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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序前几日，我乘公共汽车去农村。
农村青壮大都打工去了，沿途停车上来的多是走亲访友的蹒跚老人。
这些老人乘车大都以同样奇怪的姿态：他们蜷进座位的角落，枯瘦的手紧紧锁住边上的栏杆。
那几个坐在过道包袱上的老太太神色更加紧张，她们尽量把自己的身体蜷缩到最小，眼睛不安地盯在
地板上，一旦有谁上下车从她们身边经过时，她们都毫无必要地颤颤巍巍地把小脚盘起来让路，人过
去许久才小心翼翼地放下来。
这就是传统的中国农民的典型神态：在自己熟悉的一亩三分地之外，他们永远是紧张的、怯懦的，似
乎周围充满不可测的危险。
我想起了作家关仁山讲过的一个故事：在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在河北滦县进行扫荡。
他们把一个村子三百多口人集中起来，叫他们挖一个大坑。
村民们知道这个坑是用来埋葬自己的，然而还是一锹一镐，认认真真地挖好了这个坑。
然后，三百多人全部被枪杀，埋在这个坑里。
抗日战争过去六十多年了，我们在电视上还是能看到这样的新闻：一个歹徒，两天之内，仅凭手里的
一把小小的水果刀，就能在长途客车上，当着大家的面连续强奸几个女孩，全车乘客，包括其中一个
女孩的亲哥哥，都一言不发。
汉语里有一个独特的词——“顺民”，我不知道还有哪个民族的语言里有。
那些农村老太太的神态，就是“顺民神态”。
这种“顺民神态”告诉你，他们准备在任何公权力、暴力和不合理现象面前低头。
无论什么时候，他们都会选择顺从，而不是反抗。
是什么，造就了中国人独一无二的“顺民性格”？
是中国独特的历史和独特的政治文化。
黑格尔说中国是个“停滞的帝国”，汤因比说中国几千年里处于“僵化状态”。
如果因此而认为中国的传统社会没有发展，那无疑是错误的。
几千年的中国史其实就是一部专制技术发展史。
专制制度是世界上最自私的一种制度。
为了让这一家一姓能够千秋万代享有全天下的膏脂，它尽最大可能地压缩社会其他人群的权利和利益
，尽最大可能地消灭一切对专有权力的觊觎和挑战，尽最大可能地维持稳定，保持现状，防止社会发
展变化。
套用鲁迅在《春末闲谈》中的比喻，专制技术就是掠夺者刺在中国社会神经上的一根毒针，它使得中
国社会麻痹、僵化，失去反抗力，以利于它肆无忌惮地敲骨吸髓。
因此中华民族最大的发明创造不是“四大发明”，而是专制技术。
这一技术，有高深的理论，有精密的设计，有庞大的体系。
从韩非子到董仲舒，它背后有许多理论提供者。
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确立郡县制度，是这一技术大规模应用的开始。
汉武帝“独尊儒术”给秦始皇创立的硬制度，配合上了非常适用的意识形态体系。
唐太宗完善了科举制度，把社会的智力资源统一到“皓首穷经”这一条路上来，有力地从制度上控制
住了知识分子的头脑。
清代诸君则大兴文字狱，在人们头脑里直接建立监狱，终于把专制制度推上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
峰。
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停滞”“僵化”，正是专制制度所要达到的目标，正反映了专制技术不断发展所
取得的卓越成就。
孟德斯鸠说：“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专制的原则是恐怖，专制的目的是平静。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因此专制技术发展史的另一面，或者说这种技术成果的体现，就是一
部漫长曲折的国民性演变史。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新旧交汇的河口，传统与现代，在各个层次交错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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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或者用一句学术术语，从“器物层面”上看，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是全面西化了。
西服领带早已取代了长袍马褂，大巴和小汽车取代了马车和轿子。
在“文化大革命”把“四旧”破坏殆尽的基础上，我们再以现代化的名义，扫荡掉古老民居，建起一
幢幢面目雷同的钢筋水泥大厦。
但是，这仅仅是表象。
改造一座城市远比改变一个头脑容易。
请问，我们那些坐奥迪、用笔记本电脑的官员，他们跑官、买官、贪污腐败的方式，和明清那些坐八
抬大轿的官僚，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吗？
我们那些施用化肥、使用含激素饲料、每天晚上在电视前兴高采烈地看《康熙王朝》的农民父兄，在
政府、权力和暴力面前的表情，和秦汉时代，有什么不同吗？
在现代化的外衣之下，传统中国的内核正在如几千年前一样安详地、不动声色地可怕地静静旋转。
这种传统与现代的交错，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变幻莫测、光怪陆离。
这种错综复杂，不但让外国人迷惑，也让中国人眩晕。
世界诸重要国家中，只有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最为崎岖曲折，多次重复缴纳高昂的学费，依然在同一个
地方不断跌倒。
西方国家的事物移植到中国，似乎逃不了被染上“中国特色”的命运。
到现在为止，在中国人与中国人的面对面斗争中，成功者无一不是更“中国”的人。
在晚清，慈禧太后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斗争中，那个深懂中国权力运作机要的老太太胜了。
在民国初，从海外回来的孙中山被土生土长的官僚袁世凯轻而易举地打败了。
因此，认识清楚古老中国的内核，是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必须做的。
这是我们走下去的前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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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民性并非一成不变的，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如同瀑布一样，飞流直下，越来越
恶化。
春秋时代中国人单纯淳朴；唐代人雄健阳光，有尚武精神；进入明清之后，流氓气越来越重。
而此流变与专制制度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通过世界视野中对中国国民性的观察和历史视角下对中国国民性演变过程的剖析，作者认为是落后的
制度造成了中国人的劣根性。
近代以来，从梁启超、鲁迅到蒋介石、毛泽东，为改造国民性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收效甚微，其
根源在于制度建设与国民性改造之不同步。
中国人身上并没有“过滤性病菌”，要改造国民性，必须从制度方面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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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宏杰，蒙古族，1972年生于辽宁。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
曾先后就职于某大型金融机构及某大学。
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饥饿的盛世》、《坐天下很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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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记得读到过一个日本人写的帖子。
他说，我们尊敬古代的中国人，看不起后来的中国人。
因为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很不一样。
 这话听起来刺耳，细一想确实如此。
如果仔细翻阅中国历史，我们会清晰地看到，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似乎根本不是同一个物
种。
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历程如同直跌下来的三叠瀑布，其落差之大，令人惊讶。
源头的中国人，品格清澈；唐宋时的中国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国人的品质却大幅劣化，麻木
懦弱，毫无创造力。
 如果你不信，我在这里可以随手举几个例子。
 先说尚武精神。
 春秋战国时代，那些争雄竞长的大国，个个都强悍好战。
《诗经·秦风·无衣》的“注”中就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
”班固在《汉书》中也说：“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
” 当时东方大国齐国民风强悍，百姓都是急性子、倔脾气，和今天的韩国人差不多。
贵族们常常在道路上驾车相撞，国家立法也不能禁止。
 连今天说着吴侬软语的吴越地区，在先秦时代也是一片气质刚劲的土地。
《淮南子·主术训》篇说：“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
”班固这样描写这片土地的尚武遗风：“（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 春秋时代，贵族个个都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
那时候的中国人，不喜欢一步三摇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
所以《诗经》言庄姜之美，必先言“硕人其颀”。
写鲁庄公之美，必说他“猗嗟昌兮，颀而长兮”。
那个时代美男子的标志是大个子，卷头发，浓胡须，最好还带点狐臭味。
《诗经·齐风·卢令》赞美猎人，就说他“美且鬈，美且偲”，也就是说他鬈发多须。
同样，《诗经·陈风·泽陂》中说，“有美一人，硕大且卷，有美一人，硕大且俨”，于是令女主人
公心生爱意，在单相思中苦闷不已。
 我们再来看看后来的中国人。
 在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意外地发现，中国的男人都如此文弱。
他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
”他惊讶地发现，这个帝国里最聪明的人看起来都像女人：“无论是他们的外貌气质，还是他们内心
的情感流露，他们看起来全像是温柔的女子。
要是你对他们尊敬礼让，他们便会比你更加谦和。
”居留中国的几十年里，利玛窦也看过上流社会的人打架，不过其情景却让他哑然失笑：“彼此争斗
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
”“他们很少残杀，他们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这种争斗的方式。
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男子阳刚之气，主要是，他们大多数人连小刀之类的兵器都没有。
”“这些男人不惜每天花费两个小时来梳理他们的长长的头发，考究地整理他们的服饰，他们就这样
悠闲自得地打发着美好的时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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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的父母并没有许多藏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学生也没有那么多的课外读物。
因此，当智力发育强烈需要营养的时候，我所能选择的，只能是父亲小书架上的“青年自学从书”之(
《鲁迅杂文选》以及《鲁迅小说诗歌散文选》。
这几本土红色封面的小册子是“按照毛主席关于‘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的教导，为了适应广大下
乡上山知识青年自学的需要”而于1973年5月编辑出版的。
初中一年级的时候，这两本书我已经读得滚瓜烂熟。
作为初一学生，我不但从注解中知道了顾颉刚患有口吃，知道了陈西滢是鲁迅的死敌，甚至还知道了
李四光也曾与鲁迅势不两立，曾经想把鲁迅“投畀豺虎”。
当然，这些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的初一年级作文里，已经明显出现了“鲁迅腔”。
到现在，我还保留着一本初一时的作文本。
里面充斥着“确乎”“然而”“大抵”“而已”，甚至有的篇末，还模仿鲁迅，对某种现象来一首仿
太白的绝句“以讽之”。
而更重要的是，因为阅读鲁迅，我建立起了对“国民性”这一话题的持久不衰的兴趣。
    成年之后的我常常会陷入自省。
当然，一般是在我和这个世界发生摩擦之后。
说“摩擦”也许不太合适，因为“我”和“世界”太不对等了。
我再坚硬、再尖刻，在浑然巨大的“这个世界”身上也“摩擦”不下什么痕迹。
而“这个世界”一旦不经意地“摩擦”我一下，就有可能让我伤筋动骨，至少也要龇牙咧嘴。
    按理说，七十年代出生的我应该有足够的机敏、智慧和无所谓，去绕开那些坚硬的、不可改变的巨
石，顺流而下奔向藏污纳垢万物丛生的大海。
可我却一遍遍地径直扑向那些山崖，在黑色的岩石上摔碎自己的话语。
这几乎是一种条件反射，或者说一种本能。
它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我的现世幸福。
这种低效行为的背后，不仅仅有父母遗传给我的拙直，还有环境提供给我的文化基因，让我在某些时
候总是“如蝇在食，不吐不快”。
事实上，有一段时间我曾经抱怨历史使我读了那么多鲁迅，因为我发现鲁迅身上那些负面的东西，比
如他的峻烈褊急、完美主义倾向、唯意志论倾向，给青春期的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至今难以彻底
修正。
欢迎鲁迅的坚贞“粉丝”对我的这一段话大加挞伐，因为很可能是我把自己的问题转化成了鲁迅的问
题。
然而，鲁迅开启了我对国民性的持续关注，这显然无人可以代替。
    很多时候，一个人一生的思考，都是为了解开少年时代埋下的疑问。
这些年来，我的兴趣和精力越来越多地转向历史，国民性是我阅读历史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这本书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本关于中国历史的读书笔记。
但我必须说明的是：第一，这本书不是一本学术著作，而只是我的野狐禅式的自圆其说。
相对于严肃的学术著作，里面也许有太多的感性，太多的个人化感受，太多的大而化之，也许有很多
不严谨、不准确、泥沙俱下之处。
甚至相对于我的另一类历史作品，关于国民性的言说显然更粗糙一些。
第二，这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资料，从专著到论文。
但是因为体裁的关系，没有加以注解。
我只能在这里大致罗列一下一些主要的参考资料并表示感谢：邵建的(《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
适与鲁迅))，这也是我不懈地向读者推荐的一本书；秦晖关于“制度与文化”的系列影响深远的论述
，比如《从大共同体本位到公民社会》；徐良高的《中国民族文化源新探》，这本书是我关于中国上
古文化的入门著作；王毅关于“明代流氓文化”这个话题的部分论著，如《明代流氓文化的恶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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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专制政体的关系及其对国民心理的影响》；周宁关于“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的系列内容丰富而
又好读的著作。
此外还有周金华的论文《论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及其成因》，孙云的《春秋战国至秦汉
间任侠风气的文化考察》，蔡礼彬的《个体意识的逐渐觉醒：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迁的另一种解读》
，景红艳的《论春秋战国时期士文化人格之变迁》，张艳萍的《试论春秋尚武之风》，刘厚琴的《儒
学与汉代社会风气的嬗变》，葛承雍的《唐代服装与长安气象》，唐丽娟的《从唐宋文学看士大夫心
理结构的差异》，黄凯愉的《唐宋文人精神世界的嬗变与文人画的兴起》，江冰的《重文轻武与精神
衰微：论宋代文人的社会地位及其精神状态》，邹治慧的《元代文人的心路历程》，高树林的《元朝
时期的河北人口初探》，王恩全的《论中西门庆的发迹所反映的明代社会现实》，牛建强的《明代中
后期士风异动与士人社会责任的缺失》，林家有的《论孙中山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栗建新的《蒋介
石国民性思想述评》，周建超的《建国后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述评》⋯⋯在写作的过程中，读
过的资料不下百种，在这里无法一一列出，对未能提到的作者谨致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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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国民性众说纷纭，讨论历久弥新。
张宏杰有其独特视角，认为国民性并非一成不变，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为塑造国民性的主要因素。
本书以生动的文字勾勒了一幅国民性演变图,散文式的宏观叙述颇值一读。
    ——葛剑雄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清算中国国民性。
这个思潮直至今日都没有真正结束，鲁迅、柏杨等人最为突出，陈独秀以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大批
思想者最为激进。
上百年过去了，中国的国民性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冷静想想，除了鲁迅对国民麻木的描述、柏杨的“
酱缸文化”外，我们其实只是在抽象意义上谈论一般国民性，并不了解中国国民性的来龙去脉。
张宏杰是一个会讲故事的青年历史学家，他的这本《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具有历史的厚重感、纵深
感，文字优美，叙事清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梳理什么是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国人的国民性究竟发
生了哪些演变，值得一读。
    ——马勇    国民性，是一个令国人焦虑了百年的话题。
从胡适、鲁迅到蒋介石、毛泽东，一直在致力于改造国民性，并设计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渐
进改良”与“思想革命”，各有实践，张宏杰为我们清晰呈现，孰是孰非，自有后人评说。
    ——张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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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编辑推荐：葛剑雄、秦晖、马勇、张鸣四大学者阅后诚挚推荐，著名学者张
宏杰十年精心研究，解构国民性的演变与未来。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是一部全新视角的中国通史。
中国人的品质，春秋时清澈刚健，唐宋时雍容文雅，明清时则奴性和流氓气十足，专制制度的演进导
致国民性格大倒退。
鲁迅、柏杨、龙应台，一代代精英反思、批判、痛骂甚至诅咒国民劣根性。
梁启超、陈独秀、胡适，各派知识分子苦心积虑，提出种种国民性改造方案。
为何“国人素质太低”之音仍然不绝于耳？
近百年来我们错过了什么？
“国民劣根性”的改造从哪里开始？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全面解读。
中国国民性劣化的根源在于制度建设与国民性改造之不同步。
中国人身上并没有“过滤性病菌”，要改造国民性，必须从制度方面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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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国民性众说纷纭，讨论历久弥新。
张宏杰有其独特视角，认为国民性并非一成不变，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为塑造国民性的主要因素。
本书以生动的文字勾勒了一幅国民性演变图，散文式的宏观叙述颇值一读。
——葛剑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清算中国国民性。
这个思潮直至今日都没有真正结束，鲁迅、柏杨等人最为突出，陈独秀以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大批
思想者最为激进。
上百年过去了，中国的国民性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冷静想想，除了鲁迅对国民麻木的描述、柏杨的“
酱缸文化”外，我们其实只是在抽象意义上谈论一般国民性，并不了解中国国民性的来龙去脉。
张宏杰是一个会讲故事的青年历史学家，他的这本《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具有历史的厚重感、纵深
感，文字优美，叙事清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梳理什么是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国人的国民性究竟发
生了哪些演变，值得一读。
——马勇国民性，是一个令国人焦虑了百年的话题。
从胡适、鲁迅到蒋介石、毛泽东，一直在致力于改造国民性，并设计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渐
进改良”与“思想革命”，各有实践，张宏杰为我们清晰呈现，孰是孰非，自有后人评说。
——张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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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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