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8 當代中國社會

平台上發佈信息，回應社會呼聲和要求。民眾越來越多地通過

政府建設的網絡平台辦理一些需要政府管理的事情，提高辦事

效率；也能夠在網上對政府提出意見和建議，或是對政府行為

進行監督。

伴隨着互聯網的普及，不論是社交方式、消費方式、娛樂

方式還是社會參與，互聯網滲入了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使

得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可以看出，互聯網在中國的發

展方興未艾，各項數據的變化也是一日千里，每一年，甚至每

一個月都有新鮮事物湧現，並有可能發展成為下一個熱點。中

國正在網絡時代的浪潮中大踏步地前進，而互聯網的發展為中

國社會帶來了巨大的契機，使得中國社會或許可以超越其他發

達國家曾經經歷過的某些發展階段，緊跟甚至引領世界未來發

展的潮流。

9

中國人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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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論中國社會，當然就要談論中國人。前面幾章都是從不

同側面討論了中國社會、中國人的特點。這裏，作為本書的最

後一章，我們來直接討論中國人的性格。

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古國，在歷史的長河中早已形成了自

己獨特的歷史文化傳統，中國人作為一個整體，也早已形成了

穩定的性格。如果瑞士心理學家榮格的理論是正確的話，那麼

每個中國人體內都會保留有世世代代活動方式和活動經驗的遺

跡。這種遺跡，被榮格稱作集體潛意識，它與後天經歷無關，

而是先天被賦予的；它不是被意識遺忘的部分，而是個體始終

意識不到的東西，但時時影響着後代的中國人的行為和意識。

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們來討論中國人的性格，這個性格不是天

馬行空和虛無縹緲的，而是作為一個整體的中國人的民族特

色，或曰「民族性」。

當然，中國人這個概念本身有些模糊。中國人是多個民

族在歷史上融合的集合體。歷史上，中國經歷了多次民族大融

合。中國著名的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曾經形象地描述過中華民

族的形成過程。在過去的 3000 年中，黃河中游出現了一個由若

干民族集團匯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稱為華夏，它像滾雪球

一般地越滾越大，把周圍的異族吸收進入了這個核心。它在擁

有黃河和長江中下游的東亞平原之後，被其他民族稱為漢族。

漢族繼續不斷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壯大，而且滲入其他

民族的聚居區，構成起凝聚和聯繫關係作用的網絡，奠定了以

這個疆域內許多民族聯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統一體的基礎，成為

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經過民族自覺而成為中華民族。因此，

當我們談及中國人的時候，不要忽略了中國人是由多個民族匯

集融合組成的文化共同體。

實際上，中國國土是如此之大，以至於成長於不同省份

的中國人都帶有各自的特點。與此同時，中國文化也是與世界

上多種文化交融的結果。幾千年以來，中國人大多保持着開放

的態度，歡迎世界各地的優秀文化，去粗取精，博採眾長。比

黃河孕育了燦爛的中華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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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佛教文化起源於印度，在傳入中國之後，與中國文化迅速

融合，打上了中國化的印記，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近代以

來，中國與西方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咖啡、高爾夫以及聖誕節

等歐美國家的文化元素逐漸成為中國人生活的一部分。因此，

中國文化以及中國人的自我認知都是多元的和開放的。正如

西方有句俗語所說的那樣，「一千個讀者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

特」。想必各個國家的讀者都會對中國人有一個獨特的見解。在

這裏，我們會藉助於社會科學家的研究成果，描繪一個典型中

國人的性格輪廓。

一、中國人的家族觀念

中國人的親屬關係是中國社會組織的核心，也是中國社會

結構的核心之一。中國人在處理親屬關係時的首要原則是「行

孝」。早在 2000 多年前，中國著名哲人孔子就從不同方面提出

了「行孝」的一些基本要求，並延續至今。孔子說「行孝」不

僅要贍養父母，還要尊敬父母，對父母和顏悅色；做事遵循規

範，不讓父母擔心自己；等等。即使在觀念極其開放的現代社

會，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對青少年的調查結果仍然表明，「行

孝」的必要性被絕大多數中國青少年所認同。中國傳統文化規

定孝道是一切行為的基礎，也是所有美德中最首要的一個。如

今，大多數中國人依舊持有這種理念。雖然中國人自 2000 多

年以前就開始提倡孝道，其間經歷風風雨雨、滄海桑田，但是

2000 多年的孝道要義和現代人際關係的觀念並沒有很多抵觸之

處，仍然被今日中國人所接受。既然如此，那麼一個普通的中

國人通過什麼方式去實踐孝道呢？

具體來說，在人生的不同階段，中國人會被要求遵行一種

孝道的規範。這種規範的內容比較龐雜，通過家庭和學校等多

種途徑世代相傳。因而，我們不可能完全列舉出這種規範的全

部內容。不過，我們至少可以舉出常見的一些內容，比如在兒

童時期，會被要求順從父母的教導；幫助父母做家事；注意飲

食起居，維護身體健康；努力學習，用功讀書；和兄弟姐妹保

持友愛的關係；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出門時和返家時向父母

說明，以免父母掛念；不在外面惹是生非，不做犯規的事情。

在青年時期，尊重父母意見，在觀念上盡可能和父母溝通；重

要的事情（包括結婚）應該請父母表示意見；幫助父母做家事

和其他的工作，為父母分憂解勞；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保持

端正的品行；用功向學，充實自己，力爭上游；愛護自己，保

持健康，不參加危險性活動；隨時讓父母知道自己的行為和活



215214 第 9 章　中國人的性格當代中國社會

動的內容；謹慎交友，不和不良少年交往。在成年之後，尊重

父母的意見，必要時婉言進勸；以適當的方式奉養父母，讓父

母安享晚年；注意父母身體健康和心理上的需要，使其生活愉

快，而無孤寂之感；定期探親，和父母團聚；努力工作，發展

自己的事業；建立良好端正的行為模式，能受人尊重，歸榮耀

於父母；教導子女，善盡父母之責任，保持家庭的良好聲譽。

以上就是對普通中國人心目中「行孝」生活方式的基本列舉。

「行孝」是中國人能夠進入社會的基本資格。一個缺乏孝心

的中國人將會被他人所排斥、不信任。孝道早已成為中國人生

活的一部分，構成了中國人獨有的面孔。

與孝道觀念相關，中國人對於祖先有一種特殊的感情，

我們可以稱為祖先崇拜。對離世祖輩、父輩的祭奠屬於祖先崇

拜的重要形式。中國人崇拜祖先一部分是希望祖先的靈魂永遠

保佑着子孫後代，也有一部分是出於對祖先懲戒的畏懼。在中

國，祖先崇拜的儀式非常複雜，所以其表現不僅涉及家族生活

的各個方面，而且各種不同的崇拜儀式所表現的日常生活的面

相也各異。從前，中國大地上到處都是宗廟（神社），亦稱祠

堂，這就是祖先崇拜的場所。在宗廟內，一般都供奉着列祖列

宗的牌位，上面有他們的名諱。神龕上通常會擺放着宗譜，記

錄着本宗族中已經逝去的人，這些人大部分沒有靈牌牌位。另

外還有宗法（也稱作家法）擺放其間，這是國法最重要的補充。

直到現代社會，中國人依然通過各種形式祭奠祖先，比如上墳

和掃墓。中國也有專門祭奠祖先的節日，比如清明節就是最重

要的祭祀節日之一，是祭祖和掃墓的日子，距今已有 2500 多

年的歷史。在傳統習俗中，清明節那天中國人要親自去祖先安

葬的地方掃墓、送上紙錢和食物等等，祭奠祖先。由此可以看

出，在中國人的生活和話語中，祖先長期佔據重要地位。

與「行孝」和祖先崇拜相關聯的是中國人對於家庭的重視。

以前中國有很多由父母和兄弟以及兄弟的子女組成的大家庭，

一般來說家庭的勢力越強，家庭規模也越大，比如中國古典名

著《紅樓夢》裏描述的賈家，上上下下加起來有數百人之多。

而現在中國更多的則是夫妻和子女組成的小家庭。雖然家庭規

模在變小，但是中國人對家的珍視卻是始終如一。中國的傳統

節日大部分都和家庭的團聚有關。例如中國最重要的兩個節

日—春節和中秋節，都是象徵着團圓的節日。尤其是春節，

絕大部分中國人不論在什麼地方工作、生活，都會在春節期間

趕回家鄉，和家裏的親人團聚。最近幾十年來，中國人口流動

的規模不斷擴大，每年有數以億計的農民工、學生等在家鄉以

外的地區工作、上學。到春節之前，這些人大都會先後踏上回

家的旅程，去和老家的父母、兒女相聚，這樣就形成了中國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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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特色的「春運」現象。等過完年之後，這批人又紛紛離開家

鄉，回到自己工作學習的地方。人員流動的規模如此之大，以

至於每年「春運」期間，中國的鐵路、公路和航空系統都會面

臨巨大的壓力。拿 2017 年的「春運」來說，春節前後中國有超

過 30 億次的人員流動，這個數字幾乎是整個世界人口的一半。

從這裏也可以看出中國人對家庭深深的眷戀。

二、中國人的「人情」

「人情」在中國社會是極普遍的概念，中國人常自認或被

認為是重視人情的民族。每一個受過中國文化熏陶，或者在中

國社會生活過的成年人，無不了解人情這個東西，都知道它的

存在，並且在具體的情形下，都知道如何應對或處理人情。然

而，人情這個詞含義又非常抽象和複雜。通俗來講，人情指的

是人與人的相處之道。比如，當一個中國人說此人「不通人

情」，其實是說「這個人對於人際關係一無所知」，這是對一個

人很不好的評價。相反，當中國人說此人「人情練達」或者「通

情達理」，則是指此人善於待人接物，善於把握人與人相處的分

寸，是對一個人的讚美。但是，當人們說「此人世故很深」時，

卻意味着這個人利用或操縱人情而為自己牟利，這又是相當負

面的評價。總之，中國人是極重人情的。

那麼，中國人是按照什麼原則來處理人際關係的呢？用中

國古話來概括，就是「忠恕之道」。何謂忠恕呢？用中國著名的

哲學家孔子的話說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簡單而言，在

處理人際關係的時候，不要把自己討厭的事物強加在別人身上。

與「忠恕之道」相聯繫，中國人的人情觀念也要求「禮尚

往來」。什麼是禮尚往來呢？一方面是說用對方對待自己的態度

和方式去對待對方；另一方面也指單純的相互贈送禮物的行為，

兩者相互聯繫、互為表裏。中國人之間會不時地相互贈送禮物

或者提供幫助。這種互惠的交往行為從兩個中國人認識的那一

瞬間就開始了。舉例來說，當一個中國人結婚的時候，他的朋

春運期間上海

虹橋火車站人

山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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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就會贈送禮金，等到他的這位朋友結婚的時候，原來接受過

禮金的朋友也必須還贈相同或更多的禮金。或者，當一個中國

人受到幫助之後，他往往會想方設法地回報恩人。除此之外，

每逢節假日，親朋好友之間相互登門拜訪也是必要的。中國人

稱之為「串門」。每年農曆春節期間，一些平常很少交往的親戚

朋友，也會互相拜年，互贈祝福。

中國人非常看重人際關係，也會想盡各種辦法來保持聯

繫。除了上文提到的方法之外，也會通過寫信問候、寄送賀

卡、請客吃飯等等方法來保持人際關係。這是中國人的生活方

式。不過，上面提到的幾種人情處理策略，並非窮盡了所有的

可能情景，只能說，中國式人情的處理不但需要極大的社會技

術，而且中國人在社會關係中並非是由社會文化機械性規約的

被動者，而是具有相當的主動性和自由度。

當然，中國人並不是無差別地對待人情網絡之中的所有

人。應該說，中國式人情關係的最高境界是有差別地正確處理

與不同人的關係。而且在中國人看來，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

情關係是必要的，因為這樣才能夠突出人情和感情的分量來。

首先，中國人的人情關係與不同類型的人相聯繫，形成了

不同的人情關係，對個人來說有着不同的意義或價值。上文提

到過的親屬關係是這個人情網絡中最重要的一環，但不是唯一

的一環。在中國人的人情網絡之中，除了親屬關係之外，還有

一類關係佔有相當重要的位置，那就是「同鄉」關係。同鄉是

指籍貫相同的人。小至一個村，推及於縣、市、省，甚至更大

的區域，都可認作「鄉親」。例如，中國遼寧、吉林和黑龍江等

東北省份的人，都可稱作「東北人」。對於中國人來說，同鄉因

素的重要性不次於親屬，有時甚至有過之。師生關係對於中國

人來說也極為重要。中國有句諺語說「一日為師，終身為父」，

即表明了師生關係擁有不亞於父子關係的重要性。中國還有專

門的節日來祝福辛勤工作的老師。在普通中國人的人際網絡之

中，老師始終是非常重要的。每逢節假日，都不能夠忘記向教

導過自己的老師送去問候和祝福。在古代中國，同一年參加科

舉考試的人也建立起了一種人情關係，叫作「年誼」，今天，這

種關係則被同學關係所取代。除此之外，校友關係、同事關係

等等人際關係的作用在今日的中國已經滲入政治、經濟、文化

各個領域中了。

其次，中國式的人情關係按照遠近親疏被區分出不同的層

次來，不同的層次有不同的原則。中國學者費孝通教授曾經提

出過著名的「差序格局」的概念。他把中國人之間的關係形象

地比作把一塊石頭丟進水裏，石頭激起了一圈一圈推出去的波

紋。每個人都是這個圈子的中心，最重要的親屬關係就是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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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圈波紋，越往外推，人情關係就越疏遠、越淡薄，最終消失

在水面上。這個水圈從自己出發，往外可以一直推到中國人的

「天下」概念。舉個例子來說，家向來是中國人看重的，這層關

係非常親密，個人對家庭有着各種各樣的義務，比如說「親親」

「尊尊」，孝敬父母，教育子女。而同一個姓氏的「族」則比

家的親密性更低一些，個人所要承擔的人情義務也更少，如在

族人困難的時候予以一定的幫助。再到街坊鄰居、同鄉關係，

親密程度就更淡了一層，人情往來也沒有前面幾種關係那麼密

切。所以費孝通說，中國的社會關係是從一個一個人推出去

的，是私人聯繫的增加。

總而言之，中國人是重人情的民族，這既體現了中國人溫

情的一面，也體現了中國人現實的一面。一方面，中國人很注

重人情關係，通過各種聯結方式和他人建立起某種「關係」，這

些關係可能在一些時候給自己帶來切實的好處。另一方面，中

國人又很怕「欠人情」，因為這意味着別人給了自己人情，為

自己提供了幫助，自己卻沒有給予相當的人情回報，這會讓中

國人覺得羞愧。中國人時常將人情關係置於非常重要的地位，

認為人情關係是社會關係和社會秩序最重要的基礎，因而在異

國的朋友看來，中國人是個將人情關係凌駕於社會規則之上的

民族。這往往是一種誤解，對於中國人來說，這類私人的情感

也是社會關係和社會秩序的一部分，就是社會關係和社會秩序

的本身。這種觀念也凸顯了中國現代社會與傳統之間的張力之

所在。

三、「好面子」的中國人

「面子」是一個頗具中國文化特色的概念，不只是外國人認

為中國人「好面子」，而且中國人自己也這麼認為。面子在中國

社會的存在非常廣泛、實際而具體，深深地涉入中國人社會生

活的每一個層面。

那麼，中國人究竟是怎麼「好面子」的呢？「面」由字面

上看來，是指人的五官—眉、目、鼻、口、耳所構成的臉。

它原本是一種生理上的指標，演化成為中國獨有的社會文化現

象，人們很難給面子做出完美的釋義。通俗地說，面子代表着

中國人的社會地位以及受人尊敬的程度。在中國，「有面子」是

社會給予的正面價值，失去面子不止意味着失去原有的生活特

權，也等於被社會所排斥。丟面子的後果是如此的嚴重，以至

於個人即使必須付出相當大的代價，也要把已有的面子保住，

並設法彌補失去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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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維護和確保面子就成為中國人生活和交往之中的重

要內容。中國人若想維護面子，至少需要做兩種努力。一方面

是保證自己生活得有尊嚴，而另一方面是別人「賞臉」。前者不

難理解，畢竟換取別人尊重的前提是自身確實有獲得別人尊重

的資本。在這方面，舉例子來說，如果熟人登門拜訪，那麼中

國人會特別地清掃家裏，讓家裏比平時更加整潔從而獲得別人

的良好印象。再比如，中國人請朋友吃飯的時候，會特意提供

豐盛的、價格昂貴的宴席等等。中國人在社交的時候，會儘量

做得比平時更好，為的就是「有面子」。

至於中國人面子的維護需要別人「賞臉」是什麼意思呢？

簡單說，就是中國人努力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現給客人的時

候，客人需要意識到並且給予適當的稱讚。沒錯，這是一個互

動的過程、雙向的過程。只有人與人之間都意識到這個問題，

並且願意保持和諧的情況下，中國人的面子社交才能完成。這

是中國人可愛的一面。如果讀者在中國生活過一段時間或者參

加過中國人之間的飯局，那麼你會看到許多因面子產生的互

動。比如，在飯桌上，主人問客人吃沒吃飽、需不需要加菜的

時候，中國客人會立刻表示不需要並且對主人的熱情招待表示

讚賞和感謝，即使事實上客人並沒有吃飽或者飯菜不合胃口。

中國人之間的交往，不僅要考慮維護自己的面子，而且

要考慮維護別人的面子。這一方面是出於中國人的善解人意，

另一方面也是追求一種雙贏的結果。因為中國人的面子的主要

特徵是具有依賴性，要由互動雙方的配合才能夠成立。進一步

講，中國人的社會行為除了維護自己的面子和考慮對方的面子

之外，還需要維護所屬家庭、學校或者公司等團體的面子。對

於一個中國人來說，丟面子固然是可怕的事情，但是自己的行

為給自己的家庭或其他相關團體帶來了負面評價，這種情況則

更為糟糕。

近些年來，中國的面子文化也在悄然發生着變化，某些為

了維護面子而浪費資源的行為不再能夠得到社會的稱許，比如

上文曾經提到的，請客吃飯的時候提供吃不完的昂貴的飯菜等

等。面子文化只是中國博大精深文化的一部分，在中國人的文

化基因裏面，孝道、人情等等與面子相互聯繫又相互制約，共

同形成了中國人的多張面孔。

四、「中庸」的中國人

中國人講孝道、重人情及「好面子」，體現了中國人性格的

多面性。而作為中國文化模式核心的，是所謂「中庸」，它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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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潛在的心理模式。可以說，了解中國人的「中庸」心理，

是了解中國人性格的關鍵之一，也是了解中國社會的捷徑之一。

什麼是「中庸」呢？簡單來說，就是不偏不倚，折中調和

的處世態度。中庸的基本含義及精神是：執兩端而允中。「中

庸」之道看似簡單卻非常豐富及深厚。首先，它是理解問題的

一個模式：看到任何事物的對立統一，以及事物的對立不是邏

輯上的矛盾，而是相生相克的關係。其次，它也是一個價值觀：

以中為美。深究下去，「中庸」背後有一套中國文化特有的世界

觀，這些世界觀在支持和延續着「中庸」的理念。「中庸」之道

涉及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和要義，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

與此同時，在人們處理日常生活的層面，「中庸」是無處不

在的。中國人炒菜需要它，下棋需要它，甚至創作也需要它。

首先，為什麼中國人炒菜需要「中庸」之道？中國著名的哲學

家馮友蘭先生曾經以做飯為例子來解釋「中庸」之道。他說：

我們做飯，以做熟為其恰好之點。飯未做熟而停止不做，誠為

不徹底，然此正是不及也。若飯已熟而仍求徹底，則飯將糊不

可食，恐無人需要此種徹底也。其次，為什麼說中國人下棋需

要它？因為圍棋大師吳清源稱其制勝之道為行中道。最後，為

什麼說中國人創作也需要它？因為文學大師錢鍾書先生曾說

過，藝術創作都是「執心物兩端而用厥中」。

由此可見，「中庸」之道對中國文化的深遠影響。實際上，

「中庸」之道的含義遠比上文做出的解釋豐富和深邃得多。其

實，大多數中國人也只是對「中庸」持有模糊的認識，甚至許

多認識是錯誤的。不過，有趣的是，大多數中國人都同意使用

「中庸」來概括他們的行為特點，也願意遵循「中庸」的原則。

一般而言，中國人強調持續和穩定。就個人而言，中國人往往

把自己看作某一群體中的一員，竭力遵守群體規範，言行舉止

力求與大家一致，避免突出個人，否則會引起別人的注意和議

論，這是大多數中國人最不喜歡的，也是他們極力避免的。

這種文化意識反映在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之中。比如在

消費行為上，中國人注重與社會上的大多數人保持一致，反對

超前消費，注重傳統，不願意在消費中標新立異。中國人購買

和消費什麼商品往往首先要考慮別人的議論與評價，即使自己

非常喜愛的商品，如果說這種商品不符合群體規範的要求，購

買和消費這種商品會使人有一種格格不入之感，那麼他可能就

會放棄購買。這就是中國人消費行為上的「社會取向」。

在生活上，中國人也崇尚節儉，以節制個人慾望為美德。

幾千年以來，中國人一直遵循着「勤儉持家」的生活態度。傳

統社會氛圍對於揮霍浪費是非常排斥的，這也與中國傳統社會

物質長期匱乏相關。中國人在花錢方面較為慎重，有計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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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積累。這一點從東西方的比較中能夠非常明顯地看出來。

當西方國家人民想盡辦法透支信用卡的時候，中國的銀行的儲

蓄存款的規模數以億計。不過隨着經濟的發展和物資的日漸充

裕，中國人的消費習慣也在發生着變化，貸款消費越來越盛

行，而大城市房價的高漲也讓貸款買房成為絕大多數人購房的

方式。

在社會交往上，中國人歷來主張凡事不可做絕，辦事要留

有餘地，在處理問題的時候既不能過頭，也不能不及。胸襟廣

闊和氣度雍容的性格備受推崇，這意味着為人不驕不躁，謙恭

而不張揚，處事不驚不慌，冷靜而不失措等等。中國人在群體

或社會圈中要獲得良好的聲譽，一般都懂得在與他人的直接交

往與相處的過程中，採取比較中庸的處世方式。中國人一般能

夠體會到，待人處世比較中庸的個體往往受人歡迎，而行為方

式比較極端的個體則往往很容易受到排斥。

中庸對中國人的審美也有着很深的影響。來中國旅遊的世

界各國朋友會發現中國的皇宮、皇陵、天壇等傳統建築都沿着

中軸線保持嚴格的對稱，體現出一種平和、中庸、端莊的美。

不只是建築，小到金銀飾品、陶瓷器皿和傳統服飾，大到整個

城市的規劃設計，中國人都遵循着對稱的中庸之美。

中庸之道也影響着中國人的和諧觀念。中國人做事大都追

求不偏不倚，恰到好處，常常會說「過猶不及」「物極必反」，

意思是超過了一定限度就會產生和預期相反的結果。因此中國

人特別看重平衡，包括自己與他人的平衡、國家與社會的平

衡，以及人與自然萬物的平衡。只有達到平衡狀態，在中國人

看來才是一種和諧。因此，新世紀中國政府也提出了建設和諧

社會的目標，希望達到一種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環境協

調發展的和諧狀態。

總之，以「中庸」來形容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態度往往是

恰當的，即使大部分中國人不能夠準確地說出這個詞的含義，

可是中國人總是能夠從自己的日常生活實踐中體現出這個形

容詞。

五、勤勞的中國人

中國人給世界人民留下的另一個深刻印象就是勤勞。勤勞

也是中華民族引以為豪的一個重要品質，並充分地體現在中國

人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

勤勞一直以來為中國人所推崇和讚揚，「勤能補拙」「業精

於勤」「天道酬勤」等成語都體現出了中國人對勤勞的重視。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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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也表現在對下一代的教育過程中，老師和父母在勉勵學生

勤奮學習時常說「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可以說

勤勞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重要組成部分。

勤勞深深紮根於中國人的性格中，這與歷史上物資長期

處於相對匱乏狀態有關。中國有着幾千年的農耕社會的歷史，

耕作是絕大部分中國古人的生活方式。中國人堅信一分耕耘，

一分收穫，用自己勤勞的雙手養育家人。由於中國自然災害頻

繁，時局經常動亂，因此農民們在平時盡可能地辛勤耕作，為

可能出現的天災人禍做準備。中國人人都會誦讀的一首詩「鋤

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講述的就

是農民耕種的辛勞和糧食的來之不易。

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同樣激勵了人們養成勤勞的品質。古

代中國的普通民眾可以通過讀書學習，參加科舉考試獲得做官

的機會，從而改變自己的命運。科舉考試根據每個人的才能和

學識來錄用人才，因此是相對公平的選拔制度。這也推動了中

國重視文化、重視教育的傳統的形成。讀書人為了科舉考試的

成功，必須發奮學習，刻苦鑽研，也留下了很多勤奮苦讀的故

事。比如晉代有個叫車胤的讀書人，小時家裏貧窮，夏天就捉

螢火蟲來照明讀書；另一個叫孫康的人冬天的夜晚就利用雪的

反光來讀書。中國人勤奮好學的品質代代相傳，一直流傳到今

天，即使是在美國的學校，人們也會發現亞裔的學生（其中就

包括中國學生）學習非常勤奮，經常取得很好的成績。

今天中國人的勤勞表現在多個方面。農民工在城市裏為了

多掙些錢來供養孩子讀書或是贍養家裏老人，經常長期不休地

幹活；都市裏的白領階層為了更多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品質，

也會經常加班工作。中國人的辛勤工作為中國近幾十年來經濟

的快速發展注入了重要的推動力，國外媒體也經常感歎中國人

各種設施建設的效率之高。2015 年有研究指出，中國的勞動者

梯田—中國農耕文化的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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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平均工作 2000-2200 小時。相比之下，英國人一年平均工

作的時間只有 1677 小時。1當然，過多的工作時間也會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生活質量，影響勞動者的身體健康。隨着勞動法的完

善以及生產力的提高，中國人的工作時間也一直處在不斷下降

的過程中。

討論中國人的性格，本就是一個有些複雜的問題。人們可

以看到，中國人有「孝順」的一面，也很注重「人情」，中國人

很「好面子」，中國人處世行事奉行「中庸」的哲學，中國人也

有着勤勞的品質。這些可以加到全體中國人身上，是因為中國

的文化傳統塑造了中國人的這些性格特徵。歸根結底，中國人

所創造的輝煌的傳統文化，成為哺育這個民族穩定性格的根源。

1	 	英媒：中國人工作有多努力？勞動者年均工作 2000 至 2200 小時 .	http://

oversea.huanqiu.com/article/2015-10/7701113.html?agt=1,	2015-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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