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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相物语》

前言

　　每个国家都有它文化之特质，而此特质是常与国民性有关，国民性影响文化，文化也影响国民性
。所谓文化不是指文明，是比较无形的风俗习尚处世接物的精神表现。一国所不敢为，他国为之；一
国所做不到，他国做得到。十九世纪日本之发奋图强与中国之抱残守缺就看得出来。大战以后，日本
与德国之自力更生，便是国民性表现的好例。说它是文化不同，还不如说国民性不同。　　且以英法
二国比较。十八、十九世纪，英法二国都在开发殖民地，伸张国力，扩大版图。后来法国节节失败，
加拿大现为英国民族所有。但是当初法国势力范围甚大，至今东部魁北克州，当地人还是说法文，其
范围一直伸到美国中北部之芝加哥。所以芝加哥之读音，芝字还是念“希”，不念为“欺”。美国南
部圣路伊St’Louis之S，还(依法文)不读出来。Louisiana州之NewOrleans可以说以前全是法国的地盘，
后来拿破仑打仗没钱，整个省分卖给美国。但是美国东南部沿岸还是法商出入的地方，如KeyWest港
这种地名，Key原是法文之Quai(即港)。美国独立时代，美国与法国之关系，读美国历史的人都知道。
他如远东近东都是如此。埃及人的现代文化知识都是用法文最通行。近东如黎巴嫩，本来也是法国的
势力范围。(第二次大战时，戴高乐被邱吉尔弄得气不过来。)说到我们中国，十九世纪法国之在广州
湾及安南，何尝有异于英国之在长江流域？你说英法国民性什么不同，看看法人之治安南及英人之治
香港，便清楚了。　　中华民族与西方国家比较，进取不足，保守有余，勇毅有为之精神不足，而动
心忍性之功夫甚深。有时我想：探南北极或登喜马拉雅山，并非我们民族的专长，回家含饴弄孙倒是
我们的惯技。忍辱负重，他人不如我，睚眦必报，我不如人。得过且过是表示我们祖传的涵养，励精
图治是东洋人及西洋人的作风。总而言之，中国的文化是静的文化，西洋的文化是动的文化。中国主
阴，外国主阳；中国主静，西洋主动。　　中国人的美德是静的美德，主宽主柔，主知足常乐，主和
平敦厚；西洋之美德是动的美德，主争主夺，主希望乐观，主进取不懈。中国人主让，外国入主攘。
外国入主观前，中国入主顾后。这在英文Aggressive一字，看得出来，这字是指“攻夺”、“侵伐”，
看来似是不好的字面，但是用起来倒是称赞某人之进取精神。如说公司请到一位Aggressive总经理，意
思是他很有作为有节节前进除旧革新的勇气。又如“挑战”二字似乎不大文雅，而西文Challenge却是
好的，是激发应战的话。我们东方人最爱和平，西人要到东方传教，也是教人和平，但必说是不信耶
教之异教徒，向他们“挑战”，他们应该应战而来。中国农民和和平平耕织之不暇，何尝向谁“挑战
？”这还不过是说中国人未闻耶稣道理，他们应当起来传道，大有投笔从戎之意罢了。说句老话，也
可以说，中国人尚文，西方人尚武。这话虽不尽确，但也差不了多少。　　这动的人生观与静的人生
观，在中西之交流接触，在政治上或私人上未免使人感觉似乎我们少了一种动力，而容易陷于听天由
命得过且过的态度。中国人比西方民族，似乎少了一种奋发勇往迈进的生命力。这是国父在心理建设
所关怀，及总统求新求速所时时训勉的。不求改进谓之听天由命，得过且过谓之息事宁人。这样的天
下，大家就可以相安无事，高枕无忧了。这不是说，中国人没有刻苦耐劳、坚苦卓绝的精神。华侨在
各国的成就，都没有人敢说中国人懒。凡是吃苦耐劳，有忍字耐字，中国人都做得到。忍字是静的美
德，并非动的美德。若说与私人无关的社会事业，多做一事不如少做一事，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
做不错，古有名言。少开口，多吃饭，也是文人的宝训。这样的社会，仿佛人情味就重而工作效能就
差了。所谓安身立命，身己安，命已立，天下事没什么可讲了。天人既已合一，四大皆空，我们不但
未有作为，且不必有什么作为了。　　这静的人生观，非孔子之过，更非孟子之过。智仁勇三者天下
之达德。孔子就少有静观宇宙的话。自首至尾，孔子还是身体力行的。注重在行，不注重在坐。孔子
很少仰视天象，最多渡河不得而发水乎水乎之叹而已。子思才有仰视天象的感叹。孔子过蔡过匡，在
陈绝粮，还是以天下为职志，而为出世派的隐士如长沮桀溺所看不起。孟子起而有大丈夫之论，富贵
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言善养吾浩然之气，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这浩然之气
还是动的。孟子之言仁，不是三月不违，木讷之仁，是讲气魄，有人气之仁。这种有气魄有人气，才
是“仁”，才近于西洋所谓manhood。也就是孟子的大丈夫——但是这已经是一场消逝的梦了。看看
贾政、贾赦、贾琏一般男子就明白。谁也不能说孟子之学是静的哲学，因为孟子不曾参过禅。“人皆
可以为尧舜”，“圣人与我同类”——这种气魄多大！可惜这大文夫的理想，久已不谈了，而人的理
想也渐渐由动转入静了。《孟子》一书，我不主张初中就要念，却主张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人人非念
不可。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每年自己重读一遍，总是好的。少年老成的老少年，翻翻一看，也可
保存一点人气。　　我所以说这些话，只看见我们伟大民族之保守与西洋人之进取，觉得在此群雄角
逐的国际场中，与人并驾齐驱，非改变作风不可。不愿意看见黄帝子孙办事效能比西人不如。外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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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相物语》

做事的精力，常常比黄帝子孙强两倍。何以孔孟动的哲学变为静的哲学？墨子还是动的，有外国精神
。一是老庄和光同尘的藏拙藏晖的看法，主虚、主静、主牝、主柔、主无为、主不见可欲，得宇宙之
蕴，见玄妙之门，道理愈宏博大，干事的兴味也愈薄弱。加之佛家看破世情之法，天下事越无可为了
。宋儒出濂溪、横渠、二程，没有一个不是出入禅学十几年，才回来归儒，既已归儒，就用入室操戈
的老技，无形中却已是受禅学之影响极深，虽未“看破世情”，却要“灭尽人欲”，主静、主敬、主
常惺惺。于是儒教也变为静的哲学，而一般踧蹭不安，正襟危坐，说话吞吞吐吐的道学先生出现。静
者何，就是凡事“不要动”，“不许动”，而东亚病夫之模型乃立。这就是颜习斋所指骂为程朱所教
出来的“弱人，病人，无用人”的时时切切戒慎恐惧的老先生——去孟子之大丈夫甚远了。　　说我
们民族不是第一流的气质就冤枉。而假道学之危及我们的气质，使我们变为虚伪粉饰的社会，却是真
的。我凡读人家辞严义正、大义凛然的文章，或深文周纳的文字，就知道我们还是包围在道学的气氛
中的社会。人家经典主义给文学的浪漫主义冲破而趋入现实的近情主义已有二百年，我想我们的社会
观、人生观，至少落后人家二百年。辞严义正假道学的气氛，一时改不过来，再三五十年可能不同，
慢慢地来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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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相物语》

内容概要

人类对于人生悲剧的意识，是由于青春消逝的悲剧的感觉而来，而对人生的那种微妙的深情，是由于
一种对昨开今谢的花朵的深情而产生的。起初受到的是愁苦和失败的感觉，随后即变为那狡猾的哲学
家的醒觉和哂笑。
世上最快乐的人，也就是不被世人所求的无忧无虑的人。道家最有名最有才智的哲学家庄子，他时常
告诫我们，不要太著名，也不可太有用。太肥的猪要被人杀死，去供神；羽毛太美丽的飞禽，易遭猎
户的注意
--------------------------------------------
《世相物语》
谈言论自由
一、论人与兽之不同
今天所演讲的是言论自由，所以鄙人也想在此地自由言论。诸位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凡一人声明要
言论自由畅所欲言时，旁人必捏一把冷汗。假使那人果然将他心里的感想或是对亲友邻舍的意见和盘
托出，必为社会所不容。社会之存在，都是靠多少言论的虚饰。我们所求的不过是有随时虚饰及说老
实话的自由而已。
语言向来是人的专长，鸟兽所知道的只有饥啼，痛吼等表示本能需要的号呼而已。如马鸣，牛嘶，虎
啸都出于这本能需要的范围。所以老虎吃人，只会狂吼。不会说：“我吃你，是因为你危害民国。”
这是人与兽之不同。所以何芸樵主席反对现代小学课本“鹅姊姊说，狗弟弟说”这种文字，鄙人十分
同情。《伊索寓言》一书，专门替鸟兽造错，谤毁兽类与人类一样的奸诈。假定鸟兽能读这种故事，
他们也不会懂得。比方狐狸看见树上葡萄吃不着，只有走开，决不会无聊地骂酸葡萄。惟有人类才有
这样的聪明。因为鸟兽没有语言，所以也没有名，遂也没有正名哲学。因此，假定狐狸要强迫农民种
鸦片，也必不会正勒种鸦片捐之名为“懒捐”。如果会，这狐狸便不老实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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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语堂，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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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
和长篇小说。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47年任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
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在香港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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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世事洞明皆学问第一篇　世相漫议中国何以没有民治读书阶级的吃饭问题谈言论自由言志篇涵
养又来宪法从梁任公的腰说起运气是什么苦矣！左拉！闲话与谣言中国究有臭虫否为蚊报辩伦敦的乞
丐论西装论土气萨天师语录论花和折枝花爱好人生者：陶渊明归去来辞张潮的警句你不好打倒你之下
文广田和孩子第二篇　茶余清话新年恭喜吸烟与教育夏娃的苹果黏指民族个人的梦蚤虱辩哈佛味谈计
算机论笑之可恶方巾气研究二十二年之幽默郑板桥“共产党”说难行易论游览“无折我树杞！”编辑
滋味梳、蓖、剃、剥及其他增订《伊索寓言》诵经却倭寇第三篇　人生写意论人类的尊严论灵心尘世
是惟一的天堂合于人情的思想之必要近乎戏弄的好奇：人类文明的勃兴回向常识近情一个准科学公式
一个生物学的观念基督教徒、希腊人、中国人宗教的恢复猴子的故事猴子般的形象论不免一死论强壮
的肌肉论肚子金圣叹之生理学第四篇　学艺琐思论文可憎的白话六四国文讲话怎样写“再启”作文六
诀《作文六诀》序得体文章文章五味文章无法论语录体之用语录体举例说文德说通感新旧文学半部《
韩非》治天下孔子亦论语派中人周作人诗读法刘铁云之讽刺论中西画杂说宗教与脏腑与德哥派拉书《
辞逊序跋《文言文之好处》跋牛羊之际答青崖论“幽默”译名答平凡书答周劭论语录体写法答灵犀君
论《论语》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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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类对于人生悲剧的意识，是由于青春消逝的悲剧的感觉而来，而对人生的那种微妙的深情，是
由于一种对昨开今谢的花朵的深情而产生的。起初受到的是愁苦和失败的感觉，随后即变为那狡猾的
哲学家的醒觉和哂笑。　　世上最快乐的人，也就是不被世人所求的无忧无虑的人。道家最有名最有
才智的哲学家庄子，他时常告诫我们，不要太著名，也不可太有用。太肥的猪要被人杀死，去供神；
羽毛太美丽的飞禽，易遭猎户的注意。　　世上只是大家混饭吃而已，或吃政治饭，或吃教育饭，或
吃江湖饭。吾辈既然读书，至少亦须留一点常识，凡事能看穿真理，将来受用无穷也。　　中国向有
名言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又谓知人秘事者不祥，又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由此可以推知言论是
讨厌的东西，岂容你自由，所以好言人是非者，人家必骂为狗：一狗嘴吐不出象牙。一只有称赞颂扬
人的，人人喜欢，奉为象。　　我们如果把积极的人生观念和消极的人生观念适度地配合起来，我们
便能得到一种和谐的中庸哲学，介于动作和静止之间，介于尘世的徒然匆忙和完全逃避现实人生之问
；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哲学中，这一种可说是人类生活上最健全最完美的理想了。　　——林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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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应该不只卖25块钱
2、读的时候，会想会笑会思考，每天睡前读一点，在赶考的那时，真是种享受
3、他那个时候的很多事情，跟现在还是很像。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4、不是能特别好的理解他的文字，可能是文学修养不够高吧⋯⋯
5、都是刺猬
6、敢说敢写，有别于泛泛中庸。
7、一个人看到了未来
8、2009年7月24日购
9、無所不談，有當代香山風範
10、林语堂著，老者活了一辈子对世事的看法，有些还是值得借鉴的。
11、那时一口气买了好几本林语堂的书
12、林公70年前的想法放到现在非但不过时，还很“与时俱进”。中国人，中国社会的相似性，重复
性总是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13、只看了自己感兴趣的一些，发现有些翻过来的文章很不错～
14、好欢乐～
15、图
16、可惜俺古文功底不扎实，汗~~~~~
17、喜欢知堂以前，最喜欢林语堂
18、2008年上海书展。喜欢封面所以才进的，先生的中国人是很喜欢的。
19、怀疑梁文道就是看了这本书才起了《常识》这个名字= =+ O(∩_∩)O猜测啦
20、大师的生活点滴，受用，但有点久远了。
21、许多幽默。但时文较多，且引文不少，大师也偷懒啊~~：）
22、最喜欢那个探讨“读书人阶级的吃饭问题”。
23、文章本身机智活泼，议论别出心裁，很有启发性，让人颇有种几十年了情况没变的感觉。。但是
集子编的冗长内容也多重复
24、叹自身之局限,赞大师之广博。
25、读不下去了
26、最近很喜欢他的书，三观合！
27、时文太多，但有些理论于今仍然受用，尤其是关于言论自由那里。
28、每每掩袂而笑 笑我从前像他
29、高尚翻了
30、我要有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胆量。
31、企求逻辑的完美是愚昧的迹象
32、林先生大才
33、观点新颖，立意深远，百读不厌
34、編得有點雜，很多好篇章其實都未完全收錄，而錄入的又不能全代表林先生的水平。
35、林老師說話是這個調調啊
36、茶余清话是写的最妙的，也是林语堂最适合写的，琐碎小事如话家常（曾经海慧妹妹说他就编编
字典的料...）多次提到了金圣叹，是一明清小说爱好者，柏拉图与品花宝鉴念的一样烂熟。想法是巧
的，文字读来一般，尤其是那文白相杂之时。

37、关于文学的篇章实在不感兴趣，没想到林语堂还有黑色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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