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淡定的中国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不淡定的中国人》

13位ISBN编号：9787807696796

出版时间：2014-8-1

作者：梁实秋

页数：28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不淡定的中国人》

内容概要

淡定是什么？不争，不抢，不浮，不躁，是内心到行为上的从容与平和。纵观过去到现在的中国人的
行为，往往是不淡定，比如，处处可见的插队，中国式过马路，暴发户式的炫耀，无时无刻的迟到⋯
⋯这些不淡定，深深地烙印在很多中国人身上，成为一种独特的国民性征。梁实秋从日常生活中，观
察到这种种不淡定的表现，用浅幽默、淡批判的文笔将之描述出来，犹如一面镜子，足以让我们每个
人对镜自省。说国民性，不必如鲁迅和柏杨一样下笔太狠太损，其实，不淡定才是最恰当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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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淡定的中国人》

作者简介

梁实秋，中国著名的散文家、翻译家、学者、文学批评家，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人士。一
生给中国文坛留下了两千多万字的著作，代表作有《雅舍小品》《雅舍谈吃》，长篇散文集《槐园梦
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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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淡定的中国人》

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中国人似乎没有讲公德的天赋
排队：陌生人聚集到一起便不肯排队
吐痰：随地吐痰罚款都无效
让：小的地方肯让，大的地方才会与人无争
守时：害对方苦等，岂是抱歉就能赎罪
计程车：司机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安全把握
旁若无人：这世界上除了自己还有别人
谦让：不需要谦让的时候谦让，需要谦让的时候不让
垃圾：社会上的垃圾比门前的垃圾更难处理
市容：只有脸面上的市容，后面则一时顾不了
孩子：孩子是一家之主，父母都要孝他
第二部分：只有个人，没有修养
健忘：忘恩负义乃是最难堪的事之一
暴发户:暴发户，一定要让人看得见
懒：可以推给别人的事，何必自己做
年龄：女人的年龄是一大禁忌
送礼：送礼是一件很费脑子的事
签字：签字足以代表一个人的性格
废话：人不能不说话，不过废话可以少说一点
幸灾乐祸：同情心缺乏，甚至冷酷自私的态度
匿名信：匿名信是不可预防不便追究的
脏：脏一点无伤大雅
病：人在大病时，人生观都要改变
握手：不要为了应酬每一个新交而磨粗了你的手掌
握手2：握手不一定文明也不一定野蛮
早起：早起晚起没什么了不得
吃醋：吃醋其实是一种嫉妒之心
义愤：给敌人真实的打击不比义愤更好吗
文艺与道德：文艺与道德没有必然联系
第三部分：那些不可理喻的人和事
女人：说谎、胆小、聪明
男人：脏、懒、自私
洋罪：外国人的习俗在我国似乎不合国情
过年：压岁钱不是白拿
一条野狗：一条无家可归惨遭捕杀的野狗
厌恶女性者：指女人为祸水，是厌恶女性者的口头禅
好汉：我们现在心目中好汉的标准不太高
虐待动物：防止虐待动物，却不防止人类自相残杀
狗：狗的眼力总是跟它的主人差不多
医生:有什么样的病人，就有什么样的医生
房东与房客：房东与房客总是在互相怄气
第四部分：缺点都是对比出来的
钱：钱是人类的公娼
代沟：代沟现象随时都在变化
包装：国货的包装不是非常精美就是非常粗糙
奖券：买彩票也是赌博的一种
音乐：凡是人为的音乐，都是宁缺毋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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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淡定的中国人》

生日:生日年年有，不稀罕
第六伦:主仆关系是第六种伦理关系
钱的教育:小孩所受的钱的教育，都是培养对钱的爱好
客:客没客人嫌寂寞，有人嫌麻烦
教育你的父母:子女也有教育父母的责任
第五部分：那些继承下来的“优良传统”
求雨：他们双膝落地，所为何来
风水：死生有命，非关风水
算命：人嘴两张皮，信不信由你
鬼:鬼在活人的心里，疑心生暗鬼
偏方:有些偏方实在偏得厉害
喜筵:客人忙着吃喝，主人忙着数钱
同乡：同乡观念难以消除是有理由的
小账：只要有钱，就有办法
讲价：讲价的关键在于一定要狠
礼貌：现行礼节最令人厌烦的莫过于敬酒
拜年：拜年似乎成了一种苦闷的象征
第六部分：小事化大，大事化可怕
搬家：搬家就像生病，很久才能缓过来
点名：点名可以帮老师多认几个字
婚礼：婚礼应该让小两口自己瞧着办
中年：别以为人到中年，才算完事
穷：穷若没有酸支持，便不会持久
请客：席终人散后，只有自己善后
门铃：一切烦恼都是生活环境造成的
谈考试：考试是少年时的苦事
谈友谊：臭味相投，方能永以为好
说俭：奢和俭本没有明确界限
谈礼：除非太不合理总比没有礼好
结婚典礼：结婚这件事，并不需要第三者参加
附录1：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附录2：丑陋的中国人（节选）
编后记：多少年来，依然不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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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淡定的中国人》

精彩短评

1、“写的是当年，说的是当下”，用这句话形容这本书再适合不不过了。《子女也有教育父母的责
任》这一篇章我非常认同。作者的写作属于近白话文？（不知这样形容对不对），使得文章看起来稍
稍费劲。
2、够犀利也够幽默，总之是我的菜
3、从容平和的梁实秋先生，用温柔幽默的笔触，点评国人的劣根性。
4、里面好多生僻字不认识，我是边查字典，边看完这本书的。
5、犀利又不失幽默，最后还节选了鲁迅和柏杨的同类文作比较，不错。
6、幽默的吐槽中传递着作者精致的处世心态和敏锐的洞察力，作者本身就在示范淡定，辞藻耐寻，
非常值得一读
7、好书好文好犀利
8、杂文杂事，篇幅短，妙趣横生，看完又买了两本他的杂文看
9、写实
10、论国民之劣根性，鲁迅失于太狠，柏杨失于太损，梁实秋温和多了。但真正温和了似乎力道就不
足了，但读起来还是舒服的，况且梁先生引经据典，读起来饶有兴趣!
11、跟丑陋的中国人立意趋同，只是梁比柏温和许多。谈的是几十年前的中国，可一些普遍心态习惯
和性格，现今依旧存在、大同小异，想想也挺有意思。读毕反躬自省，虽一直自认算淡定少求，可离
真正的“不争，不抢，不浮，不躁，内心到行为上的从容与平和”，那差得还老远，路漫漫其修远兮
⋯
12、感觉每一篇拿出来都还不错，但是放在了一块就感觉不太合适，容易造成疲劳。朋友那篇倒是很
喜欢，也许男女之间真的没有真正的友谊吧。
13、多少年来，依然不淡定。梁实秋的文字极好。
14、怎么评价的人这么少。。有几篇很不错，不过大多没有太一针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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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淡定的中国人》

精彩书评

1、（一）那一天，与友人乘坐电梯。或许是因为恰逢周末，所以出来闲逛的人格外地多，于是乘坐
电梯也成了一种技术活儿：本来是站在电梯两侧，等里面的人走出来我们再走进去，结果总是被身后
那些猴急的人给拥了进去——如果反应稍慢些，恐怕就要一头撞进电梯里面的人的怀抱中了，当然，
如果因此而得遇佳缘倒也是美事一桩，可在大多数时候我们听到的只是电梯里面想要出来的人那唧唧
喳喳的叫声。每每遇到此种情形，总会有些不淡定的人发声，继而会有另一种声音冒出。若是大家都
闲得冒泡，那么很可能还会听到第三种、第四种声音。总之，在那狭小的空间里，你想安静个十几秒
钟几乎是一种奢望。朋友说，这种拥挤，使她想起了平时乘坐公交车和地铁时的情形。在始发站，大
家上去几乎都可以找到座位，但还是要乱挤一通。挤车或许是因为心头有事心里烦，想早点坐上车心
里便踏实些，可那么多不淡定的声音几乎在同一时间响起，恐怕只会让这烦恼呈几何倍数增长起来。
正听友人吐槽时，忽地想起梁先生在一篇小文中如是写道：“一见电梯门启，便疯狂地往里挤，把里
面要出来的人憋得唧唧叫。公共场所如电影院的电梯门前总是拥挤着一大群万物之灵，谁也不肯遵守
先来后到的顺序而退让一步。”哦，原来，那个时候是这样子啊，和现在的情况一样嘛！（2）“看
丫儿那德性！跑网上炫富！一定是找了个牛逼的干爹！”“哼！就是！打倒炫富狗！”“请炫富狗滚
出去！或者，人肉他爹妈！”闲来无事，在一条炫富的微博下面看看网友们的回复，其中不乏比较中
肯的规劝，但也有义正辞严地呼喊，比如上面的那些。发微博的人，也许一边浏览诸网友的回复一边
心内窃喜：“嗯嗯，今天转发数量很多，评论的也多。嗯嗯，目的达到了！”富不就是炫给别人看的
么？“瞧瞧你们那穷屌丝样儿，你们买不起的东西，老子（老娘）统统都拿得下！”真有一种吞吐河
山的气势，那份靠金钱堆积起来的自信真是令人直视不得。但，世间总会有人敢于直视炫富者那过度
膨胀的自信，虽然表现得不那么淡定，可到底也是向一种陋习挑了一回战（至少他们自己这么认为的
吧），可话里话外都透露给人一种“老子咋就没富可炫”的感觉。其实，炫富者心里也怕，比如抗压
力弱、内心不够强大的炫富者也许会在众网友的骂声中删帖，一边删一边很不淡定地唠叨着：“等老
子换个马甲，还要卷土重来⋯⋯”把炫富者狠狠骂了个透的人看到那炫包炫车炫豪宅的帖子没了踪影
，也开始不淡定起来，“哈，还真被老子骂跑了，活该，有钱的就该被骂！”在一片不淡定的氛围中
，只剩下狂转炫富微博的那些人盯着“此微博已被删除⋯⋯”的文字发呆，这时候，他们应该是最淡
定的吧。（3）朋友问，淡定是什么？我一时竟不知如何作答。只拿起桌头上的一本书，看那封面妥
妥儿的有这么一行字：“淡定就是，不争、不抢、不浮、不躁，是内心到行为上的从容与平和。”我
与朋友相视一笑，原来我俩都不是那种从里到外都能淡定如老僧禅坐一般的主儿。比如，会因某人的
不守时而大发牢骚；比如，被不相干的人问起很私隐的问题；比如，遇到那种张嘴三分利的伸手党；
比如，在饭桌上面对端起满满一杯酒，横着一脸笑，对你说：“不干了就不给面子”的半生不熟的“
朋友”⋯⋯不过还好，此时我心内淡定一片，因为手头读的书很好看。但是在读手头这本书时，我又
开始变得不淡定起来，因为我不得不反省一下，梁先生笔下的那些陋习，是否也在自己身上存在。另
外，封底上的推荐语写得真好：“每个中国人都该对镜自省。”想起挚友说过：“反躬自省是一种好
习惯。”于是，我更加不淡定起来，生怕自己某一天连自省的习惯都给弄丢了。还有，这本书叫《不
淡定的中国人》。它让我领略到且终生难忘梁实秋先生那犀利、戏谑又深入骨髓的调调：中国人，咱
什么时候能妥妥儿的淡定一回？
2、我一个去英格兰留过两年学的姐们回国后，一次路边散步，姐们咳了口痰，四处找垃圾桶，非要
吐到里边，于是那口痰被含了三分钟.......人家说国外风气如此。作为生在大中华30年没离开过祖国的
土鳖，我很无助......
3、多少年来，依然不淡定（编后记）  文/王立刚近年以来，中国人似乎越来越高调了，世界各地都活
跃着中国人的身影，尤其是各个奢侈品店，各个旅游景点。中国人露脸的机会越来越多，然而露脸得
越多，却也多了很多丢脸的机会。国内外很多媒体上，总是能看到对一些中国人的行为进行批评，面
对这些行为，这些相关的批评，很多中国人都不淡定了。提到中国人的不淡定，很多人也许得不出具
体的定义。但是，提到随地吐痰，没有时间观念，排队经常插队，过马路不等红灯，嫉妒成功的人，
虚伪等等，中国人不淡定的形象便丰满起来，进而跃然纸上了。所谓淡定，便是不争，不抢，不急，
不躁，反之，与这些行为相反的表现便可以统统称为不淡定了。在淡定的反向表现上，国人的案例实
在太多，不一一列举。谈到中国人的劣根性，总是绕不过两个人，前者是鲁迅，后者是柏杨。鲁迅与
柏杨都是非常著名的杂文家，在看待国民性时都有一针见血的洞见，但是，鲁迅失于过狠，柏杨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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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淡定的中国人》

过损，都有些过犹不及的味道。梁实秋谈国民性，则显得温和许多，现象还是一样的现象，观点也是
类似的观点，鲁迅和柏杨说出来，纵然觉得他们说得对，但是又觉得被扒得赤裸裸的，不免尴尬，或
被刺得鲜血淋漓，疼得要命。梁实秋与鲁迅笔战时，有不输于鲁迅的犀利和严谨，但除了笔战之时的
犀利，平时的他更多的是一个雅士，而非鲁迅一般的斗士。这使得他的杂文，在犀利之外多了一些温
和，多了一些宽容，反而更容易为人所接受。我们现在看中国人的种种不淡定之处，似乎觉得习以为
常，甚至有些不以为然，以至于很多人会认为“反正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继续这样下去也没什么”，
或者“有点坏毛病而已，无伤大雅，不必一直都说吧”。而事实上，中国人在国外以及港澳台地区的
形象一直不佳，曾经的以及现在依然存在的不淡定之处，依然在不断地刷新着大陆之外地区的人们对
中国人不淡定形象的恶感。严格做到完美的淡定，对于很多人来说，很难。因为很多所谓不淡定的行
为已经深入到很多中国人的生活中，甚至骨髓中了。消除这些不淡定，需要多年的不断改变，不断淡
化这种“传承”下来的不淡定，需要很多代中国人的努力。梁实秋笔下的中国人，是21世纪以前的中
国人，近的离现在三四十年，远的离现在七八十年，严格说起来，好像不能等同于现在的中国人，但
是，细看他笔下所写的现象，细看他所描绘的当时人体现出来的心态和性格，与现在的中国人一一对
比，我们不难发现，虽然年代变了，但是国民本性还是大同小异，这也便是为什么被称作国民性的原
因吧。在《不淡定的中国人》这本书中，“写的是当年，说的是当下”，便是因为这本书的超时代性
，跨时代性，就像乐嘉的《本色》所宣传的“写的是我，说的是你”一样，概因同国同民之间肯定是
有一些共性的，这个共性超越时间，超越地域，超越性别，存在于不同人之间的血液中。所以，从梁
实秋笔下的中国人身上，依然可以看到我们当下的性格，当下的缺点，即“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对镜自
省”。当逐渐改正了这些缺点，从不淡定变得淡定起来时，我们中国人才是真正的完美了起来，我们
中国才是真正强大了起来。在编辑这本书时，为了体现、突出国民性的特点，我们将整本书分成了五
个部分，每个部分按类似的特点集为一类，并在文章中摘取、提炼了一些句子，放在目录中原标题的
后面，作为对原标题最合适的阐释和延伸。在五个部分的篇章页，根据不同的分类，对整个部分进行
了总结，突出了该分类的共同特点，进而切实地能从书中看到现代甚至自己的缺点，然后对镜自省，
完善自我，甚至完善社会。看了梁实秋的稿子，对比百十年来中国的变化与不变，更有感于中国人的
不淡定，是以编辑此书之际，一者对梁实秋先生颇有崇敬之心，二者对中国当下仍有深切期望，两者
相激，乃有此文。最后，我们附录了鲁迅先生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以及柏杨先生《丑陋的中
国人》的一段节选，以此与这本《不淡定的中国人》进行一下对比，以方便读者能更清晰地感受梁实
秋的风格。
4、进入正题之前，先来看几篇简短的报道——《北京青年报》报道：2014年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
，国家博物馆在迎来大批游客的同时还迎来了以文明引导员身份出现的60名在校大学生。这60名文明
引导员在两小时内劝阻近百起不文明现象。《大河报》报道：2014年5月19日是中国旅游日，郑州黄河
滩出现很多游客不文明现象，黄河大堤上到处可见游客遗留下来的垃圾。《人民日报》2014年5月19
日16版沈阳报道，辽宁省中部某县调研发现，一个山区农民家庭年收入2万元，但2013年人情随礼9600
元，几乎占全部收入的二分之一。《泉州日报》2014年5月13日第5版，5月15日第6版连续推出晋江、
石狮一带“黄金新娘”的背后系列报道，网友认为这种婚礼炫富是一种陋习，应该予以抵制。2006年
时中心文明办和国家旅游局征集“中国公民旅游不文明行为表现”和“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建
议”，其中征集到的主要有随处丢垃圾、不排队、大声喧哗、贪小便宜等10种主要不文明现象。然而
时至今日，中国人的不文明现象依然随处可见，甚至变本加厉，愈发泛滥了。是中国人的素质正在逐
年下降吗？应该不是。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国民整体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国民素质应该有所提升才
对。是媒体曝光率提高的原因吗？有一定这方面的因素。毕竟中国人出现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机会越
来越多，其所暴露出来的缺点和错误被曝光的几率也会相应的越来越多。但是，归根结底，最重要且
最根本的依然是，中国人本身所具有的国民性：不淡定。有人认为，国民性也许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
有相应的变化，比如，最早的时候，鲁迅笔下的国民性，主要体现为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
奴性，而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国民性，是战乱频繁、国势动荡时期的国民性，与和平时期
相比，太具有时代特点，不能推而广之。所以，到后来柏杨重新定义的时候，便用了另一个词：丑陋
。柏杨几乎用尽了各种贬义词来形容、定义中国人，虽然中国人本身确实具有很多很多历史加之于身
的、环境加之于身的缺点，但是，柏杨用词依然过于尖损，过于将中国人的部分缺点放大化、严重化
、恶性化了。以至于在他笔下的中国人，似乎成了全世界最恶劣最讨人厌的人种，这显然是有失偏颇
的。然后便是《不淡定的中国人》对国民性的定义：不淡定。这个定义，是梁实秋几十年生活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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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是他从民国到20世纪80年代跨越多个时代的经验，是他从大陆到台湾再到美国等多地生活之后
的体验，这种时间跨度长，地域跨度广的阅历，足以支撑他对国民性定义的说服力。以我们当下的观
察来看，事实上国民性也确实更接近梁实秋笔下的状况：中国人只是不淡定。有一本畅销书叫《淡定
的人生不寂寞》，其实，我觉得反而是“不淡定的人生不寂寞”，因为你身边都是不淡定的人，你也
是不淡定的人，一样经历着插队以及被插队，一样经历着中国式过马路，一样经历着彼此约定了时间
却互相迟到⋯⋯这样的人生中，你们都是同样的人，都在以身作则、现身说法地实现着不淡定，诠释
着不淡定，你们如此相同，如此合群，怎么会寂寞呢？不淡定之所以被认为是恰到好处的定义，是因
为这是基于对最平淡的生活进行了最细致的观察得出的定义，是不会因为时代变化而产生巨大变化的
定义。无论年代怎么变化，人们的吃喝拉撒，人们的衣食住行，都还要进行，纵然有表象上的变化，
其根本性是一致的。所以，基于这方面的观察得出的定义，必然会更接近事实本身，必然会更为接近
事物本质。那么，我们应该以此为荣，还是以此为耻呢？反正，不淡定的人那么多，至少你不会寂寞
。不过，说句正能量的话，我们还是以之为镜，完善自我比较好。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变得淡定了，那
淡定的人生也就真的不寂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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