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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于作者本尼迪克特，我们知道的不多。
据已查到的资料，她是美国当代著名的人类学家，1887年6月5日生于纽约。
其父弗里德里克·S，弗尔顿是位医生，在她两岁时去世。
其母伯特里斯·J.(夏特克)弗尔顿靠教书养家。
1909年，本尼迪克特从瓦萨尔学院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
次年赴欧洲，游历了瑞士、德国、意大利和英国，回国后曾执教于加利福尼亚的某女子中学。
1914年回纽约，同生物学家斯坦莱·R.本尼迪克特博士结婚。
　　919年，因为想从事”忙碌的工作”而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并在选听了著名人类学家F.博厄斯教授
的课后，对人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F. 博厄斯的悉心指导下成为该校人类学系的一个主要人物
。
192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
1936年F.博厄斯退休后，她任该校人类学系代理系主任，直到1939年。
此后继续从事教学和研究，于1948年病逝，享年61岁。
　　本尼迪克特是位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和注重实地调查的学者，曾指导学生到太平洋上的几个岛屿
以及非洲、南美洲、北美洲的许多部落进行实地考察。
她本人也对原始宗教、神话、民间传说和“纯粹人种学”作过专题研究。
与其他人类学家不同，本尼迪克特在20世纪30年代同心理分析学家合作，首次把通常用于个人的那些
心理学分析概念和心理学概念应用到集体上，并于1934年发表了她的代表性著作《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lture)。
根据她的见解，“模式”是一个行动心理学的概念，不同于德国文化哲学家所说的“类型”。
“模式”是一个给予各个行动以意义，并将各个行动包容于文化整体中的媒介。
一个民族的文化可以内含多个“模式 ”，或是由多个“模式”构成综合的有机整体。
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 ”理论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人类可能产生的行为范畴只能有一小部分
得到发挥或受到重视。
因此，人们应根据文化发生的来龙去脉来评价文化现象，而不能只偏重于文化特质，即个性的分析。
本尼迪克特强调应把文化研究的突破口放在把握各种行动和思考方法在其特殊性的联系中形成的整体
结构上，即放在分析结构的机能上。
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理论对文化人类学，特别是对文化与个性这个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本尼迪克特还非常强调开展比较文化研究。
在她看来，文化行为虽然是地域性的，人的所作所为千差万别，但无论怎样孤立的行为彼此之间都有
某种内在联系。
而比较文化研究可以使人们注意那些自己没办法理解的事，并对 “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习惯和家常事务
中一切公认的判断”进行深究。
本尼迪克特认为其结果是令人吃惊的，因为“当这些最不引人注目的东西被投射在全民族的屏幕上时
，它们对一个民族未来的影响远比外交家们签署的条约的影响要大得多”。
但是承认并尊重差别的比较文化研究者势必会遭到世界大同者的谴责，因而本尼迪克特认为比较文化
研究者应该是坚忍不拔的，他应以自己的研究来证明差异未必就是一把悬在世界上空的达摩克利斯利
剑。
同时，他还必须宽宏大量、懂得了解其他类型的生活方式，而这一切将会使自己更加热爱本民族的文
化。
　　《菊花与刀》是本尼迪克特的另一部主要著作。
它最初是一份受美国战时情报局之托写成的有关日本的研究报告。
战后，由于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以及日本整个局势的发展情况基本与上述研究报告的主旨一致，于是
作者就在原报告的基础上加写了前后两章，概述了研究方法、课题及日本投降后的情况，于1946年公
开出版，引起日本各界的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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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日译本出版后，即成为日本国内最畅销的书之一。
全书共13章，另附有一索引和日语词汇解释。
作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在书中着重描写、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及深藏于其行为之中的思考
方法，即日本文化的诸模式；通过对义务与人情、恩与责任、义务与义理的比较，考察了日本人的价
值体系，从而得出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罪恶感文化”的“耻辱感文化”的结论。
本书夹叙夹议，读起来颇有趣味。
但由于作者本人的局限，本书在理论、事实以及分析方面难免有某些不妥之处，请读者注意分析鉴别
。
　　本书由孙志民、马小鹤、朱理胜根据查理·E.图特尔出版公司1974年修订版全文译出，书末的日
语词汇解释，因中译本已在各处需说明的地方加了注，故同索引一并略去未译。
为便于阅读，中译本末尾附录了一篇日本学者的《评价与批判》，供读者参考。
译文参照了长谷川松治的日译本( 社会思想社1972年改订第一版)。
全书由庄锡昌校订。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曾得到田汝康教授、吴杰教授和张荫桐教授的帮助，顾晓鸣和顾云深同志以及日
本留学生白石微亦对译文提过宝贵的意见，谨致谢意。
　　由于译者学识浅陋，加之时间仓促，译文舛错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1986年6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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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何理解日本这一与中华文明息息相关，却又迥异于中华文明，并给中华文明带来过深重灾难的日本
文化，是最值得中国人关注的课题之一。
历史的耻辱和现实的差距，使得许多中国人在“面对和思考”日本时，冲动的情绪远远多于理性的认
知。
偏见是浅薄、脆弱的，只有理智和平静才能给人以力量。
    本尼迪克特的这部著作，就是一本客观、理性地观察日本的杰作。
1944年，作者应美国政府之邀，采用文化人类学的科学方法，撰写了一份关于日本的研究报告，为美
国成功制定战后治理日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6年，作者将报告整理出版。
该书一经推出，好评如潮，深刻的思想和流畅的语言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一直被视为研究日本最有见地的作品，被公认为了解日本文化的最好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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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鲁思&#8226;本尼迪克特，美国女人类学家，文化心理学派代表人物之一。
生、卒于纽约。
1909年毕业于瓦萨尔学院，获文学士学位。
1919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F&#8226;博厄斯学习人类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
教授、教授，1936～1939年任人类学系代理主任。
本尼迪克特长期在北美印第安人部落中从事实地调查，对原始宗教、神话和民间传说等都作过专题研
究。
她把文化的内在精神称为文化形貌或文化模式，强调对文化进行整体性考察，重在发现文化的基本观
念而不是对各文化特质的关系作功能分析。
她把心理分析的观点引入人类学的文化研究中，与M&#8226;米德等人创立了博厄斯学派中的一个支派
，即文化心理学派（又称民族心理学派或文化与人格学派）。
她把通常用于个人的心理分析概念应用于群体研究上，认为每种年代久远的文化发展都赋予其成员特
定的“心理定向”和判断事物的能力，即文化决定思维方式。
她反对种族主义，但认为不同民族存在文化模式差异并有优劣之分；人类学家进行文化比较研究，有
助于增进有文化差异的民族间的彼此了解。

    她的成名作《文化模式》(1934)和《种族──科学与政治》(1940)反映了上述思想。

    她的另一著作《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1945)，则创造性地把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拓
展到对现代社会的民族性(国民性)研究，突破了人类学传统的实地调查法，具有深远的影响。
她的其他著作还有《科契提印第安人的故事》(1931)、《祖尼印第安人的神话学》(193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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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译者的话第一章 研究课题——日本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第三章 各守本分第四章 明治维新第五章 负
恩于历史和社会的人第六章 报恩于万一第七章 “义理最难堪”第八章 洗刷污名第九章 人情世界第十
章 德之两难处境 第十一章 修养 第十二章 儿童的学习第十三章 投降以来的日本人附录 评价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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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研究课题——日本　　日本人是美国曾竭尽全力与之战斗过的最异特的外敌。
我们在其他任何一次与强敌的战争中都未曾需要顾及如此截然不同的行动与思想习性。
同在我们之前的沙俄于1905年遇到的情况一样，我们与之作战的是一个全副武装、训练有素的民族，
他们不属于西方文化的传统。
已被西方人视作人类自然习性的那些战争规范对日本人来说显然是不存在的。
这就使得太平洋上的战争面临的不仅仅是从一个岛到另一个岛的滩头登陆战，也不仅仅是棘手的后勤
供应问题。
我们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了解敌人的习性。
我们必须理解他们的行为举止，以便同他们打交道。
　　困难是很大的。
在日本的锁国政策［1636年，日本的江户幕府为了彻底禁止基督教传入日本，并割断西南诸藩同外国
的贸易，颁布了一系列锁国令，开始了日本历史上长达200多年的锁国时代。
1854年3月，美国强迫日本幕府签订了《日美亲和条约》，日本被迫开埠通商。
——译注］被打破后的75年间，人们往往用一连串“但是，又??”这种极为离奇的措词来描写日本人
，而对其他任何一个民族却从没有使用过这种描述手法。
一位严肃的观察家描写日本人以外的其他民族时，如说他们礼仪超群，他就不大可能再加上“但是他
们又目空一切，妄自尊大”这类话。
当他说某个民族行为举止极为刻板时，也不会再补充说“但是他们也很善于适应激进的变革”。
当他说某个民族驯顺时，他不会再去说明一下“但是他们不习惯于服从自上而下的控制”。
当他说他们忠实而又宽宏大度时，他不会再说“但是他们不可信赖，心怀叵测”。
当他说他们本性勇敢时，他不会再去详细描述他们的胆怯。
当他说他们的行动不顾忌他人的评判时，他不会随之又说他们确实具有强烈的内在良心。
当他描绘他们的军队具有机器人一样的纪律时，他不会接着又描述那支军队里的士兵如何不服管束，
甚至违抗上司。
当他描写一个民族热衷于西方学问时，他不会再不厌其烦地叙述他们的强烈保守性。
当一个人撰书描写一个普遍爱美的民族，描写他们如何崇拜演员和艺术家，在菊花栽培方面如何讲究
艺术时，一般也不会再去写另一部书来补述该民族是如何崇拜军刀、崇尚武士的最高荣誉的。
　　但所有这些矛盾的说法正是叙述日本的书籍的经纬。
它们是真实的。
菊花和刀两者都是这幅画中的一部分。
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
，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
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现出来的。
他们非常关心别人对他们的行动的看法，但当别人对他们的过错一无所知时，他们又会被罪恶所征服
。
他们的士兵非常守纪律，但也不很顺从。
　　在理解日本对于美国来说已变得非常重要的时刻，对上述这些矛盾以及同样显得乱哄哄的其他许
多情况是不能不屑一顾的。
严峻的局面正接踵而来，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日本人将会干些什么？
能否不进攻日本本土就使其投降？
我们是否需要轰炸皇宫？
我们对日本战俘能指望些什么？
对日本军队以及日本本土的宣传中，我们应该怎样说才能少牺牲美国人的生命和削弱日本人战斗到最
后一个人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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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流的日本通之间存在尖锐的意见分歧。
当和平来临之际，日本这个民族需要用持久的军管法才能使其遵守秩序吗？
我们的军队必须准备在日本山中的每个要塞里与顽抗到底的死硬分子作殊死战斗吗？
先得在日本发起一场像法国革命或俄国革命那样的革命，才有可能实现国际和平吗？
谁来领导这场革命？
是否应把日本人灭绝掉？
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判断分歧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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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根据查理·E．图特尔出版公司1974年修订版全文译出。
是公认的了解日本文化最有争议同时也最具权威的读本。
　　本书是中文世界第一个译本，译者皆为国内日本文化研究的权威学者专家。
校订者庄锡昌先生为复旦大学著名学者、博士生导师。
　　本书著者的学识和能力令人惊叹。
尽管著者一次也没有到过日本，但她却搜集了如此众多和非常重要的事实。
虽然这些事实是些一目了然的日常事情，可著者正是依据这些事实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日本人的精神生
活和文化的全貌。
著者还在分析这些事实的基础上，推导出关于日本文化基本的然而对整体来说又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诸
特征。
　　——川岛武宜（日本著名评论家）　　　　（本书）从结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讲起，
讲到明治维新，再分述日本的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一直讲到怎样“自我训练”（修养）和教育孩子
学习传统。
全书夹叙夹议，贯串着作者的人类学文化类型论的观点，一点也不枯燥。
⋯⋯我们同东方这位邻国的关系是很不寻常的，难道我们不该多了解它一点吗？
　　——金克木（中国著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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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根据查理?E．图特尔出版公司1974年修订版全文译出。
是公认的了解日本文化最有争议同时也最具权威的读本。
　　本书是中文世界第一个译本，译者皆为国内日本文化研究的权威学者专家。
校订者庄锡昌先生为复旦大学著名学者、博士生导师。
　　本书著者的学识和能力令人惊叹。
尽管著者一次也没有到过日本，但她却搜集了如此众多和非常重要的事实。
虽然这些事实是些一目了然的日常事情，可著者正是依据这些事实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日本人的精神生
活和文化的全貌。
著者还在分析这些事实的基础上，推导出关于日本文化基本的然而对整体来说又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诸
特征。
　　--川岛武宜（日本著名评论家）　　（本书）从结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讲起，讲到明
治维新，再分述日本的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一直讲到怎样"自我训练"（修养）和教育孩子学习传统
。
全书夹叙夹议，贯串着作者的人类学文化类型论的观点，一点也不枯燥。
⋯⋯我们同东方这位邻国的关系是很不寻常的，难道我们不该多了解它一点吗？
　　--金克木（中国著名学者）　　金克木：记《菊与刀》（即《菊花与刀》）　　美国人类学家本
尼迪克特（RuthBenedict）的这本《菊与刀》（TheChrysanthemumandtheSword）是一九四六年出版的
，离现在三十五年，已是一本旧书了；不过在我国似乎还值得一谈，并不只是因为这书已成为名著。
　　先要谈这本书的"缘起"。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趋势已经明显，德、日的失败已成定局的时候，美国政府便着手制订对待战
后德、日的政策。
对德国的办法是明摆着的：将同纳粹打到底、盟军将占领德国，粉碎旧统治机构，由盟军直接管理行
政。
美国对德国比较了解，这一方面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对待日本却不同了。
美国对日本不大了解。
两国的国情很不相同。
当时有两个问题：日本政府会不会投降？
对日本能不能用对德国的办法？
倘若日本不投降，盟军要直接用武力攻占日本本土，那就是同对德国一样。
假如日本承认战败而投降，那么，还要不要照对德国的样子实行打垮旧行政机构而由盟军直接统治？
为了制定最后决策，美国政府动员了各方面的专家来研究日本，提供资料和意见，其中包括了这位人
类学家。
　　她接受了任务，但这是一个难题。
她是文化人类学家，曾在太平洋的小岛上作过调查，却没有研究过日本，战时更不可能去实地调查；
而且人类学一向是研究比较原始的社会的，这次却面对着一个能同美国打现代战争的日本。
怎么进行工作？
这位夫人根据她自己的"文化类型"理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把战时在美国拘禁的日本人作为调
查对象和直接资料，同时也大量读书和看日本文学及电影。
她工作的结果是一份报告。
这份根据人类学观点的"日本文化的一些类型"（本书副标题）的报告中推断出的结论是：日本政府会
投降；美国不能亲自直接统治日本；要保存并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机构。
因为日本跟德国不同，不能用对付德国的办法对付日本。
假如那样，日本人会拚命打到底，而且美国人也无法直接统治。
美国人不了解日本国情，两国的文化类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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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结束。
美国的决策同这位人类学家的意见一致。
事实发展同她的预料和建议一样。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一九四六年她把这份报告写成书出版，前面写了一章论述她用的人类学的
方法，末尾有一章讲日本投降后的情况。
她表示同意美国政府的决策和麦克阿瑟的执行方式，因为这正和她原先的意见一样。
　　据说这本书译成日文出版后在日本有过相当强的反应。
原书名可译作《菊与剑》，日译是《菊与刀》。
很明显，欧美人习惯于击剑而日本人习惯于用战刀。
（若用中国所熟悉的日本情况说，那大概可以叫做"樱花和武士"吧？
）这书题指出日本文化类型中的两个矛盾的方面。
　　全书并不长，只有三百一十六页；共十三章，附一些日本词的注释和全书索引。
除前述首尾两章外，从对战争的看法讲起，讲到明治维新，再分述日本人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一直
到怎样"自我训练"（修养）和孩子怎样学到传统。
全书夹叙夹议，贯串着作者的人类学文化类型论的观点，一点也不枯燥。
　　这本书中论述日本文化是否有错误？
日本人自己怎样看待美国人对他们的观察？
　　战后日本在美国管制下有过什么变化？
现在是否还同本书所说的战前情况基本一样？
　　这些问题我不能谈。
我也不想具体介绍本书的内容。
我想谈的只是下面两点。
　　一是希望由提起此书能使更多人知道人类学也有用处，文化人类学并不是只调查原始的落后的社
会情况和搜集一些民间传说、风俗习惯。
这在前面谈本书"缘起"时已经给读者一个印象了。
我们这几十年不谈人类学、民俗学，解放前的一点点介绍和工作已经差不多都中断或改了名目了（如
民间文学研究和民族研究）。
我觉得实在可惜。
近几十年来人类学又有发展，看来仿佛其中有些分支已经独立出去了，可是还有不少旧工作和新工作
可作。
文化人类学在国际上还是一门重要学科；尽管现在里面包括了许多其他科学，但仍自有其观点和方法
。
这一层就不多讲了。
至于如何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那更是新课题了。
　　二是希望由此能引起一些人注意到比较文化的观点和方法。
（这里以及前文所说的"文化"应当看作一个术语，和我们常说的"文化水平"、"文化革命"中的"文化"在
词义上有区别。
）这本书的作者认为人类学是研究风俗习惯的科学。
没有一个人能只是一张白纸或一台机器一样的生物的人，而是从生下来就要接受无形的社会传统教育
的社会的人。
每个人的心理状态不能只是生理的，而必然同时是社会的。
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语言学等所研究的各有一个方面，而人类学则从文化即民俗的方面来观察
研究，分析个人不自觉也不自主的，从小就接受下来的风俗习惯、行为规范、道德观念等等。
她用这一观点研究日本，其实所研究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国情"中重要而常被忽略的一方面。
在本书第一章中，作者论述了人类学的方法，提出了一些很值得注意的意见。
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比较文化的方法。
人类学者不能只是调查统计搞民意测验，也不能只是象旅游者或侨居者那样描述见闻，而要作比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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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研究，并且要应用自己的专门训练。
她指出，尽管一个部族可以有百分之九十的行为和邻居各族共同，但总有一点根本不同。
这一点也许很小，但它对这个部族的本身独特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有重要作用，使这一族成为这一族而
不是其他族。
人类学者还要特别注意习惯于看待那种和自己文化大不相同的其他文化，必须尊重人家的文化和人家
自己的看法。
　　例如看日本电影，其中有美国人看来大惑不解的行为和语言，而日本人自己却视为当然。
两人都是带着自己所受的传统社会文化去看这同一电影的。
这种对不同文化行为的客观分析态度的训练就是研究人类学的一项重要条件。
这些文化行为是一个人每天都在从生活中学习的，是社会的积累，是交互影响，是环境的要求。
许多零星的似乎彼此不相关连的小事，其实往往是社会文化大系统中的构成部分，彼此大有关系。
经济的、家庭的、宗教的、政治的等等行为都是互相渗透的。
人类学者并不专门研究其中一个方面，而是要找寻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所内含的前提。
人都是带着眼镜看事情的，看法指导行为。
人类学者就要分析研究这些不同眼镜的镜片，并且归纳出类型。
硬心肠的客观和软心肠的同情都是系统研究各民族不同文化特点所必需的。
比较宗教学显示了这种必要性。
如果只防卫自己的生活和行为方式，而敌视不同的，并且以为人家都应当同自己一样，那就不好研究
人类学。
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着重调查统计，而人类学家则不然。
他研究的对象是普通人，这不能象美国选总统一样搞民意测验统计数字。
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是各民族风俗习惯中所存在的，作为行为基础的，对生活的看法。
在这样比较之下，一个美国人就能看出日本人行为的猛烈摆动并不是自相矛盾，而是有其社会文化传
统观念体系在后面。
这本书正是一个美国人类学家以自己的文化同日本的文化作比较研究的结果。
美国因为不了解日本国情而吃了珍珠港被袭的大苦头，就下工夫研究日本国情而得到战后对日政策的
成功。
这是值得注意的。
这本书正是从美国人和日本人对待战争的不同看法讲起的（第二章）。
我们看了这样的比较，对书中讲的日本文化和在背后作为对照的美国文化都可增进一点了解。
　　至于书中具体内容当然本文不能作介绍。
这里只随手提出一两点。
例如她说，日本文化就是日本文化，既不是佛教的，也不是孔夫子的。
在日本大概除了少数虔诚的和尚以外，没有人真相信"涅槃"（寂灭）是最大幸福。
她又说，日本是等级森严的，"各就各位"（第三章题）的社会中人的结合（其实这也可说是指"各安本
分"，"安分守己"），既同美国的自以为"人人平等自由"想法不同，也不同于印度的乃至中国式的"种姓"
制度。
她指出日本人的洗热水澡乃是一种享受，上下风靡，不可缺少。
这使我明白了关于日本到处都是"风吕屋"（浴室）的描写，以及从前中国人下澡堂中吃点心和谈事情
的习惯。
从这些小事中看出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一个民族的传统社会心理，这却是需要经过文化人类学的科学
训练的。
我也由此明白了一些日本小说和电影中的描写。
我觉得，研究文艺的人最好也能有一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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