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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和之风”典出杜甫《上巳日徐司录林园宴集》诗：“薄衣临积水，吹面受和风。
”和风是春天温暖的微风。
“和之风”有两个意思：其一“和谐之春风”；其二来自日本之风(日本亦称和)。
    我曾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留学日本，回国后写了《樱花与祭》一书，1993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
。
此书颇受读者好评，十多年过去了，仍不时有读者来信来电索书或与我交流。
最近《花卉》杂志社的杨小平总编辑来电话，详细谈了他读拙作的感想。
他说：“日本是个非常讲和谐的民族，他们的文化中处处渗透着和谐与平等，这一点我与王先生有同
感。
王先生为什么不再写些关于日本人和谐相处的文字，以飨国人？
”    此言正合我意，我深感和谐对于一个民族之重要，于是写下这些文字。
《樱花与祭》与《和之风》并不重复，前者着重写日本的社会运行机制，后者则着重写日本人和谐相
处的若干侧面，具体真实，点到为止，不过多做理论上的陈述，希望读后给人以感性的触动。
    和谐本身理论性不强，我们很难证明它，但它对于人类却那么重要，它看不见，摸不着，但它的神
奇力量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更有意义。
    人类可以利用理性，借助于市场的引导，不断增加对物质财富的占有，却没有同样有效的方式与手
段谋求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平衡，完成精神与道德的升华。
物质是不能填充精神空虚的，毋宁说物质之山越高耸，精神之壑越深阻。
人类构筑物质之山的同时，也挖掘了深不可测的沟壑，掉下去会粉身碎骨的！
    人类对理性的挖掘与开拓是无限的，科学技术永远没有止境，但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自然生态的承
受力是有限的，当它包容不了理性与科学技术的“无限”时，必然发生冲突，那时人们不得不以人们
所不希望的方式解决不可调和的矛盾。
日本人隐隐约约地洞察到这一点，他们的许多举动都是防患未然的。
比如，他们源源不断地以低廉价格购买中国山西的优质煤，绝大部分不是用于消费，而是藏之大海，
以待将来之用。
他们估计到能源危机不可避免，所以未雨绸缪。
再如，日本人约定俗成地遵守这样一个规矩：绝不砍伐自己国土上的一棵树，造房、造纸所需木材一
律从加拿大等国进口。
这样做有损人利己之嫌。
从商业竞争的角度看这是极其狡猾的，甚至可以说有些阴险，但从保护自己国家的国土资源角度看，
从日本人对待自然态度看，他们的杞人忧天精神是值得注意与研究的。
    日本人对于子孙后代百般关照是建立在尊重故去者基础之上的。
今人会想，我们故去之后一定会得到后人善待的，执此之故，我们当然要善待后人。
尊重故去者最重要的表现是维护其“存在权”。
故去者通过墓地彰显自己的存在。
墓地得到尊重与保护，这一点在日本得到很好的体现。
80年代中期，我曾搬到“新井药师前”附近的公寓。
搬去时天色已晚，没有来得及出来察看周边环境。
次日清晨，我出门散步，抬眼向马路对面望去，眼前景象让我惊臬了：公寓对面是一座公墓，密密麻
麻的墓碑足有数百个。
木牌上面书写着墓地主人的姓氏，周围摆放着一些已经枯萎的花束与祭奠用的食品。
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花了那么大功夫找到一个合适的公寓，却与墓地比邻，运气太坏了！
但这种不愉快并没有持续太久。
我冷静下来之后，突然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凄凉之美，闹市中竟然有一片沉静的墓地，故去的先人
安静地躺在那里，与活着的人和谐相处，共享一片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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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太奇妙了，简直是天造地设。
后来我知道这种做法在日本是极其普遍的，我不再觉得与故去者做邻居很晦气，反而格外坦然。
一方面我与他们明幽相隔，遥不可及，另一方面我们又如此接近。
——这一切构成过去、现在、将来的三位一体，构成了一种延续的、伟大的和谐。
如果一个民族连死人与尚未出生的人都关照到，都毫不吝啬地施以爱，还担心活着的人不能和谐相处
吗？
    为了让传统与现代相处得更融洽，日本人注意到现代的优势，有意识地扶植传统，以求平衡。
比如，日本人元旦有吃年糕的风俗，本可以用机器大规模地生产，但他们偏偏选择手工制作，他们传
承古人的习俗，把石臼放置在公开场合，营造节日氛围。
    即使在日本，与西医相比中医(日本人称其为“汉方医学”、“汉方医”、“皇汉医”)也处于劣势
，为了保护中医，绝大多数日本人都能自觉地遵循这样一个原则：伤风感冒之类疾病首选中医。
从七世纪中医传入日本到今天，中医在日本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日本人对它恋恋不舍，至今仍然认
为中医是一种“奇术”。
在日本，有针灸资质的门诊总是门庭若市，备受欢迎。
这一点，反倒让中医的发源地——中国有些自愧不如。
    为了强化民族自豪感，巩固民族的连续性，在高科技高度发达的今日，日本人签合同或写文书时仍
要押印章；其实印章并不真正具有证明身份的作用(因为它很容易仿造)，日本人钟情于它完全是为了
营造传统气氛，不忍轻易抛弃先人的生活习惯。
    日本的日历上写有大安、友引、先胜、赤口、先负、佛灭等字样，让外国人迷惑不解。
其实这是从中国引进的吉凶日，“大安”相当于中国的黄道吉日；“友引”为夜吉昼凶，“先胜”是
先到或先做者比较吉利，“先负”是后到或后做者比较吉利；“赤口”为一早一晚凶，其他为良时；
“佛灭”为大凶。
至今绝大多数日本人仍按照日历上确定的吉凶提示行事，不管灵验不灵验，乐此不疲。
其实这完全是一种对先人的尊重，是往现代化大餐中撒微许调味品，从而避免单纯现代化造成的乏味
。
    在日本，大商场中的商品琳琅满目，多数是“新发卖”(刚上市的新产品)，但也不乏百年一贯制甚
至数百年一贯制的老一套。
我在东京西武百货商店七层就看到过一个奇异景观。
那天是元旦，商店请出在日本享有很高知名度的七福神，搭建了临时售货柜台，卖的都是传统商品，
有草屐、羽子板、人形、风筝等。
浏览这些古色古香的东西，恍若回到古老的时代。
据说，在日本、类似的活动数不胜数。
    日本人盖房子要举行两个祭祀活动，一个是地镇祭，另一个是上梁祭。
任何工程都少不了这两个仪式。
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在大连投资建厂房时，资方要搞传统的祭祀活动，遭到中方拒绝，工程一度中
断，后来经过很长时间的协商，中方才勉强同意。
据说，当时反对日本人搞祭祀仪式的主要原因是认为那属于迷信活动。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兴土木是大事情，以祭祀仪式彰显其庄重，有利于慎重行事，少犯错误。
千百年来古人都是这样做的，我们没有理由改变或中止这种做法。
    古时日本物资匮乏，生活清苦，喝酒时往往没有小菜，只好以盐代菜，以调口味。
积久成习，竟然演化成传统，而且这个传统被完好地继承下来。
现今日本人喝酒时仍保留舔一下盐喝一口酒的习惯。
    日本是除中国外世界上唯一使用文言文的国家。
现代社会要求信息交流简洁明了，文言文显得不合时宜，故不被广泛使用。
但文言文在日本并未销声匿迹，元旦贺年卡上的祝福话语很多是用文言文写的。
看到那些文雅的措辞，不觉得产生怀古之幽思。
    日本书道几次濒临灭绝，最终还是得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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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世纪日本从中国引进毛笔，从此学会了毛笔书写。
从中国弓I进的文化中，书道是为数不多保持中国原味的日本国粹，至今仍分为王羲之派、颜真卿派。
明治维新之后，西方文化大量传入日本，出现“书道不属于美学”的怪论。
这一怪论被爱护传统的势力击败。
大正时期，文部大臣中桥德五郎等人提议废除小学生的大字课程，遭到书道家们的一致反对，使得废
除案未能实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一些小学不再设置大字课，书道面临中断的危险。
经过书道家们的长期努力，终于避免了书道这一艺术之星的陨落。
    日本对自然生态保护得如何？
仅举一例足矣。
全世界只有不到十个国家的自来水可以直接饮用，日本就名列其中。
在东京，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喝到免费的清洁水。
日本岩手县龙泉洞地底湖的湖水透明度达到41．5米，居世界首位。
生态环境几乎与混沌初开时没有两样。
水对环境最为敏感，水是干净的，基本可以断定那里的环境无忧。
    在日本留学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日本人对穷人的关爱及其对公平孜孜不倦的追求。
比如，日本的农民不但不穷，反而比城里人生活得还好。
日本的土著人阿伊努人的境况也远远好于美国之爱斯基摩人。
至于对残疾人，更是千方百计地保护。
拿称呼来说，日本人称残疾人为“身体有障碍者”，称盲人为“眼睛不自由者”，称哑巴为“嘴不自
由者”，称聋子为“耳朵不自由者”⋯⋯    我刚到日本时收入甚微，交不起医疗保险费。
按照日本法律，医疗保险具有强制性，凡生活在日本，即使是外国人也得按月交纳。
当区政府办事人员知道我有困难时，主动给我提出一个建议，他说，你可以打一个报告说明生活有困
难，要求减免保险费。
我按照他说的做，果然减免了70％。
    1983年中国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由于这是一桩美事，许多年轻人都想成为3000人中的一员，为
公平起见，有关当局决定通过抽签选出3000人，使得各种议论立即平息下去。
日本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没有穷人阶层(当然有穷人)的社会。
    日本人对弱者的照顾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还表现在其他方面。
1986年4月，我的签证到期，该办理延长居住手续。
办这种手续需要在学证明。
可我刚刚转校，还没有新学校的入学证件。
按说，我是无法延长签证的。
没有想到，当我把情况讲明，出入境管理局的办事人员还是让我写一个书面材料说明困难。
我照办了，果然得到他们的理解，在证件不齐的情况下办理了延长签证的手续。
我非常感谢那位办事人员，事后特意给他买了一篮水果，他却不收，说收礼物会触犯法律。
这件事至今令我记忆犹新。
    人际关系是日本的一大特色，他们的制度文明与人文文化都建立在良好的人际关系基础之上。
仅以贺年卡为例。
我去日本的那年，日本全国共发送贺年卡43亿张，平均每人发送35张。
公司职员平均每人发送一二百张。
这些卡片叠在一起高度超过富士山！
在电话、手机普及的今天，手写的卡片显得格外珍贵，所以有些人一直珍藏着。
    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还数日本人对婚姻的珍惜。
尽管美国性解放思潮对日本有一定影响，但比起中国，他们所受的影响要小得多。
为了多些纪念婚姻的名目，他们硬是制造出十一个结婚纪念日：    二年：纸婚    五年：木婚    十年：
锡婚    十五年：水晶婚    二十年：陶婚    二十五年：银婚    三十年：珍珠婚    三十五年：珊瑚婚    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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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红玉婚    五十年：金婚    七十五年：金刚石婚    现在，许多人唯恐婚姻长久，恨不得一天一换，
日本人却仍旧钟情于天长地久，钟情于白头偕老。
日本人结婚时不发结婚证之类的凭证，他们婚姻的稳固靠的是文化，几千年传下来的文化。
    我有感而发，写下这些零碎的文字，是想倾吐这样一个想法：当今人类的关注点完全放在物质与金
钱上，忽视了精神与道德，造成社会的不和谐、人与人之间不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不和谐。
这是非常危险的。
不管是什么力量赋予了“人”这个生命奇迹，绝不是仅仅为了一代两代。
自私自利，不顾后人或忘恩负义，不敬逝者都有违造物主之初衷。
    宇宙是和谐的，人也应该是和谐的。
    2011年12月23日    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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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的农村为何比城市富足、便利？

　　日本为何执行“轧死白轧”的明规则？

　　东京为何路窄却不堵车？

　　日本企业为何普遍奉行文牍主义？

　　日本企业果真重关系而轻合同？

　　“十年倍增计划”是日本百姓脱贫的“密码”？

　　日本真的没有“开发商”？

　　东京为何拒绝全方位的现代化？

　　日本如何保护古都？

　　⋯⋯
　　《和之风:不一样的日本》的作者旅日多年，得以深度体察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
那些原生态的大和民族生活，融化在其中的历史和文化、理念与人情，确实迥然不同于我们这边。
作者以简洁清晰的文字，勾勒出日本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若干侧面，从而引发
对日本民族性格的沉思，令人增生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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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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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书摘随读上个世纪，美国总统卡特访问日本时，从东京乘坐新干线到京都，一路下来居然没有
发现“农村”。
卡特问，怎么一路都是城市没有农村呢？
陪同他的日本人告诉他，有农村，沿途许多景观是农村。
卡特糊涂了，沿途分明都是城市嘛。
经解释他才明白:日本城市与乡村的外观是没有区别的，从建筑样式到公共设施，从生活习惯到精神面
貌，都毫无二致，难怪卡特被弄糊涂。
⋯⋯日本城市中罕见行道树，特别是繁华街道，路边是没有树木的。
⋯⋯行道树虽可以美化环境、清洁空气，但也有致命的弱点。
首先，它遮挡了路边广告，使得各种店铺的招牌形同虚设，街市顿失市场韵味。
其次，树木妨碍司机视线，随着机动车数量的增加，交通标识也越来越多，司机随时要注意这些标识
，将标识放置于繁茂的树木之中难于辨认，从而会使交通事故增加。
⋯⋯后来我发现，没有行道树并不意味绿化率低。
⋯⋯绿化要搞，但不能在路边植树，不允许破坏城市这个大市场的面貌。
这充分体现了人性化的城市规划。
⋯⋯合同是企业法人之间合作的保证。
日本企业之间的合同既不同于欧美诸国，亦不同于中国。
一言以蔽之，日本企业之间的合同重人轻物；重感情，轻金钱；重全局，轻局部；重长期合作，轻一
次性约定；重长远利益，轻眼前利益；重公平，轻利润。
⋯⋯所谓文牍主义，是指空口无凭，事事以文字为依据，见字起效，无字无效。
日本企业普遍奉行文牍主义，事无巨细——大到会议、决议、任免事项、上级指示，小到员工生日、
员工父母的生日等，都要“立字存照”，而且无论上级还是下级都坚决执行，绝不马虎。
⋯⋯为什么日本人钟情于文牍，他说，是为减少麻烦，减少人际关系摩擦。
有文字凭证在，许多纠葛就不至对簿公堂。
而且文字记录也是提升或表彰的依据，有这些硬证据不会产生任何异议。
 倒城乡差别上个世纪，美国总统卡特访问日本时，从东京乘坐新干线到京都，一路下来居然没有发现
“农村”?卡特问，怎么一路都是城市没有农村呢?陪同他的日本人告诉他，有农村，沿途许多景观是
农村?卡特糊涂了，沿途分明都是城市嘛?经解释他才明白:日本城市与乡村的外观是没有区别的，从建
筑样式到公共设施，从生活习惯到精神面貌，都毫无二致，难怪卡特被弄糊涂?日本农村的房屋与城市
一样，分为和式与洋式两种，所谓和式指的是木制两层的“一户建;所谓洋式指的是高层水泥建筑?和
式与洋式的住宅都有电气?上下水，没有任何区别，而且全国基本如此(极个别山区例外)?唯一差别是
，农村土地较城市宽广，那里的“一户建”更气派?更豪华?更宽敞?一般农村“一户建”面积都在200
平米以上?许多家庭都有两座或更多的住宅，连城里人都望尘莫及?我曾在一位农民家做客，留下深刻
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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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和之风:不一样的日本》由漓江出版社出版。
一位旅日多年的中国人文学者，深度体察日本人社会文化，娓娓解读日本“文化密码”，勾勒出日本
人和谐相处的若干侧面。
观察细腻，文笔生动，读之令人畅快淋漓。
一本最具现场感的日本文化简明读本；一个中国人文学者眼中的大和之风；从日本看和谐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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