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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相扑”与“小一休”是日本人十分喜爱的两类人物，也是具有独特意义的两个文化符号。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大日本”与“小日本”是人们从世界范围或者民族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日本
时经常使用的两个词汇。
“大日本”更多地强调日本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及追求扩大的精神和意识，同时也包括近代日本法
西斯军国主义强调自身强大的炫耀之意；“小日本”则更多地描述日本人的身材、心胸及他们专注精
细、关注精微的精神和意识。
两个词汇反映了人们从不同层面观察到的日本。

“大相扑”所代表的正是不断追求扩大的“大日本”的意识；“小一休”所代表的也正是虽小不弱、
极度专注缩小的“小日本”的意识。

我们希望通过从“大相扑”和“小一休”这两个不同的视角来看待日本民族渴望强大的“扩大”一面
和偏爱小巧的“缩小”一面，从历史和现实中去认识创造“神话”的“大日本”和创造“奇迹”的“
小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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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祝大鸣，1958年12月生。
1985年东北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1988年7月同校硕士研究生毕业。
1988年7月进入教育部高等教育出版社任外语编辑。
历任外语编辑室副主任、外语出版中心副主任、国际汉语出版中心副主任等职，2002年晋升编审。
期间策划了多部国家规划高等学校外语教材、对外汉语教材和学术著作，其中多部图书获国家及省部
级奖项。
研究领域主要为外语教学、日本文化等，出版《双面日本人》（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9年）和《独特的日本人》（中国画报出版社
2009年）两部专著，在全国外语、中文社科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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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日本作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强国，它的崛起和兴盛给世界带来了惊奇。
同样，日本社会生活中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现象也备受人们的关注。
上面我们介绍过，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曾是世界超级经济大国，但此后的二十年，特别是最近十年来
日本经济却一直在低谷徘徊。
2011年3月震惊世界的“东日本大地震”和地震所引起的海啸、核辐射，更是让日本低迷的经济“雪上
加霜”。
然而，恰恰是这些低迷的因素催生并加速了日本的“文化立国战略”，并衍生出日本“酷文化”的迅
速发展与传播。
应该说陷入经济低迷泥潭的日本，正在不断地调整自己，试图找到一条文化立国的“血路”来探索经
济转型的生机。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大众文化的创作和普及十分活跃，无论是内容还是呈现形式都出现了前所未
有的繁荣局面。
日本的电子游戏、电影、电视剧、漫画、动画片、通俗小说的创作空前活跃，这些文化产品不仅受到
了日本国内的众多观众和读者的欢迎，同时也开始走出国门，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特别是在电子游戏方面，任天堂、索尼公司等著名公司的电子游戏软件一时间风靡全球。
　　2002年以后，有关“文化立国”、“文化软实力”、“品牌国家”等理论和概念在日本激发了各
种政策性的热烈讨论；这些讨论和争论使得人们对于文化给国民经济和社会文化所带来的重要意义的
认识更加明确。
2003年的一期《亚洲时代周刊》以“日本酷文化”为封面主题，报道了日本的“皮卡丘”如何占领美
国小孩的心灵。
该文章指出，日本正从一个“制造国家”向“文化国家”转变，从产品制造大国朝着“酷文化”输出
大国转变。
当时，更多的人都还以为这只是一起“文化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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