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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国与吾民》

内容概要

《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My People)又名《中国人》，是林语堂在西方文坛的成名作与代表作
。该书用坦率幽默的笔调、睿智通达的语言娓娓道出了中国人的道德、精神状态与向往，以及中国的
社会、文化与生活情趣。 本书将中国人的性格、心灵、理想、生活、政治、社会、艺术剖释得非常美
妙，并与西方人的性格、理想、生活等做了深入的比较，在海内外引起轰动，美国许多知名人士推崇
备至，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广泛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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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国与吾民》

作者简介

林语堂（1895—1976）一代国学大师，曾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作家。著有《生活的艺术
》《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等，并将孔孟老庄哲学和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等人的文学
作品英译推介海外，是以英文书写扬名海外的中国作家，也是集语言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于一身的
知名学者。
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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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国与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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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国与吾民》

精彩短评

1、30万字。1936年的译本读起来苦不堪言。内容而言，第一部分只能批判着看了，毕竟现在的中国人
大多受的是西式教育，再拿80年前林语堂总结的几个关键特征说事，就像是外国人眼中，国人还是清
末的黑白照片里那种刻板印象一样可笑；第五章看得出林语堂明显的男权倾向，时代局限性；第六章
大妙，家族制度当真是民族顽疾；后三章偏科普，不读也罢。
2、林老师的视角和语言都非常独特，好书！
3、前面挺有趣的 越到后面就越有点无味了 有时间再看一遍 
4、智慧与情感的碰撞，喜欢林老师的风格！
5、又看完一本，今年的第三十七本了⋯
很喜欢最后的一部分：“当吾们向人生望出去，吾们的问题不是怎样生长，却是怎样切实地生活；不
是怎样努力工作，而是怎样享乐此宝贵为欢乐之一瞬；不是怎样使用其精力，却是怎样保藏它以备即
将来临的冬季。”不论吾国人民是淳朴、保守、勤奋、忍耐还是圆熟、老猾俏皮，吾们都在很努力地
生活，在一点点改变世界对我们的看法。
6、惊叹于林语堂先生对中国人的洞察力，特别是当我读到上部中国人之德行、中国人的心灵、人生
之理想这几章的时候，甚至有一种自己被看穿的感觉。距此书写就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中国有些情
况已经改变了，但是很多还是没有变，一个拥有几千年历史的国家，一直在不同历史阶段改变的融入
新鲜血液并抛弃一些旧的思想，但它还是它。中国的庞大与悠久表明它不容易完全被改变和一种中庸
的坚韧。希望吾国与吾民能愈来愈好。
7、林老先生对国人的见解相当透彻，这是一本值得温故知新的好书。
8、酣畅淋漓。大师之作 可能翻译回来的过程中有失原味 希望有机会读读林先生的英文原作。
9、国学大师，名不虚传！
10、林语堂先生大多观点皆认同，可时代在变迁，本书有诸多论证放在当下则大为不适，看诸君皆以
此书论证当下国民，未免有些不妥？
11、大有以偏概全的嫌疑，南方与北方的描写不敢苟同。
12、缓存⋯⋯20%⋯⋯缓存⋯⋯10%⋯⋯缓存⋯⋯30%⋯⋯缓存（读之进度犹如此）
13、阅读体验不是太好，黄嘉德的翻译好别扭啊！而且删节了“中日战争之我见”这一重要篇章。也
许本书更适合对中国感兴趣的英语国家读者。有两个细节要注意：1，不要再说国人无信仰，诗歌就
是中国人的宗教。2，即使中国和她的人民有许多缺点，作者还是以非常饱满的真诚用“吾国”“吾
民”这样的字眼来抒写，而非某些同胞常挂嘴边的“你国”这样只图一时痛快而伤人伤己的极端惹人
反感的字眼。
14、林语堂老师的语言很诙谐、幽默！
15、幽默中体现了，中国人的各种，很好的书，但有点半白话文的感觉。读起来微微有点慢
16、分析得很到位，值得品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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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国与吾民》

精彩书评

1、一代国学大师眼中的国与民——读《吾国与吾民》滁人也林语堂的作品，笔者读过《京华烟云》
，上下两册，故事写得千回百转，荡气回肠，将清末到民国初年一段历史用独特的视角展示在读者面
前，可以说，其艺术水准，说远超当下无数畅销小说也不为过。而这本《吾国与吾民》，则是当之无
愧的文化读物的经典之作。林语堂曾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是第一位以英文书写扬名海外的中
国作家，也是集语言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于一身的知名学者。他的小品散文，自成一家。他认为理
想的散文，应该是“乃得语言自然节奏之散文，如在风雨之夕围炉谈天，善拉扯，带情感，亦庄亦谐
，深入浅出，如与高僧谈禅，如与名士谈心，似连贯而未尝有痕迹，似散漫而未尝无伏线，欲罢不能
，欲删不得，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语如见其人”。而这本《吾国与吾民》，正体现出作者这种谈话
风格的艺术范式，并且处处显得闲适幽默、性灵超远。其半雅半俗、亦庄亦谐、深入浅出、超脱悠闲
的语言，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真正享受到东西方智慧交融的幽默情味。《吾国与吾民》是林语堂先生
在美国用英文创作的杂文集，分上下两部。上部为“基本要素”，包括“中国人民”、“中国人之德
行”、“中国人的心灵”、“人生之理想”四章；下部为“生活”，包括“妇女生活”、“社会生活
与政治生活”、“文学生活”、“艺术家生活”、“生活的艺术”等五章。要全面论述一个国家的“
国与民”，并非易事，要从怎样的角度切入？作者是这样说的：“我以为观察中国之唯一方法，亦即
所以观察其他任何各国之唯一方法，要搜索一般的人生意义，而不是异民族的舶来文化，要渗透表面
的古怪礼貌而觅取诚意的谦德；要从妇女的艳装异服下面，寻求真正的女性和母型；要留意男孩子的
顽皮而研究女孩子的幻想。此等男孩子的顽皮，女孩子的幻想，以及婴儿之笑窝，妇人之哭泣，丈夫
之忧虑——它们都是全世界各处相同的表象。”作者认为，只有经由丈夫之忧虑与妇人之哭泣，才可
能正确地认识一个民族。而作者的这种观念，也正是其从“生活”层面去探究“国与民”的立足点了
。笔者秃笔，无法一一叙述该书之精妙，暂且引一段论述来“管中窥豹”。在下部“妇女生活”的第
二节“家庭和婚姻”中，作者由自己在苏州乡下游玩，被一帮子女轿夫抬上山说起，从而质疑“女人
在中国曾否真受过压迫？”然后谈论中国女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处于从属地位，不得不逆来顺受，但
在家庭中，女人却是主脑。莎士比亚的名言“水性杨花啊！你的名字便是女人”在中国是根本行不通
的、没人会相信的，因为“至今中国仍有许多慈禧太后存在于政治家的及通常平民的家庭中，家庭是
她们的皇座，据之以发号施令，或替她儿孙判决种种事务。作者为了将此进一步论述，接着又如是说
：“所谓‘被压迫女性’这一个名词，决不能适用于中国的母亲身份和家庭中至高之主脑。”于是，
作者举《红楼梦》中贾母的身份地位，凤姐与其丈夫的关系等等，以及《野叟曝言》中水夫人只消一
言出口，可令其身为卿相的儿子下跪于她面前之智慧，来细说中国女人的奇特地位。而女性治家，实
则又和一个国家的专制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由“小家”看“大家”（国家），亦能略懂中国文
明传承几千年而不至于崩溃的根源了。中国的家族观念，一边是促使中国文化传承千年不断，但又促
使中国成为了一个“个人主义的民族”：“国人只顾效忠家族的心理实即为扩大的自私心理”，因此
，国人很多时候，体现出公共精神的缺乏。作者这样的论述，在今天看来，应该还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一代国学大师眼中的国与民，并非孤立地个体，而是因为有其民，所以有其国。民有优秀之品，亦
有不足之憾，因而，国运传承几千年，华夏文明依然璀璨，但“民”素养之提升空间，依然无穷大。
“国”之精神探究，应该也是无穷尽的了。作为读者，能够深入大师的世界去领略其东西方交融的独
特的思想，亦是一大快事了。
2、近代以来，中国不乏有识之士致力于探讨传统社会，分析国民品性，意欲捍卫民族自尊，探寻救
亡图存之路。比如鲁迅的文学耕耘，梁启超的政治学研究，严复的社会探讨等，他们或是笔势严峻，
或是议论宏伟，或是立意深刻，但无疑极大推动了社会的反思，对于警醒世人，改革图新起到了很大
的启蒙作用。与这些伟岸的身影著就的学术专著不同的是，林语堂先生试图通过自己的“苦思苦读”
“自我省察”“发表自己的意见”，其话题轻松但不失庄严，戏谑严厉但不缺诚恳，头绪繁杂但主次
分明，是以博取了大众的颇多关注，而这本书就是《吾国与吾民》。读林语堂的文字总是很享受的，
不管是他选取的材料还是他的笔调，都有着自己深刻的个人印记。而这印记，虽然每个人不同，但对
于曾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每个人，多少都会感触颇深的。身居海外的华人，也不止心里牵挂着故土的
亲朋，更是为人处世处处显扬着中华文化。而林语堂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尝试在海外探讨故土，探
讨故土的国民，由此可见中华民族韧性之一斑。 这是一本很有“诱惑力”的书，你很容易从中找出中
国南北方差异的描述，也可以找回中国历史演进的“规律”；大众群体的一些无意识的德行也会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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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国与吾民》

及，并被与西方相比较；从前人性的差异，理念的不同，理想的追求使当下的我们大开眼界，而对于
从前先哲崇拜的泡影似乎也被吹灭；从前境遇形成的不幸被当作笑谈，而现在我们立足于二十一世纪
，对于过去的社会政治虽也感到陌生，但确知并非永远，故也会付之一笑，任历史随风飘走。尽管如
此，但林先生对于文化生活的观点却总是恒久恒新的。不管是笼罩在我们头顶上的儒家的规整的入世
之说，还是深入肌肤的道家的逍遥的出世之说，更或是飘来的佛音，这些思想观点，拼凑到我们上面
所述的形形色色的生活行为之中，构成了一幅绵延几千年的东方画卷。对于这幅画的理解，将会伴随
我们人生的始终。虽然我们现在的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可是我们的品性还没有彻底改变，我们也不想
改头换面，我们对于自己有信心，我们渴望保留曾经我们成就过的，不被任何别人改变。这是我作为
一个八十多年后的一个读者的理想，也是作为一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二十多年的人的心愿。对于自
己国家过去的探讨，每个人早晚都会遇到。尽管看书可以弥补年龄上的缺乏，但归于内心，出于本意
，以此作为方法，就如同林语堂先生当初那样，我相信才会最珍贵。以书中第四章的中一首作为寄托
我当下的情思的载体，我觉得再合适不过了。云淡风清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
为偷闲学少年。
3、听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吾国与吾民》是林语堂的一部长篇小说。该书作者在此书中以冷静
犀利的视角剖析了中国这个民族的精神和特质，向西方展示了一个真实而丰富的民族形象。这是林语
堂第一部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的英文著作。林氏在该书中用坦率幽默的笔调、睿智通达的语言娓娓道
出了中国人的道德、精神状态与向往，以及中国的社会、文艺与生活情趣。《吾国与吾民》一书，又
名《中国人》，是林语堂先生的代表作，同时也是他在西方文坛的成名作。原书是作者用英文创作的
，书名为&quot;My Country and My People&quot;。后来经郝志东、沈益洪二人将全书翻译为中文，由
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这部全译本《吾国与吾民》补上了原著中的一些重要而颇有争议的篇章，有《
蒋介石其人其谋》、《收场语》（初版）、《我们的出路》、《领袖人才的要求》等。在保持原著原
有风格的基础上，又增添了译者的附记、索引等内容，使得整部书的思想及内容更为完备。《吾国与
吾民》一书的主体内容，共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背景”。包括了《中国人》、《中国人的性
格》、《中国人的心灵》、《人生的理想》四章。这本书问世了，正如所有伟大的书籍终会问世一样
。它满足了以上所有这些要求。它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它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
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
中国的著作。更值得称道的是，它是由一位中国人写的，一位现代的中国人。他的根基深深地扎在过
去，他丰硕的果实却结在今天。作者林语堂，福建龙溪人，1895年出生于福建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
为教会牧师。1912年林语堂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
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
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
。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写杂文，并研究语言。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
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
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风声鹤唳》， 在法国写《
京华烟云》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林语堂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是风光无限的一
生。
4、文/岸晓风说起林语堂先生的传世之作，肯定绕不开《吾国与吾民》这本书。这是林语堂第一部在
美国引起巨大反响的英文著作，曾在相当长时间内盘踞畅销书榜首位置。我们现在读到的其实是根据
英文而翻译过来的，但是这更进一步说明了林语堂先生“脚踏中西文化”的伟大与自信。具体对于这
本书来说，书中的主要内容是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林氏在该书中用坦率幽默的笔调、睿智通达的语言
娓娓道出了中国人的道德、精神状态与向往，以及中国的社会、文艺与生活情趣，让那些起初对我们
这个东方大国不太了解的西方人一下子进入了“欲罢不能”的境地。而对于我们来说，从书中读到的
更多是关于中国的国民性。当然这本书有很多突出的特点。这里试举两例。比如有趣。对于中国南北
方的差别，虽然每个国人都能说上个子丑寅卯，但是林语堂先生的见解则有趣的多。比如书中说北方
人，他们服习于简单之思想与艰苦之生活，各自结实高大，筋强力壮，性格诚恳，喜啖大葱，爱滑稽
，常有天真烂漫之态；而南方人，则是习于安逸，文质彬彬，巧作诈伪，智力发达而体格衰退，爱好
优雅韵事，静而少动。书中解释湖北人是“九头鸟”时说，中国向有“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之
俗谚，盖湖北人精明强悍，颇有胡椒之辣，犹不够刺激，尚需爆之以油，然后煞瘾之概，故譬之于神
秘之九头鸟。说到湖南人时候说，勇武耐辛劳，湘军固已闻名全国，盖为古时楚国战士之后裔，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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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可喜之特性。比如深刻。书中谈到“忍耐”时，说这是中国三大恶劣而重要的德行之一。它存在
于数千年特性的文化与社会的势力下。因为，那里人口稠密，经济压迫使人民无盘旋之余地，尤其是
，家族制度的结果，家庭乃为中国社会之雏形。无可无不可之品行，大部分缘于个人自由缺乏法律保
障，而法律复无宪法之监督与保证。又说，中国人民曾忍受暴君、虐政、无政府种种惨痛，远过于西
方人所能忍受者。书中举例，四川省一部分，赋税预征已达三十年之久，人民除了暗中诅咒，未建有
任何有力之反抗。可以说，这样深刻而精到的论述，现在读来都极具教育意义。
5、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林语堂是一位特殊的人物。他一生著作颇丰，思想内容极其复杂，从小接
受的是西方文化的熏陶，却孜孜不倦地向世界解说中国，向祖国表达赤忱。他自称“两脚踏中西文化
，一心评宇宙文章”，是中国传统精神与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结晶。作为用英语创作的中国作家，他
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系列作品影响深远，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吾国与吾民》。《吾国与吾
民》又名《中国人》，共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基本要素”包括中国人民、中国人之德行、中国
人的心灵、人生之理想四章，第二部分“生活”包括妇女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文学生活、艺
术家生活、生活的艺术五章。作为林语堂的代表作，也是他在西方文坛的成名作，林语堂在此书中以
冷静犀利的视角剖析了中国这个民族的精神和特质，向西方展示了一个真实而丰富的民族形象。《吾
国与吾民》强烈地表现出林语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依恋和颂扬。他从日常生活的观察与思索中去发现
中西文化的不同，取的是艺术家的态度，表现为小品文的境界。尽管林语堂强调他谈的是超越儒、道
、释的整个中国文化，但评论界却发现林语堂是站在道家立场来评判、选择中国文化的。有学者表示
，林语堂以这种道家精神在日常生活中的形态表现为对生活常识、人生本相的关注，并将之视为人生
目的，这才是真实、自然、高尚的，是富有永久生命和价值意义的。翻阅《吾国与吾民》，表面上看
好似漫不经心地娓娓道来，仔细回味，却独具匠心，暗藏修辞技巧。在书中，他探索国民性，提倡精
神复兴，呼吁民主自由，赞颂民众力量，分析中国的命运将怎样？她是否能生存下去一如已往之光荣
？能否不蹈其他古老民族之覆辙？上帝是否真愿意她成就为第一流民族，还是仅仅为“地球太太的流
产儿”呢？在第二部分，他着重分析了“中国人民生活之实际情况——其两性关系、其社会的、政治
的、文学的、艺术的各方面”，讨论范围“包括妇女问题、社会问题暨文学与艺术各端”。认为“中
国文化为世界数种纯粹固有文化之一，故与西洋文化一加比较，可发现许多饶有兴味之特点”。言辞
间轻松自然、亦庄亦谐，体现出林氏灵性与闲适幽默的写作风格。林语堂以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与思路
，揭示了中国这一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的特征，娓娓道出了中国人的道德、精神状态与向往，以及中国
的社会、文艺与生活情趣。温和优雅、节奏舒缓，舒卷自如地抒发思想感情。正如书中提到“中国为
什么历经周期性的劫难之后，仍能生存下来，这种种族耐力与吸收外族血统的能力究竟来自何方？”
“这种耐力与活力，部分是体质上的，部分是文化上的。而使种族稳定的文化因素之一首先是中国的
家族制度。另一个使社会安定的文化因素是中国完全没有固定的阶级。”林语堂以西方视角描述中国
，本身就是处在我们所观察不到的侧面，他向全世界提供了一个真实的中国形象，单就这一点，便可
称之为一部不朽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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