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立规矩:

怎么简单怎么来

瑞士盛产最精确的时间———钟表

,

但时间的中心

却在英国———伦敦的格林尼治村；巴西、德国屡获足球

冠军

,

但足球最初的规则却产生于英国；最繁荣的经济

在美、日、德

,

但会计行业最权威的证书却属于英国。 世

界上行且行之有效的标准

,

往往产生于英国。古人云

:

不

立规矩

,

无以成方圆

,

英国人善于做规矩。

规矩能够实行

,

必须简单。 英国的户外垃圾箱总是

并列三个

,

箱体外没有文字说明

,

只有图案标志：一个是

玻璃瓶

,

一个纸袋

,

一个屑屑粒粒的点

,

掷弃者一目了然

,

知道归类抛物

,

哪怕不识字的

,

都会各得其所。 在中国

,

垃圾箱上写着“有机”、“无机”的化学名词

,

表示出科技

含量。 一个垃圾箱

,

何必那么学术化呢？ 这样标志的垃

圾桶

,

应该放在化学系、科技馆门口。

英国地铁开通于

100

多年前

,

线路四通八达

,

密如

蛛网

,

下了地铁

,

就陷入迷宫

,

但是别慌

,

哪怕不识英文的

外国人都不会迷失方向。 在地铁的墙上中腰线就是宽

宽的色带导向线

,

色带正好与你眼睛平视

,

躲都躲不了

,

或红、或绿、或黄、或蓝

,

一种颜色代表一条线路

,

与地铁

入口处的免费地图上的线路色带是一样的

,

语言有国

界

,

色彩无国界

,

跟着色带走

,

循着墙角转

,

谁都能寻找月

台。

在英国

,

哪怕伦敦

,

大多数道路都能泊车

,

哪怕单行

道、哪怕窄路

,

但收费泊车位的道旁

,

都有收费器

,

没有

收费人。车主缴完费后

,

收费器会吐出凭证

,

你将凭证贴

在车窗前

,

巡检者半小时一趟

,

远远一瞄

,

就知道谁没有

缴费

,

效率极高

,

难度极低。

英国的出租车有两类

,

一类是

mini,

只能电话预约

,

一类是

taxi,

可以在马路上招手停车载客的。

mini

车的

款式各异

,

属于私家车揽客

,

该车主必须申请

,

专管部门

批准

,

缴一笔税费

,

然后在车窗前贴有统一标志

,

只限于

电话预约

,

不得路途半道上揽客载客。

taxi

出租公司管理

,

不管哪个公司的车

,

款式统一

:

黑色、方头、枕头面包似的。 如果非此款式的车停在路

边载客

,

任何人都会发现

,

任何人都会举报。 众目睽睽

,

违规者无藏身之地。

为了降低监管成本

,

首先简单化、直至傻瓜化

,

这就

是英国人的管理思路。

100

年前在上海英租界里

,

黄包

车是公共车

,

漆以黄色

,

可以路上停车拉客。私家包车漆

以黑色

,

路上截客、接客属于违规

,

巡捕抓你

,

上海话“黑

车”就出典于此。 规则越简单

,

执行越容易

,

监督越便利

,

监督成本越低

,

违规难度就越高。

规则不是做给内行看的

,

而是做给外行看的

,

让全

社会的相关者都能一目了然

,

哪怕有些弱智

,

这是智慧。

让傻瓜也能操作的傻瓜式

,

是聪明人的杰作。 傻瓜

式却是智慧

,

英国的管理就是傻瓜式

,

便于全民执行、监

督

,

这就是这个老牌国家的高妙。 李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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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公务员“少而精”，收入非常可观

在印度，公务员不但社会地位高，而且收

入和待遇也相当可观。

目前，印度居民人均年收入约为

750

美

元， 而公务员的年均收入却高达约

8500

美

元 。 普通公务员的月基本工资约为

600

美

元，此外，还有交通补贴、粮食补贴、通信费、

基层补贴费等各种名目繁多的补贴，其数额

也相当可观。 除工资收入外，印度公务员还

享受如每年

1

个月带薪假 、

20

天医疗假 、

20

天半薪假等待遇。

不过， 印度的公务员数目非常之少，全

国只有不到

7000

名。

在印度 ，公务员与一般意义上的 “政府

工作人员”有着显著区别。 “公务员”是专指

那些通过 “全印公务员系统 ”考试 （据称是

“全世界最难” 的考试） 并最终被中央政府

（少数会分配到各邦政府）正式录用的人。而

那些印度政府中大量低级别的官员和办事

员，则只属于政府工作人员，不算公务员。

由于印度公务员是公认的社会精英，因

此公众对他们的收入很少表达不同意见。在

印度 ，公务员不允许参与政党活动，因此尽

管执掌着国家行政体系， 但公务员却始终置

身于政党纷争之外。

美国：公务员的工资低于私企

根据美国 《联邦公务员可比性工资法

案》， 美国公务员的工资必须以私企为参照，

且不得高于私企。

另外， 众所周知的美国 “利益回避”制

度 ，使得 “提出涨工资的人不能享受到涨工

资，要到他的下任才开始执行新工资标准”，

这就很好地阻止了官员给自己加薪的现象

发生。

新加坡：

普通公务员薪水只有市场价的

80%

新加坡政府某个职位的公务员薪水，是

根据人才的市场价值确立的。

首先从市场中抽取一些样本公司， 然后

从这些公司中找寻类似职位的员工， 计算他

们大概的平均薪水， 然后按照这个平均值的

80%

来确定公务员薪水。

在这种制度下，底层公务员根本和“高薪

养廉”无关，因为他们的对比对象是普通企业

员工。 刘 坤 整理

□

国内学车考驾照必须去驾校

,

而在美国

,

大部分孩子开车一般是跟父母学的。 既

然是教自家的孩子

,

汽车又极危险

,

父母自然明白马虎不得。 对于刚拿到驾照的新司

机

,

交规也会特别严格“照顾”

,

同等违规处罚会重很多。

□

在美国

,

驾照不但全国通用

,

很多州还允许临时到该州访问的外国人使用本国

的驾照合法开车

,

唯一的要求是驾照有英文资料。 现行版本的中国驾照本身带有英文

翻译

,

是可以在这些州合法开车的。

近年来

,

中国的私家车数量大幅上升

,

学

车考驾照也成了个热门话题。美国被称为“车

轮上的国家”

,

成年人不会开车是少数

,

基本上

人人都会经历学车考驾照的过程。 那么美国

的交规、驾照和中国有何不同呢？有什么可以

借鉴的地方呢？

美国是联邦制国家

,

交规是州法律

,

因此

各州交规是有些区别的。有时候

,

一个州内

,

不

同地方甚至还稍有区别。 虽然各州交规小有

差别

,

驾照也是州政府颁发的

,

美国驾照却是

全国通用的

,

到另外州去并不需要另外考驾

照。

美国考驾照的手续比较简单。 大部分地

方首先要求提供文件证明自己在本地是合法

居住

,

然后就可以进入笔试了。 笔试都是考一

些常见的交规

,

一般

70%

正确就算通过。 笔考

后可以拿到一张练车许可证

,

在有合法驾照

人的陪同下

,

甚至可以在路上学车

,

而不需要

上驾校。 拿到练车许可证后何时能参加路考

与地区以及年龄有关

,

大部分地区对未成年

人要求更严格

,

未成年人必须训练足够的时

间才能考。 但对成年人很可能没有什么要求

,

说不定可以立即路考并拿到驾照。 考驾照的

费用各地区别很大

,

从十多美元到上百美元。

路考主要是考对汽车的基本操作和对交规的

理解

,

没有什么高难度动作。 少数地方就是在

市内道路转几个弯、换几个道就算完成

,

但在

很多地方却要求上高速和考侧方停车。 各地

虽然考试内容不一样

,

但是如果拥有了一个

州的驾照

,

搬到另外一个州要换驾照却一般

只需要笔考而不需要路考。

大部分美国孩子十六七岁就考驾照

,

开

车一般是跟父母学的。 既然是教自家的孩子

开车

,

汽车又是件危险的工具

(

美国十多岁的

孩子第一死因就是开车太野蛮

),

大部分父母

自然明白为了孩子的一生马虎不得。 比如

,

很

多地方要求记录孩子学车时间

,

父母一般是

不会在这方面弄虚作假的

,

毕竟假一时说不

定要后悔一生。 对于刚拿到驾照的新司机

,

交

规也会特别严格“照顾”

,

同等违规处罚会重

很多。

从这倒可以得到点可以借鉴的地方

:

国

人目前学车要到驾校

,

由于汽车普及率不够

高也基本只能如此。 但是有的驾校弄虚作假

,

只求学员“通过”考试

,

而不管其是否掌握驾

车技术。

很多朋友喜欢问到美国旅游用不用办国

际驾照？ 答案是很可能不需要

,

除非目的地包

含中国驾照不能合法开车的州。 另外

,

中国内

地并没有参加国际驾照组织

,

在中国内地办

的国际驾照其实都是假的

,

在美国或者中国

都属于无效证件。

其实在美国

,

驾照不但全国通用

,

很多州

还允许临时到该州访问的外国人使用本国的

驾照合法开车

,

唯一的要求是驾照有英文资

料。 现行版本的中国驾照本身带有英文翻译

,

是可以在这些州合法开车的。

需要说明的是

,

持外州甚至外国驾照开

车是有条件的

:

必须是临时访问而不是长时

间住下来。 比如一个人拿学生签证到美国留

学

,

虽然从美国法律上讲这个人并不是美国

永久居民

,

但是这种情况是需要在一个月内

换成本地驾照的。 当然

,

无视这个条件的美国

人很多、外国人也有一些

,

经常发现有美国人

搬家了很久还用老地方的驾照。

看到这有人也许会问： 你是怎么知道他

人使用老驾照开车的

,

难道经常拿别人的驾

照看？ 在美国生活的人确实经常看到别人的

驾照

,

但并不需要特地要来看。 由于成年人基

本上都有驾照

,

美国驾照是最通用的 “身份

证”

,

真正的身份证倒没有什么人办。 美国法

律规定大于

21

岁才能喝酒

,

因此如果在饭馆

点含酒精饮料

,

经常要被查证件。 为了避免责

任

,

或是出于奉承客人年轻

,

饭馆工作人员连

明显超龄的人都查。 在大伙掏出驾照的那一

刻经常就发现有人违法使用老驾照

,

这是因

为各个州的驾照的图案是不一样的

,

很容易

认出来。如果大伙很熟悉

,

不免互相耻笑一下

,

也算是活跃气氛的好时刻吧。

山 石

近期有些新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

一

是消防车在北京簋街执行任务时

,

无车让行

,

反而还遭抢行； 另一则新闻是劳斯莱斯被撞

,

肇事车主被迫巨额赔偿

,

于是网上流传“豪车

出没

,

赶快避让”。

两则新闻都跟“避让”相关

,

避让其实是一

种敬畏

,

但当人们避让或敬畏的只是权钱

,

而

非公德时

,

就很令人担忧了。

古代：鸣锣开道鸡飞狗跳

微博上曾有这么一则被迅速转发的消息

:

“成都人民南路往机场方向

,

有一辆价值

1300

万元的劳斯莱斯正在行驶

,

请过往的司机朋友

注意避让

!

”

这是让人笑不出来的苍凉的黑色幽默。

社会进化至此

,

那种在路上的不安全感

,

依然

根深蒂固。

古时权贵出行

,

百姓避之不及

,

无数古装

影视剧中都有这样的场景

:

鸣锣开道

,

鸡飞狗

跳。 事实上

,

这是古代交通行政管理的重要一

环

,

用来彰显等级与威严。

当代人所熟悉的场景是

,

官员出行所用回

避、肃静、官衔牌、铁链、木棍、乌鞘鞭、金瓜、

尾枪、乌扇、黄伞等随行仪仗之外

,

还要“鸣锣

开道”

,

提醒前面的百姓人等避让。但是官阶不

同

,

出来的排场也不一样

:

州县官出行鸣锣

,

打

三响或七响

,

称为三棒锣、七棒锣

,

意为“速回

避”“军民人等齐回避”。道府出行鸣锣

,

打九棒

锣

,

意为“官吏军民人等齐回避”。 节制武官的

大官出来

,

要打十一棒锣

,

意为“文武官员军民

人等齐回避”。 总督以上官员出来

,

因是极品

,

打十三棒锣

,

意为“文武百官官员军民人等齐

回避”。官员出行时鸣锣开道

,

被认为是必行的

官仪；仪仗大小、鸣锣多少下

,

也都反映了所使

相应此仪仗官员的品级大小。

当然

,

皇帝出来阵仗是最大的了

,

大伙儿

只能跪着

,

抬头偷看一眼

,

都是大罪。清廷规定

,

一品文官至七品县官坐

4

人抬绿呢大轿

,

亲

王、郡王乘

8

人抬大轿

,

皇帝、太后乘

24

人抬

大轿。 清朝最富丽堂皇的轿子是慈禧太后的

“銮舆”

,

它以上等紫檀木为架

,

以黄金装饰轿

顶

,

外罩杏黄色贡缎

,

上绣九条盘龙

,

以翡翠为

莲花踏脚

,

出行时

,

由

24

名身材一般高、年纪

一样大的太监抬着

,

以显示慈禧太后至高至尊

的等级地位。

其实

,

历朝历代

,

皇帝、太后并非像影视剧

中那么频繁隆重出巡

,

或者微服私访

,

他们更

多是在深宫大院里

,

在太监宫女的前呼后拥下

转一转。

1900

年

8

月

15

日凌晨

,

八国联军兵

临北京城下

,

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皇出逃

,

顾

不上她的“銮舆”了

,

乘一辆骡车

,

狼狈不堪

,

史

书载“发不及簪”

,

一路哀哭。

古代交通法规

值得一提的是

,

古代的交通规则

,

并非只

考虑了官宦们的威仪

,

也不乏一些人文色彩。

例如

,

古代要求行路时

,

“少避长”

,

意思是

年纪小的人为年纪大的人让路；“轻避重”

,

负

担轻的人为负担重的人让路；“去避来”

,

来者

为客人

,

去者指离开家庭或乡里未远行者

,

相

对来者

,

去者仍是主人

,

主人应为客人让路。 唐

律中还专门对水上通行规则作了明确规定

,

如

“泝上者避沿流”

,

也就是上行回避下行的行船

原则。

这些概念

,

一方面反映出古人礼让的行路

风貌

,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尊敬老人、谦虚克己、

为他人着想的优秀品质

,

跟当今交通规则在会

车时的先后顺序

,

颇有些异曲同工。

前几年有“欺实码”的网络热词

,

“限速”是

当今交通规则的重要内容

,

古时也有“限速”要

求。唐代规定“禁马众中”

,

禁止车、马在城内及

人口稠密的闹市区内高速行驶

,

否则属违法行

为

,

将追究其刑事责任。

古代官阶不同

,

坐驾规格也不同。 在慈禧

那个年代

,

“銮舆” 堪比今天的劳斯莱斯了

,

众

人自然避之不及。 不过当年

,

这种权力象征的

坐驾

,

只属于官方

,

一般商人再有钱

,

也没法享

受的。 历代

,

除朝廷命官外

,

庶民绝无使用仪卫

的资格

,

即使经济富有、略有地位的庶民出行

,

也只能让一两个仆役随行

,

而且不能喝道或令

一人骑马在前充当“引马”。 如宋朝规定

,

庶民

乘车

,

前车不许呵引及援列仪物

,

也不得使用

银水罐引喝随行。清朝规定

,

文官三品以上、武

官二品以上才能用“引马”两人

,

其他官吏及庶

民一律不准用“引马”。

也就是说

,

在古代

,

即使你富甲天下

,

也无

法享受鸣锣开道的待遇。 否则

,

就犯了王法。

光 明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

蔡奇和全国政协委员盛小云提出保

护方言的建议，在代表、委员中引发

热议。 最近，上海两位“

80

后”软件设

计师开发出的 “沪语手机输入法”在

网上受热捧，使得保护方言再度成为

热门话题。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

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 对

1045

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

95.9%

的受访者确认身边存在怯于说方言

的年轻人，

37.1%

的人表示身边能说

纯正方言的年轻人已经不多。

受访者中，“

80

后”占

41.1%

，“

70

后”占

40.1%

。

39.0%

的受访者经常使

用方言交流 ，

47.0%

的人有时使用 ，

3.8%

的人很少使用，

8.2%

的人从不使

用， 还有

2%

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不会

说方言。

为什么会说方言的年轻人

越来越少

在北京某高校研究生李娇眼中，

自己现在的家乡话———河南方言已

不太正宗，在很多词语的发音上已向

普通话靠近。 她坦言，尽管小时候一

直说河南话，但现在只有在和家人通

电话时才有机会说方言。有时遇到不

太熟悉的老乡也只说普通话。

在家住广州市的周钰看来，方言

基本没什么用处。周钰有个

8

岁的女

儿，但她从不跟女儿说粤语，女儿也

只会说普通话。“小孩子以后上学、考

试、找工作都需要用普通话，粤语用

处不大， 学起来又比较占时间和精

力，还不如让她学门外语呢。 ”

上海语文学会副会长、上海大学

文学院教授钱乃荣告诉记者，当前方

言的危机非常严重，有些方言正面临

衰亡。 比如杭州话，一些年轻的越剧

演员已发不出方言浊音声母了；上海

的大部分“

85

后”、“

90

后”也不会说

方言，上海话面临断层危机。

为什么会说方言的年轻人越来

越少？调查中，排名第一的原因是“不

自信，觉得家乡话土”（

63.9%

），其次

是“虚荣心作祟”（

54.5%

），排在第三

位的是 “觉得家乡话难听”（

50.9%

）。

另有

48.7%

的人选择“不愿意让周围

人知道自己来自哪里”。

另外，

95.9%

的受访者确认身边

存在怯于说方言的年轻人 ， 其中

46.2%

的受访者确认身边有不少这样

的年轻人。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教授岳立静认为，一些年轻人对待方

言的消极心理，是造成方言危机的重

要原因。 “我们在山东苍山县进行方

言调查时发现， 连

70

多岁的老人也

会觉得说方言‘土’，年轻人就更别说

了。 ”

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教

授丁崇明说，在语言中存在一种权威

语码，一般情况下，人们会在心理上

认同权威语码。 当前， 由于升学、求

职、做生意都需要普通话，所以普通

话的权威语码地位被不断强调和提

升。 这就造成在许多人眼中，普通话

是权威语码而方言是弱势语码的内

在观念，从而使其在心理上认为普通

话与方言间存在等级差异，有的人甚

至认为普通话是更高级的语码，应该

只说普通话，不说方言。

钱乃荣指出，许多年前，受“汉语

规范化就是要用普通话”这一观念影

响，许多人的脑子里形成了方言与普

通话绝对对立的观念。 而一些“说普

通话，做文明人”的标语，也让老百姓

觉得说方言是不文明的。 更有甚者，

一些大城市的幼儿园、小学、中学里

规定学生课上课下都不准说方言。这

些措施对方言的存续、发展可谓招招

致命。

方言意味着什么

浙江温州学院专职辅导员朱武，

这两年一直坚持在学校开设“温州方

言与地方文化”的选修课。 因为汉语

专业毕业的他发现，温州方言正经历

前所未有的危机，许多温州土生土长

的“

80

后”、“

90

后”已经不能用温州

话交流。 “温州话背后是一整套温州

当地的风俗、文化、历史积淀，一旦消

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

方言意味着什么？调查中，

72.6%

的受访者认为是“地方文化的载体”，

70.2%

的人认为是 “同乡交流工具”，

67.4%

的人认为是 “地方认同的基

础”，

49.5%

的人选择 “语言艺术的宝

藏”。 仅

3.6%

的人认为方言“没什么

意义”。

丁崇明指出，方言是地域文化的

重要载体，没有了方言，地方戏、地方

曲艺就会消亡。 比如，越剧、粤剧、河

南梆子以及黄梅戏等都依赖方言，即

便是京剧，也是在安徽话上发展起来

的。 相比于普通话，方言本身的词汇

较丰富，更能生动地传情达意。

“更重要的是，方言有地域符号

特征，承载着一种文化认同感。 两个

都会说方言的人一起聊天，除了正常

的交流外，还会产生很强的认同感与

亲近感。 ” 丁崇明说。

“作为普通话发展的源头活水，

方言一直与普通话间有密切的互动

关系，对于丰富普通话有着极为特殊

的意义。 ” 钱乃荣说，上海话中很多

词语最终进入普通话， 比如沙发、麦

克风、马达、马路、洋房、自来水、电灯

泡等。 如果方言衰亡，普通话也会面

临干枯。

钱乃荣认为，方言承载的是人类

最草根、最贴近生活的文化。 在文学

方面，方言文学更加生动形象；在词

汇方面，方言是最丰富的宝藏；在文

化方面，方言最能体现我国地方文化

的多样性。 所以，越是经济社会发展

迅速、普通话推广范围不断扩大的时

候，越要注意保护好方言。

应该如何保护方言

2011

年

12

月， 上海

82

位学者

联合署名发布《关于科学保护上海话

的倡议书》，倡议上海市幼儿园、中小

学学生在课外时间说上海话或其他

方言，全市公共交通上要有上海话报

站，上海的电台和电视台开设上海话

频道，并对上海话书面语开展正字和

正音活动。

无独有偶，今年

1

月，北京师范

大学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所

长、政协委员万建中提议，在北京市

公立幼儿园开设北京方言课，以保护

北京独有的方言和文化。

调查显示，

75.5%

的受访者认为，

有必要对方言进行保护，其中

35.1%

的受访者觉得“非常有必要”。

应该如何保护方言？受访者首选

“关键是让年轻人知道方言的意义和

价值”（

57.2%

），其次是“父母应多和

孩子说方言”（

50.3%

），“多鼓励年轻

人说方言”（

46.3%

）排在第三位。其他

建 议 还 有 “ 建 立 方 言 博 物 馆 ”

（

38.6%

）、“在全社会倡导说方言的氛

围”（

28.3%

）、“在学校教学中增加方

言课”（

26.1%

）、“多拍方言类影视剧”

（

25.7%

）等。

岳立静说，相关部门应重视和加

强方言学科建设，同时进行科学的方

言调查和记录，使更多方言能完好保

存下来。 更重要的是，要在观念上纠

正人们对方言的偏见，鼓励方言区的

人在学会普通话的同时，仍能熟练运

用方言。

丁崇明建议， 在保护方言方面，

应提倡当地人用方言创作曲艺和文

学作品，或把民间存在的口头文学艺

术作品用文字记录下来；同时，媒体

应加强对方言的关注，学校、家庭也

应给孩子创造能说方言的环境。

丁崇明指出，如果遇到不知道如

何记录的方言词语，可以请方言学家

根据其语音和语义在古字典中查找

该词语，也可以组织专家创造一些方

言字。 粤语就采取了这种措施。 在香

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用“口”字做偏

旁的字，它们很多都是用来记录粤语

的语音字。这就是以创造字的方式来

记录、保存方言的例子。

“每种方言都是相对独立的系

统，是记录某种地域文明的符号。 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 懂得一种方言，就

打开了一扇心灵和文明的门窗。一种

方言的消亡，也就意味着关闭了一扇

文明的门窗。 所以，应该给方言足够

的生存空间，以便更多独具特色的地

域文明能更好地传承下去。 ”丁崇明

说。 中 青

“礼让”古今谈

国外公务员收入有多少

美国父母教孩子学车

反而更严格

95.9%受访者确认

身边存在怯于说方言的年轻人

57.2%的人认为有必要让年轻人了解方言的意义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