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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本土化够了，体系化够了，闪光点偶有体现，还不够exciting!
2、翟萌~~~笑~~
3、　　你杀了我吧，我现在读到第八章，对“面子”和“脸”的区别还是云里雾里的。
　　可能是太过“专著”，尼玛用了好多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的术语和分析方法我都不懂，唉，
备感无知！那天新闻评论比赛还小用了一下里面的理论，但是有点扯淡，书到用时方很少⋯⋯
　　但是我觉得有意思的是那些关于脸面的俗语词组的罗列，还有很多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引用举例
阐释。
　　另外，看这种剖析中国人传统心理、行为的书，观念上有个收获。
　　就是，以前高中学完政治，都觉得经济基础是第一位的，可牛逼了。
　　渐渐的看了余秋雨《山居笔记》和这个书，深感文化的重量，真的是，无论人还是组织还是国家
，没文化真可怕，休想成事！
4、　　对该书作者的赞美的话就不多说了，干脆把百度到的一些评价放在这里吧，有的还很小道~~~
　　1.颇有goffman的遗风，分析事物有时鞭辟入里，令人叫绝，尤其对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更有洞
察力。
　　2.比较好玩的一个人。他主要研究中国人的面子观等领域，而据说他在生活中``````
　　3.一位深谙社会心理学尤其是中国人心理的人，追个校花不太难~~~
　　4.著作还有《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中国人的行动逻辑》，等，其中《中国人的行动
逻辑》有人特意买了强力推荐给森的一个学生，目前是经济学教授的老师看。森：Amartya Sen 1998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提雅·森(Anartya Sen)。森的学术贡献有一点。那就是他提出的人类理性
的两种方式：（1）作为价值极大化的理性；（2）作为逻辑一致性的理性。
　　
　　关于中国人的心理特征，已经有很多人琢磨过了，也有明白人明白了些深处的东西，也许，这些
研究成果可以指导以后的一些事情，比如，
　　在《中国人》一书中，林语堂先生有这样一段论述：“譬如一个在大城市里做官的人，能够以每
小时60英里的速度在街道上疾驰，而交通规则只允许每小时35英里，这位当官的是有很大的面子的。
如果他的车撞了一个人，警官来到跟前，他就不声不响地从皮夹子里抽出一张名片，有礼貌地笑一笑
，车子就扬长而去了，他的面子比前面那位还大⋯⋯除非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丢掉自己的面子，否则
，中国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不过老百姓本来就没什么面子的，问题是，当官的什么时候才
愿意丢掉自己的面子呢？在警察局里，面子被丢掉时，我们的交通才会安全；在法庭上，面子被丢掉
时，我们才有公正的判决，在中央各部，面子被丢掉，面子政府被法制政府取代时，我们才会有真正
的共和国”。
5、　　&quot;脸面在中国文化的象征性，可简约的表达为“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如果这张脸
没有了，那就意味着人的生活意义没有了，所以脸面是中国人的第二生命，如果说人的第一生命是让
他活着，第二生命就是如何活的问题。显然，一个人的活法是很多的，但中国文化赋予的活法是围绕
这脸面展开的，它所诱导出的人生价值导致了国人认为其他的活法都不如脸面的活法有意义。&quot;
　　
　　中国人的心理结构有着他人取向的悠久传统。一个“仁”字正道出中国人的为人准则，总是在二
人存在的时候，通过迎合各种社会关系框架下的要求去得到那个想对应的他者的认可来认同自己的价
值。对于那些信仰着高于人的存在的非实体的“神”的人来说，他们摘取那些已经写好的神的教旨，
内化于心成为指导自身行为的准则，只有他的神被可以评价他、仲裁他，让他感到罪孽或者荣光，他
建立起自己评价体系的唯一权威，并且是一个无法给予他反馈的触不到的外在，使得他屏蔽掉其他众
说纷纭的态度。所谓的独立人格其实正是吸纳了某种神格得以成型的。而以真实存在的人为评价来源
的中国人感受自己价值的时候因为非常在意他人的评价，所以容易移情去猜测他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
，一方面这让中国人的心理非常敏感、具有相当隐秘的感受性，另一方面这让一个人至少要装作吸纳
多元的评价体系，难免其中就存在冲突的价值观，但是在社交场合中，我们以礼仪的名义习得的规则
是非常“体贴”和周到的，因为没有坚定的时时标榜的不可戳的原则，也可以理解为包容，因为不能
伤了他人的面子，所以在遇到意见有龃龉的时候，势必会倾向于暂且苟同，哪怕心里不是这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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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面子就是有其交换性的原则的，这是约定俗成的规矩，给人面子，才会被人给面子，如果坚持自
己的原则去表达异议而让别人无法下台不会被认为是对真理的坚守，只会在社会属性强于一切的中国
文化被认定为不懂人情世故的鲁莽举动。林语堂总结脸面分析道，所谓礼教，尽是写文饰的东西。中
国民族因为喜欢文饰，所以最讲面子，不讲实际。看重名义和顾面子的思想几千年不断支配着中国民
族的心理，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其表现。要顾全对方面子，有时就免不了敷衍，甚至于敷衍，甚
至于虚伪，因为自己对人虚伪，更容易产生猜忌的心理在任何组织中，除了血缘和地缘关系，就不能
团结，不肯合作。
　　鲁迅当年弃医从文的原因之一，就是有感于中国人民族性中脸面观，他认为：中华民族最缺乏的
东西就是诚与爱，换句话说便是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这个就是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加之又
不愿释放信息的情况。之所以缺乏诚与爱，就在于脸面生成的大环境中孕育出一种老道，一种玩世不
恭的价值观，为了消解自己掉面子的尴尬，为了不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这危险是指当对方隐藏而
事先过多暴露自己，就常常把生活看作一场戏，人们对大多数事情就不必当真。整体没有对“真”的
执着有约定俗成的契约，个体自然总是退避，迂回，自我保护，“防人之心不可无”。这种假做真时
真亦假，真假随时可以切换的状态，要求个体必须不死板，就是不可以一根筋，于是鼓励人把生活也
看成戏剧，自己在社会的舞台上做戏，演不同的角色说不同的台词，给两面三刀以合理性，把躯体和
心理从中拉开一段距离，好像又是看着自己的表演的观者又是演员，用间离的方法去提醒人不必当真
。而做戏都是粉饰，但诚和爱则是暴露。这种观念使每个中国人像演员一般在生活的舞台上不断上演
着一出出滑稽戏，戏剧性、礼节性、尊严性都在其中。
　　
　　脸面就是个体要求别人对他表示出尊重和顺从。脸面的活法就是去争取他人的尊重和顺从，正是
把一切以迎合他人心中自己的完美形象作为导向，孕育了中国文化部分中极度虚荣和病态的功利主义
。重形式和不切实际，务外表而不重精神。教人迂回以、教人世故以护己，教人做戏以求周全，如果
这一切费尽心思的装饰使得人还可以从看见的光鲜生活中感到幸福，那么那些因各种周旋而被杀死的
脑细胞或许死得其所。不然，脸面的活法或许太过辛苦。
　　
6、师兄！！！
7、无论东西方“有面子”是一种普遍的 自然的需求，问题是不可太“好面子”。
    而“好面子”恰是中国文化中一种突出的现象。
8、书名不能更像相面类书籍。。。
9、脸是更加道德层面的、内在的、恒久的，面则是使用范围更广。面子可以争取、可以维护，而脸
是一个人内在稳定的道德品质
10、国人社会生活中最细腻的部分，也是这个社会几千年来一直延续的生存逻辑和游戏规则，同样，
也由此造就推行法治的困境：人情！
11、　　做人难，做中国人更难！
　　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的虚伪性，名和实得分离，严重的形式主义⋯⋯
　　中国人嘴里说的和实际做的往往不一致。往往是表面上吹捧一套东西，实际操作又是另一套东西
。中国社会很复杂，中国人很复杂。不搞明白这些，很难在中国混的很好。人情　面子　关系网　这
些社会经验多的人都知道的但是都不说的东西更值得我们仔细研究。
　　所以，我建了一个ＱＱ群：国情国民研究　　群号：94695262
　　热烈欢迎大家加入大家加入！
12、作为翟老师的学生，路过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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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做人难，做中国人更难！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的虚伪性，名和实得分离，严重的形式主义⋯⋯中
国人嘴里说的和实际做的往往不一致。往往是表面上吹捧一套东西，实际操作又是另一套东西。中国
社会很复杂，中国人很复杂。不搞明白这些，很难在中国混的很好。人情　面子　关系网　这些社会
经验多的人都知道的但是都不说的东西更值得我们仔细研究。所以，我建了一个ＱＱ群：国情国民研
究　　群号：94695262热烈欢迎大家加入大家加入！
2、对该书作者的赞美的话就不多说了，干脆把百度到的一些评价放在这里吧，有的还很小道~~~1.颇
有goffman的遗风，分析事物有时鞭辟入里，令人叫绝，尤其对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更有洞察力。2.
比较好玩的一个人。他主要研究中国人的面子观等领域，而据说他在生活中``````3.一位深谙社会心理学
尤其是中国人心理的人~~~4.著作还有《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中国人的行动逻辑》，等
，其中《中国人的行动逻辑》有人特意买了强力推荐给森的一个学生，目前是经济学教授的老师看。
森：Amartya Sen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提雅·森(Anartya Sen)。森的学术贡献有一点。那
就是他提出的人类理性的两种方式：（1）作为价值极大化的理性；（2）作为逻辑一致性的理性。关
于中国人的心理特征，已经有很多人琢磨过了，也有明白人明白了些深处的东西，也许，这些研究成
果可以指导以后的一些事情，比如，在《中国人》一书中，林语堂先生有这样一段论述：“譬如一个
在大城市里做官的人，能够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在街道上疾驰，而交通规则只允许每小时35英里，
这位当官的是有很大的面子的。如果他的车撞了一个人，警官来到跟前，他就不声不响地从皮夹子里
抽出一张名片，有礼貌地笑一笑，车子就扬长而去了，他的面子比前面那位还大⋯⋯除非这个国家的
每个人都丢掉自己的面子，否则，中国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不过老百姓本来就没什么面子
的，问题是，当官的什么时候才愿意丢掉自己的面子呢？在警察局里，面子被丢掉时，我们的交通才
会安全；在法庭上，面子被丢掉时，我们才有公正的判决，在中央各部，面子被丢掉，面子政府被法
制政府取代时，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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