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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竞生传》

内容概要

张竞生，民国初年中国三大博士之一。    他，九年留学法国，五载执教北京大学。曾与李大钊、陈独
秀、鲁迅、李四光同坛讲授；也曾跟孙中山、汪精卫、陈炯明周旋于政界⋯⋯     1920年北大一件偶发
桃色事件，引发了他在欧洲历经性解放运动的动感，遂在中国第一次发起爱情大讨论，后又出版了“
使正人君子摇头叹息，而又暗中读得津津有味的《性史》”，他倡导“节制生育”，宣扬“美的人生
观”，从而带来了中国性学的“第一次浪潮”。作为中国的性教育和性学研究，他堪称为创始人，其
成就最高，影响也最大。    本书记录的便是他神奇而坎坷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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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竞生传》

书籍目录

性启蒙者的悲哀（代序）第一章 风流少年　一 剪辫子的风波　二 刺客·炸弹·一枚铜钮扣　三 义告
亲父　四 新娘是个小女孩　五 三块大洋留学去　六 学成归来第二章 性学也是哲学　一 绯闻：校长与
女学生　二 爱情的定则　三 难忘巴黎情人　四 校园少妇　五《性史》出版了第三章 性海慈航　一 谁
是上海淫棍　二 性问录　三 她突然离他而去　四 真情与情贞　五 婚礼上的性理论　六 性，能使丑女
变美女第四章 在美的书店　一 漂亮的女店员　二 处女膜与第三种水　三 家庭教师深夜喊肚疼　四 义
助赛金花　五 褚丛雪第三次回来了　六 被囚杭州第五章   巴黎的二度浪漫情　一 他乡遇故知　二 啊
，奥塞琳　三 在悲哀中寻求欢乐的巅峰　四 裸游日出岛　五 我是一只采花的虫儿第六章 故里香情　
一 有名无实的实业督办　二 褚丛雪三返前夫怀抱⋯⋯第七章 乡间隐私第八章 曾经如此第九章 不要爱
我附录：张竞生博士年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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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竞生传》

精彩短评

1、作为传记实在不严谨透了！这是小说不是传记吧！文笔奇烂啊！传记太二了，拔高张竞生，妖魔
化蒋梦麟以及张竞生的老婆褚松雪⋯⋯中间各种乱七八糟的床头描写。最逗的就是张竞生在1927年居
然喊出了学习马丁路德金博士的口号⋯⋯这还不是最二的，最二的是，给这书写序的，是张竞生他儿
子⋯⋯我的结论是：请错了代笔了⋯⋯
2、在巴黎的日子，多少女人也該讓自己成為一個成熟的大男人了，到今天怎麼倒如此放不開，拘泥
起這兒女情長了呢。——一個結了婚的老男人去調戲人家的未婚妻，這樣一種不道德的事情，在一些
知識分子的傳記當中總喜歡被美化。
看了一番張大談特談對自由的愛情婚姻的看法，我開始對五四那一段的愛情主張無甚好感。
1921年春，張競生博士就已經33歲了，到了張與法國女人安內特搞在一起。怎麼變成了“競生二十掛
零”了？可見這種傳記基本上沒什麼水准。
一個對自己粗鄙的丈夫沒什麼好感聽過大學教授關於愛情的自由（其實是性自由），一回去便在與丈
夫做愛裏把丈夫幻想成名教授，這真是荒唐。
“人制遠比婚姻制進步呵。我將崇尚情人制。”——看完這本書你會發現，沒有象張競生這樣風流的
人是寫不了《性史》的。光頭福柯不也是這樣的麼？
3、至今买到的最差劲的一本书！
4、这本书借给别人，被人翻散了，翻烂了，最后又不见了。
5、有趣
6、　　毁誉原无一定的。
　　
　　凡大思想家类多受诋于当时而获直于后世者。”
　　
　　张竞生
　　
　　当陷入一个怪圈，就会很惶恐和孤寂。
　　
　　亲爱的，当时，后世，终究会烟消云散，甘于平庸，抑或坦荡吼出自己？
　　
　　不管怎么样，亲爱的。目光，走远一点。
　　
　　这几刻，有点陷入这个生活的催眠，查资料的时候上面张竞生老先生的一句留给后人的话忽然惊
醒了我，当时？后世？~~顿时，开了。
　　
　　生活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容易将人拉进一个漩涡，让人，惶恐，让人，紧张，让人，麻木，但
是，要有意识同时时刻保持一种哲学的警惕，生活的广度，和，生命的高度，要保持平衡。
　　
　　这句话，和张竞生老先生的生命历程将我拉出了这个生活的黑洞，生活在别处，亲爱的们，相信
每个人都会毫无意识地悄悄被这个生活群体催眠，但是，记得，及时让自己醒来，跳到生命里来。
　　
　　呵呵，我们可以笑一下了。
　　
　　
　　
　　简介张竞生老先生，对您表示敬意以及对当时中国的舆论的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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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为当年上海滩“三大文妖”之一，以“提倡性知识”居首的张竞生，与以“提倡一丝不挂”居
尾的刘海粟相比，1949年后的境遇大为殊异:刘海粟越老名气越大，而张竞生近乎被今人遗忘，这与他
早年的红极一时恰成天壤。尽管彼时的“红”，同样以“臭名昭著”概之。“臭名”源于他对性学的
主张。这位法国里晶大学毕业的哲学博士公开声称:“性快乐也是人生快乐之一种。”这种主张在当时
称得上惊世骇俗。张竞生33岁时受蔡元培之邀到北大任哲学教授，专门开设性心理和爱情问题讲座，
他的讲义《美的人生观》被印成册在北大广为流传。1923年5月，北大国学门成立“风俗调查会”，张
被推举为主席。在拟定风俗调查表时，他列出30多项，“性史”便是其中一项。在他看来，“人生哲
学，孰有重大过于性学”?据传，张作霖进京时曾扬言，要把这个伤风败俗的家伙拉出去枪毙。张竞生
虽然没被毙掉，但他提出的“性史”一项，却被调查会否决。这位倔辈的教授不甘心，干脆在《京报
副刊》发征稿启事，公开向社会征集“性史”。先后收稿300余篇，张择其中7篇编为《性史》第一集
，其中包括《初次的性交》，以及与其当时的夫人褚问鹃所写的
　　《我的性经历》等篇目，1926，张竞生年4月由“性育社”印行。张在序文中声称:“我们不但看
性为一种学问，我们尤当看它作一种艺术。”这种“美的人生观”显然触怒了时人，报纸和杂志对他
众口讨伐。即使是在此前因发表《性道德之科学标准》而遭猛烈批评的周建人，批判起《性史》也毫
不留情。宋子文更是点名斥责张倡导“乱爱”和“淫乱”。虽然这本被林语堂称为“很颓废的书”，
出版4个月后，便因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荃以“诲淫”的罪名提请天津警方在天津查禁，张竞生本人也
关照书店不再重印。但这却让这本小册子在地下更加畅销，不法书商大肆翻印。甚至盗用张的名义抛
出多种《性史》续集，内容淫秽，令张名誉扫地。
　　
　　1926年张竞生被迫离开北大，前往上海担任开明书店总编辑。他开办“美的书店”，继续自己的
离经叛道。当时，所有商店都雇用男店员，而张却让几个美女在柜台后卖书，这又给他招致无数谩骂
。鲁迅撰文讽刺道:“最露骨的是张竞生博士所开的美的书店，曾经对面呆站着两个年青脸白的女店员
⋯⋯”没人记得，这个不容于世的性学家，竟是将卢梭《忏悔录》翻译成中文的第一人。而作为中国
第一个提出逻辑学学科概念的学者，其行为却在常人眼中处处不合逻辑。
　　1932年，他选择自杀，未遂后，从此转向农业调查研究和农业教育。这位开一代风气的性学家，
余生几乎再也没有与“性”发生关联。生前，他黯然写道:“毁誉原无一定的。凡大思想家类多受低于
当时而获直于后世者。”
　　1953年春，张竞生连夜写下131000字的《我的几点意见》，上书毛泽东:为了民众的长远利益，必
须科学地节制生育，同样“受低于当时”。不过，他终究还算幸运。鲁迅当年曾言:“张竞生的主张要
实现，大约当在25世纪。”但在张死后30余年的今天，学界已将“中国第一性学家”、“中国计划生
育首倡者”、“中
　　国现代民俗学先驱”等称号，戴在了他的头上。
　　
　　
　　
　　
　　
　　
　　
　　
　　　
　　
　　
　　谈爱情原则　说性学话题　出性爱图书　开“美的书店”
　　
　　
　　

Page 5



《张竞生传》

　　
　　
　　　　旧中国有一个被称为“卖春博士”的留法教授。说他“卖春”，一是首倡“爱情定则”石破
天惊，继在北大公然开“性学”课，乃至出版人们谈虎色变的《性史》，又开“美的书店”，编写出
版《性育丛谈》、《美的丛书》以及《蔼理士女性小丛书》之类的性书。加上他主张节育、倡导“放
乳”、介绍性艺等等，于是在当时中国被视为犯大忌的癫狂书生，被通缉、被驱逐、被舆论攻讦是家
常便饭。
　　
　　　　向军阀陈炯明提出“节制生育”
　　
　　　　张竞生，1888年出生于广东饶平。19岁考入黄埔陆军小学，在那里选修了法文。后来在上海
震旦学校就读，接着考入京师大学堂。他在京师大学堂的藏书楼里发现了德国人施特拉茨的《世界各
民族女性人体》一书，书中收集整理了世界各民族典型女性人体照片和资料，通过这些来确定不同人
种、不同民族女性人体特征。他反复阅读此书，埋下了他日后研究性学的因缘。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张竞生23岁。南北和议时，他曾是孙中山指派的民国代表团的秘书。
他可以算“国民党元老、中华民国开国元勋之一”。1910年汪精卫谋炸清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为
汪精卫探监报信的人就是张竞生。
　　
　　　　后来张竞生表示要出洋求学，得到孙中山赞同。1912年10月，张竞生与宋子文、杨杏佛、任
鸿等人以官费生出国。张竞生先进了巴黎大学哲学系，1916年获学士学位；后进里昂大学哲学系
，1919年以《关于卢梭古代教育起源理论之探讨》为题通过论文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
　　
　　　　张竞生在法国接受了大量西方学术和思想，脑子里装满了社会学、性学、优生优育之类的学
问。1920年他从法国归来，先受聘在潮州的广东省立金山中学任校长，在任时他推行改革，如招收女
生、提倡游泳。他还向军阀陈炯明上书建议推行“节制生育”，遭到拒绝。
　　
　　　　张竞生任金山中学校长不到一年，就出了风波：一个学生在他所提倡的游泳中不慎溺死，他
的教育改革也被认为“不合国情”，于是被迫辞职。1921年10月，蔡元培正在北京大学推行“兼容并
包”的治校方针，遂聘任他为北京大学哲学教授。教授西方哲学史、法国唯理论、美的人生观、美的
社会组织法、美学和性心理学等。在任教之余，张竞生还开设讲座，讲性心理和爱情问题，深受学生
欢迎。
　　
　　　　掀起爱情大讨论：爱情是有条件的　爱情是可变迁的
　　
　　　　1922年3月，张竞生的留法同学、北大生物系主任谭熙鸿教授在丧妻后没出一个月就和妻妹陈
淑君(当时为北大学生)结婚。陈淑君的旧恋人沈原培闻讯后，赶赴北大，痛斥谭熙鸿枉为人师，陈淑
君水性杨花。沈原培又利用报纸大造舆论，人们对谭、陈的婚姻多抱指责的态度。但张竞生却支持谭
熙鸿和陈淑君。他认为长期被封建礼教束缚的中国人，包括这所名牌大学的一些教授不懂爱情为何物
。于是，他写了《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
　　
　　　　1923年4月29日，《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张竞生的这篇文章。他在文章中提出了著名的“爱情
四定则”：一、爱情是有条件的；二、爱情是可比较的；三、爱情是可变迁的；四、夫妻为朋友的一
种。如果用这四定则衡量，谭、陈的婚恋就是无可指责的。而这篇文章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
的爱情观大讨论的导火线。仅两个月，就有梁启超、鲁迅、许广平等在内的60多位读者参加讨论，但
大部分人不赞成张竞生的观点。有的讨论文章中调侃地问张竞生：“既然张先生这么懂爱情，那么你
的爱情肯定美满无疑了，可否撰文披露以供我们分享？”
　　
　　　　那一年暑假，张竞生计划到内蒙古做一次旅行，而《晨报副刊》上关于爱情问题的讨论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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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使他不能成行。他找到晨报，希望快点结束这场讨论。晨报让他就读者提出的问题做一次总答
复，也算是对这场讨论的总结。于是，张竞生写了万余字的长文，分两次在《晨报副刊》上刊出。这
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爱情观的大讨论便宣告结束了。
　　
　　　　《性史》让他背上“大淫虫”恶名
　　
　　　　张竞生在北大时，担任“北京大学风俗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他认为性以及与性有关的风
俗等，也在研究之列，于是在1926年5月以性育社的名义出版了《性史》(性育丛书第一集)。
　　
　　　　《性史》第一集，初版印刷1000册。书中收集的是张竞生通过在北京报纸上刊登广告征集来
的稿件中的几篇，如小江平(金满成)《初次的性交》、一轲女士(即张竞生当时的夫人褚问鹃)《我的
性经历》等文。前面有张竞生所作之序，每篇文章之前还有张竞生所加的按语。张竞生在按语中发表
了不少直白坦荡的议论，诸如每月夫妻之间性交几次才合适、妻子面对丈夫的调情求爱应该如何既羞
涩又大胆之类。
　　
　　
　　虽然对张先生的一小部分激烈先进的言论不敢苟同，但是，佩服他的勇气和远见卓识。
7、这么多年过去了，国民依旧愚昧落后，想要看到希望，再过几百年吧。但是作者水平太差，就是
流水账，叙事风格也烂。
8、画10块买的⋯⋯
这个作者比较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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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毁誉原无一定的。凡大思想家类多受诋于当时而获直于后世者。”张竞生当陷入一个怪圈，就会
很惶恐和孤寂。亲爱的，当时，后世，终究会烟消云散，甘于平庸，抑或坦荡吼出自己？不管怎么样
，亲爱的。目光，走远一点。这几刻，有点陷入这个生活的催眠，查资料的时候上面张竞生老先生的
一句留给后人的话忽然惊醒了我，当时？后世？~~顿时，开了。生活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容易将人
拉进一个漩涡，让人，惶恐，让人，紧张，让人，麻木，但是，要有意识同时时刻保持一种哲学的警
惕，生活的广度，和，生命的高度，要保持平衡。这句话，和张竞生老先生的生命历程将我拉出了这
个生活的黑洞，生活在别处，亲爱的们，相信每个人都会毫无意识地悄悄被这个生活群体催眠，但是
，记得，及时让自己醒来，跳到生命里来。呵呵，我们可以笑一下了。简介张竞生老先生，对您表示
敬意以及对当时中国的舆论的无语！同为当年上海滩“三大文妖”之一，以“提倡性知识”居首的张
竞生，与以“提倡一丝不挂”居尾的刘海粟相比，1949年后的境遇大为殊异:刘海粟越老名气越大，而
张竞生近乎被今人遗忘，这与他早年的红极一时恰成天壤。尽管彼时的“红”，同样以“臭名昭著”
概之。“臭名”源于他对性学的主张。这位法国里晶大学毕业的哲学博士公开声称:“性快乐也是人生
快乐之一种。”这种主张在当时称得上惊世骇俗。张竞生33岁时受蔡元培之邀到北大任哲学教授，专
门开设性心理和爱情问题讲座，他的讲义《美的人生观》被印成册在北大广为流传。1923年5月，北大
国学门成立“风俗调查会”，张被推举为主席。在拟定风俗调查表时，他列出30多项，“性史”便是
其中一项。在他看来，“人生哲学，孰有重大过于性学”?据传，张作霖进京时曾扬言，要把这个伤风
败俗的家伙拉出去枪毙。张竞生虽然没被毙掉，但他提出的“性史”一项，却被调查会否决。这位倔
辈的教授不甘心，干脆在《京报副刊》发征稿启事，公开向社会征集“性史”。先后收稿300余篇，张
择其中7篇编为《性史》第一集，其中包括《初次的性交》，以及与其当时的夫人褚问鹃所写的《我
的性经历》等篇目，1926，张竞生年4月由“性育社”印行。张在序文中声称:“我们不但看性为一种
学问，我们尤当看它作一种艺术。”这种“美的人生观”显然触怒了时人，报纸和杂志对他众口讨伐
。即使是在此前因发表《性道德之科学标准》而遭猛烈批评的周建人，批判起《性史》也毫不留情。
宋子文更是点名斥责张倡导“乱爱”和“淫乱”。虽然这本被林语堂称为“很颓废的书”，出版4个
月后，便因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荃以“诲淫”的罪名提请天津警方在天津查禁，张竞生本人也关照书店
不再重印。但这却让这本小册子在地下更加畅销，不法书商大肆翻印。甚至盗用张的名义抛出多种《
性史》续集，内容淫秽，令张名誉扫地。1926年张竞生被迫离开北大，前往上海担任开明书店总编辑
。他开办“美的书店”，继续自己的离经叛道。当时，所有商店都雇用男店员，而张却让几个美女在
柜台后卖书，这又给他招致无数谩骂。鲁迅撰文讽刺道:“最露骨的是张竞生博士所开的美的书店，曾
经对面呆站着两个年青脸白的女店员⋯⋯”没人记得，这个不容于世的性学家，竟是将卢梭《忏悔录
》翻译成中文的第一人。而作为中国第一个提出逻辑学学科概念的学者，其行为却在常人眼中处处不
合逻辑。1932年，他选择自杀，未遂后，从此转向农业调查研究和农业教育。这位开一代风气的性学
家，余生几乎再也没有与“性”发生关联。生前，他黯然写道:“毁誉原无一定的。凡大思想家类多受
低于当时而获直于后世者。”1953年春，张竞生连夜写下131000字的《我的几点意见》，上书毛泽东:
为了民众的长远利益，必须科学地节制生育，同样“受低于当时”。不过，他终究还算幸运。鲁迅当
年曾言:“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25世纪。”但在张死后30余年的今天，学界已将“中国第一
性学家”、“中国计划生育首倡者”、“中国现代民俗学先驱”等称号，戴在了他的头上。　谈爱情
原则　说性学话题　出性爱图书　开“美的书店”　　旧中国有一个被称为“卖春博士”的留法教授
。说他“卖春”，一是首倡“爱情定则”石破天惊，继在北大公然开“性学”课，乃至出版人们谈虎
色变的《性史》，又开“美的书店”，编写出版《性育丛谈》、《美的丛书》以及《蔼理士女性小丛
书》之类的性书。加上他主张节育、倡导“放乳”、介绍性艺等等，于是在当时中国被视为犯大忌的
癫狂书生，被通缉、被驱逐、被舆论攻讦是家常便饭。　　向军阀陈炯明提出“节制生育”　　张竞
生，1888年出生于广东饶平。19岁考入黄埔陆军小学，在那里选修了法文。后来在上海震旦学校就读
，接着考入京师大学堂。他在京师大学堂的藏书楼里发现了德国人施特拉茨的《世界各民族女性人体
》一书，书中收集整理了世界各民族典型女性人体照片和资料，通过这些来确定不同人种、不同民族
女性人体特征。他反复阅读此书，埋下了他日后研究性学的因缘。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张竞
生23岁。南北和议时，他曾是孙中山指派的民国代表团的秘书。他可以算“国民党元老、中华民国开
国元勋之一”。1910年汪精卫谋炸清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为汪精卫探监报信的人就是张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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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张竞生表示要出洋求学，得到孙中山赞同。1912年10月，张竞生与宋子文、杨杏佛、任鸿等人
以官费生出国。张竞生先进了巴黎大学哲学系，1916年获学士学位；后进里昂大学哲学系，1919年以
《关于卢梭古代教育起源理论之探讨》为题通过论文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　　张竞生在法国接受
了大量西方学术和思想，脑子里装满了社会学、性学、优生优育之类的学问。1920年他从法国归来，
先受聘在潮州的广东省立金山中学任校长，在任时他推行改革，如招收女生、提倡游泳。他还向军阀
陈炯明上书建议推行“节制生育”，遭到拒绝。　　张竞生任金山中学校长不到一年，就出了风波：
一个学生在他所提倡的游泳中不慎溺死，他的教育改革也被认为“不合国情”，于是被迫辞职。1921
年10月，蔡元培正在北京大学推行“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遂聘任他为北京大学哲学教授。教授西
方哲学史、法国唯理论、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美学和性心理学等。在任教之余，张竞生还
开设讲座，讲性心理和爱情问题，深受学生欢迎。　　掀起爱情大讨论：爱情是有条件的　爱情是可
变迁的　　1922年3月，张竞生的留法同学、北大生物系主任谭熙鸿教授在丧妻后没出一个月就和妻妹
陈淑君(当时为北大学生)结婚。陈淑君的旧恋人沈原培闻讯后，赶赴北大，痛斥谭熙鸿枉为人师，陈
淑君水性杨花。沈原培又利用报纸大造舆论，人们对谭、陈的婚姻多抱指责的态度。但张竞生却支持
谭熙鸿和陈淑君。他认为长期被封建礼教束缚的中国人，包括这所名牌大学的一些教授不懂爱情为何
物。于是，他写了《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　　1923年4月29日，《晨报副刊》上发表
了张竞生的这篇文章。他在文章中提出了著名的“爱情四定则”：一、爱情是有条件的；二、爱情是
可比较的；三、爱情是可变迁的；四、夫妻为朋友的一种。如果用这四定则衡量，谭、陈的婚恋就是
无可指责的。而这篇文章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的爱情观大讨论的导火线。仅两个月，就有梁
启超、鲁迅、许广平等在内的60多位读者参加讨论，但大部分人不赞成张竞生的观点。有的讨论文章
中调侃地问张竞生：“既然张先生这么懂爱情，那么你的爱情肯定美满无疑了，可否撰文披露以供我
们分享？”　　那一年暑假，张竞生计划到内蒙古做一次旅行，而《晨报副刊》上关于爱情问题的讨
论尚未结束，使他不能成行。他找到晨报，希望快点结束这场讨论。晨报让他就读者提出的问题做一
次总答复，也算是对这场讨论的总结。于是，张竞生写了万余字的长文，分两次在《晨报副刊》上刊
出。这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爱情观的大讨论便宣告结束了。　　《性史》让他背上“大淫虫”
恶名　　张竞生在北大时，担任“北京大学风俗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他认为性以及与性有关的风
俗等，也在研究之列，于是在1926年5月以性育社的名义出版了《性史》(性育丛书第一集)。　　《性
史》第一集，初版印刷1000册。书中收集的是张竞生通过在北京报纸上刊登广告征集来的稿件中的几
篇，如小江平(金满成)《初次的性交》、一轲女士(即张竞生当时的夫人褚问鹃)《我的性经历》等文
。前面有张竞生所作之序，每篇文章之前还有张竞生所加的按语。张竞生在按语中发表了不少直白坦
荡的议论，诸如每月夫妻之间性交几次才合适、妻子面对丈夫的调情求爱应该如何既羞涩又大胆之类
。虽然对张先生的一小部分激烈先进的言论不敢苟同，但是，佩服他的勇气和远见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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