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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存在与感知：日本动漫在中国的跨文化影响》的影响是近几年来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其牵
涉经济、社会、文化、艺术的各个方面。
如何认识日本动漫文化在中国的跨文化影响以及未来的走势，不仅需要理论层面的解读，也是事关国
家经济文化安全的重要问题。
这本日本动漫文化研究专著结合了这一热点课题，运用多种形式的文献以及大量的调查、访谈等第一
手资料，把日本动漫在中国的跨文化影响作为一个社会学个案，研究中国当前社会转型时期民族文化
的生存景况、新型文化结构的域化特征、作为新文化主导的青年文化的外化形态、中国社会生活“新
景观”与世界他国的可比性、日本动漫在中国影响的负效应、国家在话语权和权利资本争夺战中的策
略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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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动漫中的此类例子很多。
笔者认为，日本动漫中民族文化的特征其实包含了日本人对自己民族历史的骄傲，对生活方式和价值
观的珍视。
一些动漫甚至直接以日本历史、日本英雄、日本奇人为主角，如《邪马台幻想记》、《浪客剑心》、
《聪明的一休》，等等。
创作的时候，漫画家似乎心中只有日本观众，他们开始并没有把创造超越国别的东西作为目标。
对许多动漫画家而言，日本动漫在国外何以如此受欢迎简直是个谜，宫崎骏说：“我发觉我的作品就
是日本历史的角度，日本自然观的产物⋯⋯我做电影的时候脑子里并没有什么世界市场的想法⋯⋯日
本将一直是我工作的最好的基础。
” 对日本动漫中的民族文化特色问题，漫画家是有一种自觉的意识。
同样，对日本动漫中的民族文化特色问题，漫友在观赏时感受颇为深入。
 （访谈1）具体的体现有很多方面。
比如：生活方面可以告诉你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很多漫画都有樱花，可见日本的赏樱文化
的悠久，还有就是可以看出日本人很爱干净，每天都洗澡，日本的居住处大多都有和室，可以看出他
们积极保留传统文化。
还有就是居家爱简的方式。
教育方面可以参考校园漫画，可以看出日本教育重视团结、团队精神，重视体育教育，还有就是重视
礼教，尊重长辈。
还可以看出他们的不服输的精神。
 二、“拿来文化”的再生产特征 在一种文化内总有许多外来的“舶来品”，尽管（并且这一点很重
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舶来品可能逐渐被认为是该文化自身的一部分。
只有仔细地研究历史才能揭出它们的起源。
人的创造活动需要一定的生活资料作前提，需要一定的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以及提高劳动者本身素质
的一些教育、服务设施作为手段和条件，如上代人及同代人创造的文化成果——科学、书籍、机器、
概念等。
日本有着对“拿来文化”进行再生产的优良传统，如“汉字与民族语言完全结合，把汉字与原来的母
体脱离开来使用。
日本的汉字训读法，就是使用了汉字却没有使用汉语读者的最好例子。
在日本这样成功地‘驯服’了汉字后，反而更加离不开汉字了。
相反地，在朝鲜，用了很多手法想要驯服汉字，但却无功而终，结果是造出了自己独有的文字。
” 日本的动漫文化就是在物质和技术发展成熟的条件下，在向外来文化的学习的基础上，集中综合然
后发展自己特色的结果。
可以说，无论是从“漫画”一词的产生来看，还是从动漫文化的发生和发展来看，日本动漫文化都是
文化交流的结果与象征。
动漫文化在日本繁荣和日本民族善于吸收、博采众长有着很大的联系。
日本总是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出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化。
 日本漫画是在欧美漫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日本式“拿来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很少亲自做基
础性研究，却擅长在别人的研究成果里搞自己的发明创造，最后把原属于别人的东西改造成自家的特
产。
漫画也不例外，虽然日本漫画的起步比欧美漫画晚许多，可单就今日的亚洲漫画市场而言，却肯定是
日本漫画取代了欧美漫画称霸天下。
 中国学者在查考史料时发现，最早使用“漫画”一词的是中国宋代随笔中的一篇寓言漫画鸟。
“中国唐宋时期的文学和绘画曾对日本文化的发展有很深的影响，这寓言中的漫画鸟扬起多彩的双翼
，漂洋过海到了扶桑日本。
日本是个善于学习、博采众长的民族，他们用本土文化哺育成了古代漫画，到了明治时期，又吸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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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讽刺画的营养，发展成为现代漫画，然后又返飞中国。
它飞来飞去，传递了文化和友情，所以漫画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友谊鸟。
”这是源远流长的中日文化交流的又一生动有趣的范例。
 1862年英国人Charles Wirgman以本国的讽刺漫画杂志PUNCH为蓝本，创办了日本讽刺漫画杂
志JAPANPuNcH，这是日本第一本现代漫画杂志。
在此基础上确立日本现代漫画的是北泽乐天，他既能创作讽刺漫画又有编辑才能，他所创办的漫画杂
志《东京PUCK》对其他漫画杂志的产生具有极大的影响，堪称日本现代漫画的鼻祖。
二战后，被称为“漫画之神”和“动画之神”的手塚治虫吸收了美国动画和中国动画的精华，在表现
手法上借助电影的视觉效果，使日本的漫画、动画有了飞跃性的发展。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存在与感知>>

编辑推荐

《存在与感知:日本动漫在中国的跨文化影响》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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