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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劣根和优根》

前言

　　这也并非自己的发见，是在内山书店里听着漫谈的-时候拾来的，据说：像日本那样的喜欢下“结
论”的民族，就是无论是听议论，或是读书，如果得不到结论，心里总不舒服的民族，在现在的世上
，好像是颇为少有的，云。　　接受了这一个结论之后，就时时令人觉得很不错。例如关于中国人，
也就是这样的。明治时代的中国研究的结论，似乎大抵受着英国的什么人作的《中国人的气质》的影
响，但到近来，却也有了面目一新的结论了。一个旅行者走进了下野的有钱的大官的书斋，看见有许
多很贵的砚石，便说中国是“文雅的国度”；一个观察者到上海来一下，买几种猥亵的书和图画，再
去寻寻奇怪的观览物事，便说中国是“色情的国度”；连江苏和浙江方面大吃竹笋的事，也被算作色
情心理的表现的一个证据。然而广东和北京等处，因为竹少，所以并不怎么吃竹笋。倘到穷文人的家
里或者寓里去，不但无所谓书斋，连砚石也不过用着两角钱一块的家伙。一看见这样的事，先前的结
论就通不过去了，所以观察者也就有些窘，不得不另外摘出什么适当的结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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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劣根和优根》

内容概要

《中国人的劣根和优根:日本人眼中的近代中国》内容为：作者从自身的生活经验和学识出发，以丰富
的在华生活经历和扎实的汉学功底，深入剖析了中国国民、中国文化。解释了中国人的天命思想、家
族孝道、功利心、和平主义等。内山在文中流露出对中国下层劳动人民的深深同情、渡边对中国人的
审美观、天命观及思想上的矛盾性有非常深刻的见解，而原物对中国人的归纳逻辑的缺乏进行的批判
。由于历史的阶级立场所限，《中国人的劣根和优根:日本人眼中的近代中国》中的许多观点是片面乃
至错误的，但总体而言，他们对中国人的劣根和优根的批判依然十分到位，值得我们中国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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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劣根和优根》

书籍目录

活中国的姿态  序  绪论  文章文化与生活文化  一  帮之一种  二  零买较贱  三  生命与权利  四  三类根性  
五  一种习惯  六  便茶  七  剩饭  八  又一剩饭  九  相互扶助之宴会  一〇  因人定价  一一  生活符号之文字
 一二  有限公司无法赢利的背后  一三  彻底的实际生活  一四  某日之交易谈话  一五  中国人个人主义乎 
一六  钟之音  一七  赌博之概念  一八  关于洋纱  一九  饭店之二景  二〇  对于商品之注意  二一  偷与落  
二二  关于天井  二三  木与竹  二四  不全力倾注必败  二五  福禄寿  二六  绑票  二七  天无绝人之路  二八  
殉教  二九  口言谢则失其亲切  三〇  劳资协调  三一  中国人的生活  三二  针尖和拳头  译者附记中国国
民性论　译序　第一论  天命　第二论  孝道　第三论  文弱的和平主义　第四论  实利性　第五论  自利
心　第六论  保守与形式  　一  保守　　二  形式　  附  辞令之巧妙　第七论  趣味性  　一  尊重黄卷　  
二  华丽浓厚，坚牢巧致　第八论  矛盾性　  一  思想之矛盾　  二  冷热之两面　  三  差别的而又是平等
的　  四  排外的而又是同化的  　五  文弱的而又是强韧的　  六  贫富之两极中国民族性论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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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劣根和优根》

章节摘录

　　一　帮之一种　　我说，不知长江则不知大河，何以呢？长江可以说是大河的缘故；不知中国则
不知大陆，何以呢？中国便是大陆故；不知中国生活则不知汉字，因汉字即中国人生活的符号故。　
　住在日本内地的人们，不论如何用尽了方法，究不能测知长江之大。欲知长江之大，除了亲眼去看
一下长江之外，别无办法。同样，住在日本内地的人，不论如何用尽了方法，到底明白不了什么是大
陆。欲知何谓大陆，也仍只有亲自到中国国内旅行一次，才是最好的捷径。　　一提起汉字，立刻使
人联想起来的，便是日支（“支”指支那，China之音译，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对中国之通用称呼，
并无歧视之意——编者注）两国用同文之国。遂觍然放言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等等的话的人所在皆
是。我除了惊其自夸之甚之外，不能更赞一辞。原来，所谓汉字者，若完全如日本人所解释的一样，
诚为无上的幸事，不能不使两国人共庆了。无奈事情并不如此之简单。日本人对于汉字的解释，是离
开了中国人的生活的解释，依了这样的解释，而欲了解中国人的生活，实际上是难上加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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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劣根和优根》

编辑推荐

　　国内外情势的变迁。强迫我们放弃一向糊涂的态度。现代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固然应该明
白认识；现代中国是一个什么东西，又何尝不应该明白认识！本书作者从自身的生活经验和学识出发
，以丰富的在华生活经验和扎实的汉学功底，在介绍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同时，深入剖析了中国文化、
中国人的国民性和民族心理。因为作者的立场不同，所以文章中深深地打上了各自所在阶级的烙印，
三篇文章基本上处于左、中、右三种立场，有深深的同情，也有强烈的批判，当然也不乏贬低和攻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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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劣根和优根》

精彩短评

1、《活中国的姿态》写得真好，看着好舒心。第三篇的作者是傻逼。第二篇看不下去。
2、能揭露一部分情况，但总体上感觉有些是错误的论断。。。
3、大概翻了一下，没有细看，还不错
4、快跑
5、内容扎实，只是里面配图有些勉强。
6、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人的种族，祸哉祸哉～
7、国人不知道的历史细节，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角。从我们认为的配角那里以主角的口吻描述他们
眼里的配角吧！挖出从没有意识到的劣根。
8、我们很快会赶上的，从这本书上给自己治治病也是很好，然后再补补
9、有很多地方现在也还是一样····
10、刚开始读这本书，诚如所言：不知中国生活则不知汉字，因汉字即中国人生活的符号故。后面在
零买较贱中富有人情味的中国式买卖；生命与权力中前人对于生命的看待等都已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步
伐而消亡殆尽，剩下的只是所有权较之人类的生命，更为宝贵也。现在社会状况到底是好是坏，还有
待历史的考证，但人性道德的沦陷，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11、读了一半发现已经过时了，弃了
12、不是做研究的话，用不着看这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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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劣根和优根》

精彩书评

1、首先，我要赞扬一下书的编者，因为本书的第一篇文章是内山完造的《活中国的姿态》，鲁迅为
其作序，于是我很自然地想起鲁迅的一句精典“鄙人素来不惮于最歹毒的恶意揣度国人”，在当下市
场经济主导、物质利益至上的大潮流下，出版此等叫好不叫座之书居心何在？沽名钓誉之嫌难免。不
过编者是行动很好地诠释了清白，通本不见编者之名，仅冠以“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出
版说明中说出版本书目的“不仅仅是想让今天的读者了解当年的日本人怎么看待中国，而是要让今天
的中国人更好地认识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忧国忧民之心，我相信是真的。目前刚刚看了《活中国
的姿态》的一半，作者内山完造旅居中国二十余年，对中国了解颇深，针对当时日本听风就是雨地片
面理解中国的情况很是不满，奋然写下此“拨乱反正”之文。作者认为中国文化大体可分为两种：文
章文化与生活文化。文章文化就是纸上的文化，但纸上的文化未必就是真正的中国文化，作者认为真
正的中国文化也许更体现于日常的生活之中，而这却正是历来研究中国的外国学者所严重忽视的，于
是造成对中国的片面理解，真正的中国文化反而淹没在以讹传讹的海洋里。因此，作者截取了32个近
代中国日常生活的片断，作了白描式的演绎。这些片断，有些是现今还经常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
的，我们却并不怎么为意；有些已随着时代的更迭远离了我们的视线，但我们同样从未对其关注过。
因为我们总是认为理所应当，而作者却在这些平常里看出了大智慧，也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另有一番风
味的中国文化。内山完造是个好人，其作品也多是从善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文化，但作为中国人的我读
来却觉得十分汗颜，这一点鲁迅先生也在序中明确表示不赞同，并认为“有多说中国的优点的倾向”
。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最倾心于中国的一种我总结为“劫富济贫的温情文化”，作者认为中国的生活
文化里有一种天然的难能可贵的保护弱者的机制。比如，一个富太太去打菜油总是只有八分满，而一
个穷阿妈去却是满满一瓶；一家公司员工的伙食以前是包给一家专门送外买的餐馆做的，这时公司里
老司务是免费跟着一起蹭饭吃的，可有一天这家公司员工的伙食包给了一个家庭生活很困难的已退休
的老同事来做，这时公司里老司务就主动提出来不再蹭这个饭吃了，因为似乎心理上、面子上都过不
去；一次买一斤米的份量总没有分成两次一次买半斤的份量多，作者认为这是因为一次买得多的人是
有钱人所致；一处法租界的无人居住的房子，被难民做了临时避难所，外国人买来后叫来警察拳脚棍
棒地三下五去二直接将难民赶走了事，而相邻的中国街上同样的情形，购房者却不得不给每位难民一
定数量的“遣散费”，等等。以上种种，作者认为虽然西洋文化口口声声说“最后一人之生存权之确
立，为法之中心使命”，可事实上哪有中国文化这般“温情”啊！其实，一件事实，你非要从好的角
度去想它总能找到好的由头，可真相真是如此吗？以上作者列举的种种表现，很多情况下也许只是中
国人爱占小便宜的根性体现罢了。穷阿妈打菜油打得满，是因为穷阿妈非要讨价还价地多打一点儿，
卖的人也就退让了多打一点儿，而富太太不讨价还价，经济上没那个必要，面子上也过不去，卖的人
也正是抓住了这个心理故意少打点儿；一次买得多的份量没有分几次买得少的份量多，是因为每次买
时占的小便宜的量差不多，故买的次数越多总量就越多了，并不是谁有钱谁没钱的原因；而给“遣散
费”的原因也并不是非得这么做不可或出于同情之心而为，而是基于一种舍财免灾的心理，钱又不多
，几块钱就打发走的事何必整得那么复杂呢？请警察的“打狗钱”说不定比“遣散费”贵得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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