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前言

全球化之于文化的体现是指文化的共同性( 比如创造

财富、公平合理等方面) 及传播沟通的便利性。差异化反映

在文化上主要是指亚文化的差异性 , 即选择机会和享受文

化精神方式的差异化。在经济发展与战略选择趋同的条件

下 , 就更需要文化给经济注入新的内涵和竞争力 , 提升经

济的附加值 , 或者说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在于差异化 , 而

文化为差异化提供了内涵。

中国沿海经济的发达与趋同 , 使得区域经济的同质化

特征越来越突出 , 而导致区域差异化的优势特征越来越

小。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 , 是广东区域经济一军

突起的时期 , 极具差别化特征 , 是被广泛认知的时期 ; 到了

20世纪90年代中期 , 是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中大城市和区

域经济竞相发展的时期, 尤以长江三角洲的上海和江浙经

济获得了巨大提升。

地理区域文化是指某个地理区域内多种历史文化的

积累 , 体现着时间延续的文化历程。广东即珠三角地区作

为中国最发达的经济带之一 , 其区域经济在进入21世纪新

一轮的发展与竞争中 , 既积聚了诸多优势因素 , 也存在着

一些制约因素。本文基于广东区域文化制约区域经济发展

的视角 , 从广东区域文化结构分析入手 , 探究区域文化制

约经济发展的机理。

1 亚文化制约经济发展的机理分析

1.1 亚文化及区域文化的界定

塞缪尔·亨廷顿 认 为 :“文 化 是指 一 个 社 会 中 的 价 值

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 [1]。”所以 ,

狭义的文化一般指人类由历史积淀和现实变化而来的价

值观念、信仰、风俗以及态度、信念、取向等的心理意识和

生活( 行为) 方式。亚文化( subculture) 概念是美国人类学家

A.W.林德( 1938) 首次提出的 , 亚文化( 群) 最一般的含意是

指某一主体文化中较小的一个组成部分 , 其概念构成要素

包括 : ①它们是主体社会可以辨认出的组织部分 , 在某些

方面而不是在所有方面不同于主体社会 ; ②作为主体社会

的一个组织部分 , 它们至少服从该社会的一部分准则和法

律 ; ③作为与主体社会有显著差异的集团 , 它们为其成员

规定了自己特有的行为规范; ④它们是一个发挥功能的单

位———就是说 , 它们至少能够为了某些目标而作为一个整

体行动; ⑤它们意识到自己是在某些方面与主体社会离异

的单位 [2]。

经济学与管理学在关于消费者心理与行为的研究中 ,

对亚文化采取了文化整体与局部集合的方式进行定义 , 即

“对同一个主流文化 , 采用不同的标准可将其分成若干个

亚文化 [3]”。Leon G. Schiffman, Leslie Lazar Kanuk把亚文化

定义为在一个较大的、更复杂的社会中存在的可识别出来

的一个不同的文化群体 , 即任何一个具有共同的信念与风

俗习惯的群体都可以归为亚文化。他们认为 : 一个社会或

国家的文化构成包括两个不同的成分 : 一方面是特定的亚

文化成员所赞成的独特的信念、价值观与风俗习惯 ; 另一

方面 , 大多数人们所共同具有的中心的或核心的文化观

念 , 而不管特定的亚文化是什么样的。影响消费者决策的

亚文化主要包括年龄、性别、种族、收入水平、地理地域以

及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差异等因素 [4]。从这个意义上说 , 不

同划分方法的地理区域文化都属于亚文化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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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区域文化是指某个地理区域内多种历史文化的

积累 , 体现着时间延续的文化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说 , 地理

区域文化的微观表现形态是以亚文化方式具体体现的。本

文所使用的文化概念是指狭义文化 , 并在狭义文化概念层

面上研究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的关系以及亚文化层面上

的区域文化对经济发展制约的机理。

1.2 文化的悖论性与二元文化心理结构

文化具有悖论性。司马云杰认为 , 文化悖论性是指文

化世界所建构起来的人的价值思维当中的悖谬 , 或者是指

文化价值、功能的矛盾运动法则所支配的人的价值思维中

的非理性和矛盾性。文化悖论性含义: 第一是指文化价值、

功能上的自我相关的矛盾性与不合理性 ; 第二是指文化价

值、功能上的矛盾运行法则 ; 第三是指文化建构的人的心

理结构上的矛盾性; 第四是指人在文化世界中的自我矛盾

性 [5]。

人类文化行为受其文化心理支配 , 文化心理学及跨文

化心理学通过对文化和环境的分析 , 来研究文化及亚文化

心理结构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在心理学中 , 精神、心理与意

识是一组语义相近可以等同的概念。所谓精神文化或心理

文化或意识文化都是指人类非物质创造“物”的积淀、遗

传、变异、进化、升华与运用的结果 , 并存续于人类的意识

与行为中而且发挥作用的“东西”。由文化积淀而形成的人

的心理集体具有倾向性、制约性 , 并对人类的观念、行为和

创造产生潜在的重大影响。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在1928年界定的人类集体无意识 ,

“实际上是指有史以来沉淀于人类心灵底层的、普遍共同

的人类本能和经验遗存。这种遗存既包括了生物学意义上

的遗传 , 也包括了文化历史上的文明的沉积。他们以原型

存在着 , 表现为原始意象。作为人类心理中具有倾向性、制

约性的心灵规律 , 其对人类的行为、理解和创造产生着重

大影响 [6]。”荣格把人和人类的心理分为两种类型: 内倾型

( intra version) 和外倾型( extra version) , 这两种类型是反映

特殊情境的两种态度或方式 , 并认为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

都有些对立即矛盾的态度, 只不过在特定的情境影响下 ,

一种态度比另一种态度表现得更为显著 , 或者表现出占优

势的态度而已 [7]。

构成文化心理模式的要素“有些是有利于创新并为繁

荣创造条件 , 有些则是反创新的 [8]”。而任何事物存在的本

质结构都有其两面性 , 是一种矛盾的对立统一体 ,“事物矛

盾的法则 , 即对立统一的法则 , 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 ,

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 [9]。”由此 , 可以推论文化心理是

一种相悖的结构性存在与显现 , 因此文化心理模式是一种

相悖的二元结构 [10]。

1.3 亚文化及区域文化制约经济发展的机理

文化的遗传与变异犹如生命中的基因传递 , 对社会个

体、群体行为特质起着持续的作用 , 而且在某种状态阶段

会转化为主导作用。文化对经济的影响是隐性、持续、渐进

和持久的 , 往往在经济发展到进入周期转换、结构转型以

及持续提升时显现为主导性的影响 ( 可能是积极的影响 ,

也可能是制约性的负面影响) 。文化因子犹如生物的基因

( Gene) , 孟德尔试验表明 : 决定生物性状的因子成对 , 但

交配时双方各自提供其中之一 ; 因子有显隐之分 , 显隐相

遇时只表现出显性性状。隐性性状只有当双隐性相遇时才

得以表现 , 这些因子独立不混。基因与性状并非一一对应 ,

有的基因影响众多性状 , 而有的性状又由许多基因决定。

二元文化心理结构中的文化因子 ( culture gene) 是由显性

文化因子( dominant culture factor) 和隐性文化因子( Reces-

sive cultural factor) 构成的。我们可以把二元文化心理结构

中制约经济发展的那些隐性文化因子定义为负文化因子 ,

同时把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那些显性文化因子定

义成正文化因子。二元文化心理结构中的显性文化因子与

隐性( 负) 文化因子也是相对的 , 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发生显

隐性转换 , 也会发生正负作用及激发或制约经济的转换。

有些二元文化心理的特质在某个阶段会以显性因素显现 ,

制约经济的发展。所以 , 二元文化心理结构中的负文化因

子显现是制约经济发展的机理性原因。

区域文化在长期的历史积淀过程中 , 由于其自身的悖

论性形成了二元文化心理结构 , 二元文化心理结构中的显

性文化因子 , 有些显性文化因子是激发经济发展的正文化

因子 ; 二元文化心理结构中的隐性文化因子 , 有些隐性文

化因子是制约经济发展的负文化因子。正文化因子与负文

化因子的结构矛盾使得它们既对立又统一 , 而且在一定的

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 , 并对经济发展起着激发与制约作

用。所以 , 二元文化心理及其结构中负文化因子作用的增

强, 是区域文化制约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不同的区域文

化存在着差异性 , 这些差异性导致每个区域文化都有其优

势与缺陷 , 而且这些优势与缺陷在特定的环境和时间中还

会发生相互转化。区域文化提升和制约经济发展的机理 ,

也在于其二元文化心理及其结构中隐性文化因子作用的

增强。

2 广东区域文化制约经济发展的机理

广东区域文化的优势对广东的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区域文化的劣势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

期开始显现 , 所以有必要对广东区域文化的劣势原因及制

约经济发展的机理加以分析。广东区域文化制约经济发展

的机理主要是由广东区域文化的特征、广东区域文化的二

元文化心理结构以及二元文化心理结构中的负文化因子

等相互作用所形成的。

2.1 广东区域文化的特征

广东区域文化在历史传承上并无严格区分 , 既称岭南

文化又称珠江文化 。但是 , 国际上通行的“水文化理论”认

为, 山是封闭的、拒绝的 , 水是开放的、包容的。按内陆地理

划分 , 广东文化属于岭南文化即五岭以南的岭南区域性文

化, 岭南文化的基点是“山文化”, 岭南文化属于“山文化”;

按水域地理划分, 广东文化属于珠江文化即江海一体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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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区域性文化 , 珠江文化的基点是“水文化”, 珠江文化属

于“水文化”。岭南文化是以大陆文化观念和疆土位置来表

述的称谓 , 珠江文化是以海洋文化观念和广阔海洋水域来

表述的称谓。岭南文化是一种原生型、多元性、感性化、非

正统的世俗文化 , 岭南文化具有开放性、重商性、远儒性、

兼容性、多元性、享乐性、直观性的特征 [11]。珠江文化的总

体特征和形象的特点 , 主要表现为多元性和兼容性 , 敏感

性、竞先性、实效性、适应性、民俗性和大众性等 [12]。事实

上 , 广东区域文化兼具了岭南文化和珠江文化两方面的特

征。

2.2 广东区域文化的二元文化心理结构

经过上述对广东区域文化的特征以及广东经济社会

大量现象的分析, 笔者认为广东区域文化的二元文化心理

结构主要显现为兼容性与自闭性、竞先性与惧安性、商效

性与即实性等特征。二元文化心理是岭南文化和岭南文明

的内在动因 , 文化心理决定文化行为 , 以兼容性、竞先性与

商效性等为显性文化的广东区域文化 , 对区域发展产生了

犹如生命基因的作用与影响 , 以至于形成了具有浓厚广东

区域文化特征的珠三角城市群和经济圈 , 并成为全中国最

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但是 , 在达到了这样的状态之后 , 广东

区域文化二元文化心理结构中的自闭性、惧安性和即实性

等负文化因子 , 也显现了其文化的负效应。

( 1) 兼容性与自闭性。兼容性是指兼容并储的文化性

格 , 其文化性格中既具有对本区域文化的认同性和习惯

性 , 又具有对其它文化的包容性和接纳性 ; 自闭性是指具

有自我欣赏倾向的、自成一统的文化性格。兼容性文化心

理倾向的形成源于珠江文化与中原文化、外来文化相互融

合的历史积淀; 自闭性文化心理倾向的形成源于历史上岭

南地理环境的相对独立性与封闭性; 经过历史的融合与发

展形成了广东区域文化“兼容性”与“自闭性”的二元文化

心理结构。兼容性是二元文化心理结构中显性的、积极的

文化因子 , 自闭性是二元文化心理结构中隐性的、消极的

文化因子。兼容性与自闭性的二元文化心理 , 兼容性是显

性的、起主导作用的心理倾向 , 自闭性是隐性的、起次级作

用的心理倾向 , 但二者在一定时空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

的。

( 2) 竞先性与惧安性。竞先性是指敢于竞争先入、竞争

领先的心理动因 , 具有能动的竞争先入和竞争领先的争先

意识; 惧安性是指对周围环境有一种敏感性的恐惧和因恐

惧而寻求安逸及对安闲舒适的贪图心理。竞先性文化心理

倾向的形成源于珠三角特殊地理位置、海上通商和商业发

达过程的历史融合与文化积淀。惧安性文化心理倾向的形

成源于外来文化挤压、岭南文化相对自成一体和通商富足

后心理安全需要的历史融合与文化积淀。竞先性是二元文

化心理结构中显性的、积极的文化因子 , 惧安性是二元文

化心理结构中隐性的、消极的文化因子。竞先性与惧安性

的二元文化心理结构 , 竞先性是显性的、起主导作用的心

理倾向, 惧安性是隐性的、起次级作用的心理倾向 , 二者在

一定时空条件下也可以相互转化。

( 3) 商效性与即实性。商效性是指观念意识中具有效

率为先的文化性格 , 并在行为方式上得到直接的反映; 即

实性是指观念意识目的性至上、利益性第一的文化性格 ,

行为方式具有短期性、功利性的明显特征。由于广东独特

的地理位置、海上通商便利 , 由于岭南文化的相对独立性、

没有经历中原文化对商业过分歧视的历史 , 加上商业发达

过程的历史积淀与文化融合 , 因此形成了商效性的文化心

理。同时 , 由于海上通商的利益竞争以及文化氛围的历史

积淀 , 加上岭南地理环境的挤压和长期影响 , 也形成了即

实性的文化心理。商效性是二元文化心理结构中显性的、

积极的文化因子 , 即实性是二元文化心理结构中隐性的、

消极的文化因子。商效性与即实性的二元文化心理结构 ,

商效性是显性的、起主导作用的心理倾向 , 即实性是隐性

的、起次级作用的心理倾向 , 同样二者在一定时空条件下

也可以相互转化。

3 广东区域文化制约经济发展的现象分析

3.1 企业家“小富即安”心理对经济发展的制约

文化心理决定文化行为 , 以兼容性、竞先性和商效性

为显性特征的广东区域文化, 对区域发展产生了犹如生命

基因的作用与影响 , 以至于形成了具有浓厚广东区域文化

特征的珠三角城市群和经济圈, 并成为全中国最为发达的

地区之一。但是 , 在达到了这样的状态之后 , 广东区域文化

二元文化心理结构中的负文化因子就开始显现了 , 出现了

企业家“小富即安”的亚文化心理现象。

这是因为 , 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 , 由于广东

毗邻香港 , 受香港的直接影响, 广东“人人都有老板梦”, 到

了90年代 , 很多商人和企业家的老板梦逐渐实现了 , 企业

家们在世纪之交开始停滞、踌躇了 , 不知再怎么发展了 , 缺

乏当初创业时的动力了。这种被广东企业家自我反省称作

为“小富即安”的心理行为 , 恰是竞先性与惧安性、商效性

与即实性二元文化心理的典型反应 , 二元文化心理结构中

的负文化因子效应导致了广东企业家在20世纪90年代后

期开始缺乏持续扩张的精气神 。

3.2 粤语使用习惯对经济发展的制约

语言是群体生活的产物 , 是群体中人与人之间的纽

带。在开放的过度化信息社会中 , 语言是交流、沟通与传播

的最基本方式 , 为了更加有效地交流传播 , 各主要方言区

都加快了以普通话作为语言传播平台的速度和力度 , 只有

广东地区在公共媒体和民间依然以粤语为主要的传播方

式。广东地区对普通话的认知、推广、使用的频率和范围都

较之其它区域慢了很多 , 广东绝大部分地区 , 其公共媒体

传播用语、社会正式场合交际用语、人们日常交流用语等

还是以粤语为主。

粤语语言文化方式越来越制约和阻碍经济的进一步

提升与发展, 形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广东区域文化二

元心理的自闭性倾向、毗邻香港和经济发达的“优越欲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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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然。由于岭南文化的相对独立性 , 没有中原文化的过重

心理负担 ; 由于粤人的二元文化心理倾向 ; 由于毗邻香港

的区位优势、信息优势和经济优势 , 使得广东商人和商业

文化中具有“区位优越欲”。“优越欲”的彰显促进了广东经

济的市场秩序意识、市场规则与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 , 但

也延续了其文化自闭性在语言使用中的延伸。

3.3 企业品牌次级化对经济发展的制约

品牌是基于产品又具有独立无形资产的信用经济( 艾

丰 , 2001) 和竞争力经济( 李光斗 , 2005) 。对于21世纪知识

经济时代来说 , 品牌就是企业经济、区域经济和国家经济

( 杨子云 , 2005; 孙日瑶 , 2005) 。广东区域经济中的品牌次

级化现象与广东区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 次级化是指品

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能保持第一位或领先位置, 而退

居次一级别的品牌现象。广东企业在20世纪80~90年代中

期所创造的企业品牌 , 多数成为全国同行业、同类产品中

领先的、第一位的强势品牌。从中国最有价值的500个品牌

看, 其品牌诞生的时间、在全国最初的影响和价值 , 广东都

是排在第一位的。但是 ,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 , 这些在

全国领先的、第一位的强势品牌开始逐渐减少 , 品牌总体

态势出现次级化、弱化的现象。例如 : 生产制造业品牌有 :

荣声、威力、万家乐、华帝、科龙、康佳、格力、美的、步步高、

小霸王、金正、科健、先科、健力宝、乐百氏、太阳神、脑黄金

等; 文化产业类的品牌有: 南风窗、足球报、南方周末、广州

太阳神、广东宏远、广州松日、深圳平安、深圳健力宝等 , 有

的品牌已死亡 , 有的品牌已衰退 , 有的品牌已呈现次级化

特征。虽然从数量上而言 , 广东还是品牌大省 , 但应该清楚

地看到 , 广东名牌尚缺乏可持续发展的竞争力 , 并且多数

企业出现了品牌次级化的现象。广东企业品牌次级化现象

与广东区域文化有着明显的关系, 当广东区域经济达到竞

争领先状态后又面临市场持续的战略竞争时 , 广东区域文

化二元文化心理结构中的自闭性、惧安性和即实性等负文

化因子则开始显现了 , 而这种负文化因子的负文化效应 ,

导致了广东区域经济的品牌次级化现象 , 也制约了经济的

结构升级、技术升级和品质升级。

4 结语

文化与经济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 , 文化

心理对经济行为具有隐性的、持久的、习惯的、本能的、潜

意识的支配作用 , 二元文化心理结构中的隐性文化因子在

特定时期具有很强的显性作用, 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

素。广东区域文化的二元文化心理结构以及隐性文化因子

的持续增强作用, 是制约广东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

由此 , 有必要对广东区域文化制约经济发展的机理 , 进行

更为深入的系统研究和更加科学的调查实证分析 , 为广东

经济发展战略决策提供更加科学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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