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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每个民族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日本作为一个

东方岛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走过了数千年。我国是日本的

邻国，与日本有特殊历史渊源。如何尊重历史，客观地认识日

本文化特征对我国来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文化虽然深受

中国文化的影响，但其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悠久的历史，又孕育

出了自己别具一格的文化。当今，日本文化在中国，在各个方

面都产生了很多重要的影响，中日双方的交流也日益频繁。

中日两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历史渊源，具有两千多年友好交

往的历史。1972年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在各个领域的交

流与合作不断加深和发展，学习日语的人数增多，人们从各种

渠道了解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特别是对于日本文

化的了解热情很高。但对于日本文化的了解，不少是通过国内

出版的很多日本文化概要等书籍来进行的，这类书籍在传播日

本传统文化和民族风俗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当前，随着日本社会的变化，一些日本社会出现的新文化

现象还并不为国人所了解，包括一些传统文化的内容的传播也

有空缺。对日本文化的介绍，大都从日本的祝日、年中行事、祭

祀、衣食住、礼仪、风俗习惯以及茶道、柔道、花道、相扑、歌舞

伎、浮世绘等方面入手，还有的从日本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

日本人的世代意识、日本人的生活感情以及思考个性等方面进

行论述。在日本文化的书籍中，很少注意和联系与日本现实社

会生活紧密相连的现代日本的新文化背景知识及其丰富的内

容，而这部分的知识内容同样是日语学习者不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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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它的双向性和交流性。本书将日

本文化与现代日本社会中的状况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着重论述

了日本文化中具有代表性。也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部分内容，

即从中日文化交流、教育、文学、传统文化、饮食文化、风俗习惯

等方面，向读者展示了独具特色的日本诸文化的来龙去脉，并

对深藏在日本民族背后的文化底蕴进行了深入的挖掘，旨在使

读者能够对日本文化有一个深层次的了解。本书在叙述中力

求简明扼要，在有限的篇幅中尽可能多地介绍各方面的知识，

努力使一个全方位的日本呈现在读者面前，从而能很好地理解

日本社会、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特别是更好地理解日本文化的

特性及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为中日文化交流和推动中日友好

事业向前发展做出努力。

本书第七、八章由北华大学副教授蔡金昌执笔，共计六万字；

第一章由北华大学讲师郑锦燕执笔，共计四万字；第四章由北华

大学讲师张可玲执笔，共计三万字；第二、三、六章由齐鲁理工学

院副教授景栋花执笔，共计十二万字。最后由第一作者蔡金昌统

一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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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日本文化概述

第一节 日本文化与风土

所谓的文化，与文明不同，乃是根植于这个民族固有的，因

而也是原生态的。换言之，就是某个民族自古形成的一定的生

活方式和观念形态，即便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生活发生天大的

变化，它依旧具有一种较为恒定的特性。尽管文化的构成具有

诸多的复合因素，但只要人们生活在某一片土地上，就不可能

不受到那片土地所具备的风土特征的影响。当我们把目光转

向创造了文化的人与人所置身的自然之间的关系，就不难发

现，人的历史在某种层面上，乃是与包括“内在自然”在内的自

然、风土进行交往甚至斗争的历史。而追溯人类的历史就会发

现，越是古老的人类就越是受到自然和风土的制约。正是基于

这一原因，我们可以从一个民族的历史源头挖掘到文化最基层

的东西。而且，如果人的历史在其源头受到自然风土左右的迹

象越明显，那么，当考察某个民族的文化特征的时候，比如日本

文化特征，就越是有权利认定，这个民族——比如日本民族，其

与日本列岛的自然之间所构成的关系，乃是一种极其基本的、

甚至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特别是像日本人这种自古居住在日

本列岛上，被大海与四周隔绝开来的岛国民族，自然环境对包

括民族性格在内的日本文化的决定作用就更加明显。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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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特征研究

正如日本宗教学家山折哲雄所指出的那样：“流淌在我们

最深层意识里的，乃是从三千米的高空中俯瞰到的日本风土，

还有那种风土所孕育的感性和文化。或许那可以说是从绳文

人那儿继承下来的信仰，是万叶人的宗教世界，抑或并不仅限

于宗教的万叶人的思考方式、感受方式。而既然从三千米的高

空看下去，那些被森林和山脉所覆盖、被大海所环绕的风土，至

今还浓厚地存在于日本列岛上，那么，古代万叶人的感性和文

化，也同样应该浓厚地流淌在我们的深层意识里。”①我们不妨

把古代日本人受到环境风土的影响而形成的感受方式和思维

方式看作是贯穿在日本民族深层意识里的精神内核。

一、作为岛国的“孤立性”

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自然环境的独特性首先表现在它的

地理位置上。日本是一个靠近亚洲大陆东侧、太平洋西侧，由

列岛组成的岛国。因中间隔着 200公里的朝鲜海峡，从而与欧

亚大陆隔绝开来，所以，除了 13世纪曾遭到蒙古远征军一次未

遂的袭击以外，几乎没有受到来自其他民族的任何侵略。相对

孤立成了日本地理环境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作为岛国，日

本民族的构成比较单一、固定，因其移动和扩张的空间受到限

制，从而使整个岛国形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他们不可能像大

陆国家的人那样自由迁徙。因此，在一个被限定的空间里，不

能不彼此发挥协调精神，崇尚勤奋、诚实的品德，造就了脚踏实

地的现实主义精神。与陆地国家因居民的流动性，较难自然形

成强有力的国家意识，从而需要确立凝聚国民精神的国家理念

大为不同，在他们身上很容易获得一种共同体意识，比如早期

①引自山折哲雄的《日本の心、日本人の心》，山折哲雄是日本现代的宗教

学者、评论家、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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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村民意识及至后来国家形成后的国民意识，这种命运共同体

意识使他们团结一致，形成了避免对抗，强调协调行动的集团

主义和以“和”为贵的民族精神。但与此同时，汪洋大海也成了

阻隔岛国与大陆的一道屏障，因缺乏与外国的直接交流，他们

容易陷入视野狭窄、小肚鸡肠、排斥外来者的所谓“岛国根

性”。与命运共同体成员的极度协调精神和对共同体之外者的

排斥，构成了日本人“内外有别”的强烈反差，以至于即使在现

代日语中，“内”与“外”依旧是规定着日本人两种截然不同行为

方式的关键词语。即表现为两种迥然相异的态度：对“外”的彬

彬有礼，还有在彬彬有礼的面纱下所隐藏的冷漠，甚至敌意；对

“内”的随意以及渗透在随意中的强烈一体感。

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日本或许都可以被称作世界上各主

要国家中最孤立的国家。远离各种大陆文明，经常担心遭到入

侵，使日本人产生了与世隔绝的愿望，从而从某种意义上加强

了其民族主义的倾向。同时，宽阔的海峡又成了催生日本人好

奇心的发酵剂，使他们成了世界上公认的最具好奇心的民族。

因此，尽管孤立的地理条件增加了日本人与外界交流和通商的

难度，却没有阻止日本人向大陆派遣使者，以获取必要的情报，

也使他们比大多数陆地民族更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方式

来发展国家，并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对外来文化进行为我所用的

取舍。从朝鲜半岛民族与日本民族在面对中华文明的宏大叙

事时所采取的姿态中，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由于半岛与

大陆紧相毗连，因此在远为强大的大陆文明面前进行反抗，就

很可能遭到毁灭的命运，从而导致了朝鲜半岛在很长一段时间

内对中华文明的臣服。而日本是个四面环海的岛国，得天独厚

的地理条件使它幸免于来自大陆的直接入侵。正是得益于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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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地理条件，日本人才赢得了空间和时间，去摸索一条谋求

自身文化身份的道路。正如赖肖尔所说的那样：“孤立也许使

日本人比世界上任何一个类似民族创造出更多自己的文化，并

形成别具一格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地理环境的孤立使日

本文明渊源于中国和朝鲜，却又与前两者迥然相异。如果这可

以称之为文化上的“孤立”的话，那么，也正是这种“孤立”使日

本人觉得自己与众不同，催生了日本人强烈的自我认同感，甚

至是民族自豪感，形成了他们牢固的民族中心主义。

二、得天独厚的自然与日本人

无论是从海外旅行归来的日本人，还是来自其他国家的外

国旅游者，无不对日本的自然美赞叹不已。雨量丰沛，森林茂

密，绿草葱茏，阳光充足，风景优美，变化多端，富有层次，且大

都小巧玲珑，纤细精致。昭和初期曾在日本生活过的英国人山

索姆夫人曾感佩万分地赞美道：“日本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国

家。国土美丽无比……国民勤劳而善良。……拥有大量的瀑

布、山脉以及盛开着美丽花朵的树木。晴天居多。根据季节不

同，能观赏到温暖的海洋和熠熠闪光的雪景。因此，日本人为

他们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并愿意在妄自尊大的外国人面前进

行夸耀，也自在情理之中。”日本画家东山魁夷也写道：“日本列

岛处于一个较好的纬度上，在南北狭长的地形上，山脉像脊骨

贯穿其中。周围被复杂的海岸线所包围，气候温和，空气湿润，

树木种类繁多，并且极其茂盛。从南部的亚热带景观到北部的

亚寒带风土特征，四季变化非常鲜明，还有较多的高山，经常呈

现出山顶是积雪，中部是红叶，山脚还是一片绿色的景观，日本

的风景就是如此的多姿多彩。但是，空气湿润，霞、雾很多，从

而呈现出一幅具有柔和色调的风景特征。同时还体现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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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深远的——情趣。这种同时具有多彩和淡泊、华丽和幽玄

的两种不同特征的性格，其表现不是强烈的，而是纤细的，具有

深远意味的情趣，这可以说是日本自然的特色吧。”这种得天独

厚的自然景观使日本人比一般的农耕民族对土地怀有更深的

眷恋和亲近感，造就了他们对自然之美和季节嬗变更为敏锐的

感受性和观察力，并影响到了日本人的美学意识和宗教意识，

催生了他们与自然为友，与自然共生的自然观。

今天，无论你路过哪个日本人的房屋，都会看到这样的情

景：不管那个家庭有多么寒碜贫穷，都肯定会在房屋的某个角

落或是窗边栽种着一盆鲜花，在壁龛里悬挂着一幅挂轴，上面

描绘着与季节相宜的自然景物。即便他只有一块不大的土地，

也必定会把它开辟成一个小小的花园，要么在庭园里种上几株

松树，竖起一座石质的灯柱，要么用青苔铺满地面，并摆放一些

精心挑选的磐石碎块，营造出所谓的孤寂之美。甚至还会挖掘

一个水池，以便将整个自然浓缩在自己的庭院里，体验置身在

自然中的怡然乐趣。

三、日本人与季节感

日本的春夏秋冬四季分明，景色各异，这磨炼了日本人对

自然变化的敏感性。日本人总是由人生马上联想到自然，或是

由自然联想到人生。一听到“风”，就会联想到“寂寞”这个词；

一说到“春雨”，就会涌起“温暖而静谧”的感觉。日本最古老的

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中就充满了对自然的描写，而随笔集《枕

草子》作为与《源氏物语》齐名的古典文学名著，其开场白也是

以自然为中心的感性表述：“春天是破晓的时候最好。渐渐发白

的头顶，有点亮了起来，紫色的云彩微细地横飘在那里……”而在

兼好法师的《徒然草》中，也随处镶嵌着作者对自然的无限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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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的更替让人不禁悲从中来。”

被誉为世界上最短诗歌的俳句则规定必须以季节为题材，

在17个假名里纳入表现季节的词语，即所谓的季语。这些词语

多半反映的都是年中的节庆、花鸟、动物，并被汇总在一部名叫

《岁时记》的词典里。而在花道、茶道中，季节感也构成了重要

的主题之一。即便是普通日本人之间写书信，也大都不忘在起

首部分加上季节变化的描写或问候。这种感性不仅浸润在日

本文学作品中，也广泛地体现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他们总

是顺应四季的变化，品尝各种时令的美味佳肴，适时地改变服

装和调整家具，让和服上的花纹取自各个季节的植物花卉，比

如秋天的枫叶，春天的樱花等，并衍生出赏花、赏月、赏雪等具

有全民性质的传统审美活动。记得很多年前，当美国宇航员驾

驶宇宙飞船登上月球，整个世界为人类征服宇宙的进步而欢呼

雀跃之时，日本诗人深尾须磨子却对这一科学壮举发出了不同

的声音，有些奇怪地叹息道：“月亮是应该用来观赏和眺望的

呀。”这看似诗人不食人间烟火的感慨，却也道出了一般日本人

所抱有的较之实用性更重视审美性的自然观。

对季节更替的敏感与对美的敏感交织在一起，使日本人变

得富于感情，而小巧精致的自然景观赋予了他们善于捕捉并保

持纤细的自然美的气质和技巧。日本人认为，他们对自然所具

有的特殊美感乃是他们民族最显著的优点。尽管所有的民族

都是爱美的，但不得不承认日本人对美的钟情，对自然的挚爱，

足以构成他们民族性格中最闪光的部分。怪不得日本明治时

期的学者芳贺矢一在《国民性十论》中将“爱草木喜自然”列为

日本国民的十大美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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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与自然共生的自然观

由于日本不是大陆块的组成部分，而是位于距大陆数百英

里的海洋之中，因而，它比中国同纬度的沿海地区更具备海洋

性气候的特征，四周浩瀚的海面就像是巨大的天然空调，调节

着日本列岛的气候。虽然面朝日本海的“表日本”地区和面朝

太平洋的“表日本”地区不尽相同，甚至相差很大，但与我们中

国大陆相比，就整体而言，日本夏季不很炎热，冬天也不太寒

冷。而且，除了夏冬两个较为难熬的季节，其他的8个月则气候

宜人，温度变化舒缓，且富有规律性，催生了层次分明而又多姿

多彩的自然景色。正如大野晋指出的那样：“基本上说，我认为

日本是一个易于居住的国家。气温适宜，不冷不热，只要与自

然友好相处就能够生存下去。没有必要殚精竭虑地去思索生

活的目的或手段什么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日本文化乃是一

种强调顺应自然，与自然共生、共存的文化。和西方社会在严

酷的自然环境中把自然看作是敌对的力量，从而形成了“与自

然斗争”“征服自然”的自然观大相径庭，日本人把自然看作是

本质上友好和善的东西，是与自己无法隔离开来的伙伴。只要

看看日本和西方房屋结构的不同，就可以了解这一点。尽管现

在西方式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在日本越来越多，但日本人向往的

依旧是那种独家独院的传统房屋。从套廊向庭院延展开去的

那种开放式结构，让房间内部与庭院融为一体，即使待在房间，

也同样被包围在微风的吟唱和虫鸟的鸣叫里，让人可以尽情地

置身在与自然共存的空间里。而西方文化乃是以人为中心的

人工文化，“这种主张主要源于基督教，在基督教看来，自然是

神为了人类而营造出来的东西，人和自然乃是各个不同的存

在，自然没有灵魂，自然乃是供人类利用和支配的东西。”而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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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看日本最古老的记、纪神话就知道，与唯一神创造了万物

的犹太教和基督教不同，在日本的创世神话里，首先是有了自

然的存在，其次才是神由自然中诞生，最后是人类从神当中衍

生出来。自然本身就是神，而人一旦死亡，就与自然合为一体，

这些神话无疑反映了一个事实：日本人自古就抱着神和自然共

生共存的信仰。这种将自然视为神明的自然观表现了日本人

在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中所形成的具有泛神论色彩的自然崇

拜思想。

五、季风与日本人

尽管日本属于海洋性气候，但其重要的气候特征之一乃是

季风的存在。季风约每半年就变化一次风向，因此夏冬两季恰

恰风向相反。这种被季风所左右的气候在南亚及印度一带表

现得最为典型，其特征是夏季高温多湿，而冬季则低温干燥，夏

天的季风呈现出暑热与湿气相结合的特性。这种与暑热相结

合的湿润带来了令人窒息的闷热气候，但也给陆地上包括水稻

在内的植物带来了足够的水分，促成了它们的生机和繁荣，使

人们即便遭受蒸笼般炎热的折磨，也不得不在心理上对这样的

自然现象加以接受和认同，而不是采取对抗的态度。与此同

时，季风常常化作像豪雨、暴风、洪水等狂暴的力量，且这种力

量是如此巨大，足以让人们放弃抵抗的意志，形成听天由命、惯

于忍受的性格。这种“接受与忍耐”的性格乃是季风气候地区

的人们共通的特征。

虽然同属季风气候，但日本因地理位置处于西伯利亚荒漠

与浩渺的太平洋之间，经常受到大陆寒气团的影响。每年的12
月到次年的2月，寒冷的季风从西伯利亚穿越大陆而来，与北上

的对马暖流在日本海相遇，吸收了充足的水蒸气后，因遭到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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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峻岭的阻隔，而化作暴风大雪裹挟住日本列岛。而每年的

8—10月，季风又常常化作突发性的台风这种特殊的气候现象，

在给日本很多地方带来严重危害的同时，送来庞大的雨量。因

此，日本季风与南洋、印度季风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这种热带性

和寒带性并存的二重性。再加上台风所具有的季节性与突发

性并存的二重性，给日本人“接受与忍耐”的性格赋予了某种特

性，催生了他们那种被称之为“安静的激情和富于战斗性的恬

淡”的国民性格。

日本伦理学家和辻哲郎在他的《风土》一书中，特别关注季

风给日本的风土和民族精神结构所带来的决定性影响。他认

为，季风在夏天化作台风，冬天化作大雪的二重性可以被称之

为“热带性和寒带性并存的二重性格”，这一点在日本的植物中

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在日本既旺盛地生长着离不开充足阳光

和丰沛湿气的热带草木，也随处可见以寒冷和少量的湿气作为

生长条件的寒带植物。一些树木甚至本身就具备了这种二重

性。比如，日本的竹子在披风戴雪的过程中，已经不同于一般

的热带竹子，具有了柔软的弹性和应变性。而日本人在季风面

前形成的接受与忍耐的性格就与竹子一样，也具备了热带和寒

带两种性质。它既不像南亚等纯热带地区那样，因一年四季都

处在阳光雨林的淫威之下，从而表现为单纯的感情横溢，也不

像北欧等纯寒带地区那样，365天都寒冷逼人，一成不变，使人

感觉迟钝，表现为单纯的感情持久，而是丰富地流淌着，在变化

中静静地持久就像四季各异的季节变化明显一样，日本人的接

受性也寻求一种快节奏的变化。所以，它不具备大陆式的沉

稳，而显得非常活跃和敏感。

正因为活跃、敏感，所以容易出现疲劳，缺乏持久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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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这种疲劳不可能依靠刺激的修养来治愈，而只能借助新的

刺激、情绪的转换等情感变化来达至治愈。可当治愈的时候，

感情并没有因变化而转化为其他的感情，而依旧是原来的感

情。因此，在它缺乏持久性的背后，又隐藏着另一种持久性，即

是说，感情在变化中静静地持久。其次，日本人的性格还具备

台风那种季节性和突发性的双重特征。在变化中静静持久的

感情，在不断地转化为其他感情的同时，又作为同一种感情延

续下来，所以，既不是单纯地按照季节，富于规律性地变化，也

不是单纯地加以突发性的偶然变化，而是转换为一种在变化的

各个瞬间既包含着突发性，又同时被此前的感情所规定了的其

他感情。就如同台风带着突发性的狂暴一样，感情也在转化为

另一种感情时，爆发出远远超乎预想的强度。因为具有突发

性，所以不会执拗地一直持续，而是恍如晚秋初冬的狂风般一

掠而过。因此，它甚至可以制造出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即无

须执拗的争斗，就能够全面地实现社会的变革，并由此催生了

日本那种崇尚感情的亢奋，却又忌讳执拗的国民特性。或许我

们可以从和辻哲郎的这一理论中找到樱花成为日本民族性格

之象征的理由。每年春天，漫山遍野的樱花是如此急迫而华丽

地盛开，却又无意执拗地持久绽放，而是同样匆忙并恬淡地随

风凋谢。

再次，在和辻哲郎看来，日本人对季风所抱持的忍耐态度

也带有热带和寒带的双重性。它既不同于热带那种在自然的

淫威下丧失了斗志，从而轻易放弃的断念，也不同于寒带那种

悠闲而怠惰的忍受。暴风和豪雨的威力尽管最终迫使人们不

得不忍受和服从，但台风的性质却不可能不在人的内心唤起近

似于战斗的激情。因此，日本人尽管并不试图征服自然，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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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这种疲劳不可能依靠刺激的修养来治愈，而只能借助新的

刺激、情绪的转换等情感变化来达至治愈。可当治愈的时候，

感情并没有因变化而转化为其他的感情，而依旧是原来的感

情。因此，在它缺乏持久性的背后，又隐藏着另一种持久性，即

是说，感情在变化中静静地持久。其次，日本人的性格还具备

台风那种季节性和突发性的双重特征。在变化中静静持久的

感情，在不断地转化为其他感情的同时，又作为同一种感情延

续下来，所以，既不是单纯地按照季节，富于规律性地变化，也

不是单纯地加以突发性的偶然变化，而是转换为一种在变化的

各个瞬间既包含着突发性，又同时被此前的感情所规定了的其

他感情。就如同台风带着突发性的狂暴一样，感情也在转化为

另一种感情时，爆发出远远超乎预想的强度。因为具有突发

性，所以不会执拗地一直持续，而是恍如晚秋初冬的狂风般一

掠而过。因此，它甚至可以制造出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即无

须执拗的争斗，就能够全面地实现社会的变革，并由此催生了

日本那种崇尚感情的亢奋，却又忌讳执拗的国民特性。或许我

们可以从和辻哲郎的这一理论中找到樱花成为日本民族性格

之象征的理由。每年春天，漫山遍野的樱花是如此急迫而华丽

地盛开，却又无意执拗地持久绽放，而是同样匆忙并恬淡地随

风凋谢。

再次，在和辻哲郎看来，日本人对季风所抱持的忍耐态度

也带有热带和寒带的双重性。它既不同于热带那种在自然的

淫威下丧失了斗志，从而轻易放弃的断念，也不同于寒带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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