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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化历史

的国家，巴黎更是一个被称之谓近

代文化摇篮的城市。我很有幸，在

2005年的春天，与几位同事一起在

法国巴黎度过了两个星期的学习生

活。虽然时间很短，但对法国的社

会文明状况却有了一些真切的感

受。

也许有人会说，那也不过就是

“宫爆鸡丁”而已。所谓“宫爆鸡

丁”是一些旅游者对欧洲景观的一

种概括。 “宫”指的就是“宫

殿”；“爆”则是“堡”的谐音，

指的是“城堡”； “鸡”则是

“基”的谐音，指的是“基督教

堂”；“丁”则是“厅”的谐音，

指的是“市政厅”。意思是说，在

欧洲看得不过就是那些“宫殿”、

“城堡”、“教堂”以及“市政

厅”，感受也就不过如此。的确，

那里的宫殿规模宏大，富丽堂皇；

那里的城堡千姿百态，浪漫优雅；

那里的教堂高深莫测，意味深长；

那里的市政厅建筑悠久，别具一

格。但这些都是古代文明的表现，

对这些的感受不过是对历史的感

受，是对已经凝固了的文明的感

受。而我所说的感受，却是生活中

的，在人与人之间的具体交往过程

中的感受，所以这是对现实的感

受，是对生动的文明的感受。虽

然，它有时不过表现为一种行为方

式，有时也仅仅是一举手，一投

足，甚至一景，一物⋯⋯但这却不

是人们的精心安排，刻意追求，完

全是一种自然的流露，而且这是从

我到巴黎的第一天就开始产生的感

觉，所以尽管只是一些细微之处的

具体表现，却使我对巴黎、法国、

以至现代社会的文明开始有所理

解。

接待。2005年4月3日，我们从

北京起航，经过连续1 1个小时的飞

行，于当地时间晚19点45分到达了

戴高乐机场。法国接待人员除了开

车的司机，就是一位翻译。她首先

带我们在机场办理了一系列相关手

续，并由一个窗口为我们每人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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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笔生活补助金，接着便用车将

我们送到了旅店，安排好了每一个人

的居住房间后，已经是晚上22点多

了，早已饥肠辘辘的我们，原以为她

会立即带我们去吃晚饭，但没想到的

是，在说明了第二天的有关事宜后，

她便很有礼貌的向我们挥手告别了。

无奈，我们也就只好各自在自己的房

间里搞白助晚餐了。开始心里还真有

些抱怨： “法国人真是太不近情义

了。”但仔细想来，法国人的如此接

待也是无可挑剔的。既然已经给你们

发放了生活补助金，吃饭的问题当然

也就应当由你们自己解决。而且这也

充分的尊重了你们的权利，什么口

味?想吃什么?能吃多少?完全由你

自己说了算。既简洁，又实用。但这

与我们在国内所常见的那种“热烈”

而“隆重”的迎接，“盛大”而“丰

富”的款待，的确是形成了巨大的反

差。如此没有客套，不讲排场的接

待，如此认真的按章办事，难道不正

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种表现吗?

住宿。我们居住的旅店，实在是

一个小小的旅店，门面不大，楼层不

高，粗略估计大概也就有三四十个房

间。分单人间、双人间、三人间等几

种类型。但不论哪种类型的房间，都

整齐干净，设施齐备，功能齐全。房

间内地面铺的是地毯，卫生间地面镶

的是瓷砖。信封、便签纸，香皂、洗

发水等一应俱全。墙壁、床铺、桌

面、地面，甚至卫生间的隔板、坐便

以及插放卫生纸的架板，都每日如

新，没有一点灰尘。按照当地的规

距，客人的宿费当中已经包含了早餐

的费用，所以凡住宿的人都可以在旅

店的餐厅中进食早餐，但餐厅中却没

有必须的登记手续。旅店内有一个专

为短期离店的人存放物品的房间，同

样也不需要办理任何存取手续，而且

没有门锁，只要打一声招呼，你就可

以自由进出存取。学习结束后，我们

曾有几天外出，所有的行李箱包均集

中于这个房间。说旬心里话，存放时

我还真有些疑虑，但返回时，箱包纹

丝未动、完好无损。想必这也是文明

的具体表现了。

就餐。学习中，接待单位利用仅

有的一个星期天为我们安排了一次活

动。经过征求我们的意见，最后确定

的目标是游览凡尔赛宫。也就是在那

一天的中午，接待单位特地招待了我

们一顿午餐。记得那是一个距离凡尔

赛宫不远的餐馆，虽说是中餐馆，却

并不都是中国人在就餐，而且人数并

不少。但有一点却又是很明显的，那

就是，这里不仅没有吵闹、喧哗，甚

至连大一点声说话的人都没有。饭菜

已经上桌的，在静静的吃；饭菜没有

上桌的，在静静地等。在这样的场所

就餐，我们的大嗓门也都一下子变得

温柔了许多。当然， “静”不等于人

们不说话，实际上巴黎人不仅从没有

停止过彼此间的语言交流，而且都在

充分的利用各种形式， “大密度”地

进行语言交流。所谓“大密度”，从

我们就餐的这个饭店，以及我们所居

住的旅店，甚至街头、路旁，都随处

可见。餐桌的摆放一个连着一个，咖

啡桌的周围椅背挨着椅背，其紧密的

程度不要说人高马大的西方人，就是

我们坐在那里也会感到拥挤、憋屈。

但巴黎人却都很坦然地坐在那里，轻

声细语地在进行交流，像是在说悄悄

话。不是有什么隐私防止他人听到，

而是怕声音大了影响他人，对别人不

礼貌。在这里，文明的表现就是这种

语言交流中的轻声细雨。

过街。巴黎是一座历史名城，古

建筑很多，特别是老城区，几乎处处

都有厚重的宫墙，时时可见优美的雕

塑，可以说，这里流淌着的都是文

化，凝固了的都是艺术。也许是出于

尊重历史，维护古迹的缘故，这里没

有大面积的拆迁，也看不到推倒重建

的场景。于是，巴黎的这些在历史的

基础上形成的街道大多并不很宽敞。

从广场或街尾看去，在两旁建筑的映

衬下，这些街道就如同一条条河谷，

往返的大小车辆，就如同河面上的航

船，连接成线，川流不息。加之启动

迅速， “底气”十足的摩托车的巨大

轰鸣声，这便使过街的我们还真有些

提心吊胆。然而，一次横穿街道的经

历，使我有了底数。那一次，我横穿

街道，从路边的台阶上刚迈出一条

腿，突然发现对面指示行人的灯是红

色，我慌忙收腿，站在台阶上等候。

不想，与此同时，街中央的汽车也立

即停在那里不再前行了。我抬头望

去，只见司机微笑着对我摆摆手，示

意是要我先过去。极不好意思的我连

连点头，频频挥手，深表歉意的跑过

了街道。如此看来，巴黎的开车人不

仅仅具有“红灯停、绿灯行”的交通

规则意识，更重要的是，他们早已经

确立了“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文

明，在这里的表现就是这么轻轻的一

挥手。

滚梯。滚梯差不多是任何一个公

共场所，特别是商场、车站的必备设

施。人们为了上下省力、方便，也大

都愿意走滚梯。而有的场所上下只有

滚梯，人们也就必须都走滚梯。我自

然也不例外，在巴黎的商场，乘巴黎

的地铁，我都走滚梯。很快我就发现

了两个共有的现象：第一，无论商场

或车站的滚梯，其中间都有一条明

显的黄线；第二，无论在商场或是

在车站走滚梯的人，都不约而同地

站在黄线的右边。开始我曾认为，

身前身后的人们在滚梯上应该错位

站立，以避免有拥挤之感。不久，

便悟出了其中的真正道理。滚梯使

上下行走的人们都免去了更多的劳

累，特别是对逛了一阵商场或工作

已使其有些疲惫的人们来说，其缓

慢而匀速的移动，不仅使人感到轻

松，甚至有些享受。但对于时间紧

迫，急于赶路的人们来说，其慢悠

悠地前进速度，实在是对人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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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磨，而“自古华山一条路”，如

果走滚梯的人们都彼此相互错位站

立，那可真是“万夫当关，一夫莫

开”的阵势，你就是再着急也无计

可施，只有独自忍受焚心的痛苦了。

而在滚梯的中间画上一条黄线，不

急于赶路的人们都自觉地站在黄线

的右边，使急于赶路的人们可以在

滚梯的左边大步流星地冲上奔下，

实在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隋。虽然，

文明在这里的表现仅仅是一投足，

但是它确立的基本原则却是：自己

方便，与人方便，人人方便。

乘车。一天下午，接待单位按

计划组织我们外出参观。由于需要

乘坐列车前往，于是在带队人的引

导下，我们便乘坐大巴赶到了车站。

进了候车大楼，带队人为我们买了

车票后，便带我们走上滚梯去剪票

上车。原以为要排队等候剪票，剪

票后再按序逐一上车。但没想到的

是，一下滚梯我们便进入了站台。

只见多趟列车呈纵队型面对我们逐

一排开，没有任何栏杆遮挡，也未

见一个剪票人员。自动剪票箱就设

在邻近列车的柱子上，只需将票插

入剪票口，听得“咔哒”一声后，

便可以持票上车，对号入座了。也

许是短途列车，直达终点的缘故，

车厢里也没有看到列车员。在整个

一小时四十分钟的行程中，曾见到

几位穿制服的工作人员从我们身边

走过，经请教翻译才知，这是车上

的查票人员。·但当时，从我亲眼目

睹的情况看，他们并非每一个人都

检查，确切地说，只有个别人被要

求出示了车票。到了目的地，出站

同样也是没有任何栏杆遮挡，没有

收票、检票人员，乘客们顺序下车

也就迅速的各奔东西而去了。这就

是说，乘坐列车(至少是我们乘坐

的这一趟车)，自售票窗口买票后，

就全部都由乘客自己照顾自己了。

显然，文明在这里的表现，就是这

么一种无声无息的自然秩序。这是

一种已经形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的

秩序，是人们对秩序的一种自觉地

遵守。

参观。邻近巴黎不远的第戎市，

也有一个政治学院。学习期间，我

们曾到那里参观。第戎政治学院既

没有派车来，也没有派人接，我们

必须自己走上门。到了第戎政治学

院，接待者已经按时恭候在哪里了，

院长将我们引到了一间桌椅已经排

成“U”字型的教室里，一会儿又亲

自抱来了几瓶果汁饮料，并逐一地

为我们倒上。情况介绍中我们得知，

第戎政治学院是为了适应欧盟东扩

的发展而建立的一个专门以东欧国

家学生为培训对象的教学中心。全

院共有80多名学生，分别属于22个

民族，，院长本人就不是法国人，而

是捷克人。全院包括院长只有五名

工作人员。由此我想，文明在这里

又表现为，最大限度的降低成本，

最大程度的提高效率，以及无论职

位高低都勤奋努力地工作，平等友

好的相处。

扒手。在国内启程前就听说，

巴黎的扒手很多，要当心被盗。有

人甚至这样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去

法国主要有两件事一定要记住：一

是要带雨伞，因为那里经常下雨；

二是要防盗贼，因为那里的小偷很

多。到了巴黎才知，果然名不虚传。

早上出门时，天气还是好好的，可

出门不久，也不知从哪里来了一片

云，于是就下起了雨，好在通常雨

量都不大，飘飘洒洒的感觉还挺舒

服。在家时，春天不搽护肤霜，皮

肤便会干燥，不舒服。所以，临行

前特地带了一瓶“SOD蜜”。但是

在巴黎，每天不搽护肤霜，脸手也

都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我想这

主要正是得益于那随时都有的淅淅

沥沥的小雨。所以出门忘记了带伞

也并非就是一件令人十分懊商的事，

有时甚至拿了伞也不用，有意去接

受这春雨的滋润与洗礼。但防盗贼

却不是一件能让人感到轻松愉快的

事情，特别是在有些区域，有些场

合，以及某一时间段里，甚至衣服

的穿着方式也必须有所“讲究”。

例如，在一些并不繁华的区域，在

进出站口的地方，在傍晚的时候，

就不宜西装上衣不系扣子。我的一

次经历显得有些神奇。记得那是刚

到巴黎的第二天，傍晚我正走在距

离旅馆不远的人行道上，突然看到

两个年轻人笑呵呵的迎面走来，他

们一边喊着“C H I N A”

“CHINA”，一边手舞足蹈地做着

中国武术的动作，我也高兴的呼应

着，彼此会面时，我们不仅友好地

握了手，还做了一个武术的扭打动

作，然后便挥手告别了。就在分开

的那一瞬间，我下意识地摸了一下

敞怀西服的上衣口袋，顿时脑袋

“轰”的一声，一片空白。因为，

我的钱包不见了。正在这时，刚才

的一个青年又来到了我的身边，笑

着递上了我的钱包，然后又握了握

我的手，远处的那个青年也在笑着

向我挥手致意。我立刻打开钱包，

分文未少，真是虚惊一场。当然，

因为早有防备，钱包里除了人民币

和几张欧元小票，并没有大面额的

欧洲货币。难道这就是他们偷了我

的钱包，又将钱包还给我的原因?

即使如此，偷了你的钱包，又主动

将它还给你，这与国内那些将所偷

钱包掏空后扔进垃圾箱的盗贼相比，

还真有一种“职业化”的味道。或

许，这也是文明的一种表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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