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的性格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国人的性格)是西方人介绍研究中国民族性格的最有影响

的著作。由美国公理会来华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撰写。书中描述

了100多年前中国人，有高尚的品格、良好的习惯。也有天生的偏狭、固有的缺点。此

为1894年刊本。

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性格》一书的内容1890年曾在上海的英文版报纸《华北每日新闻》

发表，轰动一时；1894年在纽约由弗莱明出版公司结集出版。这位博学、不无善意的

传教士力图以公允的态度叙述中国。他有在中国生活22年的经验为他的叙述与评价担

保，他看到中国人性格的多个侧面及其本相的暖昧性。他为中国人的性格归纳了20多

种特征，有褒有贬，并常能在同一，问题上看到正反两方面的意义。《中国人的性格》

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不仅影响了西方人、日本人的中国观，甚至对中国现代国民

性反思思潮，也有很大影响。张梦阳先生对此曾有过专门研究。[注]

史密斯是位诚实、细心的观察家。读者在阅读中不难发现这一点。然而，诚实与信心

并不意味着客观与准确。因为文化与时代的偏见与局限，对于任何一个个人都是无法

超越的，尤其是一位生活在1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士。西方文化固有的优越感，基督

教偏见，都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史密斯在中国的生活经验和他对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印

象与见解。基督教普世精神、西方中心主义，构成史密斯观察与叙述中国的既定视野。

中国人的性格形象映在异域文化背景上，是否会变得模糊甚至扭曲呢？辜鸿铭说"要懂

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淳朴的"，"比如那个可敬

的阿瑟。史密斯先生，他曾著过一本关于中国人特性的书，但他却不了解真正的中国

人，因为作为一个美国人，他不够深沉。。"（《春秋大义》"序言"）

美国传教士眼里的中国人的形象，并不具有权威性。它是一面镜子，有些部分甚至可

能成为哈哈镜，然而，问题是，一个美国人不能了解真正的中国人，一个中国人就能

了解中国人吗？盲目的自尊与脆弱的自卑，怀念与希望，不断被提醒的挫折感与被误

导的自鸣得意，我们能真正地认识我们自己吗？《中国人的性格》已经出版整整l00年

了。一本有影响的著作成为一个世纪的话题，谁也绕不开它，即使沉默也是一种反应，

辜鸿铭在论著与演说中弘扬"中国人的精神"，史密斯的书是他潜在的对话者，回答、解

释或反驳，都离不开这个前提。林语堂的《吾国吾民》，其中颇费苦心的描述与小心

翼翼的评价，无不让人感到《中国人的性格》的影响。《中国人的性格》已成为一种

照临或逼视中国民族性格话语的目光，所有相关叙述，都无法回避。

我们不能盲信史密斯的观察与叙述都是事实，但也不必怀疑其中有事实有道理。读者

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来判断。了解自己既需要反思也需要外观。异域文化的目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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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理解自己的镜子。临照这面镜子需要坦诚、勇气与明辨的理性。鲁迅先生一直希

望有人翻译这本书，在他逝世前14天发表的《"立此存照"（三）》中，先生还提到："

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译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

明白哪几点说的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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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介绍参考：中国人的性格）

明恩溥观察到了中国文化的二十五种特征，他的这本书也包含了这二十五章，每个章

的标题都是描述了一个特征，最后两章描述了宗教和社会。

第一章 保全面子

第二章 节俭持家

第三章 勤劳刻苦

第四章 讲究礼貌

第五章 漠视时间

第六章 漠视精确

第七章 易于误解

第八章 拐弯抹角

第九章 顺而不从

第十章 思绪含混

第十一章 不紧不慢

第十二章 轻视外族

第十三章 缺乏公心

第十四章 因循守旧

第十五章 随遇而安

第十六章 顽强生存

第十七章 能忍且韧

第十八章 知足常乐

第十九章 孝悌为先

第二十章 仁爱之心

第二十一章 缺乏同情

第二十二章 社会风波

第二十三章 诛连守法

第二十四章 相互猜疑

第二十五章 缺乏诚信

第二十六章 多元信仰

第二十七章 中国的现实与时务

(中文文字版可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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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 又作明恩普，阿瑟·亨德森·史密斯，

美国人，基督教公理会来华传教士。1872年来华，最初在天津，1877年到鲁西北赈灾传

教，在恩县庞庄建立其第一个教会，先后在此建立起小学、中学和医院，同时兼任上海

《字林西报》通讯员。1905年辞去宣教之职。在明恩溥等人推动之下，1908年，美国正

式宣布退还“庚子赔款”的半数，计1160余万美元给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明恩溥返回美国。

作为一个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深入天津、山东等地了解中国民众的生存状况，熟悉中

国的国情，因而他知道如何以恰当的方式影响中国的未来。1906年，当他向美国总统

西奥多·罗斯福建议，将清王朝支付给美国的“庚子赔款”用来在中国兴学、资助中

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时，他大概已经意识到了实施这一计划所能具备的历史意义。清华

留美预备学校（后改名为清华大学）的成立，为中国留学生赴美打开了大门，一批又

一批年轻学子从封闭的国度走向世界，他们中间涌现出众多优秀人才，归国后成为不

同领域的精英。

如果你只是对其中插图页及照片感兴趣，你可以下载此选辑文件：

书名：中国人的性格.插图页部分.Chinese characteristics.By Arthur Henderson
Smith.1894年版

文件格式：PDF高清

文件大小：30.8M

注：此PDF文件包含分章节书签（标题翻译参照中译本）。文章末尾下载链接为完整

本链接（适合需要阅读英文原本的用户下载）。

--
文件：中国人的性格.Chinese  characteristics.By  Arthur  Henderson
Smith.1894年版

文件格式：PDF高清

文件大小：216M

http://baike.baidu.com/view/475376.htm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5474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