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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欧洲人要是向你推荐一所住居的地方，一定说这地方离车站如何近，乘车如何方便，在他

看来只有交通便利，总是住宅的第一优点呢。但是中国人可就不然，他决不会告知你关于火车的事，

要是你问他呢，他的回答便老是错误的。他告知你的事，是某处有古代帝王建立的宫殿，某处有高

士隐居的湖，湖旁有唐代某著名诗人所营的别墅。 
中国人从最高的阶级到最低的阶级，都有一种镇静安闲的态度，这种态度便是受过欧洲的教育

也还不至于消失罢。他们——无论个人或民族的——是全不自己肯定的，他们不必肯定自己而自有

崇高的威严，他们明知中国的军备不及他国那样强大，可是他们并不以为杀人的本领的强大，是个

人或民族的最要的质素。 
他们(中国)是早被人家征服过的，第一次是被蒙古征服，后来却又被满族征服。可是征服者不

久却被他们同化了，而中国的文化没有消失，也没有改变，过了几十百年之后，那些侵入者却都变

成中国人了。 
东北至今还是一块空虚的土地，很可以容纳许多的移民，日本人借词人口过剩，想拿东北当作

他们的殖民地。可是实际上，东北的中国移民却要比中国人多过百倍，不必去问眼前东北的政治情

形，总之将来，东北必将永远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东北依旧是中国的东北。 
因为四万万中国人都具有这一种特长——顽固的民俗，强大的消极抵抗力，莫与伦比的民族粘

着性——所以他们尽可以轻视武力而不用。只要一等到压迫他们的人因内部冲突而消失其狂热的能

力时，他们的时机便到临了。 
与其说中国是政治的集合体，倒还不如说是文明的——从古代遗下的唯一文明的——集合体。

自从孔子的时代，一直到了现在，埃及、巴比伦、波斯、马其顿、罗马帝国，许多文明的古国都已

灭亡了，只有中国经过永久不绝的进化，至今还生存着。中国的文明也很受外国的影响——起初是

受了佛教思想的影响，现在却又受了西方科学的影响，但是佛教并没有把中国人变做了印度人，西

方的科学自然也不至把中国弄成欧化吧。 
 

注：原文刊载于 1921 年 12 月《大西洋月刊》，系罗素结束在华讲学后发表的第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中文译文于次年刊发于

上海《东方杂志》1月号。 

 

罗素在华讲学期间的留影 

“对真理的热爱，对爱情的追求，对

人民生活苦难的深深同情主宰着我的一

生。”这是著名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

家、政论家、散文作家，诺贝尔文学奖

获 得 者 贝 特 兰 · 罗 素 (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晚年的自我评价。 

罗素是二十世纪为数不多的百科全

书式的学者。 

他是伟大的科学家，但不乏人文关怀。他强调科学

技术的重要但否认科学技术的万能。他把中国问题归结

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认为“无论对于中国还

是对于世界，文化问题最为重要。”他虽然肯定缺乏科

学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缺点并断言儒家学说中的孝道和

族权观念有碍公共精神的形成，但他认为中国作为文明

古国而延续至今全赖其灿烂的文化。他把古老中国看作

一个充满艺术情调、充满生活乐趣、尊崇美德智慧的国

度，声称即便是从中国的苦力身上也可以发现那种下意

识的美感，正是这种美的冲动创造了在清教徒时代之前

就流传在我们之间的民间歌谣，这些歌谣至今仍传唱在

木屋与花园之中。他鼓励中国青年发展那些由中国古典

文化所塑造的品格，即文雅、谦让、正直与和气。他把

精研西方文化的中国人分为两类：二流的中国人只知模

仿西方并且蔑视自己的文化传统；一流的中国人则是批

判性地吸收西方文化，“他们虽然接受了西方自由思想，

但为人处世却是中国式的。他们心胸坦荡，相信道德感

召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