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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濡化及代沟

钟 年

文化濡化是人类个体适应其文化并学会完成适合其身份与角色的行为的过程
,

此概念关注 的重心在文化
、

民族或社会的主体— 人
。

本文认为
,

文化濡化是一个

终身过程
,

人在母腹中已能感受到它的攀响
,

当然
,

最重要的濡化还是在家庭
、

学

校及社会中进行的
。

每一文化都以其独特的设计保证该文化成员濡化的完成
,

这些

独特设计又导致民族性的差异
。

濡化是时间轴上的文化传递
,

若其失真
,

就会出现

代沟
。

代沟的外在表现是几代人之间的隔阂与冲突
,

但 其 深 层 原
`

因乃是文化的转

型
。

认识到这一点
,

就能更好地理解代沟并自觉促成文化转型的顺利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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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一个重要特性是传承性
,

无此特性
,

傅不会有文化的积累
,

也不会有我们今日能

看到的伟大的人类文化成就
。

就每一个人类个体而论
,

其在诞生之初不过是一个与世界其他

林林总总生存着的动物相差无几的生物体
,

尽管这个生物体蕴涵着日后巨大发展并终于在本

质上超越其他动物的可能性
。

在有些文化中
,

这一观念表达得十分明确
,

如说英语的民族对

初生婴儿使用动物性的代词
“
它

”
i( t)

,

就含有初生婴儿还不具备人类的特性
,

只不过如

小动物一般的意味
。

从生物体到社会人的进程即个体发展
。

对个体发展的认识
,

历来有遗传决定论与环境决

定论的争锋
,

还有许多介于二者之间的折衷论调
。

但撇开个体的心理发展不论
,
单从个体对

文化的掌握看
,

则不能不说后天的习得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
。

这一过程
,

用 日常语言说是受

散育
,

人类学家则称之为文化濡 化 ( e
n c o lt “ r “ t io

。
)

。

在今日之人类学里
,

文化濡化被界

说为
“
人类个体适应其文化并学会完成适合其身份与角色的行为的过程

” ①。

这样一个过程

是极其曲折漫长的
,

对每一个体
,

可纵贯其整个生命历程
。

当然
,

在生命的不同阶段
,

文化

濡化有着不同的表现
。

文化濡化这个概念是美国人类学家赫斯科维茨 ( M
.

J
.

H
e r s k 。 v i t幻 在 其1 9 4 8年出版的

《人及其工作》 一书中首次使用的
。

②这个概念所涉及到的主体是人
,

与以往人类学中将诈
竟力集中于文化

、

民族
、

社会等宏观方面有所不 同
.

这大概是受了本世纪 3。年代后人类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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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研究趋向的影响
。

其实
,

赫斯科维茨的业师
、

现代美国人类 学 的 舵 手博 厄 斯 ( F
.

B 。 a s
) 便提出

: “ 我们必须理解生活于文化中的个人
。 ” ① 赫 斯科维茨的学术思想与出于同

门的本尼迪克特 ( R
.

B e
五

e d i ct )
、

米德 ( M
.

M e a
d) 等 民 族心理学派的主将相通也就不足

为怪了
。

在我国学术界
,

对民族这样一个人类共同体的讨论 己有几十年的历史
,

对文化的注意也

复兴了好几年
,

但对文化与民族的主体— 人— 的研究
,

却尚是薄弱的一环
。

也许
,

引入

文化濡化概念
,

有助于提醒我们
,

文化是人创造的
,

文化也是通过一个个的人传递和维持着

的
,

同样
,

文化还需要由人来发展
。

离开了具体的人
,

文化就只剩下一个没有生命的空壳
。

我

国这几年的文化讨论
,

之所 以难 以深入
,

陷于大而空的境地
,

恐怕在很大程度上与忽视现实

生活中的人而只注重尘垢蒙面的故纸堆有关
。

究竟如何把握文化? 文化研究的对象在哪里 ?

诸如此类的问题并不是已经得到了完满的解答
。

中华是五千年文明古国
,

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典籍
,

这是我们的宝贵财

富
,

但不当的使用也会成为一种负担和阻碍
。

典籍是文化的产品
,

是文化的反映
,

但很难完

全说它们就是文化本身
。

且不说典籍只能反映文化的一部分
,

就算能反映文化的真实
,

也不

过是背 日黄花在镜中的映象
,

扒中能寻出的只是传统文化的身影
,

是死的文化
。

而活生生的

正在发挥功能的文化却正在你我他芸芸众生的头脑里
、

行动中
,

只有挖掘出现实生活中人们

对文化的理解
、

对文化的实践
,

才能说是真正把握了文化
。

对文化濡化过程的研究或可帮助

我们达到这一境界
。

文化濡化既是一个过程
,

就有其开始与终结
。

从人类学的立场看
,

文化濡化是不间断地

进行的
。 “

朝闻道
,

夕死可矣
” ② ,

正 是 指学 习悟道的濡化过程可 以持续到人的最后一口

气
。

所以
,

以死亡为濡化过程的终结大概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

但这个过程的起点确定在何时
就不

{

那么容易了
。

以人的诞生为起点自然方便
.

,

因为出生是人面临的第一个重要的转变
。

可

是
,

中国古代即有胎教之法
。 《礼记》 载有

“
古者胎教

” 的思想
,

《论衡 》 中进一步做了详

细的讨论
,

所谓
“ 子在身时

,

席不正不坐
,

割不正不食
,

非正色 目不视
,

非正声耳不听
” ,

而周文王之成为
“
圣王

” ,

更相传是其母实行胎教的结果
。

规代科学也 日渐证实胎教的合理

性
。

如此看来
,

未出世的胎儿便已能感受到社会所施加的文化影响
。

当娜 重要的
、

大量的文化濡化还是在出生后进行的
。

从个体的生命历程看
,

最初是儿

童期
,

此时的濡化机构主要是家庭
。

心理分析理论的创始人弗洛伊德 ( 5
.

F : e u
d) 十分重视

早年儿童期经验对人一生的影响
,

几

在文化与人格研究领域运用弗洛伊德理论的哥伦比亚大学
派

,

自然以) L童养育 (
C ih ld r e a r i n幼 为 注 意的焦点

。

这一派的主将卡迪纳将哺乳和断乳

的方式
、

有关排泄和性的教养
、

家雇的结构和规模等称为初级制度 ( p
r i o ar y i sn it ut t io

n
)

,

认为社会成员经此吸取其文化要素
,

从而形成基本的人格结构 ( ba
s ic p e r s 。 n a il yt

: t : 。 c -

t 妞 r e )
。

二战中的国民性研究 ( n
a t呈o n a

l o h a r a e t e r s t u d i e s
) 也大致是循着这条思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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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① 这一派的研究倾向

,

站在今日回顾
,

不难看出其儿童期决定论的偏颇
。

但决定论是一

回事
,

重要性是另一回事
, 当代心理学

、

教育学
、

社会学等都无不承认早年经验对人们终身

发展的极大影响
。

而在我国
,

虽有
“ 三岁看老

” 的古训
,

但连篇累腆的婚姻家庭研究著述中
,

学者们对儿童养育问题却十分吝惜笔墨
,

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

就大多数人而言
,

第二个遇到的濡化机构是学校
。

学校教育是有意识
、

有组织进行的
,

被教育者受特定人员 (如教师 ) 的教育
。

从知识掌握角度考虑
,

现代学校起到了十分重要的

作用
。

但人类学家通过对学校教育的研究后认为
,

教育不局限于学校
,

教育主要来自学校以

外
。

而且
,

通过学校进行的教育还受到社会和文化的局 限
。

② 即以学校教育本身而论
,

教师

的影响力也不是绝对的
,

同济群体 ( p
e e r g r o u p ) 在从世界观

、

人生观直至具体的待人接物
、

衣着服饰等方面都对其成员产生巨大的影响
。 ③

现代社会 中
,

一个人在学校接受完系统的教育后就会走上工作岗位
,

无论这岗位是在工
、 厂

、

机关或军队
,

这些地方依然是进行文化濡化的机构
。

除了有组织有系统的自上而下的影

响外
,

同一单位的成员间横向弥漫的影响力也不可低估
。

相对于以前的濡化
,

此时个人意识

的选择性开始发挥日益显著的作用
。

传播工具的发达是当代社会的一大特色
。

电影
、

电视
、

书刊
、

广播无时无刻不在向人们

的头脑中渗透
。

在美国
,

儿童用于看电视的 时间已远超过他们和现实世界即和家人
、

亲友
、

教师相处以及用于玩耍
、

运动
、

念书的时间
。

难怪有人惊呼
,

对任何人都可 闭门不纳
,

但广

播电视却是堂而皇之地破墙而入
。

④现代化传播媒介的加入
,

使得现代人的文化濡化过程更

加复杂多变
。

为了叙
’

述的方便
,

我们可以将一个人的濡化阶段分为家庭
、

学校
、

单位等等
,

但实际上
,

很难有不受社会影响的家 庭 与 学校阶段
。

发生在两千年前的
“
孟母三迁

”
的故

事
,

就说明那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已常常胜过家教
。 ,

除此之外
,

不同的民族又有不同的文化设计
,

由此使得其成员的濡化过程也独具特色
,

推论下去
,

一

便会导致民族性的差异
。

在出没于大兴安岭的鄂伦春族中
,

男孩 5
、 6 岁开始用

马箭射小鸟
,

7
、

8 岁练骑马
,

1 1
、

1“岁便随父兄到猎场围猎
,

到 1 5
、

1“岁就成长为一名能

单骑出击的猎手了
。

女孩则跟随母亲和老年妇女外出采集
,

学习辨认几十种可食的野菜
、

野

果和块根植物
,

学习桦树皮的剥制
、

加工和制做各种皮制品
,

并练 习在这些东西上刺绣和雕

刻
。

老人则负责向儿童讲家谱
、

族规及赞颂勤劳
、

勇敢
、

谦虚等美德的故事
。

国 而信奉佛教的

傣族
,

儿童在母亲或姐姐的照管下长大
, 6

、
7岁后

,

开始学放牛及挑水打柴等活路
, 7

、

8 岁时
,

男孩要到佛寺当小和尚
,

识字读经 , 女孩在家学烹饪
、

纺织
、

缝纫
,

做母亲的助手
一
。

母亲在家中操持一切
,

父亲常外出闲游
,

因此儿童早期受女性熏陶较多
,

傣族性格温顺也许

与此有关
。

⑥ 鄂伦春族和傣族在文化濡化过程上的不同
,

直接影响到整个民族的性格
,

从中

也可反映出狩猎采集文化和农业文化的某些差异
。

文化濡化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是成年礼 ( i ll it 协 it o n)
。

许 多民族志的材料表明
,

在整个成年

礼过程中
,

孩子们常被隔离一段时间
,

在丛林学 校 ( b su h s c h o ol )或类似机构中接受关于本族

历史
、

为人处世以及新的义务和举止仪态等方面的系统教育
,

还要学习怎样打仗
、

狩猎及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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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珍日常生活事务等内容
。

成年礼的仪式过程有着某种心理学上的效果
,

如增强自信心
、

克服

恐懊心理等
。

①成年礼如今在中国大多数地区已不可见
,

但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是广泛存在

成年礼仪的
。

如古代男子 20 岁行的冠礼
、

女子 1 5岁行的笋礼
,

实质上就是一种成年礼
。

②而在中

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
,

至今仍保留着较为完整的成年礼习俗
,

使学者们能从无法亲见冠礼与莽

礼的遗憾中得到一些补偿
。

如在云南宁菠的纳西族中
,

少年到了 13 岁就要举行进入成年的仪

式
:
女孩叫穿裙子仪式

,

男孩叫穿裤子仪式
。

整个仪式包括换装
、

祈祷
、

宴饮及一系列象征性活

动
。

⑧若从文化濡化的立场看成年礼
,

则此种仪式正标志着社会对其成员初步濡化完成的认可

文化濡化涉及到的起码是两代以上的人
,

因而与横向的文化传播不同
,

它是一种纵向的代

际间的文化传递
。

文化传递的理想标准是毫厦不爽
,

但在实际过程中要保持百分之百的准确性

是很难做到的
,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偏差
,

最终导致文化变迁 (
c叭 t u r e o h a n g e)

。

当变迁的速

率过快且幅度过大时
,

代与代之间就会发生隔阂
,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代沟 ( g e en r at io
n ` 扭p )

。

代沟并不是某一天突然浮现出来的
,

所有的人类文化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时代的差异
。

仅以西方美术而论
,

17 世纪文艺复兴后至 19 世纪末
,

就出现了人文主义
、

洛可可 (
r 。
。 co )

、

巴罗克 ( b ar
o q u e)

、

风格主义
、

学院主义
、

浪漫主义
、

印象主义
、

分色主义
、

唯美主义
、

写实主义
、

自然主义
、

古典主义
、

新古典主义等多种各具特色的艺术思潮
,

把美术发展的礴

间轴线点缀得色彩斑澜
。

只不过代际的差异
,

从未有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这几十年表现得

这么突出
,

这么令人失措罢了
。

在代沟研究领域
,

人类学家的贡献是世人瞩月的
。

70 年代初
,

久负盛名的女人类学家米

德先成了她一生中最后一本重要著作 《文化与承诺
一

一项对代沟的研究》 。

为了深入分析

代沟现象
,

书中提出了对文化类型的三种区分
,

即长辈楷模茸化 ( p
o s t f馆ur at iv e

cu l t ur 心
、

同辈楷模文化 (
e o f i g u r a t i v e 七u l t 吐 , 。 )

、

晚辈楷模文化 ( p
r e f i g u r a t i v e e u l t u r 。

)
。

Q 长

攀楷模文化是指晚辈向长辈学习生活的经验 , 同辈楷模文化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

夙辈人之间 ; 而晚辈楷模文化则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
。

米德认为
,

当今西方社会已步入

呱辈楷模文化阶段
,

由此造成战前的一代人与战后的一代人在观念上和行为上的巨大鸿沟
。

米德的权威性是不容怀疑的
,

但 她 对 当 代西方社会文化类型的断言却显得有些操之过

急
。

因为一种文化若完全转化为晚辈楷模文化类型
,

·

按米德的定义
,

长辈已纤尊降贵向晚辈

学习
,
那么

,

激烈的代际冲突也将不复存在
,

代沟也就不成其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间题了
。

所以
,

西方社会自60
、 7 0年代以来日益显著的代沟间题正好说明

,

他们的文化充其量不过是处在同

辈楷模文化向晚辈楷模文化的转型时期
。

用米德的理论来对照
,

中国自70 年代末敞开国门走向世界
,

文化类型也开始发生了转变
,

陇扰着许多人的代沟现象的出现
,
可以说是一个明显 的信号

。

但中国的代沟阿题
,

与西方社

会的代沟间题
,

只是现象上的柑似
。

如呆说
,

在米德所处的关国
,

代冷现象背后是同苹愉裤

!声泌鬓蘸潺馨馨蒸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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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向晚辈楷模文化的演变
,

则当今中国
,

代沟现象背后却是长辈楷模文化向同辈楷模文化

的转型
。

这样的转型
,

在美国这个国度中
,

开发之初就在进行着
。

因为哥伦布 ( C
.

C ol o m b)

所发现的美洲
,

是个迥异子欧洲的大陆
,

在那里
,

没有传统的经验可 以依托
,

没有现成的答

案可供选择
,

所以费孝通先生说
: “

美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不靠祖宗余荫
,

靠自己
,

不买

账
,

拚命
、

刻苦创造出来的记录
。 ” ① 在美国

,

父母对子女的要求
,

并不是要他们做自己惟

妙惟肖的摹本
,

而是鼓励他们在与同辈伙伴的竞赛中先执牛耳
。 “

美国的父母并没有具体的

孩子将来应当成为怎么样一个人的标准
。

自己不应象父母
,

孩子也自然不应当象自己
。 ” ②

中国的情况NlJ 相反
,

若以美国为缺少传统的代表
,
中国就是富有传统的典型

。

心理人类学的

倡导者许娘光先生在对中国文化所作的基本假定中
,

就有一条是
“
年龄即代表智慧

,

并且是

值得尊敬的
” 。 ⑧依此

,

便要求晚辈向长辈学习
,

奉传统为圭泉
。

中国文化的这个特征
,

一

直到现在仍时时可辨
。

成长在这种文化中的个人
,

都免不了经历孔夫子
“
三十而立

,

四十而

不惑
,

五十而知天命
.

六十而耳顺
,

七十而随心所欲
,

不阶距
” 的人生道路

。

至于说中国目前已开始向同辈楷模文化转型
,

在我们身边就可找到不少的事实根据
。

80 年

代 以来
,

我国城市文化中显现出的一个新迹象就是类似于人类学所说的年龄 群 (
a
ge g r o u p )

活动的增多
。

在公园里
,

聚集了越来越多热衷于气功
、

门球
、

太极拳
、

健身操
、

传统戏曲的

老年人 ; 单位中
,

有一面埋怨青年人自由懒散一面 回忆 5。年代美好时光的中年人 , 各种娱乐

场所出入的则是一群谈论着港台红星
、

东洋电器
、

欧美时装的青年 , 还不该忽略大批着迷于

电子游戏
、

变形金刚的孩童
。

长辈的经验对晚辈已逐渐失去指导意义
,

同辈人的相互影响开

始超过异代之间的影响
`
晚辈对长辈们津律乐道的事件已觉得时代悠远

,

长辈对晚辈挂在嘴

边的词汇也深感陌生
。

真是父母难解儿女意
,

知音惟在同辈寻
。

这样
,

在谈论接触到共同的

间题时
,
长辈与晚辈在观点与行动上的差异隔膜就难以避免了

。

卜、
`

九.

声,胜犷.几

四

如前所述
,

若文化濡化的过程不失真
,

代沟也就无由产生
,

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人自然

省去了许多烦恼
。

在我国一些偏远地区
,

以及亚洲
、

非洲和散居在太平洋诸岛上的许多民族
,

至今仍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这种状况
。

然而
,

代沟却不是衡量一个社会优劣的标尺
,

依原样

传递的文化是缺乏创造力的
,

也是难以持久的
。

代 沟 的 显 隐
,

往往是社会发展变化的晴雨

计
,
认识到这一点

,

并予以合理的引导
,

事态就会朝我们期望的方向发展
。

因此
,

大可不必

对代沟问题忧心忡忡
,

谈虎色变
。

不惧怕代沟的出现
,

并不是说我们可 以流行坎止
,

任之而已
。

代沟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
,

因此也是一种社会问题 (
s o ic al rP

o b le m )
。

我们对代沟的分析
,

只是想提醒人们
,

对代沟

间题的解决
,

仅采用治标的方法
,

而不把握其背后的文化转型实质
,
是不能见其功效的

。

所

以
,

我们要将更多的气力花在文化转型的顺利实现上
,

这样
,
就奠定了解决代沟问题的基础

。

文化濡化在此能充分发挥其作用
。

它既可为正在进行的文化转型鼓与呼
,

又可为巩固已

完成的文化转型呐与喊
。

这里有必要对我们的教育观作一番反思
。

人类学由于其学科特色
,

①② 费孝通
: 《美国与美国人》 ,

三联书店198 5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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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响持大教育观
,

与一般只将教育理 解 为是在学校中进行的狭义教育观大异其趣
。

相对说

来
,

学校教育只占文化濡化较小的部分
。

因此
,

我们的教育
,

除在学校实施外
,

更应在家庭

邻里
、

机关单位
、

传播媒介等多层面齐头并进
。

而学校的教育
,

也需与社会的发展相楔合
,

否则只会导致学生在走上社会后的认知失调
。

濡化又是一个自人诞生之日起就开始的终身过程
。

因此
,

我们也要改变那种教育的对象

只是胎毛未干的年轻人而不包括嘴上有毛的成年者的传统观念
。

文化转型对每一代人来说都

是一个新间题
,

旧有的经验在这里已派不上用场
,

几代人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

这就要求大家

跨过代沟
,

携起手来
,

平等交流
,

共同探索
。

米德指出
, “

真正的交流是一种对话
” ,

而代

与代之间对话的基础是
“
共同的语言

” 。 ①我们认为
,

共同的语言代表着一种共同的认识
,

即对文化转型的共识
。

作为超越于个体之
_

仁的濡化机构
,

是有责任有义务也有能力将这种认

识传达给社会中每一代人的
。

代沟间题还应该引起人们对亚文化 ( s u b c诚 t u r e ) 及亚文化群体的重视
。

在一 些国家
,

“
青年文化

”
(
a d ol e s ce llt

c ul t林 r e
) 已经争得一席之地

,

并在许多方面影响到主流文化
。

而在我国
,

青年文化的合法地位至今未获确认
。

其实
,

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中
,

青年文化亦

曾显示出
.

巨大的影响力
。

轰轰烈烈直接影响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
“

五四
”
运动

,

就是一批年轻人

发动起来的
。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
,

其核心人物中的毛泽东、 蔡和森
、

周恩来等
,

也皆是不

到而立之年的青年
。

在今天和明天
,

青年文化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

我们的主流文化应议博

大的胸怀接纳青年文化
,

不应持排斥态度而使其沦为逆反文化 (
c o u

nt
e r 一。 lu ut r

e)
。

青年间题还不仅仅关系到青年自身七 文化中新一代人的成长
,

又会影响到他们下一代的

文化濡化过程
。

从有关广西大瑶山盘瑶的民族志中
,

我们可以看到
,

这个相对周围汉区变迁

还较缓慢的社区
,

中青年男子已大部分改换汉装
,

由此使得从岁 以下的男孩
,

已百分之百放

弃了本民族的服装
。

② 上一代人有意识的
、

激烈的濡化过程
,

到下一代人已成为无意识的和

缓的过程
。

自然
,

下一代人成年后
,

也许又有了新的需为之抗争的目标
。

在人类学中谈代沟
,

实际上已包含从社会文化上断代的意思
。

我们说某人属某一代
,

注重

的并不是他的生理年龄
,

而是其心理年龄和社会年龄
。

年轻人中难免有老 气 横秋 之辈
,

年

长者中当不乏壮心未已之人
。

毕加索的高龄时依然被世人称为年轻的画家
,

就是因为他在一

生中不断变换艺术手法
,

不断探索求新
,

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
。

所谓
“ 活到老

、

学到老
” ,

也正是要求一个人紧紧跟上历史前进的步伐
,

莫做时代的弃儿
。

许多土著民族早就在有意无

意之中认识到了这一点
,

如南美火地岛最南端的锡克兰人 ( eS lk n a m ) 的成年礼
,

对参加者

的年龄并不加以限制
,

重要的是看其精神上是否成熟
。

⑧

不同的社会
,

对精神上的成熟有不同的标准
。

目前我们所处的社会
,

精神成熟应指具备

适应文化转型的能力
。

这样一来
,

生理年龄就不再是划分代沟的绝对指标
,

对社会文化发展

的共同认识才是人以群分的深层原因
。

如果几代人都认识到面临的文化转型
,

并努力培养对

转型的适应力
,

那么 , 不惟转型的工作会更为顺利地完成
,

就是代际的隔阂与冲突
,

也会得

到消除或缓解
,

我们的社会
、

我们的文化将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迈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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