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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直与圆滑
:

国人在做人问题上的冲突

—
汉语谚语的社会心理研究

李 庆 善

做正直人
,

还是做圆滑人 ? 历来是 中国人很关注的问题
。

汉语 中有关这方面的谚

语很多
。

通过这些谚语的初步分析使我们看到
,

正直与圆滑是两种相互 冲突 的做人价

值和准则
。

这种冲突往往使国人在做人问题上理想与现实
、

目标与手段
、

应然与实然

相互脱节
。

尽管在理念上 国人一直追求做正直人的价值 目标而极力贬斤做 圆滑人
,

但

在实际上却不得不做圆滑人而放弃做正 直人的目标
。

这与国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关

系
、

人情及面子社会
,

是密切相关的
。

我们仅仅倡 导正直而反对圆滑是不够的
,

要使倡

导成为人们做人的实 际规范
,

则必须从社会结构层面上触动并改造 关系
、

人情及面

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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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向往的正直人是一种怎样的人 ? 具有哪些人

格特征 ? 这是我们应当首先探讨的间题
。

我们从有关

描述正直人的大量谚语中
,

抽象出正直人以下六种人

格特征
:

( 1) 正直人
:

正

正直人最基本的一个特征就是
“
正

” ,

即
“
心正

” 、

“

身正
” 、 “

脚正
” ,

为人正派
、

正直
、

正正经经
、

正气高

扬
,

不怕邪恶
,

能
“

避邪
” 、 “

压邪
” ,

并能底得他人尊敬
,

从而能发挥其
“
正人

”

的社会作用
.

例如谚语云
:

人正不怕路滑
,

脚正不怕鞋歪 ;

人正不怕影子斜 ;

心中无邪硬如铁 ;

正气高
,

邪气清 ;

一正压百邪 ;

不怕人不敬
,

就怕己不正
;

正人先正己
;

宁可正而不足
,

不可邪而有余 ;

正直人的第二个基本特征就是直
,

即
“
心直

” 、 “
理

直
” 、 “ 口 直

” ,

走直道
,

说话
“
开门见山

” ,

办事
“

摆在眼

前
” .

为人不曲不弯
,

犹如青松屹立挺拔于山岗
。

例如

谚语云
:

人直有人合
,

路直有人行 ;

心直不怕天
,

理直不怕官 ;

宁可直中取
,

不可曲中求 ;

巧言不如直道 ,

有话说在当面
,

有事摆在眼前 ;

要打当面鼓
,

莫敲背后锣 ;

好事不瞒人
,

瞒人没好事 ;

知无不言
,

言无不尽 ;

不学杨柳随风摆
,

要学青松立山岗
;

. . . . . . . . . . . .

… …

( 2) 正直人
: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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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正直人
:

真实

正直人的第三个基本特征就是真实
,

即为人真诚

老实
,

实心眼儿
,

说实话
,

办实事
,

不说假话
、

大话和空

话
,

不弄虚作假
,

故作姿态
、

装腔作势
、

沽名钓誉
,

不搞

形式主义
.

例如谚语云
:

火要空心
,

人要实心 ;

帮人要诚心
,

助人应及时 ;



真的假不了
,

假的真不 了
;

枯树无花果
,

空话 无价值
;

鱼网遮不住太阳
,

谎言盖不住真理 ;

纸乌鸦经不住风吹
,

泥人经不住雨打 ;

真金不怕火炼
,

好货不怕化验
;

真货不怕人看
,

真理不怕人辨
;

真菩萨面前
,

切勿假烧香
;

真存菩提之心
,

何须念佛刊经
;

人到难处拉一把
,

胜过送佛上西天 ;

路 见不平
,

拔刀相助 ;

见蛇见蝎
,

不打作孽 ,

打鱼人 不怕狂风 巨浪
,

打猎人不怕虎豹豺

狼 ;

任凭风浪起
,

勇开顶风船 ;

明知山有虎
,

偏向虎山行 ,

欺硬不欺软
,

怕理不怕刀 ;

舍得一身剐
,

敢把皇帝拉下马 ;

(们正直人
:

刚坚不阿
,

不屈不挠

正 直人 的第四个基本特征是刚坚不阿
,

不屈 不

挠
,

即心高气傲
,

刚坚 自强
;

高风亮节
,

坚贞不屈
;
不怕

困难
,

不畏强暴
,

不与坏人 为伍
。

描述气合高气傲
,

刚坚

自强
”

特征的谚语有
:

人争气
,

火争焰
;

人有脸
,

树有皮
,

不争名誉也要争口气
;

佛争一住香
,

人争一 口气
;

人无刚骨
,

安身不牢
;

男人没性
,

寸铁无钢 ; 女人没性
,

懦如麻搪
;

男人无刚
,

不如粗糠 ;

( 6) 正直人
:

坚持原则
,

秉公办事
,

不拘私情

正 直人 的第六个基本特征是坚持原则
,

秉公办

事
,

不拘私情
。

如有谚语云
:

真情不悖理
,

真理不悖情 ;

认理不认人
,

帮理不帮亲 ;

赏不论冤仇
,

罚不论骨肉 ;

王子犯法
,

与庶民同罪 ;

描述
“

高风亮节
,

坚贞不屈
”
特征的谚语有

:

宁可站着死
,

决不跪着生
;

宁为玉碎
,

不为瓦全 ;

男人大丈夫
,

流血不流泪
;

三军可夺帅
,

匹夫不可夺志 ;

不为五斗米折腰 ;

宁可清贫
,

不可浊富
;

网烂筋不烂
,

人穷志不穷 ;

富贵不能淫
,

贫贱不能移
,

威武不能屈
;

描述
“

不与坏人 为伍
”

特征的谚语有
:

腐木不可为柱
,

坏人不可为伍
;

冰炭不同炉
,

善恶不同途
;

宁可挨一刀
,

不和秦桧交 ;

你是你
,

我是我
,

鸭子不跟鹅打伙
;

( 5) 正直人
:

勇于负责
,

见义勇为

正直人的第五个基本特征是 勇于 负责
,

见义 勇

为
,

即对 自己
,

勇于承担责任
,

不揽功推过 ;对他人
,

热

诚相助
,

不袖手旁观 ;对坏人
,

勇于斗争
,

针锋相对
,

不

临阵逃脱
。

有谚语云
:

好汉做事好汉当
;

求人需求大丈夫
,

济人需济急时无
;

众所周知
,

谚语所说的
“
理

” ,

是纲常伦理和法理 ;

所说的
“

情
” ,

是关系和人情
。

虽然
,

国人身处于关系和

人情的重重包围之中
,

但仍然向往着能够面对伦理和

法理
,

超越关系和人情
。

谚语中处处流露出人们对
“

理
”
的崇尚

,

对
“
理

”
的价值之褒扬

:

夭无二 日
,

人无二理
;

理字不多重
,

万人扛不动 ;

有理不在声高
;

有理不愁没路走
;

有理走遍天下
,

无理寸步难行
;

有理不怕势来压 ;

天下惟理可服人
;

以势服人者
,
口服 ;以理服人者

,

心服 ;

有理讲得君王倒
,

不怕君王坐得高 ;

“

理
”
固然很重要

,

但是
,

人能否讲
“
理

” ,

持
“
理

” ,

行
“
理

” ,

做到公 正
、

公道和公 平
,

关键在于其是否有私

心
。

只要没有私心
,

凡事出于公心
,

就会解脱人情困

扰
,

按原则办事
, “
对事不对人

” ,

成为一个真正的正直

人
。

如谚语云
:

人不为己
,

顶天立地 ;

人不为己
,

鬼神都怕 ;

人不为己
,

遇事不迷 ;

万恶皆由私字起
,

千好都从公字来 ;

私心重
,

祸无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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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不等于现实
。

国人在现实生活中体察到
,

他

们所期望的正直人并不多见
。 “

山中无直树
,

世上无直

人
” 。

现实是严酷的
。

追求公平的正直人在现实生活中

往往遭到极不公正的对待
。

相反
,

那些说假话
、

大话和空话的人
,

那些弄虚作

假
、

装腔作势
、

故作姿态
,

沽名钓誉
、

阳奉阴违
、

口蜜腹

剑
、

两面三刀 的家伙
,

却往往沾到便宜
,

得手得逞
,

甚

至青云直上
,

不可一世
。

这些邪恶人的行径固然不可

效仿
,

但正反 两方面的经验告诉国人
,

出于自保
,

为了

生存和发展
,

人 们不得不放弃正直价值而学得圆滑
、

乖巧
、

世故起来
。

例如谚语云
:

前事不忘
,

后事可师
;
吃

一回 亏
,

学一 回乖 ,洞明世事皆学问
,

人情炼达即文

章 ;识时务者为俊杰 ;识破人情便是仙 ;’’
·

…

那么
,

圆滑 人是怎样的人呢 ? 请看谚语对其人格

特征淋漓尽致的刻画和描述
:

( l) 圆滑人
:

嘴圆舌滑
,

会说善道

圆滑人的第一个基本特征是嘴圆舌滑
,

会说善

道
,

巧言会色
,

尤其会察颜观色
,

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

以说话取悦于人
。

有谚语云
:

一句话百样说
;

会说的说圆了
,

不会说的说翻了
;

见鬼说鬼话
,

见人说人话
;

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

见什么菩萨烧什么香
;

见着秃子不讲疮
,

见着瞎子不说光 ;

出门看天色
,

说话看脸色 ;

到什么山唱什么歌
;

吃什么斋
,

念什么经
;

( 3) 圆滑人
:

顺从权势
,

溜须拍马

圆滑人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顺从权势
,

阿谈奉

承
,

溜须拍马
,

吹吹捧捧
,

以赢得权势的欢心
。

有谚语

石
:

到了人家庙里
,

就得守人家的清规 ;

吃哪江水
,

讲哪方话 ;

拍马有个架
,

先笑后说话
;

( 4) 圆滑 人
:

忍让求和
,

委屈求全

圆滑 人的第四 个基本特征是忍让求和
,

委 屈 求

全
,

勿争勿斗
,

勿结冤仇
,

调和是非
,

回避矛盾
。

有谚语

云
:

忍字家中宝
;

忍得一时忿
,

终身无烦恼 ;

小不忍则乱大谋 ;

让人不算低
,

过后得便宜
;

宁与千人好
,

莫于一人仇
;

多个朋友多条路
,

多个冤家多堵墙
;

冤家宜解不宜结 ;

饶人是福
,

欺人是祸 ;

得放手时须放手
,

可饶人处且饶人 ;

( 2) 圆滑人
:

乖巧伶俐
,

见风转舵

圆滑 人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是乖巧伶俐
,

见风转

舵
,

随机应变
,

很容易放弃自己的立场
、

观念和意见
,

以求得自保
。

有谚语云
:

光棍不吃眼前亏 ;

又鸟蛋碰不过石头 ;

惹不起
,

躲得起 ;

人在矮檐下
,

怎能不低头
;

如今只学乌龟法
,

得缩头时且缩头 ;

见风使舵
,

就水弯船 ;

墙上一棵草
,

风吹两边倒 ;

一头人情两面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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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圆滑人
:

对人不对事
,

看人下菜碟

圆滑 人的第五个基本特征是
,

对人不对事
,

认亲

不 认理
,

认钱认权不认人
,

看人下菜碟
,

为人缺乏 公

正
,

处世缺乏原则和公道
.

有谚语云
:

看人下菜碟 ;

哪样亲戚哪样待
,

哪样摸摸哪样菜
;

世情看冷暖
,

人面逐高低 ;

打狗要看主人面 ;

不看僧面看佛面 ;

圆滑人所具有的种种人格特征
,

集中到一点就是

精于人情世故
。

他们世事洞明
,

人情炼达
,

懂得关系
、

人情及面子运作的道理
,

擅长于 种种场合的权力游

戏
,

并且总能比较机智地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角色
。

他们的这种为人处世的道理
、

知识
、

方法
、

策略
、

技能

和技巧
,

是从何而来的呢 ? 简单的答案是社会给予的
,

是他们对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及其运作过程的适应
。

国人 生存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之 中
,

亲



属
、

邻里和友人关系把每个人都毫无例外地拉扯在这

个关系网络里
。

人们依赖于这个关系网络而生存
.

把

它看作是 人生的基本依托
;

同时
,

也就接受 了这个关

系网络的牵制
,

思想
、

情感
、

态度和言行随关系的变化

而变化
,

依关系的不同性质而抉择不同的 言行取向
。

因此
,

洞明世事
,

首先要求人 们学会判断和辨析 各种

关系远近及亲疏
。

这是为人处世的一项基本功
。

重关系就得讲人情
。

人情是人们借助关系在交往

互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

仅有关系而 不交往
,

关系

就会由亲变疏
,

由近变远
。 “

分家三年成邻居
” ;

“ `

三年

不上 门
,

当亲也不亲
”

。

因此
,

要建立
、

巩固和 发展 人

情
,

人 们就应花极大力气去交往
、

走 亲访友
,

礼 尚往

来
,

并且
,

不到万不得已
,

不能选择绝交行为
,

要
“
留着

人情好办事
” ,

保持交往的长期性
。

重关系
,

讲人情
,

就得珍惜自己的脸 面
.

也珍惜他

人的脸面
。

脸面是判断一个人与他人关系及人情的重

要标志
,

也是其巩固和发展关系及人情的重要依据
。

所谓人情炼达
,

无非是要求人们在相处过程中既注 意

自己的脸面
,

也顾忌对方的脸面而 已
。

国人认同并重视关系
、

人情 及脸面
,

一个巨大的

代价就是
,

不得不放弃正直
,

放弃伦理和法理的原则
,

而选择悖理和违理的圆滑世故的为人之道
。

关系
、

人情 及脸面的实际价值
,

在世态炎凉情境

中会使国 人有更深刻的体味
。

所谓世态炎凉是由于某

些特殊事件出现所引起当事人脸 面资源的变化
,

从而

相随引起其关系和人情的急剧变化
。

当
一
个 人得势发

迹时
,

其脸 面资源
,

如 财富
、

权 力等急剧增加
,

从血招

引来更多的社会关系
,

大家竞相攀亲结友
,

纷纷 前来

分享其脸面 资源
;
相反

,

当一个 人处于背时落难
,

其脸

面资源急剧减少
,

变得 既无权势 又穷困
,

人们 便纷纷

离去
,

逃避
、

排斥他
,

甚至 与其绝交
.

视其为不 屑一顾

的路 人
。

此时此刻
,

当书人会感受到平素根本体验不

到的
“

人情如纸
” . “

人生悲凉
”

世态炎凉给我们提供了 个动态考察关系
、

人情

及面子的机会 通过
_

L述 碑语
.

我 们 不难 看出
.

重关

系
,

讲人情
,

好 脸而
,

实际土 是重 财富
、

讲权势
,

好权 弄

利
。

这就是中国人权 力游戏的本质冲动
。

在权 和利而

前
,

应有人情也无情
,

应有脸面也不给脸面
,

爹亲娘 亲

骨肉亲
,

一 切都不 再亲了
。

通过上述有关谚语的初步分析使我们看到
,

正直

与圆滑是两种相互冲突的做 ) 、 的价值和准则
.

并等致

国 人在做人问题 上理 想
一

与现 实
、

目标 与手段
、

应然 与

实然相互脱节
。

在理念上
,

国人追求做正直人的价值

目标
,

而 实际上 却 不得 不放弃此 目标而 去做圆滑 人
。

这与国人 赖以生存 和发展 的关系
、

人情及面子社会
,

是密切相关的
。

由此我们获得一个启示
,

仅仅倡导正

直而反对圆滑是不够的
,

要使这种倡导成为人们做 人

的规范
,

则必须从社会结构层面上触动并改造关系
、

人际及面 子
。

贵任编辑
:

张宛丽

10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