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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什么要写这两本高级汉语文化读本?我无数次地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在国外教书，接触较多的是西方汉学圈子里的人和事，发现了一些堪称奇怪的现象。
记得前些年做西方汉学史研究课题时我曾经谈过这个问题，那就是在西方汉学学科眼界中的中华文明
的文化定位问题。
　　我原来是研究文化人类学的，比较文化是它的中心命题，而我关注的是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
汉学史或外国人眼里的中国文明是它的初级阶段。
在这种基础研究中，我发现了一些令人诧然的问题。
从西方汉学的滥觞阶段迄今，一部分的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文明自始至终或多多少少地抱有着那么一种
隔阂或误解。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误解在某种程度上说又是刻意而为的。
　　西方人最早对中华文明感兴趣是在文艺复兴以后。
随着“地理大发现”和“人的发现”，刚刚脱离了一千年“黑暗的中世纪”的西方人亟需另一种文化
参照系来找准自己的文化位置，它们发现了中国。
那时候中华帝国是带着一种神圣的光环进入西方人的文化视野的，而那时候应运而起的西方汉学对中
华文明顶礼膜拜，认为它是救治西方文化痼疾的良方；曾几何时，中华文明是整个人类文化的先进代
表者。
文艺复兴后几百年内西方文明的崛起和中华帝国的故步自封改写了世界文明史，也颠倒了中西文明的
定位，这不能不影响到西方的汉学界。
十八世纪以后的西方汉学开始出现了不谐和音，到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中华文明在西方的笔下成
了一种野蛮落后和令人嘲笑的典型。
　　神化中国或妖魔化中国都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不管早期西方人笔下对中华文明的盲目礼赞还是后期对它刻意的鄙夷，他们了解和反映的都不是真正
的中国。
　　可惜的是，在国外不止是一般老百姓，即使是研究中国的某些学术圈子里也时时在犯着一些幼稚
低级的错误，对中国文明有着一些先人为主的成见和想当然的判断。
我们常常发现，一些连基本的汉语都说不囫囵的洋人却偏偏能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带着一种先天的
优越感来苛责中华文明的落后，而他们所讨论的课题恰恰是自己并不了解或根本不具发言资格的。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某些人的学术训练不够，另一方面也应归咎于中国文化学者的缺席。
　　自上个世纪初以来，中国人意识到了落后就会挨打的道理，开始学习西方，发展科学和技术。
在引进西方科技和文化思想的同时，我们大量地引进或编写了各种各样的学英语和学其他语种的教材
，我们的确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
不止科技，在人文科学方面我们也普及了很多西方的思想。
记得毛泽东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批评过在共产党内有些人“言必称希腊”（可见在文化贫乏的
那时，甚至是在共产党内部，西方的思想就已经是多么地深人人心）；在今天，即使是普通的中学生
也很少有人不知道莎士比亚或巴尔扎克，我们在普及西方思想方面的业绩不错。
可是如果有人去西方问问，慢说是中学生，到底有几个西方的大学生能知道曹雪芹、罗贯中或鲁迅的?
恐怕即使是学文科甚或学文学的大学生也会被你问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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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是旅美文化人类学者，出版过文化人类学专著、译著和文学作品多部，在海内外深有影响。
本书作者还是一位散文和随笔作家，在中国大陆、港台和美国的报刊上发表文章二百余篇。
作者多年在海外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化，对它们的理解极为深挚。
其文笔明白晓畅，清晰犀利，有极强的可读性；其讨论内容客观、广泛、富有趣味和论辩性。
在此书中，作者试图融中国文化、哲学、伦理的课题及百姓世俗生活于语言教学，利用其文化人类学
理念和深厚的中文知识来介绍、展示和剖析之。
此书内容新颖，方法较独到，适用于对外国人的高级汉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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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课　请客吃饭与面子问题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的一家很有名的大饭店“全聚德”
最近因为实行了一种新的营业方法而受到了顾客的欢迎，使他们的顾客越来越多，生意越来越好。
这种新的营业方式就是提醒顾客别大吃大喝，别在饭店花太多的钱、点太多的酒和菜，别太浪费。
　　刚刚看到这个报道，会觉得有点奇怪。
大家都知道，开饭店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赚钱，所以很多饭店都是想尽办法劝客人多点昂贵的菜、多
喝高价的酒、多花钱。
“全聚德”为什么要劝客人少花钱呢？
他们这样做还能赚到钱吗？
　　报纸上的报道回答了我们的疑问。
实行了新的方法以后，这家饭店不但赚到了更多的钱，而且吸引了更多的顾客。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原来，这家饭店充分研究了顾客的心理，用劝顾客少浪费、少点多余的菜的办法受到了顾客的尊敬和
喜爱。
　　根据传统的中国风俗习惯，中国人请客的时候往往喜欢摆阔，就是尽量地点很多的菜、尽量地点
贵菜、买好酒。
主人请人吃饭时花钱一定要多，准备的东西一定要让客人吃不了，要剩下很多，这样才显得主人有钱
、大方、会办事。
如果点的菜正好或剩下的不多，即使所有的人都吃得很饱、很舒服别人也会说请客的人小气。
中国人请客往往非常大方，他们常常为了请一次客而花掉自己半个月甚至一个月的工资。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传统习惯，中国人请客的时候往往准备很多很多的饭菜，有时请五个人准备的饭
菜十个人也吃不了！
　　因为准备的食品太多，吃不了往往就浪费了。
由于中国人有请客吃饭的习惯，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请客的人当然很多，这样中国人每年
在这方面的浪费是很惊人的。
据有关资料统计，中国每年只是在吃喝上浪费的粮食就有几百万吨（ton）！
更不必说还有大量的鱼肉、海鲜、蔬菜和其他食品。
据报道，一些吃过中国人宴请的外国人惊讶地说：“如果从餐桌上看中国，它比所有的发达国家还发
达。
”　　中国人请客吃饭这么浪费，其实中国人自己也不是不心疼，只是因为这已经是中国上千年来的
习惯和传统，他们没法反对或不遵守。
“全聚德”正是看准了中国人的这种心理，因此在这方面做文章来赢得了顾客和欢迎。
　　“全聚德”想了些什么样的办法来得到了顾客的欢迎呢？
　　首先，在“全聚德”吃饭时，饭店服务人员主动提醒客人适量点菜，并指导顾客点菜，做到点的
菜又好吃又不浪费，既少花钱又不失面子。
第二，对在“全聚德”吃完了所点的菜的客人它们给以奖励，赠送这样的顾客优惠卡、餐券或食品等
。
　　实行了这种方法，“全聚德”受到了顾客的赞扬和热烈欢迎。
根据“全聚德”饭店的统计，现在，虽然吃饭客人的人均消费有所下降，但因为这个方法让顾客省了
钱又有面子，顾客感到亲切、可信、放心，顾客满意了，回头率高了，“全聚德”壶型当然也就高了
。
　　“全聚德”研究和了解了顾客的消费心理，既方便顾客减少了浪费，又增加了自己的营业额，同
时也改变了传统的不好习惯。
这种方法值得我们学习。
　　根据2001年8月1日“北京新闻”改写　　第十课中国的皇帝制度　　中国是世界上封建制度统治
时间最长、封建社会文化发展得最充分的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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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文化最重要的特点是它的皇帝制度。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是最高的统治者，是中国人最高的精神上和行政上的领袖。
皇帝自己认为他们是神，是上天的儿子，所以他们也称自己为“天子”，他们是代表天帝来管理国家
的。
在古代，皇帝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国没有完备的法律，皇帝说的话就是法律。
因为皇帝是“神”，他们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一切，不管是谁，只要是反对皇帝的意志就是犯罪，就要
受到处罚或者被处死。
因此，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们认为，中国古代是一个“人治”而不是一个　　“法治”的社会，那就
是说，国家的管理没有一些固定的法律约束和保障来实现，而是靠皇帝一个人说了算。
几千年来，这种“人治”的管理方式对中国的进步和发展起到了很坏的阻碍作用。
　　中国古代的皇帝制度是怎么形成的呢?在远古的时候，人民的生产和生存能力都比较弱，大家必须
在一起居住、生活和劳动来抵抗动物的袭击和自然灾害等，这样就形成了最早的原始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里，年纪大的、有劳动本领和生活经验的家长就自然地成了社会的首领。
到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产能力的提高，这样的早期社会不断地发展，并通过劳动结合、婚
姻、战争和迁移等方式不断扩充和发展渐渐形成了最早的国家。
这些最早的国家仍然按照原来的方式实行“家长制”式的统治。
社会扩大了，人口增长了，仅仅靠一个大家长不好统治了，于是原始社会的首领就把社会分成一些不
同的单位，组成了国家机构，自己变成了国家最高的领导即皇帝来管理中央政府，中央管理省、市、
县，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统治模式。
　　国家形成后，家长制变成了皇帝制。
在这种制度下，皇帝有着绝对的权力，可以为所欲为。
皇帝不但可以统治全国的老百姓，而且主宰着整个国家的管理和行政机构。
在古代的社会，一切都是皇帝说了算，皇帝对所有的官员都有着升迁罢免、生杀予夺的权力。
不管是多大的官员，如果得罪了皇帝，都很可能会马上被处死。
由于对皇帝的权力没有法律的约束，皇帝往往喜怒无常，没有人敢于给皇帝提意见，他们在历史上做
了很多的坏事，这样的坏皇帝被人　　们称作“暴君”。
　　中国的皇帝制度有很多特点，其中最突出的是它的终身制和世袭制。
皇帝认为他们是神，他们的权力是上天给的，他们理所当然地要永远统治下去。
皇帝继承了他的皇位后就开始执政，他的执政期或任期是从当皇帝那天一直到他死，即使皇帝生病、
衰老或者没有思考和管理能力时他仍然是国家最高的首领，这样的终身制当然是很荒唐和无理的，它
对社会的发展会造成很大的危害。
　　皇帝死了以后，新的皇帝只能由皇帝的儿子、兄弟或家人来担任，绝不能由皇帝家族以外的人来
承当，这就是世袭制。
有的皇帝有很多的儿子，到底谁应该做新的皇帝呢?有人主张应该最大的儿子继承王位，有人主张应该
是最聪明仁慈的儿子来继承王位。
由于皇帝的权力地位是这么大，它当然有着无比的诱惑力。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一个皇帝死去，新的皇帝继承王位的时候，总是有着一些非常残酷的斗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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