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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你讨厌一样东西，就先考虑赶走它或躲开它，若都不行，你就应该去了解它。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人是讨厌日本人的，这种讨厌甚至包含着一定的仇恨。
但中国人又是无法回避日本人的，中日是亚洲最强的两个国家，也是联系最多、矛盾最多的两个国家
。
中日两国的贸易与投资已经使彼此难解难分。
　　今天，不论你喜欢日本也好，讨厌日本也好，中国和日本不可能不接触，你无论是要与日本为友
还是为敌，都应该了解它。
只有更好的了解日本，了解日本人，才能在联系与合作、矛盾与斗争中取得主动。
　　在最近的畅销书《30而励：风暴主播思考中国与世界》中，作者芮成钢用了整整一章来写日本—
—这个我们最不了解的邻居。
　　日本是一个离我们最近，但我们却最不了解的国家.中国大多数青年人可能对欧美的了解远胜于对
日本的关注。
当然，日本不是一个容易了解的国家，日本人也的确存在着两面性。
但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日本并不比中国更难了解。
问题不是不可以了解，而是我们愿不愿意去了解。
本尼迪克特著的《菊与刀》，赖肖尔的《日本人》，都是非常精辟的关于日本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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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百次，装在试管里化验了几千次。
对于日本，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
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    今天，不论你喜欢日本也好，讨厌日本也好，你都应该了解
她。
因为中国和日本不可能不接触，只有更好的了解日本，了解日本人，才能在联系与合作，矛盾与斗争
中取得主动。
    对于了解日本人，这是一本不错的合籍。
四本书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日本：    《菊与刀》：从日本的国民习性看日本人    《武士道》：论述了
武士道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日本论》：从历史文化视野看日本    《日本人》：从一个军人的角度分
析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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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菊与刀　研究任务——日本　战争中的日本人　各安其分各得其所　明治维新　时代和世界的负恩者
　报恩于万一　情义最为难　洗刷其名　人的情感世界　道德的两难困境武士道　第一版序　一种作
为道德体系的武士道　武士道的渊源　义　勇　仁　礼　诚　荣誉　忠　自杀及复仇的制度　武士道
的影响　武士道还活着吗　武士道的未来日本论　中国人研究日本问题的必要　神权的迷信与日本国
体　皇权神授思想与神授思想的时代化　　封建制度与佛教思想　封建制度与社会阶级　日本人与日
本文明　武士生活与武士道　封建时代“町人”和“百姓”的品性　“尊王攘夷”与“开国进取”　
“军阀”与“财阀”的渊源　维新事业成功之主力何在　现代统治阶级形成的起点　政党的产生　板
垣退助　国家主义的日本与军国主义的日本　军国主义的实际　中日国际关系与日本南进北进政策　
桂太郎　秋山真之　田中义一　信仰的真实性　好美的国民　尚武、平和与良性生活日本人　序言　
几个自然条件　几段历史事迹　明治大帝　欧战　军人思想之变迁　政冶　财政经济　外交　精神上
的弱点　黄金时代过去了　这本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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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研究任务——日本　　在美国所有全力以赴的战争中，日本是最让我们琢磨不透的一个民族。
因为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与我们迥然不同。
在以往的作战中，我们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对手，而如今我们却需要区别对待。
　　正如1905年日俄战争中沙俄曾经遇到的情况一样，我们作战的敌手——日本，是一个装备精良、
训练有素的民族。
他们竞公然向西方传统文化挑衅，无视西方国家强调的以人性作为基础的战争规则。
这就使得太平洋战争不仅仅是一系列的岛屿海滩登陆行动，也不仅仅是困难重重的后勤供应问题，而
是如何了解、吃透“敌性”的问题。
因为，只有了解了他们的行动，才能与之对抗，从而赢得最终胜利。
　　要想充分了解日本人的性格，困难是很大的。
在日本的锁国大门打开以后的75年间，人们形容日本人时总是使用“但是，又⋯⋯”之类让人极为迷
惑的词。
这类词句极高的使用频率是世界其他民族所无法比拟的。
　　任何一位治学严谨的观察家，在论述日本以外的其他民族成员时，如果说他们彬彬有礼，就不会
说“但是，他们又蛮横无礼，目空一切”；如果说他们做事刻板，就不会说“但是，他们又善于适应
激烈的革新”；如果说他们性情温顺，就不会说“但是，他们又不太容易服从上级的控制”；如果赞
美他们忠诚、宽厚，就不会同时诋毁——“但是，他们又不讲信用，满腹埋怨”；如果说他们神勇无
比，就不会又描述他们如何懦弱；如果说他们从不顾及自己的面子，就不会又说“他们勇于承担责任
和义务”；如果说他们的军队拥有铜墙铁壁一般的纪律，就不会又说“他们的士兵如一盘散沙，不服
管教，容易犯上作乱”；如果说他们倾慕西方文化，就不会细数他们冥顽不化的保守主义思想。
作为一位治学严谨的观察家，他不会撰写一本书既描写某个民族如何爱美、如何给予演员和艺术家以
最高的荣誉、如何醉心于欣赏菊花艺术，同时又笔锋一转，撰写另一本书补充说该民族如何崇尚刀剑
和武士的最高荣誉。
　　这些说法看似矛盾，但却是构成所有研究日本的书籍的纵横交错的经纬。
当然。
这都不是凭空而说的。
例如“菊花与刀”，就是日本现实生活中显而易见的一组矛盾。
日本人既争强好斗又性格温和；既穷兵黩武又天性爱美；既倨傲自尊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又随机
应变；既温柔驯服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不二又易于叛变；既勇敢如虎又怯懦如鼠；既冥顽不化又
善于尝试。
他们非常在意别人对自己行为的看法，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他们又会被自己的罪恶感所征
服。
他们的士兵表面上循规蹈矩，骨子里却蠢蠢欲动。
　　了解日本的国民性已经成为美国人的当务之急，那么我们就不能对以上所讲的这些矛盾以及其他
许多令人烦躁的矛盾视若无睹。
一系列严峻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日本人下一步将采取什么行动？
我们是否应该直接轰炸日本本土？
要不要干脆直接轰炸皇宫？
从日本战俘身上我们能了解到什么？
要怎样对日军和日本老百姓实行舆论宣传才能将美国士兵的牺牲最小化，同时削弱日本人顽固抗战到
最后一个人的决心和意志？
如果和平来临，要维持日本这个民族的秩序就必须对其实行严格的军事管制吗？
我们是否要和那些在日本山林的要塞中负隅顽抗的强硬分子决一死战？
在世界和平有可能到来之前，日本会不会率先发起一场法国或俄国式的革命？
如果发生，将由谁来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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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干脆就此把日本消灭掉？
这些问题的答案肯定是众说纷纭的。
　　1944年6月，我奉命从事研究日本的工作。
命令要求我运用文化人类学家所能使用的一切技巧，来弄清日本民族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
那年初夏，美国刚刚对日本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反攻。
当时，在美国多数人都认为美日战争可能会持续三五年，或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但日本人却普遍认为这场战争将会成为百年之战。
他们认为，美军的胜利只是取得了暂时的、局部性的胜利，但是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距离日本本土
还有几千英里呢！
而日本官方的公报，根本不承认日本海军的失败，日本国民笃信他们是最后的胜利者。
　　然而到了6月，战争形势开始发生巨大的转变。
在欧洲，盟军开辟了第二战场，对德战争已胜利在望，最高司令部两年半来优先考虑欧洲战场地位的
决策已无必要了。
而在太平洋战场上，我军在塞班岛顺利登陆，也预示着日军在这场战役中将彻底失败。
在这之后，我军与日军短兵相接的次数日益增多。
从瓜达尔卡纳尔、缅甸、阿图、塔拉瓦、比亚克以往这些战役中，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知道，与我们作
战的是一个何等可怕的敌人。
　　因而，尽快搞清敌军特点，解开有关日本人的种种谜团，这项工作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我们不仅要关注日本人的军事、外交政策和最高决策方针，还要关注敌后方平民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
的舆论，看能否在敌后方散发传单。
这都需要我们提出切实可行的富有洞察力的建议。
　　在这场全方位的战斗中，我们不仅要了解东京当局的动机和目的、日本的悠久历史，以及他们在
经济和军事上的统计资料，还必须弄清楚日本人的思维习惯和感情习惯，以及由这些习惯所形成的行
为模式，搞清这些行动、观念背后的制约因素。
我们还不能根据我们的行动习惯想当然地认为，在某种状况下，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日本人也将
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我接受的任务是相当艰难的，因为美国与日本日前正在交战。
在战争中，把一切都归咎于敌国是相当容易的，但要从敌人的角度出发去探讨他们自己怎么看待人生
就有一定难度了。
然而，这正是我要进行研究的目标。
我们要搞清日本人将如何行动，而不是处在他们的境遇时我们将如何行动。
　　我努力让自己明白，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为不但对我没有害处，反而能助我一臂之力。
我也必须把他们进行战争的方式，理解为文化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
不论是身处乱世还是在和平时代，日本人都有自己的行动特征。
那么。
日本人在战争中都表现出了哪些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呢？
日本领导人都在做些什么呢？
他们鼓舞士气、指挥士兵以及安定国民的方式又是什么呢？
所有这些都显示了他们在战争中会把什么视为自己最核心的资源。
我必须认真研究战争中的各个细节并将其详加记载，以便让美国人更加全面、清晰地认识日本人。
　　可是，两军正在交战，这给我的研究带来了很大障碍，让我不得不放弃实地调查的念头——这是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我无法亲自到日本去，无法在日本人的家庭中与他们一起生活，不能亲眼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习惯，
并且区分关键性的和非关键性的。
我不能看到他们处理问题和作出决策的复杂过程，也不知道他们怎样培养和教育下一代。
人类学家约翰·恩布里的著作《须惠村》对于日本村落、田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我们在1944年遇
到的有关日本的许多问题，在这本著作里一点都没有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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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困难重重，但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坚信其他的一些研究方法和必要的条件也可以为我
所用。
起码我可以与研究对象面对面地交流——这是一个被文化人类学家最为倚重的研究方法。
在美国居住着许多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他们都愿意与我沟通。
他们给我讲述了许多亲身经历的事情，从他们的叙述中，我知道了他们看待战争的态度、进行判断的
依据。
他们的观点填补了我知识上的许多空白。
而这些知识对于一个人类学家了解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必不可少的。
还有一些社会学家从日本的图书文献、历史事件和统计资料，以及日本的文字或口头宣传的词句中寻
求到了其发展变化。
他们所企求的答案有很多都隐藏在日本文化的规则和价值之中，因此，同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人一起
研究，我们的答案会更加完美。
　　除此之外，我还请教了大量曾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士，阅读了他们的著作以及论述日本的丰富
文献。
比起那些到亚马逊河发源地或新几内亚高原等地对没有文字的部落进行研究的人类学家们，我算是个
幸运儿。
那些民族由于没有书面文字．无法用文笔来记载历史，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过去和历史。
西方人对他们的描述也是凤毛麟角、浮光掠影。
因此，那些实地调查的学者们不得不在没有任何前辈的帮助下研究他们的经济生活方式、社会阶层状
况以及宗教生活。
而我在研究日本时却可以参考很多学者的文化遗产，那些论述日本的文献，以及在日本居住过的许多
西方优秀观察家的言论，这一切无疑给我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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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日本并不比中国更难了解。
问题不是不可以了解，而是我们愿不愿意去了解。
本尼迪克特著的《菊与刀》，赖肖尔的《日本人》，都是非常精辟的关于日本的著作。
　　——央视风暴主播芮成钢　　《武士道》：1899年，日本留学生新渡户稻造为日本民族之魂——
武士道所作的辩护。
　　读了《武士道》，能充分了解日本人的特性。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亲购数十册《武士道》分送下属　　《日本论》：1928年，民国元老戴季
陶纵论近代中日恩怨时，对日本的近距离洞察。
　　外人研究日本，《日本论》堪称珠玉，甚至凌驾于《菊与刀》之上。
　　——日本学者　　《日本人》：一位中国军人在八年抗战伊始写下的文字，被视为抗日战略预言
书。
　　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
　　——黄炎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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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个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的民族，一个离我们最近，但却最不为我们了解的强
大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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