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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们总是希望知情人所说的都是事实，没有半点含糊。
许多略知中国人的知情人，虽然能说出一些真实的东西，但他们中很少有人能如实地叙述，更不用说
要他们讲出全部实情。
无论学识多寡，没有人可能知晓中国人的全部真实情况。
因此，《中国人的德行》将面对三个不同的观点。
    《中国人的德行》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的先河，鲁迅在临终前向国人郑重推荐此书。
     本书是中国生活在美国中产阶级眼中的经典写照，书中关于中国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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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书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的先河，鲁迅在临终前向国人郑重推荐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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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亚瑟·亨·史密斯，中义名明恩溥，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毕业于比罗耶特大学，美国公理会教上
，1872年来中国传教，先后居住于天津、山东、河北等地，熟悉中国各阶层尤其是农民的生活。
他一生著有十多本著作，每一本都与中国有关。
主要有《中国的格言与谚语》、《中国文化》、《中国的农村生活》、《骚动中的中国》、《今日的
中国与美国》等。
      
    《中国人的德行》于1890年在上海英文报纸《华北每日新闻》连载，轰动一时；1894年由纽约弗莱
明公司结集出版。
《中国人的德行》是西方人介绍与研究中国民族性格最有影响的著作。
对后世学人影响极大。
     
    亚瑟·亨·史密斯于1932年8月31日去世，享年8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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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讲究面子　　我的尊严，他对两三个人讲话，也像是面对大批人讲话。
他会喊叫道：&ldquo;我对你说，你，还有你，对这儿的所有人说。
&rdquo;如果他的烦恼得以解决，他会说自己是在赞许声中&ldquo;下了台&rdquo;；如果烦恼没有化解
，他就会无法&ldquo;下台&rdquo;。
所有这些，如果看明白了，就会发现与实际毫无干系。
他要解决的问题永远不是事实问题，而是形式问题。
如果在合适的时候，用合适的方式讲了一番漂亮的话，做戏的要求就满足了。
我们并不进入表演的幕后，否则会破坏世界上所有的好戏。
在复杂的生活关系中，恰当地做出这样的戏剧行为，就叫有&ldquo;面子&rdquo;。
如果使他们失败，忽视他们，打断他们的表演，就叫&ldquo;丢面子&rdquo;。
一旦正确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ldquo;面子&rdquo;是一把可以打开中国人许多重要特性之锁
的钥匙。
　　应当加以说明的是，中国人保全&ldquo;面子&rdquo;的原则及其相关学问，西方人通常无法理解
。
西方人总是忘记中国人办事时的戏剧因素，而误入无关的事实领域。
对于西方人来说，中国人的&ldquo;面子&rdquo;犹如南洋岛上的禁忌一样，是一种不容否定的潜在力
量，不同的是，&ldquo;面子&rdquo;不可捉摸，不讲规则，只按照人们的世故常情来废除和替换。
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与西方人必须承认差异，因为他们从来不能在同样情况下对同一件事情达成共识
。
在调解村庄无休止的争吵时，&ldquo;和事佬&rdquo;需要仔细考虑如何平衡双方的&ldquo;面子&rdquo;
，就像欧洲政治家曾经考虑的力量平衡问题一样。
在这样的情况下，调节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公正&mdash;&mdash;尽管从理论上讲有这种愿望，但这对
一个东方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实施的。
这种调解完全只是考虑当事各方的面子。
在法律裁决中，也常运用同样的原则，其结果在很大比例上是一场拉锯游戏。
　　送人一份厚礼，是&ldquo;给他面子&rdquo;。
但是，如果礼物是个人所送，受礼人应当只接受其中的一部分，一概拒绝是很少见的，或者根本不可
能。
许多渴望保留面子的事例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认为被人指出错误是丢面子，因而不管有多少证据都要否认这些事实，以保住面子。
一个网球不见了，被一位苦力拣了去，即使有证据，他也会不客气地予以否认，然后走到丢失球的地
方，很快&ldquo;发现&rdquo;球就在那儿（从他的袖子里掉出来的），然后他说：&ldquo;你&lsquo;
丢&rsquo;的球在这里。
&rdquo;女佣把一位客人的铅笔刀藏在她主人的房间里，后来，她又在台布下把刀子&ldquo;找&rdquo;
了出来，谎称是她找到的，并装模作样地把它拿出来。
在这些例子里，面子是保住了。
仆人丢了一把银勺子，他知道要赔或者从他工钱里扣，于是就主动辞职，并且故作清高地说：&ldquo;
那些钱留着赔那把银勺子好了，我不要了。
&rdquo;这样，他没伤着自己的面子。
一个债主知道借出的钱要不回来了，但还是到欠债人那儿，严厉地训斥欠债人一顿，以表明自己知道
该怎么做。
债主没要来钱，但保住了面子，以保障自己以后不再像这次一样要不回钱。
一个失职或拒绝做某些分内之事的仆人，一旦得知自己将被解雇，他就重复以前的过错，然后再主动
辞职，以保全他的面子。
　　宁死也要保住面子，这对我们来说，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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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曾经听说中国的一个县官，被允许在砍头时身穿官服，这作为一种特殊照顾，是为了保全他的
面子！
　　大嘴评说　　有一个笑话：一个叫四大人的绅士有钱有势，人们都以能够和他攀谈为荣。
有一个专爱夸耀的小瘪三，一天高兴地告诉别人道：&ldquo;四大人和我讲过话了！
&rdquo;人问他：&ldquo;说什么呢？
&rdquo;答道：&ldquo;我站在他门口。
四大人出来了，对我说：滚开去！
&rdquo;　　这是笑话，是形容小瘪三的&ldquo;不要脸&rdquo;，但在小瘪三本人看来是自己获得了不
一般的&ldquo;面子&rdquo;。
　　&ldquo;面子&rdquo;是我们在谈话里常常听到的，因为好像一听就懂，所以细想的人大约不很多
。
鲁迅先生在《说&ldquo;面子&rdquo;》一文中这样写道：&ldquo;面子&rdquo;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不想还好，一想可就觉得糊涂。
它像是很有好几种的，每一种身价，就有一种&ldquo;面子&rdquo;，也就是所谓&ldquo;脸&rdquo;。
这&ldquo;脸&rdquo;有一条界线，如果落到这线的下面去了，即失了&ldquo;面子&rdquo;，也叫
做&ldquo;丢脸&rdquo;。
不怕&ldquo;丢脸&rdquo;。
便是&ldquo;不要脸&rdquo;。
但倘使做了超出这线以上的事，就&ldquo;有面子&rdquo;，或曰&ldquo;露脸&rdquo;。
　　古今中外的名家对中国人的讲究&ldquo;面子&rdquo;不同程度地做过论述，得出的结论是：
爱&ldquo;面子&rdquo;已成为中国人的特性。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一方面，讲究&ldquo;面子&rdquo;有助于在社会上形成互相尊敬的风气，
有助于人们对自身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讲究&ldquo;面子&rdquo;往往阻碍着我们前进的步伐。
里，成千上万的人更是靠每天不到一分半钱的定额来维持生命。
这表明了一个普遍的事实：中国的烹调技艺是很高的。
在外国人看来，尽管中国人的食物通常是简单而粗劣，有些还淡而无味，甚至是令人厌恶的，但不得
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人在对自己所拥有的东西进行烹调和服务方面，的确是艺术大师。
在这个问题上，库克先生把中国人仅仅放在法国人之下、英国人（也许还包括美国人）之上。
对这些国家的排列孰前孰后，我们无法像库克先生那样肯定，但中国人无疑要比其他国家的人更会烹
调。
如上所述，即使从生理学家的观点看，中国人对主食的选择显然是明智的。
简单的作料，丰富的花色品种，其烹饪技术之完美，即使对中国烹调最不注意的人也会全然知晓。
　　另一件以往没引起我们注意却很有意义的事实是，中国人在做饭菜时一切都尽可能物尽其用，很
少浪费。
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每顿饭剩下的东西除了很少一些不值钱的之外，都留待下次再用。
要说明这个普遍的事实，只要看一眼中国的猫或狗的身体状况就可以了。
这些动物的&ldquo;生存&rdquo;真是不幸，它们依赖人们的剩饭，一直挣扎在&ldquo;死亡线上&rdquo;
。
新兴国家中人们的浪费是众所周知的，我们可以肯定，像美国这样生活富裕的国家，每天浪费掉的东
西，足以使六千万亚洲人过上比较好的生活。
我们确实希望看到这些剩余的东西不被浪费，而使更多的人胖一些起来。
正如许多中国人在&ldquo;吃饱&rdquo;之后，仍把剩余的饭菜整理出来以备下次再用一样，即使茶杯
里剩下的茶叶，也要重新倒回茶壶里去再煮一遍喝。
　　有一个事实我们不能不给予充分的关注，那就是西方人越来越注重食品的卫生，但中国人却不是
这样。
什么东西都迟早会成为中国人的盘中之餐，不能吃的东西几乎没有。
中国北方，普遍使用马、骡、牛和驴干活，许多地区还使用骆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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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这些牲口只要一死，不管是意外之死、老死、还是病死，一般都会被吃掉。
这已经是司空见惯，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也没有人因为动物可能死于常见于牛身上的胸膜炎等流行
病而放弃这种习惯。
不过，他们明白这类病畜肉要比死于其他疾病的病畜肉更差，只是由于出售的价格较便宜，都卖出去
了，都被吃了。
人们清楚地知道，这类病畜肉进人人体内会产生某种疾病，但他们还是要花较少的钱去吃这种肉，无
非是贪图便宜。
不过，应该说吃了病畜肉而生病的人毕竟是少数。
死狗、死猫，也像死马、死骡、死驴一样被吃掉。
我们曾经亲身经历几件村民煮死狗吃的事例，这几只狗都是被人故意毒死的。
其中有一次，有人提议去问问外国医生，吃了这种肉可能产生怎样的后果，但狗&ldquo;已下
锅&rdquo;。
曾吃过这种肉而没得病的人是不会放弃这顿美餐的，事实上，在狼吞虎咽之后，居然平安无事！
　　有关中国人节俭的另一个事例，也与做饭有关，这就是为了有效地使用燃料而在饭锅的制作上下
了很多的功夫。
在中国，燃料既少又贵，用的基本上只是些叶子、秆儿和庄稼的根，一烧就没了。
为了适应这种情况，锅底要做得尽可能薄，操作起来要非常小心。
搜集所需燃料的过程，是中国人极度节俭的又一个例子。
每个小孩，即使他还不会做其他什么事，但至少能拾柴。
秋冬时节，到处是拾柴大军，他们手持竹耙，连一根干草也不留下。
孩子们进入树林，用木棒打落秋叶，好像是在打落成熟的栗子，甚至树叶还在随风飘落时，就已经被
拾柴心切的人们&ldquo;争抢&rdquo;一空了。
　　每一个中国的家庭妇女都懂得最大限度地利用布料。
她的衣服并不像西方国家同龄女性所穿的那样，在装饰和款式上过于浪费，而是尽量事先计划节约时
间、精力和布料。
在外国人看来是一片小得不能再小的布料，在中国妇女手里能做到物尽其用，这是议会中&ldquo;家庭
经济&rdquo;的女作家们做梦也想不到的。
一个地方派不上用场，另一个地方一定能派上用场，即使是一些碎布头，还可用来粘合成鞋底。
伦敦或纽约的行善之士，把自己用不上的衣服施舍给穷人，并不切实际地希望接受者不要因而成为单
纯依靠救济过活的人。
这真是弊大于利。
但不管谁把类似的东西施舍给中国人，尽管他们所用的布料和式样与我们的截然不同，但也可有理由
相信，这些特殊的物品会得到充分的利用，即使是一丁点儿，也不会被丢弃，而是与其他布料搭配在
一起。
　　中国人经常在纸上题字送朋友，但纸是松松地缝在一块丝绸底子上的。
用线缝而不用糨糊粘贴，为的是让受赠者以后可以方便地更换绸布上的字，使他拥有一块可长期使用
的绸布！
　　中国人的节俭还可表现在小商贩的买卖中，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小到不引起注意。
例如，一个小商贩能准确地知道各种火柴盒中的根数，并知道每盒能赚多少钱。
　　中国人的每一页旧账簿，都会用作糊窗子或做纸灯笼。
　　中国人处处节俭，就连确实必需的食品也尽量节俭。
他们看不到其中的不合理，而以为是理所当然的。
B.C.亨利博士。
在《基督教与中国》一书中给出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三个轿夫抬着他走了二十三英里路，花了五个小
时。
然后，轿夫们又回广州，去吃别人为他们提供的早餐。
吃早餐前走了四十六英里的路，其中一半还是抬着轿，目的是省五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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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例子。
两个轿夫抬着轿子走了三十五英里路，又坐船回来，他们从早上六点起就没吃东西，却不花三文钱吃
两大碗饭。
后来，那条船搁浅了，他们直到次日下午两点钟才到达广州。
这样，这些人已经有二十七小时没吃东西，负重走了三十五英里，抬着亨利博士和他的行李去广州，
走了十五英里。
　　对西方人来说，中国人节俭的做法确实很难苟同，但我们却不能不承认表现在这些东西之上的淳
朴天性。
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北方（说来也怪），男孩、女孩一年中有好几个月一丝不挂，四处转悠
，像在伊甸园里一样。
也许对他们来说，这样更舒服一些，但主要还是为了节俭。
中国无以数计的独轮车都嘎吱作响，只要加几滴油，车子就不会这样响了，但没人会这样做，因为对
有点&ldquo;麻木&rdquo;的人来说，咯吱咯吱的响声要比油更便宜。
　　一位日本人侨居国外，他的特别要求是每天有热水洗澡，这是他的习惯。
中国人也有澡堂，但绝大多数人根本就没去过，甚至连见都没见过。
一个中国母亲的孩子满身尘土，她用一把旧笤帚给孩子扫土。
一个好奇的外国妇女见此情景便问：&ldquo;你每天给孩子洗澡吗？
&rdquo;这位中国母亲不满地说：&ldquo;每天洗？
他生出来就没洗过！
&rdquo;对于一个普通中国人来说，即使肥皂商把&ldquo;比污垢还便宜&rdquo;的广告贴到他的窗口，
他也不会有什么触动。
　　中国人毫无疑问会把外国人看作是&ldquo;浪费肥皂的人&rdquo;，正如意大利人看英国人一样。
在中国，洗衣服时所用的肥皂当然是少得不能再少了，洗过的衣服。
与我们所说的清洁标准无疑还有距离。
我们不妨认为这只是为了节俭，因为许多中国人同我们一样也爱清洁，尽管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他们
中有些人还值得我们效仿。
　　正是因为节省的本性，在中国一般不可能买到现成的工具。
你可以买到&ldquo;原始&rdquo;的半成品，然后再自己精加工。
所有人都认为自己加工总比买现成的便宜，因此现成货当然也就买不到了。
　　我们曾提到过许多有关中国人节俭的事例。
比如，普通房子的光线一般都很暗，他们便在两个房间的隔墙上开一个洞，洞中摆一盏几乎不用花钱
的小油灯，用以同时驱散两个房间的黑暗。
在中国，也可以在类似纺织、制陶、冶炼、工艺制作一类的小作坊里看到这种情形。
在我们看来，这类作坊并不像是在表现中国人的节俭，更多的是在体现某种创造才能。
中国人原本可以想出更好的方法来完成工作，但好的方法会使中国人在做的事情变得没味儿。
他们好像能够白手起家制造所有的东西，他们的产品无论是简单还是复杂，一般都有这样的特点。
他们可以在一个小院子里建一个小规模的炼铁炉，也可以在一个小时内用一小摞泥砖垒起&mdash;个
炉灶，而且是长期地用下去，不花钱。
　　没有比完成重大任务时的安排，确切地说是缺乏安排，能更好地说明中国人的节俭了。
在中国，每年都有大量的谷物作为皇粮运送到北京。
这些贡品从天津起运至通州卸货。
令&ldquo;谷物交换&rdquo;商吃惊的是，装卸、称量和搬运这堆如山稻谷的不是机械，而是靠一帮苦
力用形状如同截锥、大小相同于一蒲式耳的箱子以及一定数量的草席操作。
席子铺在地上，然后倒出谷物，称量，装袋，运走，最后收起席子，剩下的又仅仅是泥岸！
　　对一个美国烟草种植园来说，最大的开支便是为烘干烟叶而搭建的又长又精巧的棚子。
而中国人却不必为此花什么钱，棚子可以用茅草来搭建，茅草旧了可以作燃料，而且与新茅草同样好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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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叶摘下时，结实的叶柄依然留着，于是便用草绳扎住叶柄，这样烟叶都连在草绳上，然后再把它们
挂起来，如同把衣服挂在绳子上一样。
这种方法真是再简便而有效不过了。
　　每一个居住在中国的细心观察者，都可以加上这样的例子来说明中国的社会现实。
但是，或许没有比以下更典型的事例：一位中国老妇人，步履蹒跚地走着，一打听才知道，她是去亲
戚家，那地方方便去祖坟，这样，可以节约抬棺材的费用，因为距离缩短了！
　　大嘴评说　　史密斯先生关于中国人节俭的论述，是建立在特定历史条件的事实上的，那时的中
国一片贫穷，人们要生活，不可能不节俭，甚至于表现得有点吝啬。
但是，节俭是人类的美德，这是毫无疑问的。
　　直到今天，大部分的中国人还是节俭的楷模。
正当赚钱是吃苦耐劳、不懈努力的结果，而节俭使用是精明能干、富有远见和自我克制的体现。
　　一个人家为了获得独立，节俭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节俭既不需要超人的勇气也不需要卓越的美德，而只需要一般的力量和普通人的能力。
实际上，节俭只不过是秩序原则在家庭事务管理中的运用：它意味着统筹安排、合乎规则、精打细算
和避免浪费。
节俭也意味着为了将来的利益得到保障，要有抵御眼前的巨大诱惑的能力，这也是人超越于动物本能
的高贵之处。
　　节俭是自助的最好的展现。
每个人都应该量入为出，按照自己的收入过日子。
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对自己诚实。
因为，如果一个人不是诚实地按照他自己的收入过日子，那么他必定是虚伪地按照其他人的收入过日
子。
那些挥霍浪费的人虽然天性大方，但是，最后还是被迫去做一些肮脏丑恶的事情。
他们贪图一时的安逸享乐，花天酒地，挥霍无度，不得不提前去支取存款，提前领取工资，拆东墙补
西墙，寅吃卯粮，结果必然是债台高筑，不得翻身，严重影响自己的行动自由和人格独立。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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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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看了这些，而自省，析，明白哪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
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　　&mdash;&mdash;鲁迅　　我在美国求学的时候才得细读《中国人的素
质》的英文原本。
对于书中不少的地方未能赞同，也有些地方使我不愉快。
明氏毕竟是过来人。
他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现象，可谓观察精密、独具慧眼，而H他那描摹入微、写实逼肖的能力，岂但在
西洋人中没有儿个可以与他比拟的，就是在我们自已的国人中问恐怕也是少如风毛麟角吧。
　　&mdash;&mdash;李景汉　　《中国人的素质》先是于19世纪80年代以系列文章的形式写成，后
于1894年成书出版。
该书是中国生活在美国中产阶级眼中的经典写照，书中关于中国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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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恩溥把作为文化差异的&ldquo;贫穷&rdquo;与&ldquo;社会团结&rdquo;，写得特别精彩。
　　&mdash;&mdash;费正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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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人的德行》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的先河，鲁迅在临终前向国人郑重推荐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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