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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日本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看起来很矛盾对立的现象，可是又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从而
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东亚文化，这种情况可以说是举世罕见的；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
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台驯服而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
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
渊源于此的生活准则散揪于日本社会，代代传承，以至终古不变。
     了解各民族人氏血脉，探寻各民族文化，求因族而异的沟通路径。
本丛书立足于传播真实、全面的文化知识，完整地再现每个民族的文明血脉，基于历史文化史实，用
灵动、活泼、亲和的语言、全方位地来描述各民族的性格特征和文明特点，体现了科学性和趣味性的
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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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民族起源与民族性格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夫人在《菊与刀》一书中，对日
本民族的两重性作了精辟的阐述。
“菊”指樱花，一种美好的植物，象征了日本人性格中温和淡雅的一面；而“刀”，一种凶神恶煞的
武器，象征了他们性格中原始野蛮的另一面。
前者源于东方文明价值观，是表层的理性层面，后者源于太平洋原始民族的野性，是深层的非理性层
面。
当“菊”的盛开覆盖了“刀”的凶光时，我们看到是大和民族精美的插花，优雅的茶道，谦恭有礼的
表象；一旦“刀”的利刃凌驾于脆弱的“菊”之上时，我们看到的是战火纷飞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战场，野兽般的杀戮将其邪恶的本质展露无疑。
　　何其矛盾的日本人！
　　第一节　大和民族——单一的幸与不幸　　1986年，当时的日本首相中曾根曾有过“日本是单一
民族国家”的发言，立即引起阿伊努人的抗议和舆论的批判。
因为其无视阿伊努族这一少数民族的存在。
但是，作为一国的首相居然讲出这样的话，从反面也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日本人头脑中存在着
一种根深蒂固的“单一民族”观念，即只存在他们自称的、单一的大和民族。
　　历史学家井上清在《日本历史》一书中的正文中第一段这样写道：我们日本人，从能够回溯历史
的最古的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是同一种族，在同一地方，即现在的日本列岛上生存过来的。
在这当中，与若干其他种族有过混血，但是，没有发生由征服与被征服带来的种族交替，也没有大规
模的种族融合。
日本人从原始的野蛮时代开始，到如今的现代文明达到了一流水平，社会与文明没有间断地发展过来
。
　　这是日本历史的一大特征。
　　在日本列岛上生存的人是同一种族，都用日语，都信奉天皇信仰神道教，都具有同样的生活方式
。
这样在日本列岛上，人人都有同样的语言、同样的信仰、同样的生活习惯，都归属于同一个集团——
以“我们”的意识结合起来的人类群体。
从这个角度讲，日本是单一民族国家。
日本民族只有在日本才有，日本语只有在日本才用，日本人、日本语和日本列岛形成三位_体的组合
——日本国家。
其单一性、纯洁性是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日本的单一性从某种角度讲也许是日本的幸运。
单一民族的日本从未有过民族之间的纠纷，也没有发生过因宗教引起的战争，在凝聚民心方面，在国
内治安方面，都不费什么力气。
日本如今经济能如此发达，也是托了日本人同质性的福。
　　事实上，日本并不完全是单一民族国家。
在北海道有一个土著的阿伊努民族，在大和民族的同化之下，他们已经失去了独自的语言和生活习惯
，从一个民族变成了具有民族头衔的日本人群体；另外，还有一部分一直被日本人当作是居住在日本
的外国人，他们几乎都是几代居住在日本，而且多数取得了永久居住权和日本国籍，但他们从不被承
认是日本人中的一员，始终被排斥在日本国民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外来集团——琉球（冲绳）人，
日本在1609年吞并琉球之后，彻底地进行了强制性同化，琉球民族没有了，全成了日本人。
日本不允许也不承认有规模的其他民族的存在，琉球就是一个例子。
　　从日本人的起源和基因方面来讲，日本人绝不是“单一”的，或者说绝不是“纯粹”的。
可是长年的“单一民族”文明的积累使得日本人形成了强烈的“单一”、“纯粹”的意识，日本人一
向追求“纯粹”并笃信“纯粹”。
日本人普遍认为日本民族是单一民族，不仅如此，还认定日本人是与在地球上的其他民族或人类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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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一族特殊人类，特别强调“大和”民族的特殊性，强调与他人的区别，“内外分明”，把自己
看成是一个完全的整体，以自己的特殊性结成日本式的集团，以这个坚固的集团力量去与外族抗争。
他们个人在做人之前，首先是作为整体“日本人”当中的一分子。
因此，在民族意识的表现上，总是以“自本人”这个整体来对比其他民族和国家。
在文明落后，在遭到失败与挫折的时候，轻易地认定那是因为整体“日本人”的民族和人种低劣的问
题，整体“日本人”都懊恼沮丧，一蹶不振。
在军事上取胜和经济上发迹的时候，又轻易地认定那是因为整体“日本人”的民族和人种优越的原因
，还要宣扬日本人的基因如何如何优良，这是一个值得思考和玩味的现象。
　　第二节　岛国根性——“居相近，心相远”　　岛国根性是日本人自己形容自己的性格和气质特
征的说法，岛国根性是日本人基于岛国这个前提，生存在这个岛国的这些人群经数千年历史沉淀形成
的气质、性格以及价值观当中，与大陆民族的宽厚、大度、沉稳的精神状态相比，显露出来的劣根性
部分。
日本人认为，那种互相嫉妒、排斥、对他人的猜疑心，不顾大局，处处为小事处心积虑，卑屈与盲目
骄傲都是岛国根性的反映。
从崇拜外国到国粹主义，从自卑感一下子可以变成唯我独尊，这些情感上的大起大落无疑是岛国根性
的作用。
　　大海是日本列岛的天然护卫，它保护着日本人，使他们千百年来过着比较安宁的生活，免遭异族
的入侵。
但长期的“孤岛”生活养成了他们封闭内向的性格，对“生人”心存芥蒂，不肯轻易打开自己内心的
大门。
他们拘谨而害羞，不善于和外人打交道。
　　为了疏缓一天的紧张神经，日本人晚上下班之后，按习惯工作同事常常出去喝酒小聚，借酒来发
泄工作的压力、调解人际关系。
大部分日本人酒中酒后，借酒吐“真言”，相互几乎无话不谈，感觉好像亲密无问。
但是第二天立刻判若两人，相互问立刻又保持着以往的距离，就跟昨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对
彼此都爱搭不理的，有时显得比平时还冷淡。
日本人之问处理人际关系时，他们往往就要保持着这种若即若离的平衡。
　　日本人心眼多是出了名的，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都封闭而复杂，谁也搞不清楚他们心里到底在想什
么。
他们普遍都有两种形态和面孔，一是社会性的，二是个人性的。
在个人交往的环境，露出个人性的面孔和性格，无所顾忌地自然表现，但是在社会组织里，也就是在
集团中，表现得就截然不同。
　　有人戏称，要想让日本人（作为个体的日本人）难受，就让他欠你的，总让他有还不完的情。
如果你给了日本人一点恩惠，或送他一件什么礼物，或帮了他一点小忙，他就会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还
你些什么，而且作为“还礼”的价值，好像被精密地计算过一样，基本上和你给他那一份相等。
他们似乎严格遵守着一个不成文的协定，“谁也不欠谁的，你给我半斤，我给你八两”。
作为还礼，你要是多给了，并不表明你做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壮举，而是你又给人家添了麻
烦，使对方觉得他又多欠了你一些，还得找机会以某种形式补差还给你。
日本人就在这一送一还之间平衡着彼此的关系。
　　日本人的人与人之间有一个大家都尽量保持的几乎相等的距离，并且时时刻刻度量和确认这个距
离。
这个距离是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维系集团共同意识的纽带，一般这个距离不宜太远也不宜太近
，远了就有疏远之嫌，立刻引起相互的猜疑，自己何处伤害了对方？
对方为何待自己那样？
被疏远的一方立即就会做出反应或以某种方式给予回击。
　　日本人对处理人际关系异常用心，对影响人际关系的相互对待方法、程度、深浅、远近异常敏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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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一般都小心翼翼地选择自己的言辞，礼貌周到地应酬人与人之间的来往，“对不起”、“抱歉
”、“谢谢”之类的词语常挂口边，以致让人感到腻烦。
把关系距离弄近了更是要不得的事情，那样会使对方不知所措而引起反感，怕距离太近了以后不好相
处，怕打破以往的等距离均衡而难以相处，怕因此而影响与相关的其他人的关系。
在一个集团中，为了人际关系的均衡，各人之间都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几乎看不出谁和谁关系更好
一些，不存在什么莫逆之交，因为他们认为，超常的关系是危害集团的祸种。
可以说，人与人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均衡的礼尚往来，是在日本这个以集团为基本活动单位的社会
生存的基本手段。
　　第三节　民族性格——暧昧与腹艺　　单一的语言、单一的民族以及同样的生活习惯，长期近乎
与世隔绝，形成日本暧昧的文化习惯，以及造成暖昧、疏通暖昧、解决暖昧的通道——“以心传心”
。
“以心传心”是日本人所特有的技能，这个技能又叫做“腹艺”或“非语言交流”，顾名思义就是肚
子里的艺术。
　　日本人之间用含糊的语言交流，不用明明白白表达就可以相互把事情搞清楚。
这是因为日本人相互之间长期都用同一种语言，他们非常了解对方的表达方式。
“日本人把腹中语言看作是人际交流的最高形式，当一个需要帮助的朋友不能或不愿直截了当地说出
来时，他只需暗示一下，需要帮助越大他就越含糊。
而朋友一方也觉得他不必直接把事情说得很明白，而是靠感觉去理解。
由于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又有共同的经历，并处在相同的社会环境中，所以他们掌握了使
用少量语言来交流相互愿望的艺术。
”　　日本人之间似乎有一种不成文的约定惯例，人人遵守。
他们很少有与他们有不同想法、不同习惯、用不同语言的外族人接触的机会和经验。
他们曾经长期根本没有必要去与有不同想法、不同习惯、用不同语言的各族人打交道，如同一个闷罐
里的蟋蟀，彼此互斗而相安。
由于想法、习惯和语言都没有什么障碍，对方想要做什么就比较容易“猜”到。
在语言上硬要把事情说得“一清二楚”就没有必要了。
　　日语是在日本单一民族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也为暖昧、含糊与暗示提供了极方便的交流工具。
日本人在使用语言时小心翼翼、谨慎自省，用既能适当地表达个人情感，又不致引起刺激和冲突的暗
示方法来操弄词语，暧昧地用“以心传心”进行交流。
日语的语法有一个特征，即肯定或否定放在句子的最后，当一个人在表达意图时，前面说了一大套，
这当中可以从对方的反应以及表情变化来揣测说话者的态度。
选择最后是用肯定还是用否定，或否定之否定再加上推测式的语词和语气来个不置可否，既适当地表
达了暖昧意图，又能不使对方不满或难越。
因为日本人深信，对方具备“以心传心”的功能，一定能够理解他的意图。
　　日语中最最常用，也为中国人所熟悉的一个词——哈依，其意思是极其模糊的，解释为是、是的
、行、好、对，但是用起来往往并不一定是本来的意思。
当你和日本人在谈论一个问题的时候，你长篇大论讲得口干舌燥，对方连声“哈依哈依”，这表明他
是在听，并不一定表明他赞同你的观点和看法，往往你得把“哈依”当作他们的口头禅而不能照字典
上的意思去揣摸他们的真实意图。
他们有个习惯，总是想方设法让对方明白，他们已经听懂你的意思了，即使有时候其实是“不懂装懂
”的搪塞。
从这个意义上说，“哈依”有时候的确只是作为反应的一个抽象符号，而无实际意义。
对这样常常暖昧地利用的词语，日本人也不能立刻理解，但他们会开动其他的感官，用视觉与听觉来
感受甚至是微小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点语气变化，那里包含着暧昧的真意。
因此可以说，暖昧为日本人的感性提供了施展魅力的舞台，并且也为日本人的“以心传心”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日本的暖昧是与日本这个倾向于集团主义的单一语言、单一民族的社会构造相辅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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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暖昧，或者“以心传心”，需要非常懂得日本的传统文化和习惯，并且要有极好的日本式的感性
神经。
因为“非语言交流”是积累在内心深处的条件反射之上的，是日本悠久传统文化积淀的产物。
日本人之间很容易形成默契，达到“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境界。
但这对与日本人交流的外国人来讲是最难的作业。
语言可以学得很好，便是要能够与日本人一起“以心传心”，不是从小就在日本生长、受教育并与日
本人进行广泛长期的交流，可以说谁也别想掌握“腹艺”这个本事。
　　第四节　模仿与创造——“一切创造都从模仿中来”　　日本人善于模仿和学习，这是世界公认
的。
虽然日本也具有一些非常独特的文化，但是就连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日本的文化、文明当中，完全
独创的部分并不多。
日本从很久以前就开始模仿学习外国的文化、技术的制度，特别是善于把学来的东西进行加工与改造
，然后为我所用。
日本的文字、文学艺术、建筑的风格和技术，乃至古代的文明多是从中国来的，迄日本的国粹——天
皇、神道教、茶道、花道、相扑、柔道等，也直接或间接地与同中国的交流有着关键的因果联系。
到了近代，日本又吸取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建设的经验和文学艺术中的优异成分，而在当代的日本又开
始向美国学习：日本的“和平宪法”是美国占领军给制定的，国家政治制度是美国占领军给构造的，
在日本带有现代气息的各个角落无不有美国的影子。
可以说，成功地利用这种方式发展起来，在世界历史上，这样的国家和民族是绝无仅有的。
因为日本人深深地体会到，依靠学习模仿来发展自己是最为方便、节省而快速的发展方式。
　　日本人虽然从外国引进文化和技术，但是是有选择性的，并不是什么都引进，不是什么都搬照用
的。
日本人有“取好”的习惯——“好，则取而用之”，模仿的关键在一个“用”字上，发现外国的什么
东西是自己没的，而且是自己所需要的，拿过来便用。
令人惊奇的是，那些似乎是与日本文化传统格格不入的各国不同的文明，混杂在日本居然没有发生好
像是格格不入的矛盾和冲突，而是非常圆润地被组合起来，形成了日本式的混合性文化。
以其超常的受容性（引进）和变容性（改造加工），把原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变成了日本自己的、有
自己特色的东西，并且被高效率地用起来，带动了日本的发展。
　　日本人认为，日本文化最具创造性的当属日本的语言了。
日语由汉字和假名组成，汉字是从中国引进的表意文字，假名是日本发明的表音文字，还有，日本人
用假名来表达从其他外国尤其是欧美引进的词汇，形成日语中的外来语。
日本人利用汉字和假名，既能表意又能表音，实际实用，柔韧自如。
虽然日语在表意上不如中国语言、在表音上不如欧美语言做得彻底，多少有点“半途而废”的感觉，
但是其混合使用发挥的效能和技巧具备其他语言所没有的某些优点。
　　日本人利用汉字，并且根据需要组合汉字，发明了不少新的汉字词汇，连汉字的鼻祖——中国近
百年来也引进并使用不少日本发明的汉字词汇。
如：民主、科学、历史、人气、景气、俱乐部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卡拉OK。
卡拉OK，“卡拉”是日语“空”，“OK”是英文词乐队（orchestra）的意思。
这个词用了汉字的“空”和英文的“乐队”一词的意思组合，再用日语的假名记述，来表达光有声音
没有乐队的伴奏录音，可谓是汉、英、日三语混合的杰作。
中国引进卡拉OK，为了准确表达其发音，不得不引用英文字母。
卡拉OK这一日本的大发明如今风靡全世界。
　　从语言可以看到文化的缩影，日语的表达记述方式不正说明了日本文化富有受容性及其特有的创
造性吗？
　　胡适在《信心与反省》一书中的一段话精辟地分析了日本人的模仿与创造的合理结合与发展：　
　我们不可轻视日本人的模仿，抹杀日本人善于模仿的绝大长处。
日本的成功，正可以证明我在上文说的“一切创造都从模仿中来”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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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民族的长处全在他们肯一心一意地学别人的好处。
他们学了中国的无数好处，但始终不曾学我们的小脚、八股文、鸦片烟。
这不够“为中国取镜”吗？
他们学别国的文化，无论在哪一方面，凡是学到家的都能有创造的贡献。
这是必然的道理。
浅见的人都说日本的山水人物画是模仿中国的，其实日本画自有他的特点，在人物方面的成绩远胜过
中国画，在山水方面也没有走上“四王”的笨路。
在文学方面，他们也有很大的创造。
近年已有人赏识日本的小诗了。
我且举一个大家不甚留意的例子——文学史家往往说日本的《源氏物语》等作品是模仿中国唐人的小
说《游仙窟》等书的，现今《游仙窟》已从日本翻印回中国来了，《源氏物语》也有了英国人卫来先
生（Arthur Waley）的五巨册的译本。
我们若比较这两部书，就不能不惊叹日本人创造力的伟大。
如果《源氏》真是从模仿《游仙窟》出来的，那真是徒弟胜过师傅千万倍了！
　　日本今日自造的纺织器是世界各国公认为最新最良的，连英国纺织业也不能不购买日本的新机器
了。
这是从模仿到创造的最好的例子。
　　我们到了今日，若还要抹杀事实，笑人模仿，而自居于“富于创造性者”的不屑模仿，那真是盲
目的夸大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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