机中中
寻寻找找共共同同伦伦理理

“口袋鼓了，脑袋空了，伦理丢了，人和人之间几乎慢
慢地变成了纯粹的经济问题。”5月19日，第三届尼山世界
文明论坛明湖高端对话第一场，论坛发起人许嘉璐先生如
是表示。

此次尼山论坛主题是“不同信仰下的人类共同伦理”，此
次论坛背后是人类陷入广泛而深刻的危机，而危机根本性的
原因在于无法制止的道德和价值扭曲。

伦理背后的危机

19日，在第三届尼山论坛明
湖高端对话中，世界地缘政治学
家威廉·恩道尔指出，当下的全
球化并不单纯是全球各地区的
联系日渐紧密，实质上是跨国企
业垄断和控制的经济全球化。

“当今的美元体系建立在债
务和债务奴役的概念上，导致了
人被银行和债务奴役，人的生命
排在了债务之后。”恩道尔说。

在恩道尔看来，人的生命本
应高于一切，而目前的现状是，

“道德的能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挑
战和考验。”

在第二天的大会主题演讲
上，法国希拉克基金会秘书长瓦
莱丽·戴哈诺娃说出了同样的担
心。在她看来，人们之间的紧张
情绪越来越强烈，各不同的民族
和种族之间的冲突也此起彼伏。
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人类都面
临一种前所未有的危险和冲突。

尼山论坛发起人许嘉璐以
《危机，期盼，伦理，责任：构建人
类共同新伦理》为题发表演讲。
他表示，当前人类陷入了从来没
有遇到过的如此广泛而深刻的
危机，地球上的每个地区和国家
几乎都无法幸免，所有的人都将
是危机的牺牲品。危机根本性的
原因在于无法制止道德和价值
的扭曲，在于忽视了伦理道德的
重要。

回归古老的传统，不再是中
国的独有。近些年，在世界各地，
许多学者发现，不少民族也正在
回归自己的传统，重新回忆和温
习“轴心时代”伟人们的教诲，反
思民族的既往，认清民族、群体
和自身所处的位置，思考建立现
代不同信仰下的共同道德规范。

正是这些危机以及危机背
后的伦理问题，使得尼山论坛组
委会将今年的主题设为“不同信
仰下的人类共同伦理。”学者们
开始思考共同伦理，相信人们的
共同伦理能改善这一现象。

从过去寻找良方

欧洲专家学者来参加本届
尼山论坛时，讲到欧洲面临的严
重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这背后
实则是深刻的道德危机。而道德
危机的出现，乃是由于人类的贪
婪。人类向自然无节制索取，这
违背了几百年前启蒙运动时期
先哲的教导。

孔子的思想对启蒙运动产
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伏尔泰等
启蒙运动先哲将目光对准东方，
学习孔子的思想和东方智慧，才
有了欧洲的繁荣发展。而我们现
在出现的道德危机，正是背叛了
那些思想。如今，治疗现代社会
问题的“良方”，依然能需要到以
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寻觅。

经济危机固然可怕，但是
“信仰危机”更危险。环境问题、
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被认为和信
仰的缺失有重要关系。这需要重
新回到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去寻
找解决途径，这也是尼山论坛所
探讨的。

自明湖高端对话第一场，许
嘉璐和威廉·恩道尔就已达成一
种无法量化的人类共同伦理。

在希腊文化的阐述中，“爱”
有4种含义，除了男女之间的爱、
家庭内部的爱、朋友之间的爱，
更重要的是最后一条，人类共同

的爱。
“不管来自中国、美国、德

国、法国还是非洲不同的人种或
者不同的文化，我们都有这样一
种共同的爱。”威廉·恩道尔说。

19日，许嘉璐先生在明湖高
端对话中，讲到一个让人动容的
例子：在南方的一个城市，一个
居民小区里夜里出现火灾。住在
楼上的一个小伙先醒了，他没有
自己逃跑，而是挨门挨户从一楼
跑到四楼敲门告诉整栋楼的人
着火了赶快跑，就这样救了整栋
楼的人。但是，他自己因为是最
后一个往外跑，最终葬身火海。

大家期待的是这样一种状
态，即使是金钱滚滚而来，但人
们回到家，回到与家人在一起的
生活，依旧能够感受到让人温暖
的人情存在。如许嘉璐所说，“两
代人之间慈和孝的关系，朋友之
间的诚信关系，以及由这里产生
的对他人、对大自然爱的精神。”
这些就是最本真的“善”与“爱”。

正是基于这样对共同伦理
的期盼，此次论坛中学者提出各
自的想法与构思，进行对话。

论坛主题反映社会背景

诞生于2010年的尼山世界
文明论坛，每两年举办一次，主
题的变化折射出社会发展的变
化。

2010年，第一次由中国人主
办的世界文明论坛——— 尼山世
界文明论坛在孔子出生地尼山
举办。此次论坛主题是“和而不
同与和谐世界：和谐·仁爱·诚
信·包容”。

论坛围绕“人类危机与文明
对话”“儒耶对话与世界未来”等
话题展开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
明对话。是发挥孔孟儒家文化独
特资源优势，促进世界不同文明
相互理解与交流合作，推动人类
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尝试，堪称儒
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第一次高
层次对话和交流。

2012年，第二届尼山论坛主
题是“和而不同与和谐世界：信
仰·道德·尊重·友爱”，继承和深
化对首届论坛“和谐·仁爱·诚
信·包容”口号，突出对文化信
仰、伦理的变化。其中主题“尊
重”和“友爱”，是对世界文明对
话十年经验历程的精辟概括和
总结。

许嘉璐在第二届尼山论坛
时指出，尼山论坛组委会选择在
这一天论坛开幕，就是为了纪念
联合国做出这一决定，用以表达
中国人民对联合国这一具有历
史意义决定的响应和支持。

文化的多样性是具体的、丰
富的，为我们进行不同文明的交
流对话提供了无限的空间。促进
文化多样性，不仅会使我们的地
球更加和谐，使人类的未来真正
幸福，而且对每个人当下的生活
也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三届也反映了危机四伏
和危机背后伦理扭曲等社会背
景，从对话主题和内容的变化
上，对话内容更加多样。

“坚持共同维护文化多样
性，坚持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了
解和友谊。”尼山论坛组委会秘
书长、第三届尼山论坛新闻发言
人徐向红尽管第三届尼山论坛
主题与前两届论坛不同，但三届
论坛都在不同文化中寻找着相
同，进行对话、交流，让这个世界
变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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