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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定则》

内容概要

1923年在名编辑孙伏园的组织下，以《晨报副刊》为园地，由北大教授谭鸿熙续娶陈璧君之妹陈淑君
事件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张竞生首倡其议，提出了爱情四定则，随后又不断参与讨论，成为当年轰动
一时的事件。
使人知道夫妻是一种朋友，可离可合，可亲可疏，不是一人可专利可永久可占有的。希望此后，用爱
或被爱的人，时时把造成爱情的条件力求改善，力求进化。——张竞生
钟先生也脱不了旧思想，他以为丑，他就想盖住，殊不知外面遮住了，里面依旧还是腐烂，倒不如不
论好歹，一齐揭开来，大家看看好。——鲁迅
如果因为解释事实，不惜迁就学理，而遂作为爱情定则，那讲的学理是很靠不住的，不敢领教的。—
—许广平
在我们这个礼义之邦里，近来很流行什么无条件的爱情，即使只在口头纸上，也总是至可庆贺的事。
——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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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竞生（1888—1970），原名张江流、张公室，广东饶平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思想文化界的风
云人物。早年加入同盟会，曾被孙中山委任为南方议和团首席秘书。民国第一批留洋博士，20年代任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40年代在粤东山区办农校、开公路、育苗圃，开展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
动。率先提出计划生育，首倡爱情大讨论，征集出版《性史》，生平著译甚丰。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中国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中国
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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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代序：现代中国第一次爱情大讨论之始末
缘起
谭仲逵丧妻得妻，沈厚培有妇无妇
谭仲逵与陈淑君结婚之经过
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
讨论
一、不相当的婚姻
二、四问张竞生
三、爱情定则只适用未订婚之前
四、爱情是一把两性永远结合的铁架锁
五、爱是抽象和神秘的感情
六、爱情就是爱情
七、中国现时不配讲爱情
八、反对恋爱主义
九、自由恋爱是有限制的
十、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十一、爱情定则与婚姻定则不可混为一谈
十二、爱是有条件的，但不应趋炎附势
十三、我的爱情四定则
十四、我是极同情于张先生论调的
十五、质疑爱情四定则
十六、真的爱情不会变迁
十七、忍无可忍驳定则
十八、物之浊清起于心之浊清
十九、爱情不能有定则
二十、我不禁为张竞生君捏一把汗
二十一、爱情不是垂直线而是平行线
二十二、有条件的爱情是假爱情
二十三、爱情定则在根本上完全错误
二十四、爱情定则，好不痛快
二十五、无条件的爱情
来信
一、编者在讨论时不应当表示某种倾向
二、不要再胡乱登载下去了
三、老调请别再重弹
四、我的意见是希望不截止
五、越讨论越透彻，顶好尽量发表
六、爱情定则讨论万不可虎头蛇尾
七、限定登载，限满即止
八、我赞成停止登载
九、希望讨论不要停止
十、张竞生的答复文章无须发表
十一、张竞生的答复不能作此案的结论
答复
答复“爱情定则的讨论”（上篇）
答复“爱情定则的讨论”（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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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除了与张大唱反调外，梁还附加讨论了三个问题。一个是“夫妻的关系若无浓厚的爱
情，就不免于解散了”。故此，“欧美离婚案的增多，即是这个道理”，梁认为，“事情并不这么简
单，从社会学上看，离婚案的增多，是关于宗教问题、个人主义、妇女解放、工业繁兴、都市发达、
法律不严、晚婚影响、新旧家庭过渡、生活程度增高、闰民制度发达，等等。而且，离婚案增多，只
有坏处，而无好处。”一个是陈女士“见了谭宅亡姐的幼孩弱息，不忍忘情于抚养”，这正合爱情是
无条件的判断。在生物学是“社会的动物”生存的一个必要“本能”。在心理学说是“利他主义”的
表现。再一个是张先生说：“陈女士究竟并未薄幸忘旧。她虽则与谭偶，终视沈为朋友，贻书劝勉，
足见她是一个有情谊的人。”这一说，简直证明爱情是不变迁的，不然，何必藕断丝连？是以再一次
得出结论：爱情是无条件的、非比较的、不变迁的、夫妻非朋友的一种。在反对张竞生爱情四定则的
巨大声浪中，更多的是各有各的取舍、各有各的选择。另一位北大教员冯士造，他很赞成张竞生爱情
四定则的第四项，他认为恋爱的婚姻，本是由友谊进步来的，对张竞生所说的爱情可以随条件、比较
、可变迁的主张，他则极力反对。“爱本是抽象，整个的，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也不能直接地
去形容，真是神秘的呵！”还有一位北大人裴锡豫，他认为“爱情因条件而变迁这句话，我是绝对不
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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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使人知道夫妻是一种朋友，可离可合，可亲可疏，不是一人可专利可永久可占有的。希望此后，用爱
或被爱的人，时时把造成爱情的条件力求改善，力求进化。　　——张竞生钟先生也脱不了旧思想，
他以为丑，他就想盖住，殊不知外面遮住了，里面依旧还是腐烂，倒不如不论好歹，一齐揭开来，大
家看看好。　　——鲁迅如果因为解释事实，不惜迁就学理，而遂作为爱情定则，那讲的学理是很靠
不住的，不敢领教的。　　——许广平在我们这个礼义之邦里，近来很流行什么无条件的爱情，即使
只在口头纸上，也总是至可庆贺的事。　　——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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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爱情定则·现代中国第一次爱情大讨论》是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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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理性的讨论爱情比盲目追求爱情有意义。。
2、在书店随手翻开，民国趣事，具有社会史和新闻史的价值。但其实我更感兴趣的“爱情”作为一
个被广泛接受的名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这个书看了至少在民国时期爱情概念已经是深入人心了
。
3、没想象的有意思

4、民国文人打笔仗，关于三十三岁丧妻的北大教授谭仲逵娶了二十一岁的已与他人有婚约的妻妹陈
淑君，关于爱情的定则，说什么的都有。
5、适于旅途阅读。严肃的讨论中时有逗趣。当时的晨报充当了会"微话题"讨论的载体。
6、很多观点沿用至今都会感觉很新颖，这么多年青年们一直没有成长过。
7、观感：九十年前的中国男屌丝，和当今中国男屌丝没什么本质区别。这次大讨论，对于结婚和恋
爱的自由是没有分歧的，有分歧的是离婚的自由（尤其是对女性）。张竞生认为爱情定则有四：1、
爱情有条件；2、爱情可比较；3、爱情可变迁；4、夫妻是朋友的一种。总之这个论战很精彩，说什么
的都有，推荐阅读。
8、这件事太有意思了
9、十，十四，十八，十九，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来信一，来信四，来信九。答复上、下。
10、民国时，北大T君丧妻不久续娶妻妹C女，广东S君进京登报控诉C女已与其有婚约，C女否认。Z
君就此事发表关于四个“爱情定则”的文章，由此引起的轰动讨论堪称中国史上第一次爱情大讨论。
本书收录了关于此讨论的主要文章。
11、D669.1 /Z32
12、《读书》2011.2《现代中国第一次爱情大讨论始末》P98-107
13、极有趣的一本书，看百年前文青们是怎么儒雅的探讨爱情这个辩题，想来现在这种大学教授续弦
之事若是都翻成书，估计图书馆都放不下了，上世纪却还是受到鲁迅先生在内广大先锋知识分子极力
推崇的对旧礼教的抗争。哦呵呵呵，文艺的淋漓尽致，而这断不是研究的。
14、@三联书店：1923年1月，《晨报》刊登北大教授谭鸿熙续娶陈璧君之妹陈淑君事件。张竞生因此
发文《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提出了“爱情四定则”，即“爱情是有条件的”、“爱
情是可比较的”、“爱情是可变迁的”、“夫妻为朋友的一种”，舆论大哗，引发了第一场关于爱情
的大讨论。

15、论战精彩！几乎一百年前，张竞生在报刊抛出自己深思多年的“爱情定则”，再加上近日好友的
婚姻风波，为其婚姻合理性作出辩护。结果大伙不乐意，几十篇文章跟上来，辩论，质问，怀疑。定
则简单的那四句话，渐渐地被人贬斥的越来越模糊，支持者寥寥。直到他回复发出，廓清成见，把怀
疑的合理的、不合理的统统辩了回去，这样一个过程之后，那四句定则的箴言金句，就显现出精微显
著的意味了。这样一种讨论形式，缓冲了时间，有了冷静与理性，比起今天的网络即时互喷，有价值
多了
16、书的介绍很吸引人，但是其实里面大部分人的观点很陈旧，而且其实不像是“大讨论”的规模。
有意思的加起来不超过五篇，这五篇中，周树人和周作人的是特别有趣。不是很值得买⋯⋯
17、这样的讨论还在继续，并且永无止境
18、成功的让我不知道什么是爱情了。
19、平安夜、爱情夜
20、类似微博话题讨论。有趣的讨论。
21、民国之爱情大讨论。。。个以为只有张竞生先生最后的回复值得一看，哲学大师果然很严谨。张
先生的爱情四定则咋看让人觉得功利，这恰也是引发大讨论的主要原因，但读到最后他的回复却由衷
佩服他的智慧和慎思态度。至于封面提及的鲁迅他老人家在此书里完全是酱油，大意是说这种讨论很
好，把国人很多鄙陋都显现出来了，作为研究材料是很不错滴，囧。。。然，编辑貌似别有用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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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正常。。。
22、一本可以提升青年男女爱情理论修养的书。张竞生提出的爱情定则不管是在民国，还是现在，仍
有极强的生命力。
23、只是一个夺人所爱的故事而已啊，身份有别，假如爱情有公式，那爱情就让人这么失望。
24、不读也罢！
25、冲着那场大讨论去的。无论对错，还是有些话说的很受教的，当然，那种百家争鸣的感觉也是令
人向往的。
26、民国风气之开明，思想之简朴，改革之真切，真是动人。
27、一般。爱情似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但讨论一圈下来，似乎又无可说。因为它其实不是一个
独立的命题，爱情和其他人群间的关系一样，需要遵循真、善、美的基本原则。这些基础清晰了，爱
情不必讨论。
28、厉害了
29、能够把当年的资料找得那么全，策划很牛逼
30、我们的考虑点，无非就是这么几个。
31、可以讨论真好。民国文人打笔仗就跟撒娇耍赖似的。
32、民国文人打笔仗真有意思
33、看了就后悔买了，不值得，太不值了
34、民国背景的love版灌水实录
35、张竞生是性学专家这样的言论就不足为奇了，他与褚松雪的最后决裂似乎让他的观点有些可笑。
36、一星给张竞生，一星给鲁迅。大家看看就好。
37、原来那是的世界也有爱情
38、乡贤。
39、这样的讨论，还可在今时今日复现吗
40、想来，现在多少的爱情经典文都是从这里摘抄来的。。不过，这个文，怎么说也是从男人的角度
写的。多少有失偏颇。
41、爱情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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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书的名字有点搞笑——真的有那么一个定则吗？看在号称连鲁迅都来讨论的份上，也想读一下了
。毕竟，我没有爱情，不懂爱情，也没有经历过爱情。我在想，是否只有像我这样还没有找到爱情的
人，才真的想要去描述它，认识它。因为据说，爱情很美好，而我们不想因为自己的无知而失去这份
美好⋯⋯在我内心可能有一个对爱情直白的解释：爱情就是想要和对方做爱的感情？⋯⋯是不是很无
语，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吧。这也是我们需要阅读这本书的理由。
2、一本书14万字，其中收录鲁迅的文字只有短短一封信函，粗粗数了一下也就五六百字。14万字中包
含鲁迅的五六百字，鲁迅就可以算是第二作者了。那其他那种多洋洋洒洒千八百字的论战人士们都算
什么呢？这是我近年来买到的最失败的一本书，我是冲鲁迅二字买的，至于书籍内容不做评价。如果
有人关心老一辈们对爱情的论战，而不是像我那么关心鲁迅二字也不妨翻翻看看。总之，编书，也该
讲个诚信不是？
3、这本书吸引我的在于：现代中国第一次爱情大讨论。起因是北大教授，汪精卫连襟谭熙鸿丧妻后
再娶妻妹。妻妹曾经的男朋友在汪太太陈璧君的授意下投书报馆。张竞生为朋友出头，回以《爱情的
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发表在１９２３年４月２９号的《晨报副刊》，一时间，各界人
物讨论者众，写文章来参与讨论的包括周作人、鲁迅，以及几个月之后才认识鲁迅的许广平。。张竞
生认为，爱情的定则有四个方面：１）爱情是有条件的。２）爱情是可比较的。３）爱情是可变迁的
。４）夫妻为朋友的一种。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新旧思想急剧冲击，社会方方面面急剧变迁，各种
思潮并存的时代里，这个关于爱情定则的讨论，的确有其时代意义。周作人书信给报端，说了则小故
事，说有一介书生旅居小旅馆里，夜半有美女来探，二人婵娟，（好一个聊斋故事），突然女人现出
女鬼面貌，书生说，无所谓，爱情没条件的，她是女鬼也不影响我的爱情。然后周作人笔端一转，说
就算是该书生不介意女鬼身份，但有一点必然是绕不过去的，那就是得：异性。周作人这篇短小精悍
，显然，是支持“爱情是有条件的”论断的。鲁迅在《伤逝》中描写过子娟和涓生的爱情，其中一句
堪称跨时代的经典：“爱情，是需要时时生长更新的。＂　爱情，需要生长更新，而且还“时时”。
当然，鲁迅在讨论中是支持“爱情是可变迁”的了。爱情，是什么？有没有一些个跨越个人而整个人
类的共同定则？张竞生认为有。那么他的这四个定则，是否准确，是否完善？在这个讨论９０年后的
今天，社会变革持续的风起云涌的９０年之后，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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