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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4 北地域文化
“

密码
”

的艰苦努力

— 喜读董鸿扬先生的《东北人 :

关东文化》

王 稚 林

我国各地的地理
、

历史和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干差万别
,

所以在统一的中华文化格局
一

下形成

了若干地域亚文化类型
,

其中东北地域文化 (亦称
“

关东文化
”

)就是恃点鲜明动 一个地域亚文

化类型
。

但比起对中原
、

关中
、

岭南
、

荆楚
、

巴蜀等地域文化的研究
,

东北地域文化的研究显得

十分薄弱
。

最近读到的董鸿杨先生撰写的 《东北人
:

关东文化》一书 (黑龙江教育 出版社 19 9 4

年 12 月出版 )
,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
。

作者在长期研究
、

思考和广泛收集资料的

基础上
,

从社会学视角对东北地域文化做了系统考察
,

在揭示东北地域文化的成因
、

特点
、

发展

规律
、

深层结构方面做出了艰苦努力
,

不但为我国社会学界研究地域文化增添了一部学术力

作
,

而且在丰富对国情的认识
,

促进东北地域现代化发展方面
,

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

该书

的写作具有如下特点
:

1
.

把对东北的地域深层结构的探讨同对东北人人格特质的揭示有机地结合起来
。

文化的

中心和深层结构是人的问题
,

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些本质属性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文化即
“

人

化
” 。

所以研究东北地域文 化如能紧紧把握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东北人人格特质的具体规定

性及生成过程
,

就能够抓住该地域文化的本质特征和破译其文化
“

密码
” 。

对于这一重要方法

论原则
,

作者的思路是相当清晰的
,

本书的书名就体现了这一点
。

东北人是东北地域文化的主

体和客体
。

作者这样表述了自己的写作意图
:

本书写作所做的
“

新的尝试
”

是
“

力图从文化角度

来探讨人
” ,

而所研究的
“

东北人本身就是活生生的关东文化
” 。

作者忠实地贯彻 了这一 写作意

图
。

全书的主干部分用整整六章的篇幅
,

着眼于社会变迁中的东北人
,

从社会心态
、

价值观念
、

道德意识
、

思维方式
、

生活方式
、

社区性格等方面所展现的人格特质
,

揭示了东北地域的文化特

征
。

所以当我们读完此书
,

一个东北人的形象也就深深印在脑海里
。

比起不少地域文化的研

究论著来
,

这是本书写作的一个长处
。

2
.

站在实现现代化历史使命的高度审视东北地域文化
。

东北地区是一个资源丰富
、

工业

基础雄厚
、

科技力量强大的地区
,

但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步子却跟不
_

上了
。

人们把这种情况概括

为
“

东北现象
” 。

形成
“

东北现象
”

的原 因很复杂
,

但完全可以从地域共同体内人们的心态
、

价值

取向等主观方面和文化因素方面做些解读
。

董鸿扬先生以社会学者应有的责任感
, “

以改革开

放
、

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为背景
” ,

按着时代要求
,

去探索关东文化转型与东北人现代化的途

径
,

以促进东北地区的现代化发展
” 。

为此
,

作者在写作中突出了两点
:

一是
“

侧重于反 思的观

点
” 。

即以批判的眼光充分发掘地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
,

又严于解剖不适应现代化的方面
,

以

期
“

唤起人们对自身国民性弱点注意
” 。

二是运用同开放地区现实的地域文化与人格特征进行

比较的研究方法
。

作者把所阐释的东北地域文化的每一个方面都放到现代化要求的天平上仔

细地加以衡量
,

指出哪些是适应和有利于现代化的
“

文化因子
” ,

哪些是不适应
、

不利于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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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分
。

这种分析贯穿在诸如对东北人尚武好斗的强悍民风
、

求大尚侈的风气
、

重实轻文的传

统取向
、

直来直去的思考风格
、

刻板的思维定势等许多文化性格的分析之 中
,

许多分析是相当

精彩和深人的
。

比如
,

作者在分析如何克服东北人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刻板守旧

的思维惯性时
,

很有说服力地指出
,

难度不在思想
、

观念的显意识层面
,

而在 己成为
“

集体无意

识
”

的文化心理的潜意识层面
。

如果不着力冲破已成气候的
“

集体无意识
”

文化氛围
,

是焕发不

出生机勃勃的创造力和活力的
,

这也是不少东 北人在本地无所作为
,

而一旦到了开放地区却可

以大展宏图的根源所在
。

当然
,

作者严厉的批判自光并不是针对
“

文化特性
” ,

因为任何一种文

化特性
“

对于动员一切力量来发展而言
,

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 。

①

3
`

突出应用研究的描述性分析的特点
。

作者对东北人和东北地域文化的研究有明确的理

论范式和分析框架
,

这使所研究的问题有理论深度
。

但需要强调的是
,

应用研究必须突出描述

性
,

做到通过大量精确的经验事实去
“

发现
”

规律
,

而不是用零碎的事实去
“

验证
”

先入为主的假

说
。

本书作者在理论的指导下
,

运用文献调查和实证观察所获得的大量资料
,

从三个视角对所

研究的问题做了系统而周密的描述性分析
:
一是历史和现实的文化变迁视角 ;二是文化现象的

多侧面分析视角 ;三是文化同经济
、

社会
、

自然环境等社会子系统相互关联的视角
。

从而 向我

们提供
一

了一幅真实的东北人和东北文化的
“

全息
”

图像
。

其中不少章节的分析是很精彩的
。

例

如
,

作者从火热的
“

感情逻辑
” 、

粗犷的行为特征
、

纯朴的社区意识
、

容纳的人际风范四个层面
,

生动地描绘出东北人社区性格的底色
,

读完之后感到既熟悉又颇受启迪
。

所以能如此
,

是作者

把理论和大量经验材料交融在一 起长期揣摩的结果
。

4
.

注重对策性思考
。

本书对东北地域文化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描述
、

解释阶段
,

而且注重

预测研究和对策性思考
,

提出了不少创造性的提升东北地域文化和
“

重塑
”

东北人的理论建议
。

对策性思考差不多贯穿在全书的每一部分
,

全书最后还专辟一章加以论述
。

我赞成作者这样

的观点
:

东北人与东北文化的重塑和现代化转型是一大系统工程
,

但至关重要的是在现代化的

伟大实践中
,

加大开放的力度和 自我更新的反思力度
。

同时我也和作者一样持乐观态度
:

一旦

获得精神上的解放
,

高大豪爽的东北人在现代化中是会再创辉煌的
。

本书的写作尚有不足
:

所运用的历史
、

文献资料比较扎实
,

现实的资料不够系统 ;有些章节

分析的力度尚待加强
。

但该书确实为深入研究东北人和东北地域文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前进

基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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