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闲说中国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闲说中国人》

13位ISBN编号：9787531720478

10位ISBN编号：7531720477

出版时间：2006-12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作者：林语堂,傅斯年,鲁迅 等著

页数：30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闲说中国人》

内容概要

长期以来，中国人一直以五千年文明古国自居，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
优秀的民族之一”。然而，中国人往往不大深究自身是什么样子，不大想自己究竟是什么。 
    中国人是怎样一种人？中华民族是怎样一个民族？是文明还是野蛮？是善良还是可恶？是聪明还是
愚蠢？中国人性格上有哪些优点和弱点7所有这些都值得中国人一再反思，并有所改进，取得进步。 
　　古今中外，有很多人指出中国人的优点和弱点，他们的观察细致、分析独到、推理严密，每读一
篇，都能让你找到自己的影子。本书收集了几乎所有描写中国人性格的佳作名篇，让每个中国人都能
了解自己内心深处的性格和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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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说中国人》

作者简介

长期以来，中国人一直以五千年文明古国自居，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
优秀的民族之一”。然而，中国人往往不大深究自身是什么样子，不大想自己究竟是什么。
中国人是怎样一种人？中华民族是怎样一个民族？是文明还是野蛮？是善良还是可恶？是聪明还是愚
蠢？中国人性格上有哪些优点和弱点7所有这些都值得中国人一再反思，并有所改进，取得进步。
古今中外，有很多人指出中国人的优点和弱点，他们的观察细致、分析独到、推理严密，每读一篇，
都能让你找到自己的影子。本书收集了几乎所有描写中国人性格的佳作名篇，让每个中国人都能了解
自己内心深处的性格和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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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说中国人》

精彩短评

1、里面有很多吐槽中国人的文章,印象中最喜欢林语堂和鲁迅的,有时间再翻一翻警醒自己的做法是否
变成了个惹人厌的人⋯⋯
2、人性是最有趣的书，一生一世也看不完。-- 张爱玲
3、不错
4、人啊~一辈子都研究不完。
5、很辛辣，但是中国人真的这么无可救药吗？
6、吾读的林语堂先生的第一部作品，中国人图鉴。
7、一些名家对中国人国民性的犀利评价
8、我喜欢封面的京剧脸谱
9、林语堂对中国人性的剖析真素深刻
10、可以从中看到不同时代中国人的习气，但你只能说有可能是这样，大概是这样，因为人总是说不
透的，你也就了解个大概，这不同人的大概甚至是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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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说中国人》

精彩书评

1、摘录几篇我唾弃的那种中国人/111作者：张藏藏我有一位姓王的朋友，在北京某高校任教。这位朋
友最大的也最持久的乐趣便是与来到北京的各类外国人打交道，他总有机会也总有能耐跟老外们混得
倍儿熟。然后，再找机会把各个国家的以及他那些外国朋友的各种奇闻轶事叙述给我们听。他有一位
英国朋友叫马克，据说他跟马克的交情已有多年。我们经常听到他这样大声嚷嚷：“马克这小子夜
里3点打电话把我吵醒了，一问，他在哥本哈根喝多了酒，说要劫持架飞机过来看我。哈哈哈哈哈。
”诸如此类的消息特别多：“马克在日本跟一个尼姑好上了。”“瞧见我身上这件T恤了吧，是马克
寄过来的，这个图案是牛津大学的标志。”⋯⋯ 不是说他吹牛，我知道那个马克。有次正好我去王先
生家找一本书时，马克来电话了。王先生拿起话筒后一下子激动非凡，满脸的青春痘都熠熠发光，他
一迭声高叫：“哦马克，哦马克⋯⋯”然后用一种显然装饰过的（装饰得更有牛津味）英语热烈交谈
起来——为了避免他接完电话后再宣布消息，我悄悄地离开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不禁打了个寒噤，我
的这些同胞怎么啦? 1995年在北京惠侨饭店，我认识了一位其貌不扬但据说诗歌写得极先锋的女诗人。
她旁若无人地说话，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5月份我从加拿大回来——先去的美国，呆了3个
月，过边境去加拿大——啊，我从没看到过那样美丽的天空，还有那种气候——从来没有过——好像
上帝过于偏爱他们⋯⋯” 写起来像一个杜撰的讽刺小品，但我一点都没有添油加醋，女诗人就是这么
说的。我不想再去描绘她说话时那种痴迷的表情——笔力不逮——反正她眯着眼睛，似乎竭力要让自
己的感受能与那里的天空气候再契合一次。后来我发现不对：电视里不是经常报道美国什么什么地方
暴风雪肆虐、冻死了多少流浪汉吗?要开奥运会的亚特兰大据说夏天的气温也会达到四十多摄氏度吗?
也许那位女诗人去美洲时正赶上了好季节。但是，中国显然也有这样的时候啊?她就那样轻易地下结论
：上帝偏爱美国人。 不能否认，在中国人中间，确实有那么一部分人——他们恨不得能换掉自己的血
，恨不得从来就不懂汉语；他们也是种族主义的拥护者，只不过他们歧视的正是自己。 这是一种可怕
的、致命的病症。这是另一类的中国人。这种病有两大症状：一、在洋人面前，他们表现得唯唯诺诺
，极想变成奴隶，并且如果变成之后还欣喜若狂；二、成了洋人，汉语变得不流利了，有些关键的词
必须要借助其它语种的词汇才能使整个句子连贯起来。 今年3月7日，我去建国门外的国贸大厦与X国
汽车公司北京代表处商谈一笔广告业务。接待我的是一位中国雇员，这位看上去不足30岁的小伙子在
我落座以后居然用英语和我交谈——这使我大为惊讶——我有些不好意思地问他能否使用汉语，这样
我们可以谈得更到位一些。他说：“在公司内部必须用英语，这是老板的要求——而且我们也习惯了
。”话虽然这么说，但他还是很宽容，同意用母语与我谈判。只是在整个过程中他不断地插入英语词
汇。比如他转身吩咐一位下属（名片上他的头衔是副主管）：“请递给我一张Paper（纸）。” 我们
的四大发明之一快要失去它原来的名称了。 我们的报纸上有不少文章都提及法国人是如何以自己的文
化传统为荣的，而且，他们捍卫法语的决心和自觉性都不能不使我们感动。如果在法国你向一位老人
打听道路，最好不要用英语，那样的话他有可能瞪你一眼然后拂袖而去。在法国请使用法语——这似
乎成了法国人的一个信条。不错，文明不应该相互拒斥——但是，当某种文明开始对其他文明进行倾
覆和鄙夷时，我就必须意识到自己具有这样的权利：捍卫自己的文明! 目前，很多国内的宾馆都让自
己的同胞寒心。你打一个电话去宾馆时，接线生总是向你咕噜一句英语——有的还好一些，后面接着
来一句汉语：“你好，××饭店”。有的干脆就百分之百地涉外了。你在台前订房时告诉你的是××
美元／天，房间里的订餐单上的目录总是先英语然后在括号里再写上汉语菜目——走过宾馆你整个一
个在国外的感觉。我有疑问，如果这样理解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含义是否太狭隘了一些?处处想到外国
人方便，又处处给自己的同胞设置路障，这就叫走向世界?我看还不如说走向丢人、走向失格更贴切。
对自身的血统不予认同，这是一种深刻的精神危机，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这种危机蔓延的可怕后果。 还
是我开篇谈到的那位王先生，他有一次醉后大哭：“呜呜——呜，中国真他妈俗气，真他妈单调!这个
土地上只有繁殖就是不可能有爱情，人家马克的那种爱情在中国找不到的呜——” 王先生几次恋爱受
挫，其心情可以理解，但把这种心情化成愤恨一下子投向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度，那就只能从更深的
方面去找原因了。 王先生有几次谈到马克在泰国的艳遇，大致情形是这样的： 英国无业游民马克先
生（据说其父是著名核物理学家）到泰国旅游，觉得泰国真是男人（特别是有钱的男人）的天堂，他
尽情狎乐，但几天之后也有些倦厌（体力不支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于是买了机票准备回国。在即
将离开曼谷的前一天晚上，马克百无聊赖，于是信步走到一家临河的小咖啡屋。当一位少女给他端上
咖啡时，他一下仿佛受到了电击，目光也呆直了——他从没见过这般清纯脱俗的女孩，而且整个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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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说中国人》

他都没能想出一句话来跟那位姑娘说。在临离开之前，他终于下定决心，在一张纸上匆忙写下这样几
句话：“我叫马克——我马上要回英国——但我一定要回来把你娶回去。”他把纸条连同小费塞在那
姑娘手里，然后便魂不守舍地逃也似地走了。一年以后，马克果然又去了泰国。当他来到那家咖啡屋
所在的街道时，一时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咖啡屋不见了，那个位置上新盖了一家饭店——这番景象使
马克头脑一阵阵发晕，几欲跌倒——他不加选择地走进了某家酒吧，一杯一杯地给自己灌酒——这当
儿，一双手从后面蒙住他的眼睛，一个轻柔的、天使般的声音低声唤道：“马克⋯⋯” 结局是美好的
：马克蓦然回首，然后便激动得大吼大叫；然后他们紧紧相拥去了宾馆，然后⋯⋯马克完成了爱情，
一个人来了中国。 这位马克先生其实是一个花花公子，他专门在第三世界的街头、校园、饭店等场所
转悠，遇到稍有姿色的女孩便上前搭讪问路。据说他每次出国旅游时，包里总要带十打保险套⋯⋯ 他
的爱情可以像唾液那样，随时随地分泌。 当他在蹂躏我们的姐妹时，我们还应该感到荣幸，因为她们
得到了“人家马克的爱情”。 我快窒息了。 为那种中国人!为那种洋奴!为那种洋奴嘴脸和行径! 我唾
弃——啊呸!差不多先生传/139作者：胡适你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人是谁？提起此人，人人皆晓，处处闻
名。他姓差，名不多，是各省各县各村人氏。你一定见过他，一定听过别人谈起他。差不多先生的名
字天天挂在大家的口头，因为他是中国全国人的代表。差不多先生的相貌和你和我都差不多。他有一
双眼睛，但看的不很清楚；有两只耳朵，但听的不很分明；有鼻子和嘴，但他对于气味和口味都不很
讲究。他的脑子也不小，但他的记性却不很精明，他的思想也不很细密。他常常说：“凡事只要差不
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他小的时候，他妈叫他去买红糖，他买了白糖回来。他妈骂他，他摇
摇头说：“红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吗？”他在学堂的时候，先生问他：“直隶省的西边是哪一省？”他
说是陕西。先生说，“错了。是山西，不是陕西。”他说：“陕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后来他
在一个钱铺里做伙计；他也会写，也会算，只是总不会精细。十字常常写成千字，千字常常写成十字
。掌柜的生气了，常常骂他。他只是笑嘻嘻地赔小心道：“千字比十字只多一小撇，不是差不多吗？
”有一天，他为了一件要紧的事，要搭火车到上海去。他从从容容地走到火车站，迟了两分钟，火车
已开走了。他白瞪着眼，望着远远的火车上的煤烟，摇摇头道：“只好明天再走了，今天走同明天走
，也还差不多。可是火车公司未免太认真了。八点三十分开，同八点三十二分开，不是差不多吗？”
他一面说，一面慢慢地走回家，心里总不明白为什么火车不肯等他两分钟。有一天，他忽然得了急病
，赶快叫家人去请东街的汪医生。那家人急急忙忙地跑去，一时寻不着东街的汪大夫，却把西街牛医
王大夫请来了。差不多先生病在床上，知道寻错了人；但病急了，身上痛苦，心里焦急，等不得了，
心里想道：“好在王大夫同汪大夫也差不多，让他试试看罢。”于是这位牛医王大夫走近床前，用医
牛的法子给差不多先生治玻不上一点钟，差不多先生就一命呜呼了。差不多先生差不多要死的时候，
一口气断断续续地说道：“活人同死人也差⋯⋯差⋯⋯差不多，⋯⋯凡事只要⋯⋯差⋯⋯差⋯⋯不多
⋯⋯就⋯⋯好了，⋯⋯何⋯⋯何⋯⋯必⋯⋯太⋯⋯太认真呢？“他说完了这句格言，方才绝气了。他
死后，大家都很称赞差不多先生样样事情看得破，想得通；大家都说他一生不肯认真，不肯算帐，不
肯计较，真是一位有德行的人。于是大家给他取个死后的法号，叫他做圆通大师。他的名誉越传越远
，越久越大。无数无数的人都学他的榜样。于是人人都成了一个差不多先生。——然而中国从此就成
为一个懒人国了。秩序还好吗/296龙应台作者：龙应台　　门铃响的时候，我正跪在花圃边拔草，指
甲缝里全是黑泥，头发里杂着青草。 按铃的什么人听到了我的吆喝，折进了花木扶疏的小径。我用手
遮着阳光，觑觑来人，呵，是个穿浅绿衣服的警察。 “秩序局的吧?!”我问，一面将手上的泥巴擦在
蓝布裤上。他微笑着点点头，我却一点儿也不想笑：“你们来总不会有好事。” 他翻开手里的一个卷
宗，我望望篱笆，苹果枝才剪过，不致于伸到行人头上；人行道上除了三两株长了白头的蒲公英，还
算干净，早上取报纸时张望了一下，好像连狗屎都没有；我的汽车，规规矩矩地停在车库里头——你
来做什么? 警察先生把卷宗凑近我，指着里头一张影印的照片——是个坐在驾驶座上的女人。 “这是
您吗?” 还用说吗? “您在2月13日下午4时零3分超速驾驶经过这个路口，我们将罚单寄给车主，车主
回函说驾驶人不是他，所以我今天前来证实——” “没错啦!”我弯身将杂草抛进竹篓，“开车的是
我，不是我先生。” 警察先生开始做笔录：名，姓，性别，出生日期，准确地址⋯⋯我拎起剪刀，咔
嚓剪掉蔓杂的莓果枝藤。 “您的行驶车速是13公里，这个路口所允许的是‘步行速度’，也就是时
速10公里；您超了3公里——”他在卷宗上涂了几笔，说：“罚款20马克——” 20马克，就是大约港
币100多块，台币360块，实在不多。莓果枝上长满了突刺，得先把突刺剪掉，才能剪枝，否则会叫人
遍体鳞伤。 “不付!”我说。 “不付?”他有点惊讶，将已经套上笔套的笔又抽出来，打开已经夹在腋
下的卷宗。 “不付!”我面对着他。这个看来50多岁的人有着特别温和的举止，不像一般咄咄逼人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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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说中国人》

务执行者。他的须角泛白，眼睛带着笑意。 “为什么?”他重新握好笔，等着我的回答。 我把剪刀扔
进竹篓里，莓果藤从我手指之间“咻”的一声弹回去。老兄，自从你们在那个路口装了那个照相机之
后，我已经接过两次罚单了，你这是第三次。我实在火得很，但是你只是个执行者，跟你发怒没什么
意义。 “您请这边凉椅上坐坐，”我领他到池塘边，“我给你们秩序局去过两次拒缴的信，我给您再
念一遍就是。您等等。” 警察先生摘下帽子，就在一丛紫色堇旁坐下。他身后的池塘已经抽干，尚未
注入清水，黑油油的烂泥巴上飞着细手细脚的蚊子。 “第一次，我行驶时速17公里，超7公里；第二
次，15公里，超5公里。拒缴理由是这么写的——” 警察饶有兴味地仰头看着我念： 第一，镇内行驶
时速限制一般是30公里，在这个路口突然变成10公里，而在路口前又无任何具体障碍（譬如路突）警
告驾驶人时速改变。 第二，路口的标志事实上只写着“步行速度”，并未注明“10公里速限”。 第三
，即使注明了10公里速限，汽车内时速仪上最低刻度是20公里，也就是说，20公里以下的速度已无仪
表显示。驾驶人如我，无从知晓所行速度属17或15或13公里。 第四，在前三种情况之下，要求驾驶人
为3公里、5公里之超速而罚款，实在荒谬、荒诞! 本人平常乃一循规蹈矩之市民，但衡量此不合理（虽
然合法）的处罚，决定采取甘地和梭罗的“不合作主义”，拒缴罚金。 署名：龙应台 “怎么样?”我
问，“您的速度仪上有10公里的刻度吗?” 警察用手背挡着耀眼的阳光，摇摇头。 “那您怎么能知道
自己开的是13公里还是10公里呢?” “凭感觉嘛!” 我哈哈大笑，“这种感觉，您有，我没有。所以您
是警察，我不是。” 我在他身边坐下，“感觉，不能作为法律的依据吧?” “不管您同不同意，法就
是法呀!”他说着，重新戴上帽子，“天竺葵开得很好!” “粉红色的最漂亮!”我也站起来，准备送客
，“可是法总得合理吧?!不合理的就是恶法，不是吗?”我觉得自己义正辞严，理直气壮。 他很礼貌地
和我握手，“您知道，”清清喉咙，“这样一来，您的罚金会变得更重；下个单子来，就是40马克，
再不缴，就是60马克——三张罚单就变成180马克了!” 他的后脚跟踩到了一只垂下来的天竺葵，我的
心一痛；高涨的公民道德勇气也受到了打击：“别别别只谈罚款，总有人要对我的抗议提出解释吧?!
” 他已经走到了篱笆外边，挥挥手： “您不会赢的，相信我!” “恶法非法，”我倚在栏杆上伸出半
个身子，大声地对着他的背影，“恶法非法，您懂这个道理吗?” 再见!再见! 我压根儿不想再见到任何
秩序局的人。你如果问我中国人和德国人有什么不同，答案很简单。中国人在街上碰到熟人打招呼时
，说：“吃过了吗?”德国人碰到一堆朋友，开口就是：“秩序还好吧!?“（Alles in Ordnung?） 中国人
靠米饭过活，德国人靠秩序；所以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餐厅，有德国人的地方就有秩序局
（Ordnungsamt）。 处罚13公里的时速，这秩序局实在走火入魔了。回到竹篓边，拎起大剪刀。好，
奋斗到60马克的时候，我就停止，就屈服。人家梭罗不也只坐了一夜的牢?抗议到底的代价太昂贵了，
何况我也没有那个时间⋯⋯ 我轻易地原谅了自己，却再也提不起兴致继续修剪莓果枝。气馁地躺进伞
下的凉椅，随手翻开今天的小镇报纸，竟然，竟然有这么一篇报导： 大半市民落入陷阱 新置相机引
起争议 ⋯⋯ ⋯⋯前任市长本人亦以时速11公里被拍照，罚金20元，市长拒缴。消防队队长以15公里时
速被开罚单，他愤怒地说： “20公里以下，只能用大拇指来测量了。” 两名律师正准备和市政府就此
交通标志对簿公堂，全国驾驶人协会也将采取行动。一位高级警官在接受访问时率直地说：“如果我
在那个地点被照相的话，那我非打官司打到倾家荡产不可!妈的!” 妈的!还有鲁迅 百病缠身的中国人和
一个人事经理眼中的中国人劣根性值得读读其他的当消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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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说中国人》

章节试读

1、《闲说中国人》的笔记-第1页

        拿起这本书，我第一个冒出的想法是，国人勇于私斗，怯于公战，重家乡而轻国家。
杂文什么的，语言简练，文章短小但是立意深刻，引人深思，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文体，小小几百字
却要细细体味才能明白其中深意。
鲁迅先生的《斗来斗去的中国人》一文中出现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不抵抗”，指的是蒋介石当年实
施不抵抗政策；而“负弩前驱指”的是什么呢，我可以理解为是顽强抵抗的革命先驱么。
读了一些五四运动代表的几个作品，他们全盘否认中国的传统思想，过于肯定西学。语言在某一些地
方过于激进。但是一针见血的把当时中国人的弊病揭露了出来，很多地方对于目前社会现状也有一定
影响。在于那个年代来说引进西方思想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社会问题很多都是历史的遗留。但是
中国人再麻木，再多缺点，一些好的品质也还是有的，并不是那么的不堪。
是的，历史的问题要历史的看。

2、《闲说中国人》的笔记-第2页

        对于昨天那个读书笔记倒数第二段我大放厥词，我表示我是脑乱了，新民主革命的先驱们很多从
日本留洋回来，当初日本也是由封建专制通过学习西方新思潮而后明治维新自上而下改革建立资本主
义制度才脱亚入欧。以当时中国的国情来讲，如果不借鉴小日本那就没有了出路。自己摸索还是要点
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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