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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说到根岸这个地方，可不是那种煮了芋头就拿到隔壁，顺便借一点米回来，或是长屋的阿八、熊仔
来往出没的下町。
若要说哪个下町具有山手气息，那么就是根岸这个地方。
”当地居民异口同声这么形容的东京都台东区根岸，指的是山手线莺谷、日暮里，以及地下铁日比谷
线三轮等三个车站所包围起来的狭长三角形地区。
本书虽是以中根岸，也就是现在的根岸三丁目为中心，但插画中也涵括了邻近的日暮里、下谷和入谷
的一部分。
有人听到“根岸”二字，可能一时会意不过来，根岸并不曾成为一个著名的下町而备受瞩目，也少了
像浅草的三社祭那样表演给观光客看的华丽祭典；但也就因为如此，它才能让我们看到从江户时代传
承至今，目前仍十分活跃的东京原有的下町风貌。
在这层意义上，它似乎也可以算是“典藏”的下町。
所谓“根岸之里闲寂之居”，自古以来即以此俳句而为人所熟知的根岸，又有初音之里、吴竹之里、
日暮之里等名称。
据记载，弘化年间（一八四四～一八四七年）梅花庄在根岸新地开张，此地大为繁荣昌盛之后，以上
野宽永寺为中心的寺舍相关者住宅，以及日本桥、藏前等大商家老板的别庄、隐居所，文人墨客、风
雅之士多所造访，到后来连吉原妓院都出现了。
音无川的清流（现在成了下水道）与上野的山丘连成一气成了风雅之地，就如同莺谷的地名所显示，
春天时，莺鸟会飞下来，居民享受着鸟鸣婉啭，可见是个悠闲的地方。
现在虽然这个地方大为改变，但春天时莺鸟仍会造访。
江户在明治维新更名为东京之后，到现在已有一百二十余年，在这期间，东京遭受过两次大火。
一次是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关东大地震所引起的，一次是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年）东京大空
袭时造成的。
这两次大火规模之大，可以说使得整个东京几乎都化为焦土，从本书后扉页所附的受灾地图，就可以
领略一二。
然而，这块风雅之地根岸，正确地说，应该是从前的中根岸、邻接的金杉上町、坂本町——现在的根
岸三丁目和下谷二丁目等地，却在这两次火灾中都幸免于难，它的幸运，现在想想几乎可说是一件奇
迹。
由于未遭火噬，所以根岸地区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区划整理。
摊开地图就可以知道，根岸的周边，如日暮里、龙泉和入谷等曾遭焚毁地区的道路又直又长，仿佛可
以冲出地图通到桌子上去。
相反的，根岸的道路虽也多少拓宽了些，但是从前留下来的曲折小路、巷弄、死巷等还是保留至今。
此外，传承江户时代风格的土仓式商家和这种建筑形成的街巷，像所谓广告牌建筑之类大正时代的摩
登房屋，或是昭和初期木造三层公寓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是十分珍贵的庶民住屋和店铺，现在
都还集中保留在根岸、下谷这块狭长地区。
不，不止如此，像是我们平时看惯的、太过寻常因此视而不见的、极其普通的木造民房也有不少仍保
留在此地。
这些房舍大多已十分斑驳萧条，但它们仍是此处居民每天作息的安乐窝，也是永远的居所。
换句话说，它们与居民一起走过岁月，是“有历史轨迹”的建筑。
这本书里举出的便是这些看起来可能不太起眼，却充满着人情味的许多木造家屋。
负责插画的泽田重隆先生，可以说用画笔精确地掌握了这个不施脂粉的城区的风情。
如果这些房屋没有入画，恐怕很多都会被大家遗忘了。
这些插画把镁光灯打在这些我们平时看惯了、不屑一顾的建筑上，让我们能够看到它原有的价值。
泽田先生必定是从这些建筑中强烈地感受到“下町”——人们真实的生活气息，也对这些与自己在同
时代中奋斗过来的建筑，油然生出无比的爱惜之情吧。
在画中除了建筑物之外，街坊、小巷、风景和人们从事日常工作的面貌等，所有可以可视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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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都化成“下町的形式”介绍给读者。
只可惜必须打断读者雅兴的是，这本书进行企划、开始采访是在昭和五十九年（一九八四年），至今
已经过了四年，有不少家屋都已拆毁，改建成现代的钢筋水泥楼房，不复可见了。
这本书不只用画，也用文字捕捉了素颜的、日常面貌的下町是什么模样。
全书是笔者访问了现在住在根岸从事七种职业的八位主角，整理访谈内容编写而成。
书中出现的八位主角，是中根岸鸢工头领父子二代——明治四十三年生的第三代野口义博先生、其长
子昭和十四年生的第四代野口义明先生；昭和十五年出生的蓝染店“海老屋”第三代林满治先生。
这三位是世代住在根岸的人。
而书中万绿丛中的一点红，是居酒屋“键屋”老板娘清水敏子女士，她生于大正十三年，三轮人，后
来嫁给键屋第三代。
三味线老店“拨一”的渡边一二先生，大正八年生于福岛县鸟足，在浅草学艺后，于战后昭和二十年
十月搬到根岸来住。
玩具店“兔子”的老板川崎英夫，昭和十二年生于吉原扬屋町，昭和二十三年小学五年级时，从疏散
地镰仓搬到根岸。
豆腐店“小松屋”的熊井守先生是第二代，昭和四年在西日暮里冠新道出生，在根岸开店是昭和二十
七年的事。
从事戒指镶嵌的山口友一先生，昭和三年生于房州白滨，在三河岛、樱木町都住过，来到根岸是昭和
三十九年的事。
这几位移居到根岸的主角，则会按照移居的时间先后来介绍。
在此书中出现的几位都是生活在市井的平凡小人物。
只不过，虽然他们极其平凡，但每一位都很执着于自己的工作。
在根岸这个小地方，过着平凡日子的市井小民，他们日常的工作是什么样子？
如何寻找到他们的职业，并且让它成为自己的专业？
他们每天工作只为有口饭吃，却又是如何透过这份工作创造、锻炼出自己这个人呢？
从大一点的角度来看，就是人必须如何过日子才叫做生活。
同时，对于根岸这个下町又该如何来看待呢？
本书将以“下町居民的生活与心灵”为主题娓娓道来。
乍看之下似是茶后闲谈的轻松小故事，虽然表现的方式大不相同，但每一位主角都有关于他本人独一
无二、贴近生活现实的谈话，以及长年经验中令人不禁正襟危坐的小故事。
我认为这是因为这些人珍视自己的职业、工作，投入多一倍的精神在其中，同时他们也透过工作认真
地面对生活。
他们积极乐观的精神，扎实的生活经验积累，则表现在挺直的腰杆上。
这种人物在此地区中到处可见，可说是下町最精彩的地方了。
虽然他们因为太平凡而不受到重视，但我们身边真的有很多像这样累积了深刻人生体验的非凡达人。
听听这些人说的话，把它记录下来，真的是再多都不嫌多才对。
这本应称为庶民生活实录的作品，若是能试着以日常生活的水平，将多年来一般日本人在哪个角落、
遭到打击仍继续坚忍下来的样貌传达出来，那就达到我的心愿了。
一九八七年十月 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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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根岸地方属于东京都台东区，位在上野公园的东北方，距离日暮里很近。
因为在关东大地震及二次大战期间，都不曾受到火灾侵袭，所以至今仍保留着江户时代流传下来的“
下町”风貌。
诸如曲折的巷弄小路、昭和初期的木造三层公寓，以及就历史而言极为珍贵的庶民住屋和店铺⋯⋯全
书以访谈的方式记录了该地八种职人或艺匠自父辈那里传承下来的手艺，配以泽田重隆纤细流畅、朴
实细腻的插图，展现出一种与快节奏的现代都市生活截然不同的生活风貌。
那种对于手中技艺的珍惜与坚持，看似微不足道，却洋溢着浓浓的人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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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北正史
　 昭和十七（1942）年，生于东京涩谷。
东京教育大学毕业。

 　泽田重隆
　(1918～2004)，1918年（大正七年）出生于东京。
东京高等工艺学校（现千叶大学）图案设计科毕业。
擅长运用现代视角观察日本各个城市及市民生活的百态，绘制出一系列的日本风情画，并以此为终生
职志。
在本系列中，他以多样的技巧和画风画出东京下町、京都、奈良等地，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

　
绘本作品有《千年繁华》、《喜乐京都》、《京都思路》、《鎌仓》，以及《奈良的街道》、《节庆
到了！
嘿唷》、《烟火》、《鱼市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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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作者序　
鸢工头领父子两代
　关东大地震和日暮里的大火
　和町内大老板们的互动 水平、测量、立柱
　上梁和跳房梁的故事 二十岁就当上第三代的头领
　将江户情绪传递至今的“木遣调” 复员后的根岸町
　一块土地上四代同堂的幸福 鸢的组织：江户消防纪念会
　岁末的町内装饰、镜饰、年饰 喜欢节庆的根岸人
　与业主的关系逐渐改变
　我觉得根岸并没有变
伴缠的蓝染
　伴缠──江户人的气概
　父亲复原的“伊吕波四十八组”救火伴缠
　使用型版来做型染的故事 蓝是活生生的，得琢磨它今天的心情
　在有限的条件中染出高质量
居酒屋的老板娘 清水敏子
　烫酒、温酒、一般热的酒
　下酒菜，全是从前乡下口味
　气味投不投合，光顾一次便知道
　开店这么多年，自然懂得客人的心意
　婆婆传授给我的言谈和举止
　在店里常常穿着武士装的老板
　放不下太多事而受伤的诗人
　忍耐与习惯忍耐很重要
三味线的蒙皮与修拨 渡边一二
　到浅草三味线行“拨孝”谋事
　跑业务走遍根岸、白山、神乐坂、乌森的花柳巷
　战后以根岸为主要据点努力经营
　三味线的琴杆和琴鼓 不弄破就学不好的蒙皮技术
　做一把完全吻合弹琴手的琴拨 国乐为何走下坡？

　三味线行最重要的灵巧和音感
小巷里的玩具店 川崎英夫
　圣诞礼物是个圣诞老公公
　在玩具检查协会设籍十年
　在玩具制造批发商、零售店学习
　期待已久的玩具店在小巷里开张
　玩具店的四季
　只要跟玩具沾上边的，我们都卖
　透过玩具获得和孩子接触的幸福
木绵豆腐的纹理 熊井守
　何时是豆腐的“旬”？

　木绵豆腐的好脸色、坏脸色
　除了冷豆腐，几乎没有料理能使用的绢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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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豆腐泡、炸豆腐丸、油豆腐
　器具脏了，就做不出好豆腐
　父亲的豆腐，我的豆腐
　七家豆腐店密集的中根岸
装饰品的镶嵌 山口友一
　担下所有责任，所以顽固
　怎样把宝石镶嵌在戒指上？

　一头栽进来的雕刻师修业时代
　从黄铜皮带扣到钻石戒指
　工作最重要的就是“根”
　别当个名人，当个好手
　三河岛、根岸和樱木町的不同
　后记　泽田重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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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何时是豆腐的“旬”？
做豆腐最重要的就是细心，但是不管再怎么细心，每个人做的豆腐各是一个样，就算是同一个人，每
天做的豆腐也不一样。
这正是它有趣的地方。
我觉得一旦量产，就很难做出令人满意的豆腐来。
好豆腐用豆腐刀切的时候，切口会发出光彩咧。
说到食物就有所谓的“旬”不是吗？
那么，豆腐的旬又是何时呢？
所谓的“旬”是指食物味道最美好的时期，大致也可以指收获时期吧。
大豆在十月会有新豆子收成，把这个时期当成豆子盛产期应该不奇怪吧。
如果使用盛产期的新豆子，做得出好吃的豆腐吗？
其实话不是这么说的。
在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用了新豆来做，豆腐的确会发出光彩；它比放了一年的老豆子要好，但豆
实较新，做出来的豆腐会带一点黏性。
这种新豆子放着过冬，到了第二年二月的时候，因为睡了整整三四个月，豆子的水分消失了，这时候
的豆子味道特别浓。
所以，二月、三月时，可以做出凝结感较好的豆腐。
特别是二月，很多客人会说“今天的豆腐真好吃”。
这样看来，豆腐最好吃的时节是在二月、三月。
我在想，这个时节是不是才算豆腐的旬呢？
如果保持二月的状态低温贮藏，旬的时期就可以延长。
国产大豆从以前就低温贮藏，美国进口的大豆从去年开始，也有一部分这么做了。
说到豆腐的旬，我就想到提供我们海带做炸豆腐丸②的海带店老板所说的话。
我们店里的炸豆腐丸很受顾客的欢迎，我一直以为那是因为我们使用日高海带的缘故；但根据海带店
的说法，他们是先把我家店内一年份的用量切好，然后贮藏起来，因为也不是多大的量，就以固定的
温度让它“睡”一年，海带本身的浓醇味道便会散发出来。
据说新摘的海带都是叶子味，少了海带原本的味道。
既然海带是如此，豆腐应该也是喽。
好豆腐的条件之中，硬度也占一环。
从前江户人特爱吃软豆腐，我觉得即使如此，也不是软到筷子夹不起来的程度。
我认为筷子可以夹得起来的硬度，但放入口中却软滑即化的豆腐，是最好吃的。
有人觉得那样太硬了，若这么想也没办法；但是若说筷子夹得起来，就是可以像刺丸子一样刺穿串起
，那这硬豆腐可就另当别论了。
大致说来，好不好吃本是个人口味，很难下定论，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嘛，自己觉得好吃就好了。
我自己倒是很少有机会吃到“啊，这个好！
”的豆腐。
连我本身都做不出同样的两块豆腐呢，每一块都不一样。
不管怎么做豆腐就是豆腐，就豆腐本身来说是没问题，但是每块就是不一样。
来我店里买豆腐的客人，都是喜欢我家豆腐才来买的，很少有客人嫌我家的豆腐难吃。
其他的客人可能认为哪里的豆腐吃起来都一样吧。
是不是一百个客人吃我家的豆腐都觉得好，这我不敢说啦。
我自己也会去外地，吃吃看当地的豆腐。
试试各种味道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因为我自己每天也做不出同样的味道呀。
大豆的质量、水的温度、夏天和冬天的温差，大家的条件都不一样的。
的确，像豆子的质量、脂肪含量等部分，或许可以经由解析而得到科学性的答案，但是每一个条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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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微妙的差距，不如自己碾豆子做做看比较快，也才能了解。
我多年来用的豆子当中，以群马县沼田收购来的，一种名叫“光”的豆子最好吃。
“光”豆是椭圆形的，有点扁平，皮特别薄，豆实也比较多。
听我父亲说，战前，开拓团在“满州”（中国东北部）品种改良种植出来的“白眉”质量很好。
战后，从“满州”回国的人，将白眉大豆带回内地栽种，也得到很好的成果。
后来，该品种又带到美国去，叫做“霍凯种”，也是现在业界从美国共同购买输入的品种。
最先进口霍凯种当作豆腐用大豆的是三井物产。
从美国进口的产品中，以这种霍凯种为最佳。
可惜美国的大型农业采用连续耕作，现在质量已经一落千丈了。
 拿日本的大豆和美国的大豆来比较，任何人都能一见分晓。
美国产的大豆颗粒小，而且大小不一，还有很多杂质。
往年都是装在货柜以散装货船运来，今年会怎么做还不知道，但美国那边会先精选后袋封运来。
精选的会好很多。
像以前用散装货船运来的大豆，混了很多杂质，很不干净；跟内地的大豆比起来，有很大的差距。
日本的大豆虽说都是机械化处理，但还是相当费工的。
国产大豆再怎么说，贩卖的等级要严格得多，农协对规格的要求也很精细。
现在我们用的大豆大约是二级的；若是一级的，颗粒大小会更一致。
农协把不同等级的混杂再批发到杂粮行，好像是为了不让下级品滞销。
做豆腐的大豆要用白的比较好。
一般来说，用白豆子就可以做出软绵绵的豆腐。
如果要做油豆腐，最好用青豆；这可以在过滤技术方面补强。
话虽如此，豆子的好坏还是得做了豆腐才知道。
哪些职业会用到大豆呢，做豆腐的、做纳豆的、做味噌的、做酱油的，许多行业都会用到，但是维持
大豆绝对行情的，却是消费大豆达九成的榨油厂。
生产的大豆几乎都拿去榨油了，榨油用的大豆是最优先的。
虽然现在已有将榨油用大豆改良为豆腐用大豆，但脂肪含量和品质上还是不同。
在价格方面，国产大豆和美国进口大豆有很大的差别。
价差小的时候，一袋（六十公斤）可以相差到一千元以上。
但即使价差这么多，用国产大豆还是比较划算，因为制成品比率不同。
国产的既可以做出好豆腐，工作起来也轻松。
不过话虽如此，由于还有共同采购的大豆，好像是为了维持价格之类的，所以不用不行。
本来就是用国产的比较好。
现在我们店里是一半一半。
不管什么东西都是一样的，被人称赞美味的食品，其中七分是靠原料；其他三分就靠我们的手来补足
。
用好豆子做豆腐，盐卤的凝固度也会比较佳，做起来也容易。
这是最重要的，不管谁来做都一样。
豆腐这东西，还真的很奇妙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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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酉之市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放送文化关系的记者天野进平先生邀我：“要不要去吃点河豚哪？
”于是来到根岸的近江屋。
从土间走上屋子，在一个大厅房的并排餐桌一角坐下来。
一家大小、亲朋好友，各类型的团体全都围在锅旁，仿佛庙会一样的热闹。
高敞的天花板呼应着开朗的声浪，完全不是银座一带气氛僵硬、品尝顶级品的画面。
在这里，河豚只是普通的食物。
一些辛香野菜也是用大木箱堆成一座山。
深入下町，在这里打头阵，成了事情的开端。
在天野家的暖炕桌休息了一会儿之后，便在与鸭居并列，高达一尺的明星羽子板的目送下出了门。
雨在幽暗的连栋屋舍间下着，我穿过行之松、町内最豪华的唐破风式澡堂、有名的西餐馆、嘉永元年
创业的河豚屋、文字烧店、素食料理等老铺，一不注意出口竟来到华丽炫目的酉之市。
在阴雨绵绵的暗淡世界里，这样的陈设有点太过夸张了。
在浅草卖地方酒的名店里小酌两杯后，深夜里回到家。
竟有一种不可思议类似迷幻的醉意。
正月的市街一九八二年一月三日忘不了那天夜里的情景，所以骑着脚踏车请天野先生带我在白天再次
回到市街上。
正月里，街头一片悄静地迎接我们。
遥远的记忆和这个町的光景在心中交错。
下雪的日子一九八六年二月十八日一早起来便见雪花飘舞。
渐渐开始下起雪来，于是我飞奔到町里。
走过的街道沉浸在清一色的纯白中，我来回仰看寺庙的宏伟屋顶，当目光停留在雪片时，仿佛有种大
屋顶正静静地升高的错觉。
新宿和涩谷附近的雪显得煞风景，但这个町和雪却合搭极了。
木造町屋古旧板墙的木纹上积了雪，清晰的花纹浮现出来，像是瞬间的魔法。
保持江户时代原貌的街道一九八五年五月十八日在小巷之间漫步穿梭。
穿过大大小小曲折蜿蜒的小巷，走出来又是一片新风景。
在转角遇到的中年男女停下脚步笑着说：“咦，又出来到同一个地方了。
”我心里才想说：“咦，怎么又遇到同一组人。
”刚才也在这遇见过他们。
自然曲折的小路是从前农家小路的遗迹。
农家小路是配合自然地形铺成，自然也比较符合人的生理。
都市学者阵内秀信先生曾发现，在江户时代古地图上所画的道路，与现在这一带的道路完全吻合。
牵牛花市一九八五年七月六日一大早就到达鬼子母神的牵牛花市。
这里从清晨就热闹非凡。
在渐渐转趋夜行模式的东京正中央，居然能看到早市，真是兴奋。
男女老幼，行人杂沓的店门前，最为醒目神气的，就是小哥小妹穿的鲤口衫外加围裙和套裤。
每个人穿的都是以蓝色为基调，自己挑选的牵牛花图案。
有的大花，有的小碎花，就算有别的颜色，也只是淡红的小花。
每一个人穿着不同的花色，真是鲜艳有品位。
豆腐料理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九日与工作人员一起到专做豆腐料理（这家店里称它“豆富”）的笹乃雪
。
这是元禄年间创业的老铺，门口摆放了几盆牵牛花。
在寄鞋处拿了木牌，去到大厅房。
问了许多团体，大多不是本地人，而是从外地来这里的客人。
在牵牛花市开张的三天，这家店为了欢迎观光客，每天早晨五点就开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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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店家、客人各守其分的时代风俗习惯，一直留存到今天。
现在已经改建成大楼了，但从前店家在前庭打水迎客的具体而微的氛围，仍残留在记忆的角落里。
对町街的怀念一九八六年四月十日在不动尊的小集会室里，靠着小松屋老板能言善道的宣传之下，聚
集了当地土生土长的老街人。
有酒商老板、照相馆老板、米店老板，大家都是老邻居了。
天南地北的说起町街上的变迁，对町街的怀念也越见炽热，伙伴关系也渐渐深厚起来。
从他们的谈话中每每都能有所体悟。
这个町之所以一直没有发生过火灾，完全是因为大家为了积极防火出了很大的心力。
听到这段话很有保障感。
下町话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听鸢工头子野口义博先生说故事。
沉稳有礼地用字遣词，谨守本分地忠实传达意思，令人领略到说话的基本。
完全不用流行语、怪异的外来语和生硬的形容词，只以平易简洁的词句，正确地传达意思，令人深思
。
下町的风一九八七年八月七日从根岸三丁目的大楼屋顶俯视根岸市街，四周围都被大大小小的高楼所
包围，低矮的屋瓦反射出雾雾的光。
寿岳章子（居住在京都的国文学者）有一天很生气地说：“外国人看到京都的屋瓦，竟说那是个暗淡
阴森的都市。
”这可能是美学意识的不同吧。
广阔的森林和小庭园都一样有绿意。
米粒般的汽车在外奔驰，开敞着窗子的家家户户，白色窗帘晃动着，是一阵风吹过。
上野的山上，曾经每年在那里参加美术展的时候，每天都要经过那座怀念的山，却隐没在莺谷高楼街
的阴影下，仅能看到博物馆屋顶的棱线。
震灾、战争时，上野山因为阻碍了风向，使得这个小市街得以幸存下来。
但今后，它又要吹什么风呢？
本书原本预定是与前述的天野进平先生共同创作。
然而真正开始采访之后，经过了一年左右，天野先生病倒了，在这样的意外下，于是执笔者换成了我
们两人共同的好友北正史先生。
天野先生的病况渐渐好转，正顺利康复中。
祈祷他能早日痊愈。
在最后，诚心感谢创作这本书时，帮助我们的中根岸町会的每一位，以及配合我们快速采访的几位先
生、女士，和编辑制作时辛劳的工作人员。
另外，也感谢正展书阅读的各位读者。
一九八七年十月 泽田重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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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京下町职人生活》编辑推荐：来自手艺人的口述记录，回味传统技艺的温暖初心。
一百余幅手绘插图，真切感受手工年代的细致与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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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专心做一件技艺，是人在宇宙中为自己所查找的位置｜李维 史陀从事记者工作快十年，如果问我印象
最深的事情，不是在富丽堂皇的企业总部、或是高级餐厅采访企业家，而是在乡间小镇、蹲在老师傅
身旁看他们专注刨木、上釉、锻烧玻璃。
汗珠滴落在皱纹的岁月深沟里，数十年如一日却乐此不疲，他们都是充满想像力与实践力的永恒少年
。
他们拓宽我对生命厚度的理解，即使只是渺小的工作，却散发对生命的坚持与感动。
就像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大师李维．史陀说：「技艺，是人在宇宙中为自己所查找的位置。
」技艺就像一枝画笔，彩绘岁月人生的咫尺之图，技艺更像一片有方向的轻舟，度过人生的春夏秋冬
，轻盈，却踏实。
技艺背后是无穷尽交织的细节，更是历史文化传承的载具。
在文化创意美学、手感经济时代，这种价值与精神格外有魅力。
人往往为感动而存在，尤其是对看似不起眼的感触更丰沛，就像我们着迷日本电视节目的达人、职人
或艺匠，惊讶与感动他们对细节的迷恋与执着。
东京就有一个被忽略的技艺之巷。
《东京下町职人生活》就聚焦在东京一个不起眼的根岸三丁目巷弄里，这个区域在一九二三年东京大
地震、一九四五年东京大空袭造成的一片焦土中，幸免于难，让这里的木造建筑、街坊店铺保存百年
来江户时代的风貌，更呈现市井常民的素颜，包括豆腐、三味线、蓝染、精工雕刻师傅，甚至是居酒
屋老板娘的人生体验、探索他们找寻宇宙位置的故事。
不只是职人故事吸引人，这本书最大特色是绘图者泽田重隆(二○○四年过世)，他更是一个传奇。
泽田的插画有如淡雅素描，在静谧构图之中牵动人心，呈现职人的技艺细节，以及根岸三丁目的空间
。
他的绘图技艺不仅保存根岸三丁目与职人们的精神，更延伸读者的想像空间，追寻他的画笔遨游日本
。
例如泽田跟寿岳章子合作了《千年繁华》、《喜乐京都》与《京都思路》三本漫谈京都的书，画风更
雄健大器，流露繁华下的沧桑。
其实不用羡慕日本职人，台湾乡间巷弄也藏有许多「一辈子，只专心做一件事，也是一种幸福」的职
人，哪怕只是一个杯子、一柄纸扇、一把稻穗，都蕴含无穷人生哲理。
技艺不分高低，只要专注与坚持，幸福从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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