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传说 ，秦始皇派他的重臣带着数千名童男童女东渡去小岛上

寻求长生不老之药 ，后来这些童男童女留住在岛上过起了捕鱼式

的生活 ，这就是日本的雏形 。传说归传说 ，没有任何历史的考

证 ，或许它只是想告诉人们 ，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 ，自古以来 ，

两国就有着源远流长的联系 。从历史的角度而言 ，大约在 １世纪 ，

日本是由 １００多个小国构成 。直到 ４世纪 ，在今天的关西地方才

建立了一个较大的国家 ，后来由当今日本皇室的祖先将它统一 ，

建立了日本国 。

日本也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 ，在其漫长的发展史中 ，

先后出现了两个重要的时期 ： “大化改新” 与 “明治维新” 。其中

“大化改新” 是指大化元年即 ６４５年 ，日本实行的一次自上而下的

政治 、经济改革 。这个时期它推翻了以苏我入鹿为首的大奴隶主

贵族集团 ，夺得了政权 ，并拥立孝德天皇即位 ，改年号为 “大

化” ，迁都难波 ，并开始仿照唐朝封建制度 ，实行政治经济改革 。

从此 ，一千多年里中国文化就如同一股清泉滋养着这个民族 。从

最先文字的进入 、佛教的流传到服饰 、建筑 、饮茶等诸多文化的

影响 ，日本在慢慢地接受着这些文明 ，创造着自己的历史 。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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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的演变 ，从最先的全盘接受到后来逐渐本土化 ，并衍生出

了独有的风采 ，让人不得不钦佩这个民族的创新力 。

或许今天你走进日本的寺院里 ，会感觉如同回到了中国的历

史中 ；或许在和服的艳丽中 ，你隐约体会到了唐朝时中国女子着

装的华丽 ；或许在茶道的演绎中 ，你仿佛看到了中国功夫茶的影

子 ⋯ ⋯的确 ，日本的文化映射出中国文化的点点滴滴 ，让你有似

曾相识而又不解的奇妙感觉 。此刻 ，就请你翻开这本书 ，在解读

日本文化的同时了解它的渊源 ，感受其中的中国情结 。

就美的事物而言 ，没有国界的划分 ，有的只是共同的认识 。

当你在阅读这本书 ，解读日本文化发展史的同时 ，同样能够感受

到中国文明的魅力 。这些文明是见证两国文化紧密相连的纽带 ，

书写着千年的历史 。通过这本书 ，让美的东西继续发挥它的魅

力 ，并源远地流传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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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日本文化中贯穿的中国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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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社会的世俗化是儒学的产物 。从 枟千字文枠 ，到 “假名”

的形成 ，再到圣德太子制定的 枟宪法十七条枠 中 ，都弥漫着中国

儒家思想的底蕴 。经过千年的儒文化的熏陶 ，几千年的中国文

化 ，不仅融入到日本人的思想 、道德 、信仰 、法律与制度里 ，更

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鞠躬礼 、对长者的孝道 、节约的习惯 、克己

的品德里 ，它已根植在大和民族的骨髓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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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文字建立起的桥梁

１ ．汉文字的历史

文字对于任何一个民族而言 ，都是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 ，

它是人类传达感情 、表达思想 、记录语言的图形符号 。世界上最

古老的文字 ，除了中国文字之外 ，还有苏美人 、巴比伦人的楔行

文字 ，埃及人的圣书文字和中美洲的玛雅文字 ，这些文字造就了

古文明的历史成就 。其中中国文字应该算是现存最古老的文字 ，

并以优美的一撇一捺闻名于世 。

中国的汉字源于图画 ，被称为图画文字 ，由原始的图画演变

而成 ，其似画非画 ，似字非字 。图画文字经过三千多年的演变 ，

经历了象形文字 →甲骨文 →大篆 →小篆 →隶书 →楷书 →草书 →行

书等几个阶段 。这几种字体的通行时间没有明显的前后划分 ，而

是并行或交叉发展的 。

汉字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来的 。

他在世界文字体系中有着独特而又崇高的地位 。人们通过它记录

着国家的哲学 、历史 、科学和文学 ，它是民族文化的结晶 。

汉字的初步形成是在公元前 １４世纪的殷商后期 ，这时已经形

成了初步的定型文字 ，即甲骨文 。甲骨文既是象形字又是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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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至今汉字中仍有一些和图画一样的象形文字 ，十分生动 。之

后的各个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各种字体 ，有着各自鲜明的艺术特

征 。汉字的演变是从象形的图画到线条的符号 ，到适应毛笔书写

的笔画 ，再到便于雕刻的印刷字体 ，它的演进历史为我们进行中

文字体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灵感 。在文字设计中 ，如能充分发挥汉

字各种字体的特点及风采 ，运用巧妙 ，构思独到 ，定能设计出精

美的作品来 。如篆书古朴典雅 ；隶书静中有动 、富有装饰性 ；草

书风驰电掣 、结构紧凑 ；楷书工整秀丽 ；行书易识好写 、实用性

强且风格多样 。

汉字逐渐发展演变为大篆是在西周后期 。大篆的发展结果产

生了两个特点 ：一是规范化 ，字形结构趋向整齐 ，逐渐离开了图

画的原形 ，奠定了方块字的基础 ；二是线条化 ，早期粗细不匀的

线条变得均匀柔和 ，它们随实物画出的线条十分简练生动 。

秦朝的统一标志着中国的文字逐渐走上了正式发展的道路 。

首先 ，秦朝的丞相 ———李斯对大篆进行了去繁就简的改革 ，变为

小篆 。小篆除了比大篆的形体简化之外 ，字体也更线条化和规范

化 ，从而 ，汉字趋于完善 。小篆让字脱离了图画的形式 ，成为和

谐 、美观的长方形的方块字体 。同一时期还产生了形体向两边撑

开 、形状为扁方形的隶书 ，这是由于小篆根本性的缺点导致了它

的出现 ，因为小篆的线条用笔书写起来是很不方便的 ，而隶书正

好弥补了它的这一缺点 。

秦朝对汉字连续地进行简化 、整理 ，使汉字逐渐走向规范

化 。汉字的发展 ，大致可分为古文 、篆书 、隶书 、楷书等四个阶

段的演变过程 。其中 ，篆书又有大篆 、小篆之分 ；隶书则有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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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 、汉隶之别 。由此可知 ，历史上任何一种新的字体 ，都是经过

长期演变逐渐形成的 。总体来说 ，楷书形成后 ，中国文字基本

定型 。

到了汉代隶书 ，汉字发展到了成熟阶段 ，当时汉字的易读性

和书写速度都大大提高 。随着时代的发展 ，隶书演变成为了章

草 ，经过演变 ，到了唐朝就形成了书法者的胸臆寄情于笔端表现

的狂草 。在唐朝 ，狂草是结合隶书和草书形成的自成一体的楷

书 ，也称为真书 。今天人们所使用的印刷体就是由楷书演变而

来 。行书是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字体 ，它的特点是书写流畅 、

用笔灵活 ，据传是汉代刘德升所创造 ，并传至今日 。现代 ，在日

常生活中行书仍是我们日常书写所习惯使用的字体 。

在中国文字发展的各个时代中 ，文字都蕴含着与众不同的特

点 ，中国的文字史里处处刻着中华儿女的智慧与勤劳 。文字是国

家的灵魂 ，是了解祖国历史的一种方式 。

印刷术因为文字而诞生 ，印刷术发明以后 ，刻字用的雕刻刀

对汉字的形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种横细竖粗 、醒目易读的印

刷字体也随之产生了 ，后世称为宋体 。由于印刷术的发展 ，雕版

印刷被广泛使用 ，在宋代汉字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产生了

一种新型书体 ———宋体印刷字体 。宋代所刻的字体有肥 、瘦两

种 ，肥型的字体叫做仿颜体 、柳体 ，瘦型的字体叫做仿欧体 、虞

体 。颜体和柳体的特点是笔顿高耸 ，其中略具横细竖粗的特征 。

印刷术发展到了明代隆庆 、万历年间时 ，印刷的风格从宋体

的肥 、瘦两种字体演变为横细竖粗 、字形方正的明体 。明体之

后 ，刻书工人在模仿洪武体刻书的过程中 ，还创造出一种非颜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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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的肤廓体 。肤廓体与篆 、 隶 、真 、 草四体有所不同 ，别具一

格 ，它的特点是笔形横平竖直 、容易雕刻 ，读者在读它的时候也

是清新悦目 ，因此被广泛地使用 ，成为 １６世纪以来非常流行的主

要印刷字体 ，现在人称它为宋体 ，也叫做铅字体 。

２ ．汉文字进入日本

漫长历史中 ，中日两国相互通用的文字都是汉字 ，这就使汉

语与日语之间相互影响着 。中日语言长期的交流 、借鉴与引进的

过程里 ，随着中国的古汉语传入日本后 ，汉语对日语的文字 、语

音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但事实上 ，日本的语言问题 ，到现在尚未获得完全解决 。日

儒新渡户稻造曾经就说过 ， “从语言学上看 ，日语是伶仃的孤儿 ，

和它的左右前后各方面的言语没有什么关系 。” 由此可知 ，日本

原本是没有文字的 。实际上 ，日本人自有历史开始 ，为了丰富语

言 ，曾取用了许多中国的字音 ，在汉字未传入之前 ，日本是没有

文字的 ，这一观点早为 ９世纪时的一部分日本学者所主张 。

早在几个世纪前 ，日本就一度完全借助汉字来表达自己的语

言 ，在日本文化发展的漫长过程中 ，对于日语文字来源于中国汉

字的这一说法 ，早已成为了不争的事实 。经过多年的本土化 ，日

本在汉字的基础上逐渐将它演变成了本民族的文字 。但是 ，汉字

何时传入日本 ？日本又何时学会使用文字 ？长期以来 ，学者们对

这些问题众说不一 ，直到现在都未成定论 。

公元 １世纪末的中国古籍 枟汉书 ·地理志枠 中记载着 ：“乐浪

海中有倭人 ，分为百余国 ，以岁时来献见云 。” 根据这段记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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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知道早在 １世纪末之前 ，日本人就已经到过中国 ，有可

能接触到中国的汉字 。所以一些学者认为 ，日本人使用文字是在

１世纪中叶至下半叶这段时间 。在中国晋朝陈寿所写的 枟魏志 ·

韩传枠 中说 ：“到了 ３世纪时 ，在朝鲜半岛上 ，临近日本列岛的辰

朝就已经在使用中国的文字 ，文字也有可能是通过辰朝传入日本

的 。因此有学者提出 ３世纪左右文字传入日本的说法 。但在 枟后

汉书 ·倭传枠 中又有 “建武中元一年倭奴国奉贡朝贺 ，使人自称

大夫” 这样的一段话 ，说明日本人不仅使用汉语 ，还学习中国朝

臣们的礼节 ，但是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可 。最后一种

说法认为 ，汉字是在 ５ 世纪初传入日本 ，主要的依据是 枟古事

记 ·应神记枠 中的记载 ： “有个名叫和迩吉师的人携 枟论语枠 与

枟千字文枠 渡来日本 。” 但这种说法被多数人怀疑 。人们公认的较

为正式的记载是在史籍中的记录 。史籍中的记载是 ： “汉字汉学

正式传入日本是在应神天皇之世 ，大约是 ３世纪末期 ，即 ２４８年 。

当年王仁从百济来到日本 ，他献上了 枟论语枠 十卷及 枟千字文枠

一卷 ，这就标志着汉字汉学传入日本的开始 。” 综上所述 ，各有

依据但也各有不足 ，一时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不同史书的

各种记录让汉字何时传入日本这一问题早已无从考察 ，但不能否

认的是日本人使用汉字已有很长的历史了 。

枟三国志枠 的倭人 （日本人） 传中曾提到 ：邪马台国女王卑

弥呼向魏明帝上表致谢 。当时倭人没有自己的文字 ，于是倭使只

能带着归化汉人作译员 ，这就说明当时的表文都是用汉文字书写

的 。这个历史记录说明了把汉字传到日本群岛的是汉族归化人 。

枟三国志枠 中的这段记录也说明了西文首一族的归化汉人 ，在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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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政府中从事的是文笔工作 ，他们担任着外事往来中的文件起草

和翻译的职位 。历史上 ，侯王武向南朝宋国递送的那篇用汉字写

成的用词华美的著名表文 ，也是出自归化汉人的手笔 。这一历史

再次证明日本人使用汉字 ，将汉字作为中日两国文化 、政治等方

面的交流工具是有悠久历史的 ；同时也表明 ，汉族归化人在日本

传播汉字的过程中 ，起了重要的作用 。

汉字输入日本后 ，又历经了几百年的岁月流逝 ，直到公元 ８

世纪中期 ，日本人才开始用汉字楷书的偏字发明成为 “片假名” ，

又用汉字草书的偏旁发明成为 “平假名” 。在过去的一千多年里 ，

大量的日本来华遣唐使 、遣隋使 ，将先进的中华文明 ，包括汉语

及汉字带到了日本 。汉字的传入 ，给日语增加了新的音节 ，充实

了日语的语音系统 。中古汉语曾有入声 ，传入日本时 ，日本人根

据促音的特点 ，创造出了模仿中古汉语入声的促音 。后来 ，促音

又广泛用于和语 ，它的主要作用是 “音变” 和加强语气 。促音的

产生使日语语音更加丰富且有力 。 例如 ：在古日语中没有拨音

“忘” ，汉字传入日本时 ，带去了鼻音 。为发出这一原来没有的

音 ，日本人经过反复尝试 ，最后终于创造出了能替代汉语鼻音的

日语拨音 “忘” 。 最初日语的每一个音 ，都是由一个汉字表达 。

这有利于汉字慢慢演变成日本平 、片假名的创造与使用 ，又为近

代吸引大量的外来语提供了很多有利条件 。

吉备真备与弘法大师 （空海） 是日本文字最终的创制者 。他

们二人在早年时都长期留居中国的唐朝 ，因此对汉字有相当深厚

的研究 。吉备真备根据标音的汉字楷体偏旁创造了日文的 “片假

名” ，弘法大师根据汉字的草体创造了日文的 “平假名” 。自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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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二人创造了 “片假名” 与 “平假名” ，就广泛地在日本使用 。

尽管从 １０世纪起 ，假名文字已在日本盛行 ，可汉字的使用仍然没

有被废止过 。时至今天 ，已在世界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日本文字

里 ，还保留有一千多个简体汉字 ，这些汉字为日本创造 “国字”

提供了依据 。在不断的社会实践的过程中 ，为了表达日本特有的

事物 ，聪明的日本人利用汉字的 “六书” 造字法 ，发明创造了日

本独有的 “国字” 。汉字不只是日本文字的母体 ，而且也是日本

文字的主要构成部分 。汉字传入日本以后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内 ，日本是用近似于古汉语的读音来读汉字的 。后来经过种种摸

索 ，日本产生了音 、训兼借的 “万叶假名” 。长久以来 ，日本人

民是以汉字作为自己传播思想 、表达情感的载体 ，称汉字为 “真

名” ，直到 ５世纪初 ，出现了借用汉字标音文字的 “假名” 。 ８世

纪 ，以汉字标记日本语音的用法已经比较固定了 ，其标志就是

枟万叶集枠 的编定 ，故称 “万叶假名” ，是纯粹日语标音文字的基

础 。在此基础上 ，日本终于创造出了日本人自己的文字 ———平假

名 、片假名 ，并逐渐形成了日本独特的文章书写方式 ———汉字假

名混写体 。

奈良时代 ，在日语的音韵体系中 ，拗音仅限 “劝” 行和 “b”
行 。引入汉字时 ，为准确发出汉语音而出现各行拗音 ，并作为普

通的日语发音固定下来 ，这样就增加了日语的词汇量 ，丰富了日

语的表达能力 ，弥补了日语抽象名词贫乏的不足 。和语方面 ，表

达抽象概念的名词以及有关星座 、人体内部器官的词汇很少 ，汉

语的传入给日语增加了词汇 ，也弥补了用和语词无法表达的抽象

概念词汇的不足 ，例如 “忠 、孝 、礼 、德 、百 、千 、万” 等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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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现在日语中大量的拗音也是汉语对日语影响的结果 。另外 ，

还有日语中的浊音 、半浊音以及音变等等现象 ，也都是受汉语的

影响 。总之 ，汉字的传入 ，充实了日语的原有语音系统 ，对日语

的音韵体系 、词汇结构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

日语中的语法属于倒装语态 ，它们的词序是宾语与补语在

前 ，动词在后 ，这和汉语的词序恰恰相反 。这里举个例子说明 ，

在日语中 “雨尔降局” 是中文 “降雨” 的意思 ； “山忆登石” 是

中文 “登山” 的意思 ；而 “本卷靛老” 在中文是 “读书” 的意思 。

在词汇方面 ，日本人在接受汉语的同时 ，也创造出了反映日本人

近 、现代文明生活的新词语 。其中 “凳雷 、人学 、肚草 、肚军”

这些词语都是新文化的产物 ，这些词语的出现证明了 ，在日本人

的语言深层早已经被汉语化了 。但作为一个民族 ，在长一点的词

语中 ，日本仍然有他们自己的特点 。如日语中说 “胜草禁止” ，

而不说 “禁止胜草” 。

在 ６世纪之前 ，日本透过朝鲜诸国一直吸收来自于亚洲大陆

的文化 。通过圣德太子 “推古改制” 与孝德天皇 “大化改新” 的

改革 ，学习中国 ，提高皇权 ，强化政府官僚制度 。因此 ，中国的

文字在日本得到大力的推广 。

当汉字在日本形成一定的体系后 ，最先在日本正式的文章中

都使用汉文 ，而片假名则是佛教僧侣们读经典时用来做标音的 ，

平假名则是女性所用的文字 。现在日文中常用的简体汉字有 １０００

多个 ，片假名大多用来表示外来语 ，其余的多用平假名 。现代日

语中 ，假名共有 ７１个 ，最基本的有 ４６个 ，排列成 “五十音图” 。

公元 ９世纪初期 ，随着日本 “国风文化” 的确立 ，很多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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