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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艺伎的世界一直是神秘的。
她们的行业被称为“花柳界”。
年轻貌美的艺伎一脸粉黛，浓妆艳抹，迷倒无数风流人物。
然而，当你走进她们的世界就会发现，真正的艺伎生活却是别有一番滋味。
本书将为你掀起它的神秘面纱，让你一窥究竟。
　　艺伎接受书画、诗歌、舞蹈等方面的熏陶，学习茶道、花道，掌握上流社会异常复杂的敬语，在
言谈举止、待人接物中，无不流露出古典式的教养，呈现出人们观念中女性美的全部要素。
 艺伎的职业特点，令她们一切严格遵循古训，他们身穿和服，高耸发髻，白粉敷面，手拿绸伞，好像
刚从古画中走出一般。
 不单服饰化妆如是，她们在歌舞演艺、生活方式上面也都严格遵照传统形式。
 艺伎就如同日本传统文化的活化石⋯⋯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艺伎(日本文化探秘)>>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下凡的仙女  　“廓”内人家  　歌·舞·茶·花  　仕女佳人效仿的榜样第二章  艺伎之道  　
水扬相公  　双城花街  　“艺伎道”与“武士道”第三章  江户歌舞伎  　出云阿国  　“小生歌舞伎”
·“野郎歌舞伎”  　街头艺人第四章  浮出水面  　“元禄时代”  　“廓艺伎”·“街头艺伎”  　传
统文化的载体第五章  功勋背后的女人  　卷入历史狂澜  　乱世红颜  　“攘夷艺伎”第六章  书中自有
颜如玉  　蝴蝶夫人  　“格外接近女性美善的标准”  　魔女·少女第七章  艰辛岁月  　危机重重  　
堕落之花  　苦难回忆录第八章  夕阳之歌  　国家机器一分子  　逐渐消逝的背影  无处不在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艺伎(日本文化探秘)>>

章节摘录

插图：日本的三味线长大约1米，在工艺制作方面，中国的三弦用蛇皮蒙面，而日本三味线则主要使
用猫皮，也有使用狗皮的。
在演奏三味线时，须右手持拨片拨动琴弦，左手按动琴弦调节音节。
三味线与筝、笛、鼓一道，成为日本传统音乐的主要乐器。
三味线同乐鼓均为音色单纯的乐器，音色越是单纯，演奏难度就越大，这要求演奏者必须技艺精湛，
对乐曲有独到的见解，才能充分展现乐曲的魅力。
所以艺伎在成名后，还必须刻苦练习，精益求精。
舞蹈也是艺伎表演的主要内容。
尤其是那些年轻的艺伎，她们以舞蹈表演为主，被称做“舞伎”。
她们所跳的舞蹈源自歌舞伎等日本传统戏曲，艺伎穿着艳丽的和服，以绢伞、纸扇为道具，伴着鼓声
弦乐悠悠起舞。
日式传统舞蹈幅度动作不大，相对看重手势语言，表演者的所有情感通过手部的细微动作来表达，脸
部通常毫无表情可言，好像戴上了一张面具似的。
舞蹈内容多为伤春、孤独、怀念等传统意义上美的意境。
因为舞蹈表现手段有限，手的动作就异常讲究，每一种细微变化都同三味线一样有着特定的含义。
也许，在简单中追寻变化，蕴含着很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奥妙吧。
艺伎表演的歌曲同样也是日式传统歌谣，主要为长歌与端歌。
长歌成形于江户时代，是融合日本民谣、佛教音乐、中国古代音乐等诸多元素，用于日本的人偶剧、
歌舞伎等传统戏曲之中；端歌则为长歌的片段，更含民谣意味，节奏相对较为轻快，部分歌词中还带
有滑稽搞笑内容。
在当代日本的演歌中，还多少留有这种传统歌曲的成分存在。
日式歌曲在演唱时较多使用颤音，且真假音交相使用，具有较为鲜明的民族特色。
在歌舞乐器之外，艺伎还须精研茶道、花道。
茶道不但是日本文化的结晶，还是日本文化的代表，它既可以成为日本人的生活规范，又可以充当日
本人心灵的寄托。
一般，在日本研习茶道之人，都会三五成群组成一个会，在古色古香的“茶寮”中活动。
活动的最开始便是盘膝而坐，随后把捣成粉末状的茶叶搁到精致小巧的茶碗中，放入开水，再用竹片
均匀搅拌，直至发出深绿色，才双手捧起茶碗，缓缓饮下，这时开始摆起龙门阵，这便是他们所谓的
“茶道会”了。
对他们而言，“茶道”中人经过沏茶饮茶这一过程，可以培养宁寂闲雅的境界，可以养成高尚的礼仪
风范，进而达到修身养性的终极目的。
不过，据说，此种茶道精神却无比的高深莫测，普通人大概要精研三五年才能找到它的门径。
有一种公认的说法，认为茶道最早起源中国——中国人最晚在唐及唐以前，便在世界上第一个把茶饮
作为修身养性之道，在中国唐代《封氏闻见记》曾有相关记载：“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
”这便是现有文献中对茶道最早的记载。
在唐代寺院内僧侣们念经坐禅时，都会以茶作为饮料，他们觉得它有利于养神清心。
那时节社会上茶宴风气已然非常流行，宾主在雅致文明的社交中以茶为酒，品茗观景，各抒胸怀。
中国的唐德宗贞元二十年，也就是1200年前的日本奈良时代，唐高僧鉴真和尚同日本的留学僧最澄法
师最早把茶道带入日本，由是，日本人开始广种茶树，泡制茶叶，还通过沏茶、赏茶、品茶，修身养
德、学习礼仪，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情谊，所以迅速在日本上层社会流传开来。
还有另一种说法，公元1191年（中国南宋绍熙二年）日本僧人荣西最先将茶种从中国带到日本，由此
日本才开始广播茶叶。
公元1259年——南宋末期，日本南浦昭明禅师辗转来至中国浙江省余杭县的径山寺拜堂禅师为师，取
经求学，掌握了该寺的茶宴仪程。
待他学成回国后，便把径山茶宴仪式一道带回日本，此后广为推扬出在日本盛行至今的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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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说，是南浦昭明首次把中国茶道引入日本的，他是中国茶道在日本最早的传播者。
在日本，有很多古籍对此有所记载。
比如，《类聚名物考》中曾提到：“茶道之起，在正元中筑前崇福寺开山南浦昭明由宋传入。
”再比如《本朝高僧传》也有“南浦昭明由宋归国，把茶台子、茶道具一式带到崇福寺”的记载。
此外，还有种说法，日本足利义政将军执政时期——即15世纪初期，高僧村田珠光（公元1423年
～1502年）采取“茶寄合”的大众化形式，汲取“茶数寄”的品茗论证与鉴赏茶具的内容，结合佛教
庄严肃穆的仪式，创制了茶道艺术。
村田珠光倡导茶禅合一，意在清心。
此后，茶道便由禅门渐渐普及到大众中去，还形成20多个流派，如内流、乐流、细流、织部流、南声
流、宗偏流、松尾流、石洲流等。
很多学者认定，“茶道”真正的集大成者为16世纪晚期，相当于中国明朝中后期——丰臣秀吉执政时
代的高僧千利休（公元1521年～1591年）。
千利休创建千家流派，集茶道各派于大成，高举“茶道”大旗，归总出茶道四规“和、敬、清、寂”
，该理论显然是受中国茶道精髓影响而成的，其最为主要的仪程框架仍源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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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文化探秘艺伎》将为你掀起它的神秘面纱，让你一窥究竟。
日本艺伎的世界一直是神秘的。
她们的行业被称为“花柳界”。
年轻貌美的艺伎一脸粉黛，浓妆艳抹，迷倒无数风流人物。
然而，当你走进她们的世界就会发现，真正的艺伎生活却是别有一番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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