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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西方文化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水文化构成了中国人生态本性!而盐文化则造就了西方人的科学

精神$ 水文化及盐文化各有千秋!特色鲜明!水文化具有通融性!强调以和为贵!而盐文化则强调整齐划一!强调勇

于有为$ 世界趋于大融合时代!需要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从而将文化间的碰撞与交流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同

时也有利于管窥当前物质文化及精神文化发展的特性及社会文化的本质!以便有效地开展社会文化方面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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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西方的盐文化与中国的水文化无论是从内涵及实

质上来讲都有着巨大的差异# 每一种文化都具有丰富

的色彩#它构筑了一个民族的气质#赋予了其生命的本

性$水是中国人的根质#具有柔情%威力化性的特征$自

古以来#西方都非常重视盐#因为它可以防腐%疗伤等#

人们一度视其为与黄金一样珍贵的物品$ 西方人的文

化原色属于盐#盐代表上帝与众人订立的契约#尚白重

味是整个西方文化的重要特征$因此#品鉴盐文化与水

文化秉性差异有着重要的研究意义与价值$ 从现象上

看#西方的盐文化讲究的是多元性及包容性#但实质

上却是恰恰相反#在骨子里反对别人与自己的不同与

背离$ 中国的水文化表面上看是单一的#但其实质也

是具有通融性的#它强调的是和为贵#为人类后续发

展提供诸多的可能性$ 西方的盐文化强调的是整齐划

一#其社会生活的原则就是同化#就是要求别人与自

己相同# 这也是当今社会体制不同与冲突的重要根

源$ 西方的盐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凝聚性的文

化#其特性就表现为勇于有为#敢于固我与披坚执锐&

水文化则是一种化解性的文化#富有奉献精神与牺牲

精神#抗争精神不强C%D

$ 西方的盐文化富有阳刚之气而

阴柔不足#恃强傲物%耽于执一#其弊端不言而喻$ 盐

和水在中西方生活和文化中都是极普遍的#是人赖以

生存的物质#但是所反映出来的文化内涵和实质大相

径庭%各有优劣#谁是谁非无法判定$ 这就需要兼通凝

聚性的文化与化解性的文化#为人类的美好未来与光

辉前景作出重要贡献$

二$西方盐文化的内涵与社会意义

西方国家有着关于盐的许多风俗#在古希腊#人们

将其作为祭祀神明的重要贡品# 并常在客人的手中放

入一小撮盐表示尊重$ 盐还是西方餐桌上一道珍贵的

佳肴#在国王进餐时#盐就会摆放在国王的面前#而在

与国王进餐时#客人的身份要根据离盐的远近来定位$

西方的一些国家还将被人瞧不起的人称为 '没有资格

吃盐的人(# 而在向亲人及贵宾送上礼品表达敬意时#

就会选择盐与面包$ 在古埃及# 人们往往以盐为护身

符#深信在战争中会给自己带来好运$中世纪的西方人

对盐还非常迷信# 意大利著名画家达)芬奇的名作*最

%



后的晚餐!中"就用一只翻倒的盐瓶表示叛逆者最后要

灭亡的结果# 犹太人还将盐视作象征永久的标志# $旧

约全书!中就提到"%你们所有的奉献"必须包括盐&

!"#

'

(马太福音!还将人类的精神及社会中的英雄视作大地

之盐'由此可见"盐在西方文化观念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并扮演着特殊的角色" 在西方人的生活与文化中是一

种不可或缺的特殊物质' 它在西方文化中蕴含着巨大

的文化意义'在西方有这么一则故事说明盐的重要性"

曾经有位国王"有三个女儿"一天国王问女儿)%你们有

多爱我"可否来形容一下* +大女儿说道)%我爱你就像

爱面包, +国王听到后很是高兴-二女儿说)%我爱你就

像爱美酒, +国王也很高兴)三女儿说道)%我爱你就像

爱盐, +国王当时很生气"并反问道)%怎么能用这么低

贱的东西来与父王相比呢* +于是"这位国王将三女儿

赶出了皇宫'一位仆人很想帮助这位公主"同时也想让

国王明白一个道理"便为国王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宴席"

菜品相当丰盛"国王甚为高兴'当他将菜品放入嘴中后

却味如嚼蜡"这是其中没有放入盐的缘故' 由此"国王

才真正明白为什么小女儿说爱父亲就像爱盐一样的道

理"最后将其接入宫中!$#

'从这则故事中可以知道"盐在

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与作用'

西方对盐的重视可以追溯到公元 %&年"当时的日

耳曼民族部落之间为了控制盐资源而发生了一场战

争'今天的北美洲土著文化都有关于盐的崇拜"可见美

洲的历史与盐资源有着难解情缘'(圣经!中就有%盐是

代表上帝与你们之间契约"你们是全人类的盐"如果失

掉了咸味"它就只能成为废物+的说法!'#

'盐在西方国家

经济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

色' 在古希腊的对外贸易及交往中就有用盐换取奴隶

的交易'当时的罗马人是盐业生产的重要一方"古代罗

马士兵军粮饷配给都使用的是盐银" 英语中的薪水就

来源于拉丁语的部分单词"同时还有调味料.香肠等等

单词"也和盐的拉丁语拼写有着重要的关联'在关于盐

的自然属性方面"西方人更注重其调味.分解功能等方

面的科技价值-在盐的社会属性方面"西方人非常注重

其显荣.珍贵的特点' 西方人注重的是上帝的恩赐"自

认为自身与天地一样的高贵" 因为天地与人都是上帝

创造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他们

大多偏重逻辑性.实证性及线性思维"诸如哲学.经济

制度及环境等因素有着重要的影响与作用' 西方哲人

在描述盐的时候"就会从其物理.化学特征及变化的角

度进行考察"力图对其有个实证与解析性方面的论证'

并且无论是对盐问题本身还是与之相关的问题" 历来

都为西方学界所重视- 而且人们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偏

重于对宏观问题的研究" 随着相关史料的不断挖掘与

新的研究方法的引进与运用" 越来越多的微观问题也

逐渐成为人们考察的重点!(#

' 因此"西方盐文化是产生

和流行于欧美各国的基督教文化体系" 它以宗教信仰

和理性为显著特征' 西方的盐文化承认独立与平等的

人权观" 并希望通过社会的干预以实现对个人利益的

诉求' 因此"这就产生了民主思想及依法治国理念' 西

方盐文化承认人的私欲及个人权利的平等" 这就为人

的个性发展提供了空间"进而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与之

相随产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也构成

极大的负面影响'

三!中国水文化的实质内容与精神境界

中国的文化典籍中就包含了许多关于水文化的内

容"对水的描述成为永恒体裁'如果能从水的角度去写

中国的文学史" 这就很容易写出一篇关于水的精髓的

人类灵魂史卷' 如(山海经!中记载的%精卫填海+.%大

禹治水+等经典故事'水不但影响着中国文化的产生与

发展" 而且还在其长期的演绎过程中呈现出多彩的姿

态"随着历史的发展与人类的进步"水文化俨然已成为

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并呈现出一种特异的光彩'

中国的水文化与人类有着密切的联系" 人都是依赖于

其适应的自然环境而生存的!)#

'从早期的神话学解释中

可知"人的起源是与世界的起源交织在一起的"而水作

为自然界最重要的元素之一"是人类生命的依托"从一

开始就与人类的生活与发展历史有着深厚的渊源' 在

古代中国" 水以其宇宙与生命学的精髓早已渗透在人

类文化及思想的各个层面" 并由物质层面逐渐升华到

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 如古代贤人有着%智者乐水+的

境界"这反映他们对水所达到的一种境界"一个%智+字

表达了对水的尊重与升华"并引申出无穷的文化内涵'

中国的经典文学中没有不涉及到水的" 其作为古人的

对象物"浸润着其博大精深的人文内涵与气质"将人天

生具有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等通过%水+这一载体淋

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如孔子的%逝者如斯夫+表达了对

生命的短暂.易逝的感叹之情' 又如%我心爱流水+/李

欣(无尽上人东林禅居!0.%天与爱水人"终焉落吾手+

/白居易(泛春池!0都表达文人的恋水情怀!*#

'诗仙李白

的%抽刀断水水更流+及南唐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表达的是水流般的长恨思愁与

千古喟叹' 同时"还有许多以水相思.思乡怀古等的以

水抒情之作!&#

' 可见"水为中国人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源

泉"并发现了无穷的文化%矿藏+' 因此"中国水文化源

源不断.生生不息"在长达五千年的历史河流中有着特

+



殊的地位与作用!

中国文化从开始就蕴藏着丰富的水文化内容"各

家经典中都在其自身崇尚的思想上形成了多元的水文

化内涵!儒家学派认为水代表了德"君子就应该像水那

样奔流不息" 向水学习" 并能逐渐增强自身的道德修

养!儒家思想以崇尚水文化为主轴"并贯穿于其思想的

始终"#论语$%&孟子$ 等作品中就有许多关于水与为

政%行仁及心性的关系' 子曰在其&论语(雍也$中就提

到了水与行仁之间的)智者乐水*的思想' &孟子+离娄

上$中记载了孟子关于水与为政)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的重要关系"其)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借水来比

喻人性思想对后来的水文化的完善有着重要的作用'

这些都表现中国人自强不息, 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

-

因此" 中国水文化是以儒释道为主干的博大精深的文

化体系"它以道德文化为显著特征!中国古代非常重视

道德的力量" 以致形成了当时社会不需要依靠法律及

宗教来治理社会的程度"并具有长时期的约束力!以德

服天下%治天下是中国水文化独有的特征"并成为了当

时最高的价值观! 但是这种道德与科学价值观有着明

显的不同"一方面它将伦理作为绝对的价值尺度"这就

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在中国强调)君为臣纲"父为子

纲"夫为妻纲*的道德关系"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

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

子%妻作出表率!$%#

! 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

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另一方面"将伦理道德

绝对化就容易对真理进行贬低"影响科技的发展"也会

导致社会民主化进程迟缓-

四!盐文化!水文化间的差异与

精神趋同

西方人的盐文化与中国的水文化有着很大的差

别"这些和当时人们的历史造化有着很深的渊源-盐文

化高调的赞扬上帝伟大"他创造了万事万物"并根据自

己的模样创造出了人类" 而中国的水文化来自于当时

人们质朴的宇宙观及自成性" 开天辟地的盘古及造人

的女娲都是些富有人性的人类元祖" 而这些都是人类

自身造就的- 西方的盐文化讲述西方人秉承的命由天

赐,生如盐白的曲折历史"人神立约成为他们做事,为

人的重要原则"而中国的水文化浓缩着华人依水而生,

而立的演变过程-比较中国水文化"西方人更加注重提

炼与历练的过程"他们认为"一个人要经过火的历练"

就像用盐腌一样" 盐本身是好的" 但是如果失掉了咸

味"就会成为无用之物- 因此"西方人注重的是盐腌的

炮制过程"而中国人的水文化将)上善若水*视作人的

一生应当追求的涵养-盐文化,水文化在对待自然方面

还有着巨大的差异" 这体现在西方人信奉的 )盐人制

天*及中国人的)水人合天*的思想!$$#

- 中国人早在先秦

时期就主张与山水同乐的法人,法天,法自然的思想"

在强调人伦的同时"告诫自己要与人为善,网开一面"

不要竭泽而渔的生态学思想- 西方人自古以来就蔑视

自然"倡导人定胜天的理念"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放在了

一个危险的境地"特别是认为上帝死后"自然正在面临

着空前的浩劫- 西方盐文化强调宇宙万物中规律的不

可逆转性"&圣经$就是其造物主的律法与戒条"而中国

人则看重水在大千世界中的缘域契合"如&易经$就是

启发人们在各种变数中做到驱害避凶" 与人为善的思

想-中国人从水中领悟到的是自然之法"而西方人在宇

宙时空中发现的是定然与必然的道理" 这也促使他们

在信仰方面"一个信仰精神"一个信仰主义- 中国的水

文化注重的是血缘, 人情" 而西方的盐文化则注重体

制,法律等!$&#

- 西方的盐文化注重一律性"其最大的优

势就是重器"中国水文化的本质就是原道/天人合一0-

西方的重器强调的是工具理性的张扬" 在实践中能不

断积极进取探索与征服未知世界" 而中国的原道则是

对回归始源及其启发的守护- 这些就构筑了中西文化

间的差异及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及文化交流上的

碰撞-

盐,水文化之间存在差异的同时"还有着精神方面

的趋同现象" 它们都将神话作为其文化的重要表现形

式-盐文化与水文化都是经历了水与火的提炼与洗礼"

并经过了水深火热的历练过程" 这些都赋予他们拥有

超凡的智慧与脱俗的能力- &旧约$记载着挪亚受上帝

帮扶乘坐方舟逃离灾难的故事" 在中国有华夏先人燧

人氏钻木取火的感人故事- 在世界的来源方面"&唱赞

奥义书$中记载1)问曰12此世界何自出也3 4曰12空也"

维此世间万事万物皆起于空" 亦归于空' 空先于此一

切"亦为最极源头' 4*中国的&道德经$早就说过1)天下

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可见"盐,水文化都重视)无*

或)空*的概念"都是人类思维高度发展的产物"都是对

现实存在事物的哲学思考' 因此"盐,水文化中都包含

着)无中生有*的精神内涵"这种思想并为卢克莱修所

阐释" 他认为人们只有清楚地知道无中不能生有的道

理之后"才会去探索那种构成万物的创作元素' 盐,水

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方面也有着趋同的现象' 在道德观

念上"中国人非常注重荣誉和面子"如中国谚语中的1

)人有脸"树有皮"没脸没皮没出息*'同样"西方的传统

道德观念认为"名誉很重要"人应该检点自己的行为'

可见"在人文精神方面"盐,水文化都对)棍棒伤人*方

'



面认识一致!

五!盐文化与水文化的交融与启迪

盐文化与水文化的交融" 也就是逻辑与易理互补

的过程"逻辑是西方社会盐文化的高度抽象与总结"而

易理则是中国思想形态的集中表现! 逻辑通过辩证对

立与统一的关系" 揭示了世界上万事万物的量变与质

变的过程"并崇尚严格的推导与科学论证过程"推崇主

客体之间的起承转合# 易理则通过阴阳之间的变动来

展现六和$ 品物的启蔽与归藏" 向人们展现着化感通

变$天人合一的互动与思辨"强调的是深入浅出的做人

道理与处事原则! 西方盐文化中的逻辑是人类最高境

界的思辨过程" 而中国的水文化中的易理则是人类最

为深沉的本质" 两种文化及思维方式的交融一定会形

成不可估量的创新动力与创造活力!可以这么说"西方

的盐文化是科技文化或结构文化" 中国的水文化则是

本根文化或生态文化!科技文化是高度人为的文化"其

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等性"注重人与自然的拼搏过程"是

一种开发性的文化"是人类走向世界的利器#生态文化

是天人合一的文化"注重人与自然的统一与联系"是一

种中性的文化" 其祥和的天性对人与自然都有益! 因

此" 两种文化的交融与互补就包含着固本开元的人类

社会发展的趋势!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 中国的水文化与日月

争辉"它是中国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贡献"而它缺

乏强势的科技支撑与精密的逻辑推理"它能中和阴阳$

根器柔和$ 化感通变" 这些都是西方盐文化所不具备

的!纵观中国历史与文化源流"是滔滔黄河之水孕育着

古老的华夏文明"并滋润着深厚的中原沃土与文化!中

国的水文化强调的是调冲与中和的特性" 特别是在为

人处世方面要做到兼济要求" 看重的是与人为善及相

濡以沫!西方的盐文化注重整合与凝聚"偏于律例与同

化" 但在世界的终极意义及人类文化的多元性方面缺

少中性化物及无为而有为的心态与通变精神!"#$

! 从文

化的深层含义上来讲" 盐文化孕育下的西方人是征服

自然与同化世界为一体的结晶人" 而水文化孕育下的

中国人则是天人合一的生态人"是无为有为的合人!西

方人则是敢于冒险$勇于开拓的超前人"且一味独行"

强调个人主义的金钱人# 中国人则是善于学习与以柔

克刚的开放人与易经人!

对这两种文化差异性的解读和比较" 不是为了找

出孰优孰劣"更不是要在两种文化间做出抉择!西方文

化在许多地方都有其先进性与适应性" 无视这种文化

的存在是一种落后及愚昧的思想" 学会用包容的心态

看待这种文化" 并对其吸收和借鉴是增强民族文化凝

聚力的正确途径!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就要以开阔

的胸襟和开放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 以其先进的文化

成果吸纳其精华"为我所用"并将其纳入社会主义和谐

文化之中"为自身的文化发展注入更多的活力!

六!结 语

由上可知" 西方的盐文化及中国的水文化有着巨

大的差异"西方人高调赞美上帝的万能"并按照自己的

意志创造了万事万物" 而中国水文化则讴歌自然及宇

宙的自生成性"富于人性的一面"而这些都是人类所造

就的! 因此"西方盐文化的创世说讲述的是命由主赐"

生如盐白的波折生命故事" 而中国的水文化创世说则

浓缩了华人依水而生$以水而立的演变过程! 同时"在

进化过程中"两种不同的%水&$%盐&文化都经历了曲折

的历练过程"盐人提炼"水人涵泳"他们都经历了水与

火的提炼! '圣经(中提到"每个人都要经过火的历练"

像用盐腌一样!'圣经)新约(记载了希腊人普罗米修斯

盗天火给人间的故事!因此"西方盐文化更注重的是火

炼盐腌的锻炼过程!中国的水文化则不尽相同"它注重

的是%水深&$%火热&"这与盐文化注重的%火热&$%水

深&有着本质区别"在上古时期"华夏的大禹就亲率众

民疏导洪水"为民除害"先民燧人氏更是钻木取火"以

解民生"正如'易经(中所提到的%水火相济"相反相

成&!可见"较之华人上善若水的涵养"西方人更注重的

是盐的炮制过程!在对待大自然方面"西方人认为这是

上帝的恩赐"认为自身与自然同等高贵"而华人则认为

自身是由自然促成的"与天地有着与生俱来的亲情!西

方的盐文化强调在宇宙中的发掘是一种定然" 而华人

则在天地之中的领悟是自然而然"西方人信奉主人"华

人则强调精神"因此"这种价值取向方面的巨大差异"

给中西文化的对比与交融上的探讨提供了重要素材!

可以说" 西方的盐文化与中国的水文化有着本质

的区别与巨大的差异" 但是文化的融合是文化发展的

根本之道! %&世纪中国现代文化的繁荣是西方文化与

本土文化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方面"西方文化有助

于加强民族内部文化的融合" 增强民族的认同感及民

族意识!同时"西方文化的出现也为本民族的文化建立

一个强大的对手"这就进一步增强了成员的参与意识#

另一方面" 中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及竞争也有利于文

化间的淘汰发展"从而增强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我国是

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大国"有着灿烂的民族文化"这也

是长期以来我国内部不同文化之间融合的结果! 而当

今全球化时代"我国的本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

'



然而! 我国的传统文化还需要进一步发展与完善!这

就需要进一步促进两种文化的交融与沟通" 其实!人

类社会的历史永远是一部自我反省与互相补充#互

动的人类发展史" 虽然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中西方

有着许多的摩擦与碰撞!甚至是仇恨!但是交流#磨

合仍然是其发展的趋势" 水和盐的交融是历史的必

然!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止的潮流" 从当前人们对盐文

化及水文化哲理意义认识上的升华可知! 两者之间

的交融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 盐文化及水文化作

为人类民族探讨焦点! 是有其典型性与代表性决定

的! 它们之间相互交融与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

要动力与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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