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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本报记者 仲爱梅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
道，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
是坦诚，比较山东人。”这是
学者吴忠民给予自己的简
短评价，而他的坦诚也的确
在短短一个小时的采访里
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日前，借来济讲学之际，这
位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
研室主任、教授、国家级拔
尖人才、知名社会学家接受
了本报记者的专访，畅谈他
眼中的“山东精神”和“山东
人”。
“山东人的信誉在全

国排第一，山东人身上的
官 本 位 思 想 也 能 排 进前
十。”吴忠民说，并不因前
者的难能可贵便避而不谈
后者的危害。父亲是山东
人，母亲是苏州人，也许正
因为身上融合了这两种截
然不同的血统和文化，对
于山东人的优点和缺失，
他才更容易做出一个客观
而且公正的评价。

讲声誉，山东人排名

全国第一

“山东人声誉好，各省
排名的话，不谦虚地讲，山
东人就应当排在第一位；如
果谦虚一点的话，山东至少
也应该是并列第一。当然
了，如果有并列的话。”吴忠
民如是说，而且毫不吝啬地
列举了一系列山东人身上
具备的美好品德，比如“仗
义”、“大气”、“忠诚”等等。
“特别是在人与人之间交往
时，山东人表现得要相对更
忠诚一些。我觉得，‘忠诚’
就 是 山 东 精 神 的 核 心所
在。”

在家庭关系里注重孝
悌，在商场上讲究诚信，在
社会交往中表现出一种大
气和不计较……在吴忠民
眼中，这种“忠诚”在不同
领域可以有不同的体现，
而这种在许多山东人身上
都能找到的精神内核，在
如今这个商品经济时代已
经越来越罕见和可贵了。
“在当前这个中国的转型
时期，‘忠诚’已经被丢掉
了太多，而我们山东则保
留得很好，这也是山东人
走到哪儿都更容易得到好
感的原因之一。”吴忠民
说。在他看来，尽管这种
“忠诚”很可能让山东人在
人 际 交 往 的 初 期 吃 亏上
当、利益受损，但交往的时
间长了，好处也不言而喻，

因为“日久自然就会见人
心”，“人不都是坏的。”他
说。
“现代人什么事情都

喜欢问个‘为什么’，为什
么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
仿佛做什么都是有目的、
有所图的，而在传统社会，
许多好人就是本能的好，
没有动机，所以才可贵。就
好像很多年前那个千里骑
三轮车送难女回家的单县
农民，他那么做能有什么
动机和目的可言？”记者后
来了解到，吴忠民口中提
到的这位单县农民名叫孟
昭良，是山东省单县莱河
镇 的 一 位 普 普 通 通 的农
民，2 0 0 2 年前后，他曾经
无 私 地 照 顾 一 个 素 昧平
生、被人遗弃在路边的无
腿湘女，并靠脚蹬三轮车，
历时 3 6 天，亲自把她送回
了湖南老家。吴忠民认为，
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好
人好事的问题，而是在一
个“平凡人”当中所体现的
足以让所有人为之震动或
是汗颜的一种伟大精神。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正宗、传统的山东人的典
型代表。”吴忠民认为，山
东人这种见义勇为、助人

为乐、救人于水火的慷慨
精神，在汶川地震发生后
的救援工作中也得到了充
分体现，无论是紧急救援、
捐款捐物，还是灾后重建、
援助北川等等，山东无疑
都走在全国前列。

轻契约，官本位限制

市场经济发展

然而，尽管对山东人的
“忠诚”给予了高度评价，吴
忠民却也并不讳言“忠诚”
在山东人性格中可能导致
的另外一些负面影响，比如
过于重视人情，不遵守契约
精神，阻碍社会法治进程等
等。
“诚信应该是双方的，

建立在契约基础之上的。
契约精神是市场经济发展
的必然需求，而山东人在
与人做生意的时候，往往
更喜欢找关系，通过关系
网来获取某种利益。有时
候还会为了‘感情好’、‘交
情深’等原因干脆就不签
订合同，这些都是不利于
市场经济、现代社会发展
的。”

虽说缺乏契约精神将

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
展，但是在吴忠民看来，这
却并非山东人性格特点中
最为不利的因素，因为与
轻契约、重人情相比，“官
本位”思想可能给社会带
来的危害更大，也更可怕。
“我前面就已经说过

了，山东人的信誉在全国
能排到第一位，而山东人
身上的官本位思想少说也
能排进前十。”吴忠民如是
说。“在山东老百姓的心目
中，政府就是老百姓的父
母官，权力很大，一个村长
就 足 以 改 变 很 多 人 的命
运。所以，一些民众对政府
便会有一种不自觉的迷信
和依赖。记得很久以前，我
跟一位南方某城市的市委
书记聊天时我问他：如果
要在一个年收入 4 0 万的
私企职位和一个政府部门
的局长之间，你觉得大多
数人会选择哪一个？他毫
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第
一个！我相信，要是我现在
拿 同 样 的 问 题 来 问 山东
人，很多人也都会毫不犹
豫地选择第二个。”吴忠民
说。官本位、计划经济———
据说这是该市委书记在与
吴忠民聊天时总结出来的

关于山东的两点不足，而
在吴忠民眼中，前者的危
害尤其无法忽视。
“官本位必然会制约

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而
在 一 个 官 本 位 泛 滥 的 社
会，无论怎样稀奇古怪的
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吴忠
民认为，影响社会和谐根
深蒂固的负面力量主要有
三：平均主义、没有约束的
资本扩张以及缺乏限制的
公权扩张，后者尤其可怕，
也是这三股负面力量的中
心。

传统山东精神还需与

时代“对接”

“其实在我看来，山东
人性格中还有一个很典型
的特点，就是节俭，尤其在
那些传统山东人身上，这
一点尤为明显。”吴忠民
说。

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
穿，在日常生活中厉行节
俭，而在盖房子买房子、娶
媳妇等人生大事上则颇为
大方，一掷千金，在吴忠民
看来，山东人身上具备的这
一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其

实也体现出了南方人与北
方人在对待生活态度上的
本质区别。

父亲是山东人，母亲
则是江南人，吴忠民的身
上几乎融合了南北两种文
化的特质——— 既有山东人
的坦诚，又有江南人的理
性。而生活中，南、北两种
不同的地域文化给他留下
最深刻印象的则是：南方
人更会享受生活，北方人
则 在 消 费 观 念 上 相 对 保
守，无论是在对生活的热
爱程度、抑或是在改善生
活的技巧上，南方人都要
远远优于北方人。“不客气
地说，做一辈子北方人在
生活质量上至少要比南方
人打三折。”吴忠民开起了
玩笑。
“当然了，这可能与南

北地域造成的巨大生存差
异有很大关系：农耕经济时
代，北方一年可能只产粮一
到两季，而南方则四季不
愁，北方人生存压力更大，
本能的求生欲望自然也更
强烈。不过另一方面，当这
种节俭发展成为一种根深
蒂固的观念，并一代一代传
承下来，就成了人们性格中
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使经济
环境改善、生存压力减小
了，也很难改变。”吴忠民认
为，山东作为齐鲁文化的发
祥地，同时也是农耕文化的
发祥地，受传统观念影响深
远，这种节俭的人生观念在
山东人身上的体现也最为
明显。

节俭是一种美德，然
而，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
看，拉动内需才是能够促
进 经 济 发 展 的 最 主 要 动
力。对此，吴忠民认为，传
统山东精神中的美德固然
应该继承发扬，但也不能
过于沉溺其中，而应剥离
其中不适合现代社会发展
的过时因素，实现传统山
东精神与现代社会的“完
美对接”。
“事实上转变早就存在

了。具体来说，城市与农村、
沿海与内陆、新生代与传统
一代还有着很大的不同：城
市生活水平更高，生活压力
更小，求生欲望也没有农村
那么强烈；沿海经济发达，
海洋文化本身也比内陆文
化开放、包容，人们见多识
广，做事也更有魄力；而 80
后、90 后这些新生代们，思
想上跟他们的上一代人又
有本质上的不同，不但受传
统的束缚少，官本位思想也
没有传统山东人那么浓烈
了。”

吴忠民：
客观公正地看待
山东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