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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人的性情》（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阿瑟.史密斯（Arthur
H.Smith）在华传教22年后的一部代表作。
其内容最初只是阿瑟.史密斯为上海的《华北海日新闻》写的，文章发表后轰动一时，不仅在中国而且
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地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1894，年。
作者把这些文章汇编成册，由美国纽约弗莱明出版公司结集出版成书，该书又被抢购一空。
后来，该书被译成法、德、日等国文字，使他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本书共总结了二十七种中国人的性情，引证丰富，文笔生动，或褒或贬。
无不言之有据。
由于本书所概括的中国人生活在晚清时期。
那时的中国陈规陋俗颇多，故而作者笔触略显低沉，自然不乏针砭之辞，时至今日，读来仍使人警醒
与深省。
公平地说。
在揭示中国国民的民性与中国晚清政体同中国现代化之间的深刻矛盾方面，他的确提出了不少真知灼
见。
再者，这位博学而且不乏善意的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了数十年，走访了中国许多的农村和城市，一直从
事救灾、医药、慈善、教育等社会公益事业，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状况有较深刻的认识.比较直接地
了解到中国及其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其思想有偏向中国的一面。
但由于阿瑟。
史密斯是晚清时期西方来华的一位传教士，其立场和观点无疑会受这一身份和时代的局限，其视角与
结论摆脱不了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局限，所以其许多论述自然带有明显的片面性，而且也存在诸多
矛盾对立之处。
　　史密斯是位细心而诚实的观察家。
忠实而且翔实地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
在本书中，阿瑟.史密斯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试图不偏不倚地刻画中国人的性情，但细心与诚实并不意
味着客观、准确——在我们自己看来，他的这种努力远远不够，书中的很多描述和对许多事例的理解
都失之偏颇。
比如，在我们的传统风俗中，往新娘身上撒麦麸或谷麸是取“麸”与“福”的谐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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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人的性情》被译成法、德、日等多国文字，使阿瑟·史密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并一度成
为西方世界研究中国、看待中国的依据，也成为来华传教士的必读之书。
在本书中，美国传教士阿瑟·史密斯试图不偏不倚地描述中国人的性情，但由于无法超越文化与时代
的偏见与局限，基督教的普世精神与偏见、西方中心主义及其文化固有的优越感构成了其观察和叙述
中国的既定视野。
因此，阿瑟·史密斯描摹在异域文化背景上的中国社会及中国人的性情会变得模糊甚至扭曲是在所难
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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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阿瑟·史密斯，Arthur Henderson Smith，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中文名明恩溥。
l845年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毕业后开始学习神学。
1872年，他接受美国公理会差遣与妻子来华传教，先在天津学习汉语并传教，不久到山东，后又转至
河北等地，从事农村布道传教、救灾、医药、慈善、教育等活动，并兼任上海《字林西报》通讯员。
晚年，他在北京郊区从事神学方面的写作，1932年去世。
史密斯在中国居住长达五十多年，成为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对西方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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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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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保全面子　　“面子”这个词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用它来描述中国人的一种“特性”？
这太荒谬了！
在中国的语言中，“面子”这个词并不单指人的脸，它是一个集合名词，具有多种复杂的含义，实际
上，它所包含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我们所能描述或理解的范围。
　　为了理解“面子”的含义，哪怕这种理解是不全面的，我们必须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人有
非常强烈的表演欲，做戏是其本能。
戏剧可以说是唯一的全国性的娱乐活动。
像英国人热衷于体育、西班牙人热衷于斗牛一样，中国人对戏剧充满了热情。
只要稍加煽动，他们就会摆出演戏的架势，或鞠躬行礼，或下跪叩拜，像模像样地扮演起某出戏中的
某个角色。
在西方人看来，这有些滑稽和可笑。
　　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人也是很戏剧化的。
比如说某个人被人误解，在他要澄清事实时，即使只有两三个人在场，他也会大声地说：“我是当着
你们的面说的，你们都在场。
”给人一种面对众人的感觉。
如果事情解决了，他会很骄傲地走下舞台；如果没有得到解决，他会觉得自己没脸下台。
其实仔细想来，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与事实毫无关系，只是形式的问题。
　　在一出戏中，要想获得喝彩声，只要在恰当的时间、以恰当的方式说出一句漂亮话就可以了。
我们不需要去探询幕后是什么样子的，看尽世上所有好戏岂不更好？
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一切依照戏剧化的样式行动就能很有“面子”。
也就是说，在他们投入剧情进行表演时，或不理，或小看，或喝倒彩，都是让他们很“丢面子”的事
。
　　在正确理解“面子”所包含的意思之后，人们就会发现，这个词本身就是一把打开中国人许多重
要特性之锁的钥匙。
　　捎带着说一下怎样做到有“面子”——这其中的方法和学问远远超出了西方人的理解。
西方人常常误入事实领域，而忘记了中国人生活中戏剧化的因素。
对西方人来说，中国人的“面子”就像戒律一样，是一种不容置疑的潜在力量，这二者之间的区别是
，“面子”没有任何规则可言，可视社会传统或公众常识而反复无常，或取消，或变动。
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人和西方人存在着差异，对同样的事情绝不可能用同样的眼光或观
点来看待。
　　在调解村庄间无休止的争吵时，“面子”的平衡问题是“和事佬”首先要仔细考虑的，而且是必
须慎重考虑的，就像过去欧洲的政治家考虑力量均衡问题一样。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一个东方人来说，要想公正地解决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从道理上来讲，他
们抱有这种愿望，但实际上只能是按比例对“面子”进行分配，即平衡各方当事人的“面子”。
在诉讼的裁决中，这样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其结果多以不分胜负而不了了之。
　　给人送一份丰厚的礼物，算是“给他面子”。
但如果礼物是私人所送的，受礼人应该只收下其中的一部分，全部接受或统统拒绝的情况是很少见的
，也可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
一些人渴望保住面子的例子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因为自己犯错而受到了指责或者自己的缺点被人指出，也算是“很丢面子”的事，这时候，为了挽回
颜面，不管证据有多么充分，当事人都会极力否认。
　　比如，网球不见了，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被一位苦力捡到了，可当找到他时，他很生气地予以否
认，然后走到丢球的地方，很快发现球就在地上（事实上，球是从他的长袖里掉出来的），并且理直
气壮地说：“看，这是你‘丢’的球。
”女佣把客人的铅笔刀藏在她主人的房间里，以后在桌布下面发现了，她会得意洋洋地说是她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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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情况下，“面子”都保住了。
一个仆人不小心弄丢了主人的一件东西，他知道自己必须要赔偿，或者从工钱中扣除相当的数目。
于是，他主动提出辞职，并故作清高地说：“用来赔偿那银匙子的钱，我不要了。
”这样，他的面子没有受到损伤。
　　一个人明知道有笔债款没有办法收回来，但这个人还是找到欠债人，严厉地斥责对方一番，以此
表明他对这件事心中有数，绝不会善罢甘休。
这样一来，虽然他没有要到钱，但他保住了“面子”，从而保证将来不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一个仆人工作失职，或者拒绝做他分内的事，当他确定主人决定辞退他时，他会故意再次犯错，
并主动提出辞职，以保住他的“面子”。
对我们来说，宁可死了也要保住面子，似乎是很不值得的，但据说，中国的地方官在被杀头时，被准
许穿着官服受刑是一种特殊的恩惠，并以此来保住他的“面子”！
　　二　节俭持家　　“节俭”这个词表示持家的原则，尤其是指家庭的收支关系。
按照我们西方人的观点来理解，节俭表现在三个方面：控制花销，杜绝浪费，用少花钱、多办事的原
则来调节用度。
据此来看，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说，中国人都是节俭的能手。
　　中国人的饮食相当简单，这是旅行者对中国最初的印象之一。
众多的人口似乎全依赖于几种食物为生，像稻米、各种豆子或豆制品、谷子、青菜和鱼。
这些食品，再加上其他一些很少的东西，就是亿万中国人的主要食物，只有在逢年过节或有特别的事
情时，才添一点儿肉。
　　现在，很多人注意到了，西方世界在想方设法地为贫穷的人提供物美价廉的食物，但我们必须注
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中国平常的年景里，每个成年人花不到两分钱就可以得到足够一天食用的食
物；即使在灾荒的年月，成千上万的人甚至每天只靠不到一分半钱也能维持生命。
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意味着中国人的烹饪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对于外国人来说，虽然中国人的食物量少、粗糙、乏味甚至倒胃口，但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在饮
食方面是一流的烹饪大师。
在这一方面上，温格洛夫·库克先生把中国人排在法国人之下，英国人（包括美国人）之上。
我们不敢像库克先生那么确定中国人有资格排在哪个国家之下，但他们肯定能排在许多国家之上，这
是毋庸置疑的。
　　如前所述，中国人的食物种类很少，但是，即使从生理学家的角度来看，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人对主食的选择非常高明。
尽管食物原料非常简单，但制成品却花样不断，品种繁多——他们的烹调技术非常精湛，就算是对中
国烹饪术一无所知的人对这一点也是有所耳闻的。
　　另外还有一个事实，虽然我们很少注意到却极有意义，即中国人在做饭时很少浪费，所有的东西
都尽可能地物尽其用。
几乎所有普通的中国家庭，饭后的剩饭菜都会留着下次用，哪怕是已经分文不值了。
看一看中国人的狗和猫的身体状况，就足以说明这个事实了。
这些动物挣扎在“死亡线上”，靠着人们的剩饭剩菜苟延残喘。
　　新兴国家中的人们的浪费是大家见惯不怪的。
像美国这样生活富裕的国家，每天浪费的东西能够支撑6000万亚洲人过上比较好的生活，这点是我们
完全可以肯定的。
我们希望这些浪费的东西能把更多的人养胖，而不是被白白地扔掉，希望他们更节俭一点儿，就像许
多中国人“吃饱”后仍把剩余的饭菜收起来留到下次用一样，甚至茶杯里的剩茶也要倒回茶壶里，下
次热过了再接着喝。
　　还有一个事实，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这就是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对吃的东西过于讲究。
对他们来说，几乎没有不能吃的东西，什么东西迟早都会成为他们的网中之鱼，口中之食。
　　在中国的北方，干活时普遍使用马、骡、牛和驴，有的地区还用骆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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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下面所叙述的事实，在读者看来肯定会认为是过于节俭了——牲畜死亡后，无论是死于意外，还
是老死、病死的，一般都要被人们吃掉。
　　不用大惊小怪，这种做法被中国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即使牲畜可能死于胸膜肺炎一类的传染病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只是在他们看来，这种病畜肉比死于其他疾病的病畜肉质量更差。
病畜肉吃了会产生某种疾病，但由于出售的价格便宜，人们也就甘心去冒险食用了。
　　死狗、死猫也像死的马、骡、驴一样被吃掉。
我们曾经亲身经历过几起村民煮吃死狗的事，狗都是他们下毒毒死的。
有一次，外国医生知道他们这么做，就给他们讲了吃这种肉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但狗“已下锅”，
曾经吃过这种肉而又没有得病的人是不可能放弃这顿美餐的，他们不以为意，照吃不误，结果让人大
跌眼镜，在狼吞虎咽之后，他们居然真的平安无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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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译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即《中国人的性情》）来，把这本书当成一
面镜子，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
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中国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　鲁迅　　　　书中所历叙的中国人的特性，不但是
一个事实，为明氏一般明眼人所见到，并且，就生物淘汰的学理而言之，也确乎是一些无可避免的结
果。
　　——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　潘光旦　　　　非常快乐地读了你的大作《中国人的性情》，决
非其他书所能比拟，我觉得对中国的了解加深了许多⋯⋯今日，德国大使对我说，在他读过的所有关
于中国的作品中，尊著是最好的。
　　——美国前总统　罗斯福　　　　美国人心目中的映像的幻灭，是由一本读者甚多的著作来加以
完成的，即明恩溥牧师所著的《中国人的性情》⋯⋯书中关于中国社会差别的叙述十分引人注目。
该书同时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成为后来的社会学分析的基础。
　　——美国著名的中国学学者　费正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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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个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眼中的中国，一部了解中国社会、研究中国人性情的权威之作，一本让美
国总统罗斯福盛赞的惊世之书，一部备受鲁迅、辜鸿铭等大师推崇经典名著。
点击免费阅读更多章节：中国人的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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