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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国与吾民》

内容概要

《吾国与吾民》乃林语堂旧籍之新刊。这些文章都是林语堂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研究。本书结构清晰，
全书分为九章：中国人民、中国人之德性、中国人的心灵、人生之理想、妇女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
生活、文学生活、艺术家生活、生活的艺术。这些文章观点新颖，论据确凿，颇有新意，不妨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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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国与吾民》

书籍目录

赛珍珠序
自序
闲话开场
第一章 中国人民
第二章 中国人之德性
第三章 中国人的心灵
第四章 人生之理想
第五章 妇女生活
第六章 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
第七章 文学生活
第八章 艺术家生活
第九章 生活的艺术
收场语 人生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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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国与吾民》

精彩短评

1、感受着“未曾变化的”吾国吾民”别有一番风味
2、这是我本科时候买的书吧？经典重读，收获仍然很大。这是了解中国人性最好的一本书之一。
3、中文版，忘了翻译是谁。这一个版本比较全。
4、       林语堂时代的中国人与现在的中国人，除了外观装饰之外，心底的内在的思想的似乎并没有多
大的变化
5、一直喜欢林语堂。
6、实在没搞懂为什么他要写出这本书？
7、犀利角度看中国人
8、原来缠足的目的不止是为了小脚，也为了塑造出妇女的臀型，同时为了缩紧骨盆，保持阴道狭窄
。
9、看的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版的
10、看起来有点费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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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国与吾民》

精彩书评

1、最近看的书是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24号那天因为同学要来青岛找我玩，所以早上4点就起床
把剩下的40页看完，至于读书笔记只好留到今天再写。这本书也是关于中国与中国人的，跟前些日子
看的《解析中国》有些近似，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老是看关于这方面的书，并且还是上世纪早期写就的
书。不过尽管过去了接近一百年，这些书上所描写的中国与中国人，与现在仍然有很多的共同之处。
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中国仍然还是中国，她再发达再现代化，都是不同于美国，不同
于欧洲，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独一无二的国家。很多评价现代化水平或者发展水平的指标
都有一定的量化倾向，但简单的数字并不能完整的反映丰富多彩的世界，这是现代量化指标的弊端之
一，即便中国具备了现代国家的一切要素，在指标上完全和欧美一致，中国都永远是有中国特色的中
国，至于怎样从理论上辨别这种区别，还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并且还需要产生一个能完整区分
这些不同的指标，这种指标应该是灵活的、不完全是数字的。尽管都是描写中国，但林语堂先生所描
写的中国显然更有文化色彩，作为兼通中西，而又在国外生活多年的国学大师，林语堂先生对中国的
认知也更加深刻一些。尽管我有些怀疑本书是否是根据他英文著作翻译的中文版，但可以肯定的是，
不管存不存在英文原版，还是只有中文版，本书都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作者对中国古代艺术的描绘
与评价都体现出作者深厚的国学底蕴。在作者笔下，中国的文学生活、艺术生活乃至日常生活都具有
了艺术气息，语言、散文、诗歌、戏剧以及小说都得到了作者专业而又文采斐然的评价，作者旁征博
引更显大家气派。中国的汉语言与语言艺术活动紧密相关，文学艺术与语言有着紧密的关系，尽管有
着口语与书面语的分离，这种状况正因为白话文运动而得到改变。中国的文学艺术强调意境，读者需
要从字里行间体会个中真意，而直白的描写则得不到好评。同样的，中国的其他艺术，比如书法、绘
画以及建筑，也都体现出这种意境的特色，所谓“气韵”是也，并且书法、绘画的艺术手法还对建筑
形式产生深深影响，从中反映出来的艺术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在此之前，林语堂先生首先探讨了中国
的人民及其德性（character），中国南方与北方有所区别，这表现在语言习惯以及气质等多个方面，
北方人刚、南方人柔是一般国人对南北方的基本印象，作者用大量的事例也证明了这一点。除了这个
特点以外，中国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血统复杂，它不仅是来自华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
华夏民族不断和其他民族融合，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多元混合民族，而由此而来的应该就是多元的文
化形式，在华夏文化基础上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形式。从这个角度看，开放才是中国人的基本气
度，兼容并包是真正的中国人所应该有的传统，恐怕这不是那些单一种族的国家所能体会出来的。并
且，尽管中国有着漫长的历史，中国却并不显老，她还年轻，始终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有着蓬勃的朝
气，这在作者看来就是民族的童年。至于中国人的德行问题，作者指出其中三大恶劣德性，包括忍耐
、无可无不可、老化俏皮，三者再进行概括即为圆熟。当然，国人也不乏优点，和平、知足、幽默等
等，这些和那些缺点其实是一体两面，很难完全分开。另外，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的性格也决定了中
国并不能像西方那样产生现代工业文明，而需要西方的示范作用。因为中国人缺乏逻辑意识以及科学
精神，并且从男女差别的角度看表现出女性的特色，喜欢用拟想而欠缺抽象思维。中国还缺少有影响
力的宗教，中国人奉行中庸之道，儒家文化是主流。但儒家又不是完全控制国人的思想，他们还需要
其他思想的调剂，道教和佛教就充当了这个调剂的角色。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是国人进取心的表现，
但当他们面对失败的时候，他们又会消极避世，转归道家的虚无与无争来企求心理安慰。就社会问题
而言，男女自然是不平等的，女性处于从属地位，但作者也提到，女性在家庭里却也有着很高的地位
，尽管有三从四德的束缚，但通常都会看到家族中老太太的权威地位，比如《红楼梦》里的贾老夫人
。现如今，妇女的地位有了很大改善，不仅继续控制着家庭生活的大权，而且她们也开始走上社会，
在社会工作中展现自我。而就政治生活而言，可以看到相当明显的现象就是中国人公共精神的缺乏，
这在很多外国人的描述中也可以看到，现今探讨中国政治文化的学者也通常都会提到这个问题。这个
问题的存在于家族制度有着很大的关系，而与后者具有紧密联系的就是徇私舞弊和特权，这些现象的
存在与包庇家人及朋友的思想有关，至今仍然是中国政治生活的弊端。在政体上中国还是倾向于贤能
政府，即强调人治，尽管韩非子曾提出法治，但仍不能改变这种重人的政治文化。应该说把政治建立
在人的基础上会有助于避免冷冰冰的法律条文所具有的非灵活性特征，特别是程序性的繁文缛节倾向
，所谓的自由裁量是必不可少的。但建基于不完备的法制条件下的人治只能产生更大的恶，因而可以
说，单纯的人治和法治都不是好事，二者都不可偏废。一个基本的发展模式应该是，从建立于不完备
法制条件下的人治发展为强调完备法制的法治，再发展为基于完备法制以及高度法治观念的人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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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国与吾民》

谓“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发展”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吾国与吾民》作者：林语堂目录：赛珍珠序
自 序闲话开场第一章 中国人民一 南方与北方二 退 化三 新血统之混入四 文化之巩固作用五 民族的童
年第二章 中国人之德性一 圆 熟二 忍 耐三 无可无不可四 老猾俏皮五 和 平六 知 足七 幽 默八 保守性第
三章 中国人的心灵一 智 慧二 女性型三 缺乏科学精神四 逻 辑五 直 觉六 拟 想第四章 人生之理想一 中
国的人文主义二 宗 教三 中庸之道四 道 教五 佛 教小引第五章 妇女生活第六章 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第
七章 文学生活第八章 艺术家生活第九章 生活的艺术收场语 人生的归宿岳麓书社2000年9月第一版  250
千字
2、个人觉得，前半部分比后半部分写得好，前半部分主要讲述中国人的民族个性。作者用诙谐的语
言，描绘了一个老成中庸圆滑的中国人的概貌。这种性格至今也是普遍的，至于说现在流行的崇尚自
我，只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我觉得，中国人的骨子里大多还是保守的。而到而立之年，则更多地趋
向“稳”。我自己也有这个感觉（虽然只到了20岁），人情世故已了然于心，正如茨威格（正好刚在
写有关东西想到的）所言，了解成人世界的秘密，童年就一去不复返了。当留念纯真时，他已离你远
去。。。。（扯远了）从儒家到现在的提倡和谐，中国人还是向往美好的团圆，皆大欢喜。不是说不
好。这只是各种观念之一，不分好坏，没有对错。（这句话也好中庸丫。。。）作者以有些调侃的语
调，使其与有点死板的内容相结合，别是一番滋味。后半部分则是（非）物质文化，对与书法艺术，
建筑不胜了解，也不加评论了，但总觉得有点浅，适合用于希望对中国有些了解的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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