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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民族是个性很强的民族，有共同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为了与日本人得体地交往，实现互惠双
赢，对其大有研究之必要。
　　《解读日本与日本人》主要从六个方面为读者研究了日本和日本文化，以及在中日交流中凸显的
两国不同的国性与民性：概观日本与日本人、日本人的表征、探究日本人、日本人PK中国人、中日交
流的昨天·今天·明天、中日交流最重要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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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金钊，毕业于大连外国语学院日语语言专业。
曾赴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国费留学，先后出任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客座教授、日本武藏野学院大学客
座教授、中国驻日本国大使馆教育处一等秘书，担任过大连外国语学院教务处处长、出国留学预备人
员培训部主任、日语学院副院长。
现任日本武藏野学院大学研究生院专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日本文化研究、中日文化对比研究、中国人与日本人对比研究、日语语言研究。
曾出版《日本历史与文化》《走遍日本》等著作十余部，并先后发表《日本人的思维与行为模式》《
日本人的人情观》《中国留学生与日本》《日本人的距离意识》等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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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概观日本与日本人　　第七节　日本文化的主要特点　　日本是个有独特个性的民族，
日本文化的特点也极其鲜明。
其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1.多重性　　日本文化是系统各异的东西方文化并存和混合的
产物。
用我的话来说，不妨叫做“杂交文化”，又觉“杂交”一词有些不雅，那就不妨叫做“综合文化”。
　　关于“综合文化”的反映，其例子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
比如政治体制，日本既学习了西方的议会制度，又保留了传统的天皇制度，属于新旧政治的混合体。
在衣食住方面，与“洋”结合，和服加西装，和食加西餐，和式房间加西式客厅。
在宗教信仰方面，神佛合一，既拜神又拜佛。
再看语言文字，与“中”“洋”结合，既有从中国借来的汉字，又有独创的平假名、片假名，近年来
又大量增加了罗马字，如此复杂的语言文字世界罕见。
　　日本文化具有“多重性”的原因，主要是来自日本人对异国文化抱有强烈的好奇心，同时对本国
文化也具有异常的保护心理。
日语里有“和魂汉才”和“和魂洋才”的说法，这两句话充分表达了日本人对东西方先进文化的渴望
和借鉴原则。
在固守“和魂”的原则下，贪婪地吸收东西方先进文化于一身。
套用毛主席的一句话，那便是“中为和用”、“洋为和用”。
　　日本人身居岛国，不受外侵，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有目的地吸收对自己有益的东西，这是日本人
长期养成的性格特点。
　　2.均一性　　日本文化不受地区和宗教的限制，具有普遍性和均一性。
有句话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意思是说各地有各地的风俗习惯。
不能说日本各地的风俗习惯没有差别，但是比较之下差别较小，各地的风俗习惯、人的思维和行为方
式等大同小异。
就饮食而言，南自冲绳，北至北海道，日本没有一个地方不把“生鱼片”和“寿司”作为美味佳肴的
，也没有一个地方不吃“生鸡蛋”、不喝“大酱汤”的。
　　狭窄的国土，众多的人口，日本人长期以来养成了意志统一、行为一致的习惯，这可以说是形成
日本文化均一性、普遍性的主要原因。
　　3.日本化　　日本人具有模仿的天赋、改良的能力。
早在平安时代，日本人就以中国的汉字为基础创造了自己的假名，完善了日语的书写形式。
　　镰仓佛教也是日本人把佛教改良为日本佛教的例证。
6世纪，即镰仓时代，佛教传到日本，当时的佛教大师法然和其弟子亲孪根据日本人的信仰习惯改良
了印度佛教，受到广大民众的青睐，深化了日本的宗教活动。
　　到现代，日本文化成为世界各国文化的结合体，借鉴外国的东西，进行精心的改良，已是“不和
不中不洋”的另类产物，具有日本独特的风格。
举一个日常生活的例子，日本人对中国菜肴情有独钟，以横滨中华街为代表的中华餐馆数不胜数，品
其味道，感觉早已失去了中餐的原汁原味，可是却完全符合日本人的口味。
为此，日本人津津乐道中华菜肴的妙处。
近年来，我国国内也出现了很多日式餐馆，我们中国人对日餐的要求就两个字，那就是“正宗”，追
求原汁原味。
可是，日本人却不然，对外国菜追求原汁原味的想法基本不存在，只要符合自己的口味就是“正宗”
。
日本有一个著名的饺子连锁店叫“王将”，其店铺遍布日本，物美价廉，深受大众欢迎。
其实，中国人一看就知道，那不叫什么“饺子”，在中国叫“锅贴”，只是和中国的锅贴相比，个头
小了点儿，馅儿少了点儿罢了，可是日本人一直认为这就是中国的饺子。
　　我们在借鉴外国时，以前常说的一句话是“洋为中用”，意思是说，对外国的东西不能生搬硬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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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结合国情，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为己所用。
在这个问题上，日本人嘴上虽然没这么说，但做得却恰到好处。
甚至可以说，模仿和改良已变成日本人的本能。
　　4.现实性　　日本人是最重视现实利益的，这点集中表现在宗教信仰方面。
信仰宗教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一定要虔诚。
还有一个大忌，那就是不能同时信神又信佛。
如果同时信奉神和佛，那就等于“一仆二主”，很难“摆平”。
但是，日本人信仰宗教的原则却是“兼而得之”，很多人同时拜神又拜佛。
据统计，在近1.3亿日本人口中，信仰宗教的统计人数竞达4亿之多，说明这些人中很多属于“一仆二
主”。
其实，日本人自己心里也明白，这种违反常规的做法，信也等于不信。
事实上，除少数人以外，绝大多数的日本人是不信教的。
求神拜佛只不过是一种精神寄托，遇事求个心态安稳。
比如，高考前很多考生都要到神社或寺院祷告、求签，如果求了个上上签，那就心态轻松。
如果求到的是下下签，据说只要把它拴在旁边的树上，就可以逢凶化吉了。
总之，只要你去求了、拜了，花上500日元（求签一般需要500日元），就会心安理得，永保平安。
　　日本人过年时，有一个重要日程安排，那就是新年钟声敲响之后必定要去神社参拜，日语叫做⋯
⋯。
在新年伊始就去参拜神社，这已成为日本人的固定习俗。
　　有一年，我在日本赶上了过新年，抱着入乡随俗的想法，也想凑一把热闹，新年钟声响过之后就
兴冲冲地赶到了驻地附近的神社。
到那儿一看，可真像逛庙会，人山人海，熙熙攘攘，拥挤不堪，根本就抢不上去。
后来听说，很多人早在两三个小时之前就已经排队静候了。
可见，日本人为了自身的现实利益向神佛讨个平安的心情是何等的迫切！
　　众所周知，日本人在科学研究方面，一贯轻视理论研究，而十分重视应用技术的开发，在规化改
良和质量上下功夫，这也是考虑现实利益的集中表现。
　　以上，简要地归纳了日本文化的主要特征。
其实，因为日本人不仅大量地吸收了东西方的先进文化，同时还保持着自身的传统文化，所以现象比
较复杂，以上几点归纳实难概观。
　　第八节　日本人的国民性　　有这样一个故事，当然纯属虚构。
有一艘豪华客轮满载各国乘客行至海上，突遇风浪，触礁，有下沉的危险，情况十分危急。
船长采取果断措施，紧急命令乘客跳海求生。
船长先对美国人说：“你快跳下去，跳下去你就是英雄！
”那个美国人听后，立即跳入了海中。
船长又对英国人说：“你也快跳吧，跳下去你就是绅士！
”英国人听罢也欣然跳人海里。
接着船长又对德国人说：“船正在下沉，船上有规定，这种时候乘客必须跳人海里求生。
”德国人听船长这样说，二话没说立即跳入了海里。
最后，船长面对日本人说：“你看！
大家都跳下去了，你也快跳下去吧！
”日本人听后，毫不犹豫地跳入了海里。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民族特点。
美国社会重视自我，所以美国人大都个性较强，有点儿个人英雄主义的味道。
英国社会崇尚礼仪道德，所以才有英国绅士之说。
德国社会最讲规则，所以德国人以循规蹈矩闻名世界。
日本社会重视协调一致，讲究团队精神，所以日本人随大流者居多，人云亦云，人为己为，这是日本
人的天生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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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们中国人，虽然故事中没有提及，上下传承五千年的炎黄子孙，肯定也有自己的民族特点。
我一直在想，这位船长如果面对中国人，该如何劝说中国人心甘情愿地跳下去呢？
中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中”文化习俗各异，人的思维差距很大，我至今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说法，
不知诸位有何高见呢？
　　日本人的民族性格非常突出，同时又具备很大的普遍性，这估计和单一民族长期生活在封闭的岛
国有密切关系。
　　我在驻日使馆工作期间，因工作需要，到过日本很多地方，在日本的47个都道府县都曾留有足迹
。
每到一地都会住上两三天，虽然只是走马观花，但有一点我感触颇深，各地的风土人情虽有不同，但
千篇一律，差异甚微。
就讲一点“民以食为天”，我觉得饮食习惯最能说明问题。
在日本3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1.3亿人口中，可以说没有一处、没有一人不把“生鱼片”和“寿司”
当作美味佳肴的。
有朋自远方来，最盛情的款待，也还是“生鱼片”。
我听他们引以为豪的，也只是他们那里的鱼如何如何新鲜等等。
鱼类的新鲜度不同确是事实，东京的生鱼片和北海道的生鱼片口感就是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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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孔子曰：“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和而不同”人的交流况且如此，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的交流更是
必然。
我们只有更多地了解对方与自己的不同，并且理解和尊重这种不同，我们才能做到真正的和睦相处。
刘金钊老师的这本书正是我们能够“等身大”地了解日本的一本好书。
　　——徐一平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导、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
　　中日两国地理相邻，《陈书·后主记》中有“一衣带水”一词，比喻这种一水之隔的近邻关系，
后来这个词几乎固定用来指中日邻邦。
中日两国文化相通，又有一词曰“同文同种”，虽稍嫌夸大，也几近事实。
然而，我们对日本的认识也许还相当肤浅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对日本与日本人进行细致入微的研究，
并作出客观公允的判断，更绝非易事。
因此，捧读金钊教授的大作，感慨良多，获益匪浅。
　　——王健宜 南开大学日语系/主任·教授、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日语教学指导委
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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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民族是个性很强的民族，有共同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为了与日本人得体地交往，实现互惠双
赢，对其大有研究之必要。
　　写这样一本关于日本人的书，是作者多年的夙愿，也想以此作为自己一生从事日语教育和研究工
作的归纳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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