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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气质》

内容概要

《汉译经典09:中国人的气质》是明恩溥在《字林西报》发表的一组介绍中国人生活、风俗和性格的文
章的合集。《汉译经典09:中国人的气质》生动概括、描述了中国人的一些典型性格特点。虽然有一些
误解和偏见，但大部分的观点还是客观犀利的，可以让我们对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生活“真相”有深刻
的了解。鲁迅先生生前曾向国人郑重推荐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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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气质》

作者简介

明恩溥(1845—1932)，又作明恩普，美国人，1872年作为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来华。他最初在天津
，1877年到鲁西北賑灾传教，在恩县庞庄建立起教会，并先后在此创建小学、中学和医院，同时兼任
上海《字林西报》通讯员。1905年辞去宣教之职，定居在北京附近的通州，专事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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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气质》

章节摘录

　　第一章　面子　　初看上去，用&ldquo;脸面。这个全人类都有的身体部位来概括中国人
的&ldquo;性格&rdquo;，没有比这更为荒谬的事情了。但是在中国，&ldquo;面子&rdquo;一词可不是单
指脑袋上朝前的那一部分，而是一个语义甚多的复合词。其内涵之丰富，超出了我们的描述能力，或
许还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　　为了大体上理解&ldquo;面子&rdquo;一词的含义，我们必须考虑到
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人是一个具有强烈演戏?能的种族。戏剧几乎是唯一的全民娱乐方式，中国人之
热衷于看戏，就如同英国人喜爱运动、西班牙人喜爱斗牛一样．任何一个轻微的刺激，都会使任何一
个中国人把自己当做戏剧中的一个角色。他会做出种种戏剧化的举动，诸如躬身下拜、双膝跪地、伏
地不起、以头叩地，对于一位西方人来说，这些举动即便不是荒唐可笑的，也纯属多余。中国人是按
照戏剧的方式来思考问题的。一个人需要为自己辩护的时候，面对两三个人，他也会像是面对一大群
人那样说话。他会大声说道：&ldquo;我是当着你们的面说的，你，你，还有你，你们都在这里
。&rdquo;如果他的麻烦事得以解?，他就会说他体面地&ldquo;下了台&rdquo;如果没有得到解脱，那他
会发现自己无法&ldquo;下台&rdquo;。很明显，所有这一切都与实际情况没有任何关系。问题从不在
于事实，而永远在于形式。如果在合适的时机用合适的方式道出了漂亮的话语，演戏的要求便得到了
满足，我们不必到幕后去偷看真相，否则将会毁掉世界上所有的戏剧。在复杂的生活关系中适当地做
出这种戏剧化的举动，这就是有&ldquo;面子&rdquo;。如果做不出这些举动，忽略这些举动，阻挠这
些举动的展示，就是&ldquo;丢面子&rdquo;。如果理解无误，就会发现，&ldquo;面子&rdquo;就是一把
钥匙，用它能打开那只藏有中国人诸多最重要性格的密?箱。　　还要再补充一点，调控&ldquo;面
子&rdquo;及其获得方式的种种原則，常常完全超出了西方人的理解能力，西方人总是会淡忘这种戏剧
化因素，闯入不相干的事实范畴。对于西方人来讲，中国人的&ldquo;面子&rdquo;就像是南洋岛民的
塔布。一样，是一种不可否认的潜在力量，它叫人捉摸不透，不受规则约束，其废止和更替的依据仅
在于一致的感受。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和西方人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永远不可能对同样的
事物抱有同样的看法。在调停每个村子里都很常见的那些小争执时，&ldquo;和事老们&rdquo;必须仔
细斟酌如何顾及每一方的&ldquo;面子&rdquo;，就像欧洲的政客?对权力均衡的斟酌一样。这样做的目
的不是为了客观公正，完全不偏不倚的公正虽说在理论上可行，但对于一个东方人来说却不大可能实
现，这种调停的目的就在于完全照顾到各方的&ldquo;面子&rdquo;。同样的原则也常常被用在诉讼裁
决中，绝大多数诉讼都以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来收场。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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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气质》

精彩短评

1、这是鲁迅推荐的书，在他生命的最后14天，他还记着则本书，读来非常有益，外国人究竟是怎么看
待中国人的民族性和性格的呢？这里又非常好的解答，作者文笔很幽默，态度也很可观，总之是一面
镜子！价格也很满意，质量更是没得说，总之一句话：满意！
2、很好的一本书，给孩子买的，正版。
3、100年之前写的书，书中描述的关于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种种特点至今仍然完好的存在，这100年来基
本无变化，也可能是这5000年来基本无变化。
4、虽然作者带有一定的西方中心论和基督教传教色彩，虽然本书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但是仍然瑕
不掩瑜。曾经的我以为，近代以来中国的衰落是因为一百多年的机遇问题，是因为五十年来的政治问
题，现在才深深觉得，是五千年的文化问题。
5、比江城之类的好很多。
6、某些观点确实精辟，但也有不少因为作者在中国视野狭窄，接触不深，导致一些看法存在偏见，
甚至因为文化隔离，导致的误解。
7、很好的一本书，今天刚拿到就开始看了！感觉不错！
8、很有深度的一本书，把中国人的恶习和丑恶面解剖得体无完肤
9、意料之外的好看。
10、除去作者的一部分偏见，以他的角度看中国人的性格，对于缺点看的还是十分透彻的，可谓鞭辟
入里，其中一部分因为时代的变迁早已改掉了，大部分的缺点现在还都存在着，这些剩下的缺点可能
是我们最根深蒂固的，也是最需要改变的，中国就像一棵古树，有的根烂了，为了让它能继续开枝散
叶就必须把那些腐烂的根砍掉
11、好书，应该早点读到。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12、想看这本书是因为译者刘文飞老师，我是学习俄语的，刘文飞老师在俄语界也算如雷贯耳了，参
加过他的另一翻译书籍的座谈会，也听说过刘老师许多事迹。十分佩服刘老师能自如得使用三种语言
，也钦佩刘老师的翻译功底，这本书的翻译是很不错的，读起来也很流畅。也许是外国文学接触多了
，与外国人接触得也多，所以书中提到的很多观点都不复新颖，但不得不承认，作者对于中国人性格
的理解是十分深入和透彻的，距离作者写作的年代已过去了一百年，但是中国人的性格是否发生了很
大的转变，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最后，读到译后记才发现另一译者是刘老师的女儿，着实羡慕
。
13、百年之前的外国人已对中国人的劣根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并点出了这些民族性格的最大来源--儒
学。从历史对比来看，这百年来，中国社会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些劣根性在国际化浪潮的冲刷下
已经改过，另一些还被一堵无形的墙保护着，需要更长时间的冲击。但自此我们可以不必那么悲观地
看待中国的未来了。
14、《中国人的气质》，是外国人眼中的中国的描述。俗语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在某些方面我
们无法真正地了解自己，通过他人的眼睛，我们似乎应该反省自己，无论我们走到哪儿，都是家乡.学
校乃至国家的代言人，我们的一举一动，举手投足都会形成他人眼中我们所带表着的一切。同时，我
为明恩溥不能真正彻底的了解中国文化而可惜，中国人所崇尚的礼仪道德，诚信礼让并非是愿意压迫
。通过此本书，作为中国人的我们有必要阅读，因为我们是文明礼仪风范，我们是骄傲的中国人。
15、想说的太多了
16、看这样的书，绝不是轻松的事。外国人的傲慢与文化中心主义交织在一起，中国人的某些劣根性
的暴露和被误读了的性格或行为方式夹杂在一起，使本书的内涵极为丰富，也因此值得从事中国文化
研究的人反复重读。
17、作者写的比较温和。。。比柏杨先生温和多了。。。作者本身是一个传教士，我感觉他对中国有
着强烈的人文关怀，虽然有些观点有失偏颇，但不失一本好书。。。。
18、以美国人的角度看中国人：他们是“好面子”的、爱拐弯抹角的。中国骂人方式真奇怪，“你不
是南北”——骂的是“你真是个东西”。一百年前跨文化研究的宝典。
19、西方人评论中国人，很多看法及观点我们自身是体会不到的。只缘身在此山中吧。此书对认识我
们自己，我们中国文化，非常有帮助！毕竟作者是把中国人放在世界文化这个范围里面进行评价的。
虽然此书距今已经100多年，对于我们，依然非常有意义，因为100多年来，甚至几千年来，很多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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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气质》

国人气质是没有变化的。
20、但凡这类书由传教士所著，看过几本，这本算是观察入微的，虽然还是免不了一而再的提基督教
的好，萨克逊人多高级，但却偶尔也切中要害。与彼时中国只有不到百分之五的人识字相比，如今已
要进步太多，好玩的偏偏是新包装下的内核却未必与百年前有多大变化，不一定真是品格，也不一定
真是儒家作祟，无非是这一百年的面团没揉捏出新意，光是装裱罢了
21、看看外国人是怎么看中国人的？也是新鲜的换位思考吧？
22、社会学
23、通过谈某个时期的人的特征反映的是一段历史。
24、写的入木三分，一百多年过去了也没什么根本性的改变，看了令人绝望
25、外形和纸张都很好，书我喜欢的风格。
26、看西方人评价我们中国人，给自己一个另外的视野
27、有些现象一百年以后的现在还存在，真应该好好反思了，抛去传教的主题，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
书，剖析得很到位
28、书本质量很好,感觉增长了不少见识
29、100多年前的美国人，对中国人的认识如此深刻，难得！100多年过去了，似乎国人的行为特征，
气质，还是没有太大变化
30、书是正版，发货快，送货慢！
31、说是中国人的气质，其实是讽刺中国人
32、关于礼仪、脸面、诚信等社会问题分析的很准确，可以说这些“气质”至今还存在于大多数中国
人身上；然而像孝顺、同情心、淳朴等这样的优良道德却渐渐失去，才产生了类似于“小悦悦事件”
社会反思。语言很通俗，没有学术资料的冰冷。缺点是举例过多，有的还不具备代表性，甚至误读。
33、像另一种《天真的人类学家》，，
34、说白了就是个外国人的吐槽~~虽然他自我感觉良好的通过对比的方式来讲中国人的各种问题，我
从不觉得老外就多好多好，但是中国人那些问题，直至今日还是如此有亲切感。算不算一种文化一种
民族性？
35、从洗练洁净的字里行间看到——对新闻事业的赤诚执着，对心灵和人性的无缝关照⋯⋯读来有泪
有笑，酣畅淋漓，柴静的坚持让我们感到温暖！
36、中国人一百多年 一点变化都没有。
37、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
38、这是从外国人角度看中国人，可能局外者清。不过我还没来得及看。
39、先买了一本英文版的，再买一本汉译版的，两者对照即达到了学习英语的目的，又扩大了知识面
，很好。值得看的一本书。尽管作者有些偏见。
40、国人的气质，历经百年，变化的依旧不多
41、好书，现在看进来还是很有价值
42、书内容不错。性价比也高
43、深刻道出了中国人内在气质。
44、这确实是一本值得反复看的好书。刻画国人入木三分，作者所描述的那些场景作为八五后生长在
农村的我来说，很多都仿佛真真切切的见过；而也有很多是我从来没见到的，更有很多已经是书中一
百年前我们那个存亡之秋的国家在如今喜人的改变。这本书就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一样，展现我
们民族的诸多特点，是很值得反复来读一读的好书。极力推荐⋯⋯
45、我很高兴看到自己没有绝大多数中国人特质。先进的西方思想和教育的成果，使我完全不想做个
典型的中国人。真想知道如果出生之前，可以选择父母啊，国家啊神马的会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光看目录我就认为此书极其精辟呀。清华大学原先叫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啊-_-b。回避面对真实，真不
想成为这样的群体的一份子。
46、早听说这本书了，还没看过，这次购买好好阅读，希望有收获。
47、和  学林出版社 出版的 内容相仿，很喜欢了。
48、典型的美国摄影风格，客观例子多，生涩理论少。在慢慢的阅读中发现智慧与启迪。
49、谢谢。。原来都不想看了呢
50、鞭辟入里得教人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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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有时太气愤，有时又觉得看的很准
52、好有意思的，虽然是一百年前的书，可大多性格至今仍在延续
53、从外国人看中国人，了解我们自身基因中的特性
54、经典著作，对中国人的分析比较冷静、透彻，好书！
55、漠视精确，知足常乐。。这些中国人的性格用在现在还是很贴切。。这一时间再看，再比较，能
得很多。。这本译著最后的译后值得一看，作者所说的有关译后的想法，值得每个中国人反思。
56、有些自己骨子里的东西，还是旁观者清。作者观点时过百年仍显犀利尖锐，部分描述稍带偏见色
彩但瑕不掩瑜，不失为一部研究国人性格的佳作。
57、可圈可点，一个世纪前的中国人和现在的中国人隔着几代人，有些特质和以前居然一毛一样，和
清朝人一模一样！比如漠视精确，拐弯抹角的本领，灵活的固执等，有种神奇的感觉，我们在处理一
些问题的方法上，居然和我们祖宗是一样的！有些特质如过度节俭等，随着时代的变化，已不再是中
国人标签性的特质。
58、不看也罢，因为并没有指导作用，所以算不上好书。
59、好多问题其实是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矛盾的结果，而不一定归结到中国这一特定对象上。
60、中国人具备并表现出来的诸多美德，每一种都理应获得由衷的赞誉。但与此同时，也有这样一个
危险，即先入为主地高估中国人的道德水准。盲目的赞美与不分青红皂白的责难同样有害。
61、非常喜欢。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客观、中肯，推荐大家看看。
62、具有强烈演戏本能的种族
63、不错的视角，书籍质量也不错
64、虽然书上有黑色手印，但是不妨碍看，你们也不容易&hearts;&hearts;&hearts;&hearts;&hearts;书的内
容通俗易懂，作为一个中国人，看着确实有一点点被人揭了低的感觉⋯⋯但是实话实说嘛，还是不错
的。
65、将自己的缺点展示在众人面前感觉不是很舒服。这本书将旧中国时国人的精神面貌呈现了出来。
66、这是一本好书，读了才知道，老外在多年前已经如此了解中国人了。
67、很不错，价格也合适
68、非常好的书，让中国人自己对自身思考，反思。
69、观察记录得非常仔细，作者身为传教士很多看法会有偏见，很多特质也并不仅为中国人所特有，
但是看到很多自己看着不舒服的事情在那么多年前就被另一个旁观者写下来还是非常感慨。
70、书质量没问题。。。
71、深刻揭漏了中国人的性格   推荐
72、好不容易看完了，感觉相当好。100年前一名美国传教士为中国写的书，虽然不免有偏颇之处，但
是有一句话特别深刻：“当今的中国，智性、忍耐、坚韧、相互负责的精神都不缺，但急需的是良知
和品格。”
73、现在读来更多地会感觉有趣，精细的观察给我们记录下了很多生动的事例。
74、值得大家一读的经典
75、看着书名买的
76、读罢长叹，原来这就是我们的先人，是因为鞑子治下的满清，塑造出这样的人群？还是几千年来
文化渣滓扭曲了人性，造就这样一群人？一方面内心有深深的不忿，明恩溥的骨子里的歧视有些是源
于文化的冲突，一方面，他类似原野调查的笔法，又不由得让我感到震惊，叹息真有这样一群人：麻
木、刁滑、隐忍、无情、虚伪、贫穷、吝啬、粗鄙，或许作者唯一赞叹的就是这群人的勤劳和温顺。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们，经受了无穷压迫和许多战乱杀戮的人们。难怪会有那么多战败和赔款，难怪
会有以后的新文化运动，苦难深重的民族啊，请努力剥开自己丑陋的面具，拥抱这世上文明的花朵，
自强自立，让文明浸染下的每一个人都活得有尊严，快乐、真实而满足吧！
77、美国人的观察，不能说全面，但还是值得一看
78、百年前中国人的各种特点 很多放到现在依旧 勤劳 乐观 冷漠 又缺乏诚信 肯于吃苦但又懒于变化 好
打听邻里琐事却又对公共事务冷漠 虽然作为传教士的作者最后还是绕到信主得拯救这件事了 但是其
中的一些观点仍值得借鉴
79、部分观点很中肯，但是有些地方对中国人及其文化有所贬低。
80、了解一下外国人眼里的中国人，相当于读另一个版本的“丑陋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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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朋友推荐的一本书，应该值得翻一翻
82、不一样的视角，客观的评价，深刻的认识
83、大学语文老师推荐，本人也觉得不错！一个中国人应该看得书。
84、写的大部分都是不好处，很多无法理解之处，在别人看来很奇怪，如果他不写出来我自己也不觉
得。也许只有用外人的眼光才能看出来，值得反思。
85、认识中国人的缺点，这本书有很大帮助。如果你想看怎么夸中国人，会使你失望。这本书还是非
常好的。
86、哈哈这本书是熊哥借我看的
87、书中有些部分显出作者对某些事的不理解，以他的身份及结合那时的背景已经很好了。老中国，
旧时期的人。那时候的人荒谬，守旧，现在好多了，但还是有些迷信啊，不诚信啊，小聪明啊。
88、有很多东西现在依然没变
89、对人性的深入洞察被列成了目录，看看目录一笑而过，至于内容，大可当做民生探秘去研究，从
老外看中国，想想看人类对未知事物的睿智和郁闷。
90、这书十分适合比较阅读，一百年后哪些中国人的“气质”还留有，哪些已经消失了，为什么消失
了，特别值得思考。作者对百年前中国人的描述是生动准确的，但分析是失当的，所谓“气质”大多
只是因为穷和无知，并非中国人所独有。做为传教士，改变中国当然只想到宗教，所以这种潜在的陈
见也限制了作者的思考和观察。但不失为一本好书。
91、粗略翻了下，果然是旁观者清。
92、大三时读过，还写了五六千字的读后感⋯⋯尽管时代变迁，这本书列举的中国人的部分特质到现
在也没有改变
93、从一个西方人的视角审视中国，通过与当时外国人的对比，详细的描述了中国人当时的物质和精
神生活，对于了解中国人自己的特点比较有借鉴意义
94、了解外国人认识的中国人
95、愚昧的，善良的
96、读过一些片段，就很喜欢，有趣味。
97、发货速度很快，书拿着比较有感觉。
98、对人的本性中最深刻的精神真理的绝对漠视，是中国人心灵中一个最为可悲的特点，他们随时准
备接受一个没有灵魂的肉体，一个没有精神的灵魂，一个没有生命的精神，一个没有起因的宇宙，一
个没有上帝的世界
99、书后译者说：书中三分之一事实，三分之一谎言，三分之一误读。可是我觉得这书中大部分仍然
是真理。虽然这书写成于可能是中国人最屈辱最贫穷的一个历史时期，但是，时至今日，我仍然能从
周围人的身上看到书中所刻画的中国人的影子，愚昧，无知。甚至对于我们这一个层次的，不应该再
愚昧无知的学生，也存在着逻辑十分混乱的问题。书中所有的27章，首先，对于书籍著成之时的中国
人民，据我想象，描写的准确无误。可是可悲的是，今日，我也不能对书中的任何一章说：不可能，
我们民族完全不是你说的样子。如果有一天，一个公正的中国人能认为这书中写的东西仅仅适用于清
末的历史时期，和现今完全不同。我们民族才是真正达到了强大。
100、就像是在閱讀另外一個民族，一百多年過去了，很多书中描述的性格已經發生了變成甚至完全不
同，更多的卻還是保留了下來。哪些該保留，哪些該遺棄，哪些需從世界中學習，是中華民族最大的
挑戰。
101、很早就想看的一本书，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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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一信仰基督教的外国人在中国待了若干年后，发了一本书的牢骚。看到第二十五章就看不下去了
。第二十七章囫囵地翻了一翻。满眼飘过的都“如果。。。。。。信仰基督教。。。。。。”p5上有
段话还是有用的：“密迪乐先生，众多以中国和中国人为写作对象的作家中最具哲学头脑的一位，曾
表达出这样一种观点，即让一个人原原本本地了解某个外国民族精神特质的最佳方法，莫过于向他提
供一大堆记事本，让他细读。这些记事本详细记录了大量引人注目的事件，尤其是那些看上去非常特
别的事件，而且最好还附有该国人士关于这些特别事件的解释。”但是，附有的“解释”或许就有诱
导读者的作用，或者说弊端。
2、现在看来，明恩溥的这本书应该叫做《19世纪的中国人》，里面说到中国人的很多特点，现在都趋
于消失了。当然，在某些贫困落后的地方可能还会看到。比如说到中国人节俭，使用任何一块布料，
都能充分使之物尽其用。但现在，即便一个不那么喜欢炫富的人，都不可能节俭至此（家中实在贫困
的除外）。原因很简单，物质匮乏的年代过去了，我们进入到了一个物质丰裕的社会，只盼望物品尽
快用坏，好买新的。勤劳也不再是所有中国人的标签。技术的进步大大释放了人力，于是懒人也多起
来了。中国人不讲究舒适便利的年代也过去了，我们和当年的外国人一样，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房子，
开始注重卫生，注重隐私，注重周围安静的环境。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习惯了那些原本属于西方的
生活方式。一个时代过去了。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尽管物质匮乏，但始终扬起他们高傲的头颅，睥睨
地看待闯入他们世界的蛮夷之辈。也许今天我们会对他们当时的许多行为表示可笑。但没有那些开始
，便没有现在。当然，还有很多特点始终保存着，犹如亘古不变的文化基因。譬如好面子，譬如说话
拐弯抹角。中国文明始终是建立在感性之上的，而非精确的化学方程式。我们何其庆幸，能生活在这
个年代。既然无法选择，那便接受它吧。
3、盲目的赞美与不分青红皂白的责难同样有害。在中国看到的许多事情并不不是一开始就被注意到
的，而一旦被注意到，则会永远不忘。他们全都不相信我们的判断，而对他们自己的判断推崇备至。
中国人至今仍不明白，他们所浪费的时间恰恰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而不属于其他任何人。中国人心满
意足地以为他们能够获得微薄报酬而埋头苦干，这种心满意足就是他们忍耐美德的一个体现。他们自
然也会觉得各种不幸，但他们认为不幸是难以避免的。改善生活条件的首要推力，就来自其它国家优
越条件的知悉。“仁”不带“心”。在中国，真实仅限于历史。
4、一个独具慧眼细读中国经典的人，能在字里行间读出许多拐弯抹角地表达出来的欺骗、推诿和谎
言。     ———明恩溥 《中国人的气质》是自己读的明恩溥第二本作品，他的另外一本译介过来的作品
是《中国乡村生活》，他是一个传教士，在鲁北传教长达三十余年，在与中国接触过程中，对中国人
的方方面面有了细致的观察了解和体会，是个典型的中国通。这两本书关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国家
体制，尤其是中国人的品行，不乏真知烁见。明恩溥许多人虽很陌生，但历史上著名的退还“庚子赔
款”的一半，计1160余万美元作为资助中国留美学生之用这一事件几乎现在大多人是知道，这是明恩
溥 1906年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建议，后获得国会通过，从而为中国留学生赴美打开了大门，一
批又一批年轻学子从封闭的国度走向世界，他们中间涌现出众多优秀人才，归国后成为不同领域的精
英。北京协和医院和协和医学院还是其建立的，清华大学大学前身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也是为事实庚子
留学创办的，至今清华大学和协和医院仍是公认的佼佼者，为中国教育贡献不小。两本作品的诞生虽
过去了一百多年了，但其揭示的中国人性格特征和品质，足以与著名思想库兰德公司的报告《2020年
，中国将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所揭示媲美，足见作者眼光之敏锐。在《中国乡村生活》这本书里，
作者指出诸多中国人的恶习，比如“喜庆的最高形式在中国表现为吃”，设宴永远是中国人固定不变
的回报方式；赌博可以说是中国独具的一种普遍存在于民众中的恶习；地痞是中国的一大特色，没有
那种比文人地痞更令人生畏的；中国官员很少受到良知的约束；诡诈是中国的另一大本性⋯⋯在《中
国人的气质》这本书里，作者探讨了“面子”、“节俭”、“勤劳”、“漠视时间”、“麻木的神经
”、“忍耐和坚韧”、“固执中的灵活”、“缺乏公共精神”、“缺乏同情心”、“互相猜疑”、“
缺乏诚信”、男女关系、中国的教育等等。明恩溥认为会“演戏”是中国人特有的本领，戏剧演出也
是中国人最重要的娱乐精神品，由于面子的原因，对中国人来说问题不在于事实，永远在于形式。虽
很勤劳但是大多勤劳属于没效率的。对人虽很彬彬有礼，但是相对西方来说，中国人对外的礼节，更
经常的是出于一种欲表明自己深谙得体举止之道的愿望，而不是想使客人舒服。吃饭是中国人的生存
常态，最可怕的是中国人无休止的筵席，筵席上的菜肴之多也几乎令人难以置信。误解的才能让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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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更加猜忌外，也会成为明哲保身一种策略，与其相对的拐弯抹角的才能使得中国人常常装聋作哑，
故意绕圈子，不愿谈起真正的理由，尤其是在官场，拘泥形式和矫揉造作到达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灵
活的固执让中国人常常天生怕得罪人，胆小怕事，只要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成为评判是非的标准。中
国的教育并没有使受教育者获得理解和实践一个客体的能力，人活着就为两样：肚皮和钱袋。男尊女
卑导致的在中国没欧洲意义上的那种两性交往自由，女子越大越会被养在深闺中，生怕她们走出家庭
走入社会惹了什么祸来，男人缺乏对女性的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中国人不仅对“公共的”一切漠不
关心，那些没人看管的财产都会成为盗窃的目标。中国人性格中的一个特点，那就是稍微收到一点刺
激，要么打算豁出性命要么就是又把生命看的比钱还金贵。缺乏同情心，使得中国人对许多灾难都持
一种冷漠、麻木的特征，对陌生人很少提供善意的帮助，常常拿别人的苦难当玩笑开，当面嘲讽残疾
人，比如赵本山许多小品，不知道多少人在下面哄堂大笑。尽管中国法文化里有人命关天之说，死刑
的执行甚至要得到皇帝的批准，但在一些情况下，人的生命却很不值钱。尤其是一些党派或者秘密团
体被认定有谋反之嫌时，人命可以如草芥杀戮。中国人骂人的技巧提高到了只有东方人才能达到的完
美程度，争吵一开始，一些脏字秽语便汇成一条肮脏的河流，这一现象在每个阶层都普遍存在，文人
学士，各个级别的官员直至身居高位的重臣，一旦动怒，就随意破口大骂。“骂街”的方式则是妇女
的常采用的方式，不择形式，上房上瓦的声嘶竭力对骂几个小时。善于敲诈，上至皇帝下至乞丐，莫
不如此，尤其在惹官司后，各级官吏不尽其勒索之机会和才能。诡诈的性格就使得“好心办好事”在
中国人的生活中并不常见，人们在体现“仁”的美德时，虽其往往也很少带着诚心，但诡诈的性格往
往会挟持了仁的实施，这导致了中国人即使想做好事，也常常怕带来意外的麻烦和纠纷。中国人善于
说谎，常常言行不一，表里不一、虚情假意、口是心非。假称、假尺、假钱、假货——这些现象在中
国很难绝迹，甚至那些大商号也会挂出醒目的招牌，向公众宣示。他们一定能在这里买到“货真价实
”、“绝无二价”的东西，可这些东西确实名不副实的。中国人本能地承认他们互相之间存在着猜疑
与普遍的不信任，中国与外国交往史就是一部猜疑和推诿的历史，因为彼此很难信任，因此在中国也
是一个谣言泛滥的国家，互相不信任也会影响中国的复兴。进入国家权力体系的官员，对待脚下的百
姓他们是老虎，对待他们头上官员则是老鼠。对于一个有各种不轨行为的地方官员来说，他也许会平
安无事，也可能因此惹祸上身，如果真有麻烦，他可以通过一些有影响的朋友斡旋，或者明智地花些
音量，从而逍遥法外。中国历史上一些“改革”，则是高一级官员指示低一级官员，应当采取某一步
骤了。低一级官员恭敬的回禀道，该步骤已经完成，事实上呀更儿就没采取过任何行动。在许多情况
下，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但是如果某个部门一直施加压力，命令急如星火，低一级官员就会把压力
转嫁给更低一级官员，并且把责骂传递过去，直到那压力的动量消耗殆尽，然后事情又像先前那样运
转起来。起初看起来运动声势浩大，但结果不尽人意。作者在书中引了一段话，太能说明中国特会演
戏的超凡能耐了：“一位中国政治家的生活和国事文件，就像卢梭的忏悔录一样，充满着最高贵的情
感和最卑鄙的行为。他杀了上万人，却还要引用孟子关于人的生命是神圣的那段话。他把修河堤的钱
装进了自己的腰包，结果让洪水淹了全省，他却在悲叹耕者失去田地。他与人达成了一项协议，他私
下里说这只是一个欺骗性的权宜之计，可是他却又在高调地反对伪证罪。” 一位聪明的道台则对一个
外国人说：皇帝手下的官员全都是坏人，全部该杀，可杀了我们也没用，我们的继任者会像我们一样
坏。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人许多性格已经改变，比如不再节俭，奢靡之分盛行；对孩子也很少家长
制，相反宠的都成了小祖宗。就和作者说的，中国人所缺少的并不是智性能力，也不是忍耐精神，实
践能力和乐观性格，他们这些品质都非常杰出，他们缺少的是品格和良知。 
5、从人性的角度，人都是相通的，时间和空间不能起半点划分作用。当我们动辄谈论某某人种，某
某国人有如何如何的秉性的时候，他的参加价值仅限于当前历史和文化中。谈论一个族群有什么特点
，反应的是那个时期的历史特点，文化风俗，文明程度和生活态度。这本书里的中国人放到今天，很
多东西已经不适了。那些像小说般的节俭故事，我们从长辈那里还能听说一些片段，但和今天的生活
已经大相径庭了。或许某些边缘山村还比较明显，但那是贫穷带来的生活特征，和人种没什么关系。
可以想象，如果有全球一体化的一天，那时人的共性将达到最高的统一。书中关于智力混沌的一篇非
常有趣，读着读着忍不住就笑了。摘一些好笑的地方：问一个中国人一个简单的问题，譬如“你多大
岁数了”他会茫然地盯着问话的人，反问道：“我”你答道：“是的，就是你。”他惊得振作起精神
，准备回击般地答道：“多大岁数了”“是的，多大岁数了”他再次调整注意点问题：“我多大岁数
了”“是的，”你又说，“你多大岁数了”“五十八了。”他终于明白地答道，他的心智现在才进入
了正常运转。智力混沌的一个突出例子，是中国人普遍有一个习惯，这就是用事实本身来解释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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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追究其中的道理。你问一位中国厨师：“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得到的解释只是：“我们在面包里
就不放盐。”“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这样好的冰制食品，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不，我们这
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一位拉丁诗人，信奉这样一句格言：“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
福的。”倘若这位诗人住在中国，会把这句格言改为：“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霉的。”如
果不由一个外国人的眼睛，我真的看不见我们的这种逻辑，确实很有趣。这属于东方文化中阴柔的部
分，讲究意会不说明。本书中这种冲突带来的笑话还挺多的，就是由一个外国人眼中看见的不合逻辑
，制造了所谓的“愚昧”。我们把他们当蛮夷，他们也当我们是怪胎。认真想想，学校里的教育，大
天朝高高在上的价值观依然是潜移默化的存在的。就差拥有5000年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是最优秀的，
老子对宇宙的理解远远超出现代的科学家，中医才是医学之根本这些堂而皇之的宣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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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国人的气质》的笔记-第52页

        在中国，“能抓住耗子的猫就是好猫”，成功就是一切。

2、《中国人的气质》的笔记-第69页

        有人把中国人比做竹子，很少有比这更为恰当的比拟了。竹子很优雅，并且用途广泛。它很柔韧
，中间是空的。东风吹来，它就弯向西边；西风吹来，它又弯向东边，无风的时候，它就挺直躯干。
江山易改。

3、《中国人的气质》的笔记-第75页

        还有一个病人，因为脖子上的溃疡很厉害，每天都来接受治疗，到了第十八天他才说，他的腿痛
得让他睡不着觉。经过检查，发现他的腿上据让还有一块杯口那么大、那么深的溃疡！等到他的脖子
治好了，他才想起来他的腿！
我也不甚明白⋯⋯

4、《中国人的气质》的笔记-第81页

        关于一个摄影师拍中国人午睡的专题，这里貌似找到了一丁点源头？
他们的午睡是雷打不动的，无论他们身处何处。在正午的两个小时内，整个世界都想午夜的两个小时
那样万籁俱寂。睡觉的地点是无足轻重的，至少对于干粗活的人是这样的，其他许多人也同样如此。
横躺在三轮手推车上，像蜘蛛一样脑袋朝下，大张着嘴巴——大张着嘴巴，并且——嘴巴里还有一只
苍蝇
找到了，贝尔恩德·哈格曼，一个德国人的专题：睡觉的中国人（http://www.sleepingchinese.com）

显然这位先生比较冷静，纯属好奇，而不像书里这位，真的很碎碎念——估计太焦虑了？

5、《中国人的气质》的笔记-第58页

        ⋯⋯这方面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家里人和外人对已婚妇女拐弯抹角的称呼。这样一位已婚妇女
实际上是没有名字的，她的称谓由她丈夫的姓和自己娘家的姓组合而成。她会被称为“某某她娘”。
比如，以为你认识的中国人会对你说起“小黑子她娘”病了，可是你或许压根儿就没听说过他家里有
个什么“小黑子”，但他以为你肯但是知道的。如果家里没有孩子，事情就会比较麻烦了。也许，这
位妇女会被称为“小黑子他婶”什么的。
好吧我承认我是看热闹的⋯⋯这位可怜的传教士先生，被中国文化折磨得风中凌乱啊⋯⋯

6、《中国人的气质》的笔记-第51页

        厨师，苦力，园丁，车夫——他们全都不相信我们的判断，而对他们自己的判断推崇备至。

7、《中国人的气质》的笔记-第83页

        似乎谁也不需要安静。尤其是由和尚、尼姑和其他的一些人为驱除恶鬼而造成的混乱，有所有这
一切所构成的环境，会让大多数欧洲人宁愿选择死亡。
联想到如梦之梦里，提到的《西藏生死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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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国人的气质》的笔记-第6页

        &lt;原文开始&gt;与安于尘世的生活原则相比，抵达天堂的信仰能对公众和个人的道德提供更好的
保障。/原文结束&gt;y

9、《中国人的气质》的笔记-第23页

        “我曾问过一位中国的内阁大臣，他每天究竟有多少例行公务要处理，因为他总是抱怨工作太多
，感觉太累。他回答说，他每天凌晨两点出家门，因为他从早晨三点到六点要在宫中值班。作为军机
处的成员，他六点到九点之间要在该处办公。做为兵部大臣，他九点至十一点在兵部办公。他还是刑
部成员，每天十二点到下午两点要在刑部办公。作为外务部的资深大臣之意，他每天下午要在那里从
两点一直工作到五点或六点。这还只是他的每天的例行公务。除此之外，他还常常去参加一些特别的
议事或会议。他很少能晚上七八点钟之前回到家里。”
结果是什么呢？
在于这名外国医院此次交谈之后只过了半年，这位官员就因为超负荷的工作而心力交瘁，最后死去了
⋯⋯⋯⋯⋯⋯

10、《中国人的气质》的笔记-第5页

         据说，在我们与中国人交往的现阶段，我们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获得关于中国人社会生活的知识
，即研究他们的小说，研究他们的民谣，研究他们的戏剧。
  似乎还有第四种方式，在中国人的家中研究他们的家庭生活。较之于身在城市，身在乡村能更好地
理解一个区域的地形地貌，对一个民族之性格的理解亦如此。
  除了家庭，我们还必须把村庄视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单元，因此，这里的文章也正是以一个中国
村庄为立足点写成的。 

11、《中国人的气质》的笔记-第53页

        这位官员也是一个中国人，他知道，判决做出以后并不会得到认真的执行，考虑到这一点，他在
量刑的时候就已经把刑期加长了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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