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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人性》读书报告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 常法玲

《中国人的人性》一书，于 1894 年由美国佛莱明公司在纽约出版，作者为阿瑟·亨德森·

史密斯。

作为一个来中国传教的外国人，作者对中国文化和人性的观察入骨，描写又详细生动，

有的章节，看着看着，不禁会心一笑。这个史密斯，像我邻家老奶奶在对面讲故事，有时可

恶可憎，有时风趣幽默，有时可触可亲。

此书共二十七章，不用细看内容，仅每一章的小标题，就已传神地表达出当时中国人的

社会生存现状和真实性格。第十九章的《孝道》中，一个例子有意思得很：古察伯教士在中

国南方期间，差一个人去北京送信。他想到自己手下有位中国的教书先生家在北京，也许那

人愿意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捎封信给年老的母亲，他已四年没有得到母亲的消息，母亲也不

知道他的下落。那位教书先生听说送信的人很快就要动身，便叫来一名刚从隔壁房间下课的

学生，对他说：“过来，把这张纸拿去，替我给母亲写封信，赶紧写，送信的人马上就要动

身了。”这件事使古察伯先生觉得奇怪，便问这孩子，他认不认识老师的母亲。这孩子根本

不知道老师还有这么个母亲。“你不跟孩子说，他怎么知道该说些什么呢？”老师听了后满

有把握地回答：“他会不清楚该说些什么？他都学了一年多的作文了，已掌握了不少文雅的

套话，你说，难道他就不知道做儿子的如何给母亲写信吗？”很快那学生回来了，不仅写好

信，而且把信封好了。老师只是亲手签上自己的名字，这封信可以送给帝国的任何一个母亲，

收到这样的家信后，哪个母亲都一样高兴。

他写到中国妇女节约持家，“即使一小块洋布头，中国妇女都珍惜有加……碎布头完全

可以用来纳鞋底。”写到我们的勤劳刻苦，写了中国人的缺乏公心，无信仰，麻木不仁，忽

视精确等等，都是公正而真实的。写到每年的十二月初八施舍“腊八粥”的热闹的场面，反

映了中国人行善往往流于形式——如果碰到好年景，乡下人可能就不来喝粥，因为即便是最

穷的人家里也能喝到同样好、甚至更好的粥。但是这也不能让施粥之人知难而退，或提供好

一些的粥。反之，施粥的人一如既往，宣传自己的善举，劲头之大即使没有超过往年，也不

相上下。一天过去了，要是没有一个人问津，便把粥汤倒进喂猪的破坛子里，这些大善人心

满意足回去歇息。虽说没一个来光顾他摆下的“宴席”，至少又一次尽到责任，为此而心安

理得。如果是遇到坏年景，粮价格上涨，这位同样有财有德的人这一次就打退堂鼓了，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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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出“行善”的告示，理由是：“施舍不起！”鲁迅先生在 1936 年逝世前，写下《“立此存照”

三》，语重心长地写道：“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译出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气质》来。看了这些，

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功夫，都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

证明究竟怎样是中国人。”

作者写到中国人缺乏实践观念，令我想起了一位企业家讲的故事，这位企业家在日本机

场候机，旁边的咖啡厅写着 4:27 开始营业，结果真的到 4:27 准时开门。最后企业家说从某

种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的时间观念反映出了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这句话不无道理。书中写道

当时中国人用午时、卯时等计算时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有的工作全靠个人的时间概

念开展。这也反映了当时中国为何进步很小，而且科技进步很慢。即使现在看来这些道理也

同样实用。

中国人有句话说：“旁观者清”。我想，若没有外国人来写我们，来写这本书，我们自

己，可能永远不会如此清晰地看到自己的模样，看进自己的内心深处。虽然此书问世于百余

年前，至今看来，却不遥远。今天的中国虽然已非当年的中国，但根本之处，不会有多少差

别。其实，一个国家的民族性格，一个国家的国人气质，改变或改善，是要综合实力的发展，

更是漫长的潜移默化，所以，不能说，这本书是过去的书，历史的书，它，永远值得、必得

读一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