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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1 世纪让我们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国际化和信息化带来的

全方位变化; 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留

学生互派, 和在汉字文化圈文化交流的视野里的相互学习, 已成为

提高学习质量, 拓深研究层面的必由之路。

这本《日本概况》就是为了全面地了解日本国情和文化而编

写的。通过这本书, 读者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把握日本国

家的起源、历史的发展、在汉字文化圈文化交流连动中的日本文化

的共性和个性, 以及日本的风土人情、礼仪习惯等。

这是一本普及性的读物和教材, 日语专业的学生和准备留学

日本的学子自不必说, 其它专业的大学生和广大的读者, 都可以通

过这本书来加深对日本的了解, 加深对汉字文化圈文化交流本质

的了解, 从而扩大自己的知识领域和文化视野, 成为具有深厚文化

修养和国际人才素养的“国际人”, 为中华民族的腾飞和日中友好

以及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编审者

200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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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日本地理

表 1 世界主要国家面积

国家名
面积

1000km
2

俄罗斯 17075 |

加拿大 9971 e

中国 9561 e

美国 9364 e

法国 552 O

日本 378 O

德国 357 O

意大利 301 O

英国 244 O

 世界主要国家面积《日本国势国图会》

  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在何处? 有何地理特点? 本章带你去做

一番日本地理的遨游。

第一节 日本的地理位置及国土面积

日本位于亚洲大陆东侧, 南北方向狭长, 纵贯 3000 公里, 是一

个呈弧状的岛国。西隔东

海、黄海、朝鲜海峡、日本海

与中国、朝鲜、俄罗斯相望,

东临太平洋。日本的最北端

为择捉岛, 位于北纬 45 度

33 分; 最南端为冲之鸟岛,

位于北纬 20 度 25 分; 最东

端为南鸟岛, 位于东经 153

度 59 分; 最西端为冲绳县与

那国岛, 位于东经 122 度 56

分。

日本国土面积 37. 8 万

平方公里, 相当于中国的 1 /

25( 参照表 1 世界主要国家面积) 。

领土由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四大岛屿和 7000 多个小岛组

成, 这些岛屿统称为日本列岛。本州岛是日本最重要的岛屿, 面积

22. 74 万多平方公里, 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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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岛与亚洲大陆隔海相望, 从中国的北京到东京的直线距

离约为 2000 公里。

日本列岛被大海环抱, 日本与亚洲大陆之间是日本海, 日本与

美洲大陆之间是太平洋。

第二节 日本的气候

日本大部分地区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 四季分明。由于日本

列岛南北方向延伸很长, 横跨亚热带和亚寒带, 所以南北气候差异

极大。此外, 复杂的地形和海流的影响, 也加强了日本气候的地域

性差异。

首先, 日本南北延伸约 3000 公里, 各地气候存在明显差异, 北

纬 35 度以南属季风型亚热带森林气候; 本州北部及北海道属季风

型温带针叶林气候; 其余广大地区属季风型温带阔叶林气候。位

于日本中部的东京, 最冷月 ( 1 月 ) 平均气温摄氏 6 度, 最热月 ( 8

月) 平均气温摄氏 25 度, 年平均降水量 1500 多毫米。九州南部的

鹿儿岛, 最冷月( l 月) 平均气温摄氏 7 度, 最热月 ( 8 月 ) 平均气温

摄氏 27 度, 年平均降水量达 2000 毫米以上。北海道的札幌, 最冷

月( l 月) 平均气温在摄氏 - 6 度以下, 最热月( 8 月) 平均气温摄氏

20 度以上; 根室年平均降水量为 981 毫米。每年 8 ～10 月间, 日

本西部和南部常常遭到台风袭击, 造成严重灾害。

从地形的影响上来看, 由于本州岛的中央由东到西绵延起伏

的山脉将其纵断分割, 因此太平洋一侧和日本海一侧的气候存在

着很大的差异。在太平洋一侧, 夏季受东南季风的影响, 天气比较

闷热, 降水量较多; 冬季则比较干燥。而日本海一侧, 冬季由于来

自大陆的西北季风的影响, 降雪量极大, 是世界闻名的多雪地带,

有些地方降雪量可达 4 ～5 米。

此外, 海流对日本的气候也有很大的影响, 除东北部沿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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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其他地区均被来自热带太平洋的暖流 ( 黑潮) 环绕, 气候受到

海洋的调节, 形成较为温暖湿润的海洋性季风气候, 比大陆同纬度

地区温和, 降水也较丰富, 年平均降水量绝大部分地区为 1000 ～

2000 毫米。夏季盛行东南风, 东部沿海 6 ～7 月间阴雨连绵; 冬季

西北风由大陆经日本海吹来, 天气寒冷, 北部多降雪。

第三节 日本的地形

日本列岛有太平洋和日本海环绕, 是与大陆相邻的浅大陆架

( 深度不足 2 米的称为大陆架) 。数十万年前, 日本列岛曾经是亚

洲大陆的一部分, 由于它位于环太平洋造山带上, 造山带的运动使

日本与朝鲜半岛之间的陆地下沉成为大海, 因此, 日本与亚洲大陆

之间的日本海属于比较浅的海, 有的地方甚至不足 200 米。但日

本东侧的太平洋是世界上最深的海, 那里有著名的日本海沟和伊

豆小笠原海沟。日本是个多山的国家, 山地约占全国面积的

76% 。北海道和本州北部的山脉多为南北走向, 四国和本州南部

的山脉成东西走向, 两者相汇于本州中部。纵贯本州中部的飞�、

木曾, 赤石三条山脉被称为北、中央、南阿尔卑斯山, 也统称为日本

阿尔卑斯山, 为全国地势最高的地区, 其中有著名的富士山。富士

山海拔 3776 米, 是一座休眠火山, 也是日本最高峰。富士山最近

一次爆发发生在 1707 年, 其山体呈标准圆锥形, 山顶终年积雪, 有

温泉、瀑布, 北有富士五湖, 风景优美, 是日本的象征。

日本位于太平洋西岸火山地震带, 是一个多火山的国家, 境内

有 200 多座火山, 其中有浅间山、阿苏山、樱岛、云仙岳、三原山等

约 60 座活火山。地震频繁, 有“地震国”之称。1923 年 9 月 1 日

的关东大地震, 使东京和横滨受到严重的灾害, 死亡达 15 万人。

1995 年 1 月 17 日发生的阪神大地震, 给神户及淡路岛造成了严

重的破坏。由于火山活动的影响, 日本地热资源极为丰富, 温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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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全国, 共有 2000 多处。

表 2 日本最高的山前 10 位

山的名称 日语读音 高度( m) 所在都道府县

1 \富士山 ふじさん 3776 �山梨、静冈

2 \北岳
( 白根山)

きただけ
( しらねさん)

3192 �山梨

3 \奥穗高岳 おくほたかだけ 3190 �长野、岐阜

4 \
间之岳
( 白根山)

あいのたけ
( しらねさん) 3189 �山梨、静冈

5 \枪岳 やりがたけ 3180 �长野

6 \东岳
( 恶泽岳)

あずまたけ
( わ る さ わ だ
け)

3141 �静冈

7 \赤石岳 あかいしだけ 3120 �长野、静冈

8 \涸泽岳 からさわだけ 3110 �长野、岐阜

9 \北穗高岳 きたほたかだけ 3106 �长野、岐阜

10 ‰大 岳 おおばみだけ 3101 �长野、岐阜

    资料: 国土厅长官官房总务课《国土统计要览》

平原仅占国土面积的 24% , 大多零星分布在大河的下游和沿

海地区。全国最大的平原是东京附近的关东平原, 面积 1. 7 万平

方公里; 其次是名古屋附近的浓尾平原, 大阪、京都附近的畿内平

原等。

日本河流短小, 水量充沛, 落差大, 水势湍急, 水力资源丰富,

但不利于航行。其中最长的河流是信浓川, 长 367 公里; 流域面积

最大的河流是利根川, 为 16840 平方公里。另外, 日本还有很多湖

泊, 但多为小而深的火山口湖, 分布于高山上, 滨海则有许多深度

不大的泻湖。全国最大的湖泊琵琶湖是构造湖, 面积 670 平方公

里, 湖面海拔 85 米, 最深 103 米。最深的湖是田泽湖, 水深 423

米。

4



表 3 日本最大的湖泊前 5 位

主要湖泊 日语读音 面积 所在都道府县

1 \琵琶湖 びわこ 670 ãã. 3 滋贺

2 \霞浦 かすみがうら 167 ãã. 6 茨城

3 \Saroma 湖 さろまこ 151 ãã. 9 北海道

4 \猪苗代湖 いなわしろこ 103 ãã. 3 福岛

5 \中海 なかうみ 86 ¶¶. 2 鸟取

  资料: 2000 年国土交通省国土地理院《全国都道府县市町区别面积调

查》

表 4 日本最长的河流前 10 位

河流名称 日语读音 干流长度( km)

1 ¹信浓川 しなのがわ 367 Y

2 ¹利根川 とねがわ 322 Y

3 ¹石狩川 いしかりがわ 268 Y

4 ¹天盐川 てしおがわ 256 Y

5 ¹北上川 きたかみがわ 249 Y

6 ¹阿武隈川 あぶくまがわ 239 Y

7 ¹最上川 もがみがわ 229 Y

8 ¹木曾川 きそがわ 227 Y

9 ¹天龙川 てんりゅうがわ 213 Y

10 æ阿贺野川 あがのがわ 210 Y

  资料: 1998 年日本国土厅交通省河川局水政课《河川管理统计》

第四节 日本的自然资源

日本地下资源种类很多, 但储量少且分布零散, 资源大量从海

外进口。矿产资源只有铜和硫黄的储量略大, 铜矿主要分布在四

国北部、关东地区和九州北部。煤、铁储量较少, 重要的铁矿在本

州东北部的釜石和北海道; 九州的福冈县和北海道的钏路、芦别等

地有煤矿, 但不适于冶金和炼焦。近年在本州中部和西南部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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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地方发现铀矿, 在本州新泻县的阿贺近海发现油气田。

日本森林资源丰富, 森林面积 2458. 8 万公顷( 1990 年统计) ,

国土的 2 /3 为森林所覆盖, 其中人工林约为 41. 7% , 天然森林约

占 55% , 主要有杉树、松树、柏树及山毛榉属、栎属林木等。南部

多樱树, 樱花被视为日本的“国花”。由于暖流( 黑潮) 和寒流 ( 亲

潮) 在日本东北部沿海相汇, 近海鱼类资源丰富。日本的降雨量

高于世界平均值, 水资源相当丰富, 主要用于水力发电、土地灌溉、

饮用水、工业用水等。水力蕴藏量约 5000 万千瓦。日本是地热资

源丰富的国家之一, 全国有水温在摄氏 90 度以上的高温热泉 90

多处, 大岳、松川、八丁等地建有地热电站。

第五节 日本的行政区划

日本的都、道、府、县是直属中央政府的一级行政区, 各都、道、

府、县都拥有自治权。目前全日本共有 1 都( 东京都) 、1 道 ( 北海

道) 、2 府( 大阪府、京都府) 、43 个县。这些都道府县又被划分为

北海道、东北、关东、中部、近畿、中国·四国、九州七个地区。

1. 北海道地区

北海道地区位于日本本州的北端, 与本州隔津轻海峡相望。

以前被称为“虾夷地”, 曾居住着阿伊努族人。北海道的“道”, 是

与本州的都府县同级的行政单位。道政府的所在地札幌也是北海

道最大的城市。城市多集中于西部。由于原野广阔, 气候寒冷多

雨, 有利于优良牧草的生长, 所以畜牧业发达。北海道地区森林资

源约占日本全国的 22% , 木材产量居全国第一。鱼类资源丰富,

捕鱼量居全国首位。这里也是日本煤矿资源较丰富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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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东北地区

位于日本东北部, 包括青森县、岩手县、秋田县、宫城县、山形

县、福岛县。东北地区大都市甚少, 人口在 10 万人以上的中小城

市也不多。东北地区是日本有名的粮食生产地区, 稻米产量占全

国的 1 /4, 此外畜牧业、果树栽培也很发达。

3. 关东地区

位于日本列岛中央, 包括东京都、神奈川县、千叶县、琦玉县、

茨城县、枥木县、群马县, 是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关东地

区的绝大部分地区位于日本最大的关东平原上, 产业、文化、交通

等均很发达。国际化大都市东京是日本的首都。日本最大的工业

区京滨工业区以东京湾沿岸的城市东京、川崎、横浜为中心, 向周

围的沿海地区及内陆辐射延伸。该工业区大致可分为京叶工业

区、鹿岛沿海工业区、内陆部工业区三大区块。机械、印制、出版业

的比重较高。

4. 中部地区

位于本州中部, 也可以说位于整个日本的中央。包括爱知县、

静冈县、岐阜县、新泻县、富山县、石川县、福井县、长野县、山梨县。

中部地区地势高而复杂, 分布着大量的火山, 日本最高峰富士山位

于静冈县。产业发达的城市大都分布在东海地区。以名古屋为中

心的中京工业区已发展成日本第二大综合工业区, 仅次于京浜工

业区。重工业发达, 丰田市的汽车工业是这个地区工业的代表之

一。

5. 近畿地区

近畿地区位于本州的中部, 包括滋贺县、三重县、奈良县、和歌

7



山县、大阪府、京都府、兵库县。北部和南部是山地, 中部是较开阔

的平原。城市集中于以京都、大阪、神户为中心的地区, 该地区被

称为大阪城市圈或京阪神三都地区。代表性产业有若狭湾的沿岸

渔业、濑户内海的养殖业和阪神工业区的现代工业。

6. 中国·四国地区

( 1 ) 中国地区

位于九州与近畿之间, 是沟通九州与近畿文化的桥梁。包括

鸟取县、岛根县、山口县、冈山县、广岛县。以中国山地为中心, 盆

地分布其间。日本海一侧的山阴地区, 人口密度较低, 仅分布着一

些中小城市, 而濑户内海沿岸的濑户内海地区, 人口密度较高, 工

业城市较为发达。中国地区稻米、梨、蔬菜等栽培均较发达。濑户

内海沿岸养殖渔业、石油化工联合企业等现代工业非常发达。

( 2 ) 四国地区

位于九州与近畿之间, 包括香川县、爱媛县、高知县、德岛县。

四国地区平地较少, 险峻的四国山脉绵延不断。濑户内海沿岸部

分地区人口密度较高, 工业城市较为发达, 而南四国地区则人口密

度较低, 分布着一些中小城市。高知平原一带冬季气候温暖, 较一

般地区较早育苗, 较早收获, 因此快速栽培技术比较发达。太平洋

沿海方面的远洋渔业基地闻名遐迩。

7. 九州地区

位于本州西南端, 是距离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最近的地区。

包括福冈县、大分县、宫崎县、熊本县、佐贺县、长崎县、鹿儿岛县、

冲绳县。中部主要是山地, 仅在海岸一带有一些平原。九州地区

有很多港口城市和发达的工业城市。以筑紫平原为中心, 农业相

当发达, 北九州工业区从八幡制铁所发展而来, 重工业及化学工业

相当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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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日本的都道府县

地区 都道府县 日语读音 政府所在地 日语读音

北海道 北海道 ほっかいどう 札幌市 さっぽろし

东北

地区

青森县 あおもりけん 青森市 あおもりし

岩手县 いわてけん 盛冈市 もりおかし

宫城县 みやぎけん 仙台市 せんだいし

秋田县 あきたけん 秋田市 あきたし

山形县 やまがたけん 山形市 やまがたし

福岛县 ふくしまけん 福岛市 ふくしまし

关东

地区

茨城县 いばらきけん 水户市 みとし

枥木县 とちぎけん 宇都宫市 うつのみやし

群马县 ぐんまけん 前桥市 まえばしし

�"玉县 さいたまけん 浦和市 うらわし

千叶县 ちばけん 千叶市 ちばし

东京都 とうきょうと 新宿区 しんじゅくく

神奈川县 かながわけん 横滨市 よこはまし

中部

地区

新泻县 にいがたけん 新泻市 にいがたし

富山县 とやまけん 富山市 とやまし

石川县 いしかわけん 金泽市 かなざわし

福井县 ふくいけん 福井市 ふくいし

山梨县 やまなしけん 甲府市 こうふし

长野县 ながのけん 长野市 ながのし

歧阜县 ぎふけん 歧阜市 ぎふし

静冈县 しずおかけん 静冈市 しずおかし

爱知县 あいちけん 名古屋市 なごやし

近畿

地区

三重县 みえけん 津市 つし

滋贺县 しがけん 大津市 おおつし
京都府 きょうとふ 京都市 きょうとし
大阪府 おおさかふ 大阪市 おおさかし
兵库县 ひょうごけん 神户市 こうべし
奈良县 ならけん 奈良市 ならし

和歌山县 わかやまけん 和歌山市 わかやま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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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地区

鸟取县 とっとりけん 鸟取市 とっとりし

岛根县 しまねけん 松江市 まつえし

山口县 やまぐちけん 山口市 やまぐちし

冈山县 おかやまけん 冈山市 おかやまし

广岛县 ひろしまけん 广岛市 ひろしまし

四国

地区

香川县 かがわけん 高松市 たかまつし

爱媛县 えひめけん 松山市 まつやまし

高知县 こうちけん 高知市 こうちし

德岛县 とくしまけん 德岛市 とくしまし

九州

地区

福冈县 ふくおかけん 福冈市 ふくおかし

佐贺县 さがけん 佐贺市 さがし

长崎县 ながさきけん 长崎市 ながさきし

熊本县 くまもとけん 熊本市 くまもとし

大分县 おおいたけん 大分市 おおいたし

宫崎县 みやざきけん 宫崎市 みやざきし

鹿儿岛县 かごしまけん 鹿儿岛市 かごしまし

冲绳县 おきなわけん 那霸市 なはし

思考题:

1. 简述日本的气候特点。

2. 简述日本的地形特点。

主要参考文献:

1. 998 年国土厅长官官房总务课《国土统计要览》。

2. 2000 年国土交通省国土地理院《全国都道府县市町区别面

积调查》。

3. 1998 年日本国土厅交通省河川局水政课《河川管理统计》。

4. 2000 年日本国势调查。

5. 998 年日本国土厅长官官房总务课《国土统计要览》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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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 / / www. stat. go. jp /data / guide / index

6. 2000 年日本国土交通省国土地理院《全国都道府县市町区

别面 积 调 查 》http: / / www. gsi. go. jp / MAP / MENCHO /

200204 /ichiran. htm

7. 1998 年日本国土厅交通省河川局水政课《河川管理统计》

http: / /www. emecs. or. jp /01cd-rom / section1 /toukei

8. 2000 年日本国势调查 http: / / www. stat. go. jp /data / kokusei /

9. 中日通网站: www. cnjp-trade.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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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日本历史

日本拥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文化。

关于日本历史的分期, 观点多种多样, 日本的教科书一般采用

如下的分期:

原始社会: 绳纹时代( 新石器时代) 。

古代社会: 包括小国林立的弥生时代、形成古代国家的古坟时

代、飞鸟时代、确立律令制国家的奈良时代、以摄关政治、院政为特

点的平安时代。

中世社会: 包括实行幕府执权统治的镰仓时代、形成守护大名

的室町时代( 其前期与南北朝时代并存, 后期与大名割据的战国

时代并存) 、完成全国统一的安土桃山时代。

近世社会: 即确立了幕藩体制的江户时代。

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从明治维新到现在。

第一节 原始社会( 绳纹时代)

距今约 1 万年前, 日本进入新石器时代。在新石器时代的遗

迹中, 有大量的陶器出土, 这种陶器的外部都有草绳样花纹, 因而

叫绳纹陶器。与之相应的时代, 就叫绳纹文化时代。这一文化持

续了数千年, 直到公元前 4 ～前 3 世纪。

绳纹陶器丰富多彩, 广泛分布于南起冲绳本岛, 北至北海道的

日本全境, 而西日本出土较少, 东日本, 特别是关东、东北地区出土

较多。它主要用来盛食物和水。

绳纹文化时代的经济主要是下海捕捞和陆地、山野上的狩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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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人们逐渐开始由迁徙向定居生活转变, 从以前居住的自然

洞穴向竖穴式住居转变。所谓竖穴式住居, 就是在地上挖一深数

十厘米的方形或圆形、椭圆形的坑穴, 竖数根木柱, 上铺树枝或茅

草而成。早期的竖穴较小, 里面没有炉灶, 中期以后在穴中央有炉

灶。

多个竖穴集成村落, 座落在靠近河海、日照好的台地, 其中心

有一供祭祀和分配猎物的广场。整个村落呈圆形或马蹄形分布。

居于竖穴的绳纹人生活环境极其艰苦, 平均寿命在 20 ～30 岁左

右。

绳纹人过着原始共产制的生活。他们共同抵御恶劣的自然环

境。他们抱有万物有灵的信仰, 盛行生殖崇拜和太阳崇拜。

成书于公元前 5 至前 3 世纪的地理学著作《禹贡》将当时的

日本称为“岛夷”
①

, 云“岛夷皮服”,“岛夷卉服”, 是中国古代先民

关于日本列岛的最初的认识。

第二节 古代社会

一、弥生时代

自公元前 3 ～前 2 世纪, 日本出现了比绳纹陶器更为进步的

新式陶器。因首先被发现于东京都文京区的弥生町, 故命名为弥

生陶器。这一时代就叫弥生文化时代。它一直延续到公元 3 世

纪前后。

弥生文化始于九州北部。中期以后的陶器与中国和朝鲜的陶

器有许多相似之处。

弥生文化时代除弥生陶器外, 由中国传入的水稻被广泛种植。

铁器、青铜器及其铸造技术也相继由大批的中国人、朝鲜人带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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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弥生人的经济生活仍以渔猎、采集为主, 但随着农业生产的发

展, 他们的生活结构逐渐发生巨大的变化。一开始他们采用直播

的方法, 将稻种直接撒向稻田, 后来, 在与大陆来的新移民的融合

中学会了插秧, 并深埋杂草作肥料, 使水稻产量大大提高。公元前

后, 在九州北部的部分地区和大和平原, 农业已居主要地位。

他们用石镰和铁制工具收割成熟的稻穗, 储藏在干栏式的仓

库里。

农业的发展使西日本 ( 九州、濑户内、近畿地区 ) 的生产力大

大高于东日本( 中央高地、关东、东北地区) , 曾因狩猎文化而发达

的东日本逐渐将优势让位于农耕发达的西日本。农业的发展使劳

动力多的家庭渐渐趋于优势, 劳动产品开始有了剩余, 产生了独自

占有的私有财产。

农业生活使过去的那种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社会逐渐解体,

逐渐转变为以土地为联系纽带的农村公社部落。男子在耕作, 尤

其是在保卫水源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在部落内的地位

也随之上升。男子作为战斗的指挥者, 逐渐成为部落的领袖———

酋长。于是父系社会形态逐步代替了母系社会形态。

在弥生文化的金属器中, 铁器被广泛用于制造武器和生产工

具, 如铁斧、刀、锄头、镰、箭头、铁戈等。青铜器被制成剑、戈等武

器, 但它们不是用于战斗, 而是用于氏族、部落中的宗教仪式。

二、“汉委奴国王”与“亲魏倭王”

1784 年, 在九州的志贺岛发现一枚刻有“汉委奴国王”文字的

金印, 据《后汉书·光武纪·东夷传》记载, 委奴国王向光武帝朝

贡, 光武帝授予印绶。如果这枚金印确是真品的话, 正好同史书记

载相吻合。

51



据中国史书《魏志·倭人传》记载, 2 ～3 世纪, 日本有一个部

落国———邪马台国, 239 年, 卑弥呼遣使赴魏朝贡, 魏明帝封卑弥

呼为“亲魏倭王”。

三、大和王权

1. 大和国家的统一

478 年倭王武致宋顺帝的表文中写道:“自昔祖祢, 躬擐甲胄,

跋涉山川, 不遑宁处, 东征毛人五十五国, 西服众夷六十六国, 渡平

海北九十五国。”《宋书·倭国传》这段史料中的数字或许不够准

确, 但它反映了倭王武的祖先所进行的统一战争。他们在大和地

区( 今畿内地区) 建立了强大的政权, 成为各国( 部落国家 ) 王的盟

主———大王。

5 世纪起将近 1 个世纪, 被称为倭五王时代。五王是赞( 仁德

天皇
②

) 、珍( 赞之弟, 反正天皇 ) 、济( 允恭天皇 ) 、兴 ( 安康天皇) 、

武( 雄略天皇) 。他们先后 13 次向东晋、宋、梁各朝遣使朝贡, 请

求册封。

2. 古坟文化

从 3 世纪末、4 世纪初到六七世纪, 日本各地出现了山丘状的

巨大坟墓, 叫做古坟, 这个建造古坟的时期也叫古坟时代。它分为

前期( 三四世纪) 、中期( 5 世纪) 、后期( 六七世纪) 。

前期古坟多为前方后圆坟, 这是日本特有的墓式, 此外还有圆

坟、上圆下方坟、方坟、前方后方坟等。坟丘表面围有埴轮
③

, 有的

古坟内有安放木棺或石棺的竖穴式石室, 有的为黏土椁
④
。

各地的前期古坟形制和随葬品基本相同。随葬品除了铁制武

器、农具和石制品等一般用品外, 主要是镜、玉、剑等祭祀用品
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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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的古坟集中在大和地区( 今畿内地区) 。由此推断, 大和地区

的王是各国王的盟主———大王。大王所建立的大和王权是一个政

治联合体。

古坟时代中期, 出现了如应神陵、仁德陵那样的巨大古坟, 说

明大和政权的权势的巨大。但与此同时, 在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与

大王陵规模相当的前方后圆坟, 说明各国的王虽然服从大和王权,

但在本地区也拥有强大的实力。

古坟时代后期, 由于受大陆墓制的影响, 横穴式石室开始取代

竖穴式石室。这个时期古坟数量急剧增加, 但规模变小, 说明各地

的豪族势力增强。

3. 大陆文化的传入

这一时期有大批海外移民 ( 旧称“归化人”, 现在学术界一般

称之为“渡来人”) 来到日本, 带来中国和朝鲜的先进文化。他们

带来许多先进的技术, 如铁制武器、农具、工具的打造, 须惠器
⑥
的

制作, 养蚕, 丝绸等高级纺织品的纺织, 养马等。大和政权将这些

渡来人按技术分工编成锻冶部、陶部、锦织部等, 让他们从事专业

生产。

日本没有文字。渡来人带来了汉字。那些有知识、懂汉字的

渡来人被编为史部, 负责国家事件的记录和外交文书的书写, 因而

他们对大和王权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随着文字的传入, 儒学、道教、佛教等高度发达的学说、宗教也

传入了日本。

4. 氏姓制度

随着大和王权的确立, 形成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形式,

即氏姓制度。

氏是由有势力的豪族组成的社会统治集团, 其中既有与豪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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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有血缘关系的人, 也包括与该家族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氏的

首领叫氏上, 一般成员叫氏人。氏上拥有从属于自己的部民 ( 在

各品部从事劳动的人) 和奴婢。苏我、物部、大伴等都是很有势力

的氏。

姓是大王赐予氏上的、表示身份地位尊卑的称号。有君、臣、

连、公、直、史、村主、稻置等姓。臣、连姓中最有权势的氏上被称为

大臣、大连, 辅佐大王, 处理朝政。

氏、姓都是世袭的。

负责朝廷祭祀、军事等各项事务及掌管各品部的官员叫伴造。

地方实行国县制, 大和朝廷在征服各地方的王之后, 任命他们为国

造, 地域狭小的任命为县主。这些国造和县主要向朝廷缴纳贡物,

要派遣自己的子弟去朝廷做警卫( 称作舍人) 。

四、律令国家的建立

1. 推古朝与圣德太子改革

6 世纪末, 苏我氏团结渡来人打败了物部氏, 掌握了朝廷的大

权。592 年, 大臣苏我马子暗杀了反对自己意见的崇峻天皇, 拥立

与自己有很深的血缘关系的女皇推古天皇, 翌年任命推古天皇的

外甥圣德太子为摄政, 自己独揽朝纲。

圣德太子也试图学习中国, 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

国家, 为此他实行了一系列改革。

603 年, 他依据儒家的理念, 制定了冠位十二阶, 规定冠位品

级为德、仁、礼、信、义、智 6 种, 每种又分大小, 构成 12 品级。冠位

要根据个人的才能和功绩授予, 不能世袭, 从而打破了以往的氏姓

制度。

604 年, 他制定了“十七条宪法”。宪法的内容多出自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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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等诸子百家以及佛教思想, 采取道德训诫的形式, 向官吏提出行

为准则, 目的是确立以天皇为君主的国家秩序、君臣关系。

此外, 从 600 年起, 他还积极派遣以使臣为首的学习团去隋朝

进行外交活动和学习
⑦
。

2. 大化革新

圣德太子、苏我马子、推古天皇死后, 苏我马子之子苏我虾夷、

孙子苏我入鹿权倾朝野。苏我虾夷杀死山背大兄王( 圣德太子之

子) 一族, 实行专制统治。

这时, 赴中国学习的留学生、留学僧回国, 要求仿照唐朝实行

变革, 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645 年, 中大兄皇子发

动宫廷政变, 剿灭了苏我虾夷和苏我入鹿。他拥立孝德天皇, 自立

为皇太子主政, 任命中臣镰足为内臣, 任命从唐归来的僧人竁和百

济系渡来人高向玄理为国博士。他仿照中国, 制定了日本第一个

年号———“大化”。

646 年正月, 发布革新诏书, 内容包括: 废除部民制, 变私地、

私民为公地、公民; 划定行政区划; 整顿军事、交通; 实行中央集权

制; 建立户籍, 实行班田收授法
⑧

; 实行租庸调制。

3. 白村江战役

中大兄皇子对内加强中央集权, 对外则采取靠拢百济、高句

丽, 与新罗和唐对抗的政策。660 年, 百济受到新罗和唐军队的进

攻, 濒于灭亡, 向日本求援。中大兄皇子派军队支援, 663 年在白

村江被新罗和唐的军队打败。从此日本丧失了对朝鲜半岛的影响

力。

为了抑制白村江战役失败给日本朝野带来的震撼, 中大兄皇

子和中臣镰足突然迁都近江, 继续推动革新进程。668 年, 中大兄

皇子即位, 成为天智天皇。据说他制定了《近江令》, 但因为没有

91



流传下来, 所以是真是假, 尚无定论。

4. 壬申之乱与八色之姓

天智天皇去世, 其子大友皇子与天皇之弟大海人皇子的矛盾

激化。大海人皇子逃到吉野, 并于 672 年举兵, 大友皇子兵败自

杀, 史称“壬申之乱”。

673 年, 大海人皇子即位, 是为天武天皇。他为了加强皇权,

实行皇亲政治, 不任命一位大臣, 完全依靠皇后、皇子来进行统治。

为了重新确立皇族和各方豪族的身份秩序, 整顿官阶制度和官吏

升迁制度, 他制定了八色之姓
⑨
。

天武天皇去世, 皇后即位, 是为持统天皇。她实施《飞鸟净御

原令》, 继续进行班田收授法等的改革。

5.《大宝律令》

701 年, 刑部亲王、藤原不比等等人受命编撰的《大宝律令》宣

告完成, 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部律、令完备的法典。律, 相当于刑

罚; 令, 相当于行政法、民法、诉讼法。

根据律令官制, 中央设负责国家祭祀的神祇官和处理一般政

务的太政官。太政官下设八省
⑩
。全国行政区分为畿内

�11
和七

道
�12

, 下设国、郡、里, 分别任命国司、郡司、里长。特殊地区设京

职、摄津职、大宰府
�13
。

在军事上, 中央建立拱卫京城的常备军———五卫府, 地方上建

立军团, 负责训练。

在司法方面, 规定了刑罚
�14
和八虐

�15
重罪。

718 年( 养老 2 年) , 又修成了《养老律令》, 它是《大宝律令》

的修改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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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奈良时代( 710 ～793)

1. 平城京

710 年, 元明天皇迁都平城京。平城京位于奈良盆地的北部,

这一时期因此被称作奈良时代。

平城京是仿唐都城长安建造的, 东西 4. 2 公里, 南北 4. 8 公

里, 用条坊制分割成 9 条 8 坊, 南北向的朱雀大道将京城分成左

京、右京, 都城北部的中央为皇宫大内。城内除了贵族、官吏的宅

邸, 还有元兴寺、药师寺等许多从飞鸟迁来的寺院。

朝廷修建了四通八达的驿道, 将畿内与七道连接起来。

朝廷还四处用兵, 征伐东北地区的虾夷, 在日本海一侧建出羽

国, 在太平洋一侧建多贺城; 征服了九州南部的隼人, 建萨摩国、大

隅国。

2. 庄园的产生

繁重的庸调和劳役使农民逃亡, 再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 使大

量的土地荒芜。为鼓励垦殖, 政府于 722 年颁布《三世一身法》,

规定凡是新开垦的沟渠、土地可泽及三代, 不仅归自己所有, 还可

归子孙所有, 而利用原有的沟渠开垦的土地, 开垦者可使用一生。

但这一法令没有达到政府预期的目的, 因为田地在收公期限

临近时, 又撂荒了。于是政府于 743 年颁布《垦田永年私财法》,

规定根据身份, 可以将一定数量的开垦土地私有化, 永不归公。

该法令颁布以后, 寺院、神社以及中央的贵族与地方豪族相互

勾结, 招集附近的农民和那些离开原籍的流民进行大规模的开垦,

并出租给他们, 收取地租。这些开垦的土地就成为庄园
�16
。

庄园的产生动摇了律令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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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朝廷的斗争

藤原镰足
�17
之子不比等为律令制的确立做出了巨大贡献, 同

时由于与皇室关系密切而巩固了藤原氏的基础。

不比等死后, 左大臣长屋王掌握实权。不比等的 4 个儿子想

立自己的同胞光明子为圣武天皇的皇后, 但遭到左大臣长屋王的

反对。729 年, 藤原氏设计迫使长屋王自杀, 立光明子为皇后, 从

而掌握了政权。

737 年, 不比等的 4 个儿子因患天花而相继死去。皇族出身

的橘诸兄掌握实权, 重用自唐归来的僧人玄昉、吉备真备等人, 遭

到藤原氏的反对。740 年, 藤原广嗣在大宰府发动叛乱, 不久被镇

压。

面对叛乱、饥馑等带来的社会动荡, 圣武天皇想借助佛教来缓

和社会矛盾。741 年, 下诏在各国建国分寺和国分尼寺, 并令各寺

诵读《金光明最胜王经》等护国经典。743 年下诏造卢舍那大佛,

752 年完成。

其后藤原仲麻吕( 惠美押胜) 得势, 但不久就因孝谦上皇宠信

僧人道镜而失势, 于 764 年发动叛乱, 旋即失败。道镜先被任命为

太政大臣禅师, 后又被任命为法王。但他得寸进尺, 想篡夺帝位,

未逞。770 年称德天皇去世, 道镜失势, 被流放。

六、平安时代( 794 ～1191 )

1. 迁都平安京

为了摆脱强大的寺院势力, 桓武天皇于 784 年迁都长冈京, 继

而于 794 年又迁都平安京。

平安京即京都, 直到明治维新为止一直是日本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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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武天皇欲重振律令政治。他设勘解由使
�18
一职, 以监督国

司, 推动班田收授; 废除征兵制和军团制, 实行健儿制, 即从郡司等

子弟中挑选弓马娴熟者为健儿, 来守卫国府等地。

自 789 年起, 桓武天皇 3 次征讨虾夷。第 3 次征讨时, 坂上田

村麻吕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 率军北征, 将镇守府从多贺城北移至

胆泽城。

嵯峨天皇根据现实情况对律令制做了较大的修正, 设置了

“藏人头
�19
”和“检非违使

�20
”。这两个官职都是律令中没有的, 故

称作“令外官”。

他还制定了《弘仁格式》。格是对律令进行修改补充的部分,

式是实施细则。后来又有《贞观格式》( 869 年 ) 和《延喜格式》, 并

称为三代格式。

2. 摄关政治

在奈良末期僧侣政权垮台之后, 贵族势力迅速恢复, 曾在大化

革新中做出重要贡献的藤原氏又得到天皇的恩宠, 势力越来越大。

9 世纪初, 在藤原冬嗣被任命为藏人头之后, 立即将女儿送进宫中

做了皇太子妃, 并生有一子, 即后来的文德天皇。冬嗣之子良房如

法炮制, 也将女儿送进宫中, 从而成为清和天皇的外祖父。

文德天皇即位后, 藤原良房作为天皇的外戚, 登上太政大臣之

位。9 岁的清和天皇即位后, 他以外祖父的身分主政。866 年应天

门之变, 他流放了大纳言伴善男, 正式就任摄政一职, 成为日本史

上第一个皇族以外的摄政。

其后, 藤原良房的养子藤原基经任太政大臣, 总揽朝纲。887

年, 宇多天皇即位时下诏:“其万机巨细, 己统百官, 皆先关白太政

大臣, 然后奏下。”从此开始了摄关政治。“关白”一词出自《汉

书》, 是“禀报”的意思, 在日本不久变成官职的名称。外戚在天皇

年幼时辅佐天皇叫摄政, 天皇成年后辅佐天皇叫关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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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延喜天历之治”

藤原基经死后, 醍醐、村上两天皇在位的大约 70 年时间里

( 898 ～967) 没有任命摄政和关白。醍醐天皇发布了《庄园整理

令》, 完成了《延喜格式》。两天皇试图整饬吏制, 厉行班田制, 维

护律令制度, 被誉为“延喜天历之治”。但实效不大, 因为这时班

田制已被破坏, 律令制已经丧失了基础, 走向崩溃。

969 年安和之变, 左大臣源高明被迫下台, 藤原氏重掌政权,

继续实行摄关政治。其中藤原赖通作为 3 代天皇的外戚, 做摄政、

关白近 50 年, 使藤原氏的势力达到鼎盛时期。

4. 庄园制的确立

班田制崩溃以后, 各地一片混乱。有些农民逐步将租种的口

分田和自己开垦的土地变成私有土地, 并冠以自家名姓, 这叫名

田, 名田的所有者叫名主。有势力的名主雇用农民和流民大规模

开垦土地, 成为“开发领主”。他们在开发新的土地、使用沟渠时,

经常与国衙发生争执。

开发领主为了与当地掌握实权的国司抗衡, 就将自己的土地

进献( 寄进) 给中央有权势的人, 自己作为庄官, 掌握实权。中央

有权势的人叫做领家, 是名义上的庄园领主, 接受庄官的年贡, 做

庄官的后台。如果领家自以为不能与国司抗衡时, 他就把自己的

年贡的一部分进献( 寄进) 给皇室或大贵族、大寺社, 依靠他们的

权势来保护庄园的安全。这些皇室或大贵族、大寺社等名义上的

领主叫本家。这种“庄官→领家→本家”层层进献的庄园就叫“寄

进式庄园”, 自 11 世纪中叶起, 这种庄园遍及各地。

庄园一开始是不免除租税的, 但不久, 有的庄园就依赖中央的

靠山, 得到了免除租税( 不输) 的特权。但是得到不输特权的只限

于此前已开垦的耕地, 其后开垦的耕地仍要缴纳租税。政府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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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租税, 特命国衙派遣“检田使”下去调查。于是那些庄园又依

靠中央的靠山取得了拒绝检田使进入庄园 ( 不入) 的特权。到 12

世纪, 这种不入权扩大到拒绝国衙警察权的介入, 从而确立了庄园

制。

5. 武士团的产生

为了保护自己, 防备盗贼, 开发领主开始在自己土地的重要地

方筑土垒, 挖壕沟, 并把自家的子弟以及周围的年轻人组织起来,

操练弓马。这些练武之人就叫武士, 所组织的武士集团就是武士

团。

庄园领主与这些武士结成主从关系, 利用他们的武力保护庄

园。国司为了维持当地治安, 也给与他们检非违使、追捕使、押领

使
�21
的地位。有的武士被召到京都, 或警卫皇宫, 或充当中央贵族

和寺社的警卫。

由于藤原氏专权, 有些在中央不得志的贵族任地方官期满后,

不再回京, 而是与当地豪族勾结, 掌握了地方实权, 组织起自己的

武士团。桓武平氏和清和源氏就是其中的代表。

平氏是桓武天皇的后裔, 被降为臣籍, 赐姓平, 赴任上总, 后来

在关东扩充势力。源氏是清和天皇的子孙, 被降为臣籍, 赐姓源,

赴任摄津, 后来在摄津、河内等地发展势力。

承平 5 年( 935) , 平将门发动叛乱, 自称新皇, 940 年被平贞盛

和藤原秀乡平息。天庆 2 年( 939) , 藤原纯友叛乱, 被清和源氏的

源经基剿灭。这 2 次叛乱被称为承平天庆之乱。政府没有力量镇

压这 2 次叛乱, 只能借助于地方上的武士团。

6. 源氏的崛起

源满仲在摄津发展了势力, 其子赖光、赖信担当摄关家族藤原

氏的警卫, 加强了与贵族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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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赖信受命于朝廷, 平定了房总地区的平忠常之乱 ( 1028 ～

1031) , 取代了平氏在关东的势力。

源赖信之子赖义和孙子义家在陆奥豪族安倍氏叛乱时率关东

的武士团出征, 在出羽豪族清原氏的支援下剿灭了安倍氏。其后,

又平息了清原氏内部的争斗。

在这些战斗中, 源氏与关东武士团结成了主从关系。

7. 院政( 1086 ～1179 )

1068 年, 后三条天皇即位, 他是 170 年以来第 1 位没有藤原

氏外戚背景的天皇。他为了抑制藤原氏的势力, 刷新政治, 采取了

一系列改革措施, 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1073 年, 白河天皇即位。为了摆脱藤原氏势力的控制, 他于

1086 年退位, 以太上皇的资格在院中听政。从此又经鸟羽、后白

河两上皇, 直至 1179 年, 是日本史上的院政时期。这一时期, 摄

政、关白仍然存在, 但已是有名无实了。

行使院政的场所叫院厅。白河天皇重用身份较低而有能力的

人, 并把武士团, 主要是失势于关东又复兴于伊势的平氏集团作为

自己的武力后盾。上皇颁布的诏令叫院宣, 其效力高过天皇的诏

敕。

8. 保元平治之乱

保元元年( 1156 ) , 上皇与天皇之间的矛盾爆发了。以崇德上

皇、左大臣藤原赖长、源为义为一方, 以其弟后白河天皇、源义朝、

平清盛等为另一方, 展开了激战。结果崇德上皇被打败。是为保

元之乱。

乱后, 源义朝与平清盛发生对立。平治元年 ( 1159 ) 双方举

兵, 结果源义朝战败而亡, 其子源赖朝被流放到伊豆。是为平治之

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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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元平治之乱为平氏掌权铺平了道路。1167 年, 平清盛成为

太政大臣, 开始了平氏一族的荣华。

9. 源平之争

1178 年, 3 岁的安德天皇即位, 平清盛以外祖父的身分掌握了

朝廷的权力, 确立了平氏政权。

1180 年, 源赖政举兵反对平氏, 用以仁王 ( 后白河天皇的皇

子) 的令旨号令各地的武士团, 伊豆的源赖朝、木曾的源义仲立刻

起兵响应。1181 年平清盛病死。1183 年源义仲攻进京城。与源

义仲不和的后白河法皇
�22
催促源赖朝进京。源赖朝派源义经进

京, 灭了源义仲。1185 年, 源氏在长门的坛浦全歼了平氏。

第三节 中世社会

一、镰仓时代 ( 1192 ～1333)

1. 镰仓幕府

源赖朝在 1180 年的石桥山战役中败北, 逃回安房。不久, 他

重整兵马, 率关东的大武士团进驻镰仓。平氏灭亡后, 他迫使朝廷

给与他向各国派守护、向国衙领地和庄园派地头和征收军粮的权

限, 从而为幕府势力向全国扩张创造了机会。

源赖朝通过保证随他出征的武士对自己的领地拥有所有权,

保证给与有战功者新的领地, 与武士结成主从关系, 使他们成为自

己的家臣“御家人”, 并设负责统帅御家人和军事、警察事务的机

构“侍所”。它和此前设置的负责一般政务和财政的“政所”、负责

诉讼事务的“问注所”一起构成了幕府的组织机构。1192 年, 他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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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为征夷大将军, 镰仓幕府正式形成。

1199 年, 源赖朝去世, 其子赖家、实朝虽然相继成为将军, 但

因缺乏经验, 没有威信, 难以孚众, 致使御家人之间发生冲突, 幕府

面临危机。源赖朝妻子政子的父亲北条时政趁机掌握了幕府实

权, 开始了执权政治
�23
。

承久 3 年( 1221 ) , 不愿失去权力的朝廷在后鸟羽上皇的领导

下发动了倒幕战争, 但仅 1 个月就失败了。是为承久之乱。

幕府胜利后, 在京都设六波罗探题, 负责警备京都、监视朝廷、

统辖关西。幕府将没收来的公卿的土地分给御家人, 使幕府势力

扩大到全国。

贞永元年( 1232 ) , 幕府颁布第一部武家的法典《御成败式目》

( 也叫《贞永式目》) , 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御家人对土地的所有

权, 从而巩固了封建武士阶级的统治。

2.“元寇”与镰仓幕府的灭亡

忽必烈在征服南宋的同时, 通过高丽使者向日本下国书, 要求

日本朝贡。幕府采取了强硬的方针, 对国书不予理睬。

文永 11 年( 1274) 冬, 元军、高丽军攻袭对马、壹岐, 在博多湾

登陆, 利用集团战术和新式兵器取得战役优势。但夜晚的台风使

元军舰船损失惨重, 不得不退兵。是为文永之役。

弘安 4 年( 1281) 夏, 元军率南宋军队进袭北九州, 遭到抵抗。

晚上又遭受暴风雨的侵袭, 损失惨重。幕府军队趁势反击, 元军溃

败。是为弘安之役。

这两次入侵的元军被叫做元寇。

这两次战役结束之后, 幕府没能对御家人进行封赏, 引起御家

人的不满, 失去了对幕府的信任。为巩固其统治, 幕府更加专制,

加剧了幕府内部御家人之间的矛盾。1333 年, 最具实力的御家人

足利尊氏倒向后醍醐天皇, 剿灭六波罗探题, 新田义贞攻下镰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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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条高时自杀, 镰仓幕府灭亡。

二、室町时代 ( 1333 ～1573)

1. 南北朝

镰仓幕府灭亡以后, 后醍醐天皇回京亲政, 翌年改元建武, 开

始所谓“建武新政”。但天皇恩赏不公, 大兴土木修皇宫又增加了

地头的负担, 因而引起武士的不满。

北条氏余党乘机作乱, 1335 年, 北条高时之子时行攻下镰仓。

试图重振武家政治的足利尊氏率军打败了时行, 然后又集合对新

政不满的武士反对后醍醐天皇。

足利尊氏攻入京都, 拥立光明天皇。而逃到吉野的后醍醐天

皇宣称自己的正统地位。从而形成北朝 ( 京都) 和南朝( 吉野 ) 对

立的时代。北朝得到以足利尊氏为首的武士的支持。南朝得到公

卿们的支持。

2. 室町幕府的成立

1338 年, 足利尊氏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 在京都开室町幕府。

地方上, 守护将所辖的国视为自己的个人领地, 他们的权力比

镰仓幕府时期还大, 成为守护大名。

第 3 代将军足利义满统治时期是足利幕府最强盛的时期。

1392 年, 足利义满迫使南朝的天皇退位, 尊北朝的天皇为正朔, 实

现了南北朝的统一。

然而, 幕府与守护大名之间的矛盾却日益加剧。幕府为了巩

固自己的统治, 不断地征伐守护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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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倭寇”和勘合贸易

“元寇”以后, 日中邦交没有恢复, 但民间贸易从未中断。13

世纪以后, 九州沿岸和濑户内海沿岸的一些武士和渔民到朝鲜和

中国沿海, 或进行武装贸易, 谈不拢就行劫掠之事; 或组织海盗集

团, 大肆烧杀抢掠。中国和朝鲜称其为“倭寇”。倭寇活动持续了

300 余年。

1401 年, 足利义满向明派遣了贸易船, 明承认他为日本国王,

双方开始了勘合贸易。第 4 代将军足利义持时中断, 但第 6 代将

军足利义教又重开勘合贸易。

4.“土一揆”

室町时代农民在幕府、守护、庄园领主、高利贷者等的层层盘

剥下, 负担异常沉重。他们不断地发动起义 ( 土一揆) 。正长元年

( 1428 ) , 近江的马帮(“马借”) 要求幕府实施德政, 随即京都周围

的农民起来响应。起义者袭击酒坊、土仓、寺院, 烧毁契据, 夺回抵

押品, 迫使统治者发布“德政令”。是为正长起义。

据统计, 从 1428 年到 1466 年, 共发生起义 35 起, 大多以京

都、奈良地区为中心。

5. 应仁之乱

在农民起义频发的情况下, 幕府与守护大名之间、守护大名与

守护大名之间、守护大名内部也是矛盾重重, 内讧不断。

15 世纪中叶, 幕府实权落在细川胜元和山名持丰手中。这

时, 围绕由谁继承将军之职的问题, 两人发生对立, 应仁元年

( 1467 ) , 双方发生冲突, 引发应仁之乱。几乎全国三分之二以上

的守护大名卷入了这场战争, 他们分成两派, 在全国混战, 历时 11

年之久。后来由于各大名领国内起义不断、家臣叛乱等事件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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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名们不得不纷纷撤兵, 才使战争基本结束。

应仁之乱后, 各地起义仍然不断。1485 年, 山城国农民和国

人( 即在乡武士领主) 发动起义, 并在南山城实行自治, 8 年后被镇

压。是为山城起义(“山城国一揆”) 。各地还爆发了一向宗( 净土

真宗) 信徒的起义。其中 1488 年的加贺一向宗起义( 即“加贺一

向一揆”) 最为著名, 他们推翻了守护大名的统治, 实行自治, 到

1580 年被镇压, 坚持了近 1 个世纪。

6. 战国大名

应仁之乱后, 幕府权力更加削弱, 将军的威令不出山城一国,

而且实权还在细川氏手中。16 世纪, 细川氏家族内发生内讧, 家

臣三好氏夺取了实权, 继而三好氏又为家臣松永氏所杀。这种家

臣犯上作乱的事件在守护大名的领国内不断发生, 形成一股所谓

“下克上”的风潮。“下克上”的风潮在应仁之乱时达到高潮, 使全

国进入群雄割据的局面。从应仁之乱到室町幕府灭亡的这段时期

就是战国时代。

一些守护大名、一些取代守护大名的家臣以及一些地方国人

成为有实力的统治者, 他们雄据一方, 互相征伐, 形成新的大名, 即

战国大名。

三、战国时代 ( 1467 ～1573)

1. 基督教的传入

1543 年, 一艘开往中国宁波的葡萄牙船因暴风雨漂流到九州

的种子岛, 这是日本人第一次与欧洲人接触。此后, 步枪传了进

来, 使使用刀剑等冷兵器的战术发生了改变。继而在九州开始了

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的所谓南蛮贸易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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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9 年, 西班牙的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来到鹿儿岛, 开

始传播基督教( 天主教) 。大名中也有接受洗礼、皈依天主的, 被

称为基督大名。

2. 织丰政权的建立

1568 年, 尾张大名织田信长攻进京都, 掌握了中央政权, 开始

了全国统一之路。历经多次战役, 他占据了近畿和中部地区的大

部。

1582 年, 织田信长在本能寺遭到家臣明智光秀的袭击, 被迫

自杀( 本能寺之变) 。

家臣羽柴秀吉击败明智光秀, 剪除异己, 确立了织田信长继承

人的地位, 被朝廷任命为关白、太政大臣, 赐姓丰臣。

1590 年, 丰臣秀吉消灭了北条氏, 统一了全国。

3. 丰臣秀吉的内外政策

丰臣秀吉整修道路, 拆除关卡, 铸造货币, 承认工商业者的自

由经营, 以利于经济发展、城市繁荣。在农村, 1582 年进行了土地

调查( 太 检地
�25

) 。1588 年, 为防止农民造反, 发布《刀狩令》, 实

行兵农分离的政策, 没收民间的刀剑等。1591 年, 又发布《身分统

制令》, 严禁武士成为町人、农民或农民成为町人等, 确立了士农

工商的封建等级制。

丰臣秀吉为了商业利益, 对海外贸易采取积极的支持政策。

但当他征服九州后方知长崎已经成了耶稣会的领地, 遂驱除传教

士, 采取禁教方针。

丰臣秀吉为了实现其扩张领土的野心, 于文禄元年 ( 1592 ) 侵

入朝鲜半岛。在朝鲜军民以及明朝援军的强大反击下退兵。庆长

2 年( 1597) , 他又一次出兵朝鲜。翌年, 秀吉死, 退兵。这 2 次战

争被称作“文禄庆长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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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近世社会( 1603 ～1867)

1. 江户幕府的建立

丰臣秀吉死后, 其子年幼, 德川家康掌握了实权。1600 年关

原之战, 德川家康打败了拥立丰臣之子的石田三成等人, 确立了对

全国的统治。1603 年, 德川家康被朝廷任命为征夷大将军, 在江

户开幕府, 史称江户幕府。从此时到明治维新之间的 260 年就是

江户时代。

2. 幕藩体制的形成

1615 年, 幕府发布《一国一城令》, 要求每个大名只能在其居

住地建一座城池, 其余全部拆毁。继而又制定了统制大名的基本

法《武家诸法度》, 为防止叛乱、维持治安制定了详细的规定, 如严

禁大名筑新城, 大名之间的联姻须得到幕府的许可等。1635 年,

第 3 代将军德川家光制定了“参觐交代”制度, 规定大名把妻子留

在江户, 大名要定期赴江户晋见将军等。将军将土地分给直属的

家臣和大名, 与他们形成封建的主从关系。拥有岁入在 1 万石以

上的领地的领主叫大名。根据与将军的亲疏关系, 将大名分为亲

藩、谱代、外样 3 种, 亲藩大名和谱代大名被设置在江户周围以及

全国的重要地区, 外样大名被置于远离江户的地方。大名的领地

叫做“藩”, 大名可以有自己的家臣, 在不违反幕府法律的前提下

可以订立自己的制度。但若违反了《武家诸法度》, 或没有子嗣继

承时, 幕府将实行“改易”( 没收领地 ) 、“减封”( 缩小领地) 、“转

封”( 变更领地) 等措施。

岁入不满 1 万石的家臣叫“旗本”、“御家人”, 居住在江户, 负

责幕府的军事、行政、警察等事务。高级旗本和大名一样, 被赐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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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 但下级旗本和御家人只有米和货币等俸禄。幕府组织中,

“老中”( 有时在其上临时设置“大老”) 负责政务, 由 4 到 5 名谱代

大名担任。“若年寄”辅佐老中, 主要负责旗本、御家人的政务。

此外还有三奉行, 寺社奉行负责管理寺院、神社的事务, 町奉行负

责江户的市政, 勘定奉行负责幕府的财政和直辖领地
�26
的行政。

江户时代进一步强化了“士农工商”四民的身分制度。在四

民之下又规定了“秽多”、“非人”的贱民身份。此外, 皇族、公卿贵

族、僧侣、神官等不在四民之列, 具有准武士的身分, 但对朝廷和寺

社也进行了全方位的管理和控制。1615 年幕府制定《禁中并公家

诸法度》, 对朝廷内部加以规范, 并设京都所司代一职监视朝廷,

使天皇虽保持传统的权威, 却失去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权力。同

一年, 幕府还制定了《寺院法度》, 确立各宗派本山统制末寺的制

度。

至此, 幕府完全确立了幕藩体制( 幕藩封建制) 。

3. 锁国

德川家康积极鼓励海外贸易, 并为贸易船发放许可证 (“朱印

状”) 。同时, 幕府对天主教传教采取默认的态度, 使信徒陡增。

但是, 天主教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教义及排斥异教、否定神

道、佛教的行为与幕藩等级制度及固有宗教信仰之间产生深刻的

矛盾。再加上英国、荷兰等新教国家的商人不断中伤西班牙和葡

萄牙, 说两国正利用教徒征服日本等等原因, 使幕府于 1612 年发

布了禁教令, 迫使信徒改宗, 毁坏教堂, 驱除传教士。

德川家光强化了禁教措施, 将与欧洲的贸易限定在平户、长崎

2 港进行, 并禁止西班牙船只入境。1633 年规定日本船只除了朱

印状, 还必须有老中发放的“奉书”, 否则严禁出海。1635 年, 又发

布禁令, 禁止一切日本船只出海, 禁止侨居外国的日本人回国。

严酷的禁教招致反抗, 1637 年爆发岛原起义。在九州岛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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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渔民在天草四郎时贞的率领下, 抗击幕府 12 万人的军队, 最

终兵败, 义军无论男女老幼全部被杀。

起义被镇压之后, 幕府为加强统治, 在村镇实行“寺请制度”,

将所有的人作为寺院的檀越分别固定在当地的寺院里, 由寺院掌

握他们的户籍。

1641 年, 幕府将荷兰商馆从平户移到长崎的出岛。至此, 彻

底完成了锁国。

4. 开国

1853 年, 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利率 4 艘军舰来到浦贺, 递

交了总统国书。翌年, 培利再来日本, 迫使幕府签订了《日美亲善

条约》, 规定开放下田、函馆港, 供给美国船只水、食品, 设领事, 救

助遇难船员, 给于美国最惠国待遇。其后, 英国、俄国、荷兰也与日

本签订了同样的条约。至此, 日本结束了 200 余年的锁国政策。

1856 年, 美国领事哈里斯要求签订通商条约。幕府派人去京

都, 要求得到天皇的敕许。由于主张攘夷的公卿的反对, 没能得到

敕许。1858 年, 井伊直弼就任大老, 与美国签订了不平等的《日美

修好通商条约》, 规定开放神奈川、长崎、新泻、兵库、江户、大阪,

自由贸易, 承认领事裁判权, 日本没有关税自主权, 不能自主改正

条约等。同年, 荷兰、俄国、英国、法国也与日本签订了同样的条

约。

5. 尊王攘夷

由于开国是被迫的, 伤害了民族自尊心, 许多藩士、浪人谴责

幕府, 主张尊王攘夷。长州藩与尊王攘夷的公卿联合, 又与萨摩

藩、土佐藩联合, 要求幕府攘夷。

1863 年, 攘夷运动达到高潮。5 月, 长州藩炮击通过下关海峡

的外国船只。7 月, 萨摩藩炮击为报复前一年的生麦事件
�27
而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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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儿岛的英国舰队( 萨英战争) 。

通过这次战争, 萨摩藩了解到西方的船坚炮利, 试图与英国接

近。萨摩藩和会津藩为了取得对政局的主导权, 与公武合体
�28
派

公卿联合。1863 年, 三条实美等 7 名尊王攘夷派公卿被流放, 撤

除了长州藩的宫门警备。长州藩为恢复在朝廷的势力, 1864 年起

兵与萨摩、会津开战, 被打败( 禁门之变) 。幕府也立刻发兵征伐

长州。最后长州以保守派执掌藩政, 向幕府谢罪而告终, 史称“第

一次征长战争”。

6. 戊辰战争

萨英战争之后, 在萨摩藩, 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下级武士

掌握了实权, 变公武合体方针为讨幕。在长州藩, 高杉晋作、木户

孝允等认为攘夷是不可能的, 需要建立能与列国抗衡的统一政权。

高杉组织了奇兵队, 1865 年从保守派手里夺取藩政实权, 改尊王

攘夷为开国讨幕。

对于反对幕府的长州藩, 1865 年, 幕府再次下令征伐长州( 第

二次征长战争) 。但第二年, 西乡隆盛与木户孝允建立萨长同盟。

因为幕府军厌战, 将军德川家茂病死, 征长战争中止。德川庆喜就

任第 15 代将军, 试图重振幕府政治。萨摩、长州等讨幕势力与公

卿岩仓具视等联合, 准备讨幕。1867 年 10 月, 幕府请求将大政奉

还给朝廷, 得到许可。但同时讨幕派也得到了天皇的讨幕密旨。

12 月, 朝廷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 宣布建立以天皇为核心

的新政府。1868 年 1 月, 反对朝廷命令的幕府军从大阪向京都进

军, 在鸟羽伏见战役中失败。逃到江户的庆喜面对新政府的东征

军, 于 4 月开城投降。

幕府余部组织多次反抗, 都被打败。

至此, 历时 1 年半的内战结束, 史称“戊辰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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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近现代

一、明治维新

1. 明治维新

明治元年( 1868) 3 月, 天皇发布“五条誓文”, 表明了新政府

的基本方针, 即广兴会议, 万事决于公论; 上下一心, 盛行经纶; 官

武庶民, 各遂其志; 破除陋习, 基于天地之公道; 求知识于世界, 大

振皇基。

翌年, 明治天皇迁都东京。新政府为了富国强兵, 在政治、军

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实施了一系列维新改革, 即“明治维新”。

政治方面的举措有:

( 1) 公布《政体书》, 定官制, 恢复太政官一职, 总揽国政, 以期

恢复中央集权。

( 2) 废藩置县, 废除全国的藩, 改设府、县, 由中央任命府、县

知事, 并让旧藩主移居东京, 解散旧藩兵。

( 3 ) 士农工商四民平等, 平民可以拥有姓氏, 可以自由转换职

业, 可与武士等通婚。废除“秽多”、“非人”等称谓。

( 4) 实行“秩禄处分”, 削减武士阶级的俸禄, 彻底消灭武士阶

级。

在军事方面, 为了建立常备军, 发布《征兵令》, 要求 20 岁以

上的服 3 年兵役。并建立军校, 建立近代警察制度。

在经济方面, 实行土地改革, 解除农民与地主的依附关系, 自

由买卖土地; 改革地租, 将课税方式由收获量改为地价, 将缴纳实

物地租改为缴纳现金, 税率无论丰欠, 一律是地价的三分之一,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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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所有者就是纳税者; 实施殖产兴业政策, 从 1870 年到 1885 年大

约 15 年时间, 设立工部省、内务省, 大办国营企业, 扶植私营企业,

引进技术, 培养人才, 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以使日本从一个封

建国家迅速成为一个近代资本主义国家。

文化方面, 倡导政教合一, 宣布神道为国教, 发布《神佛分离

令》, 改变以前的神佛习合, 在全国展开破坏寺院、佛像的废佛毁

释运动。1871 年建立以伊势神宫为最高神社的神社制度, 使神道

成为国家的精神支柱( 国家神道) 。

明治政府还实施“文明开化”政策, 改变生活习惯, 如实行公

历、剪发、穿西服、吃牛肉、喝牛奶等。

在教育方面, 设立文部省( 教育部) , 公布“学制”, 普及义务教

育和科学精神。1877 年创设东京大学。

2. 明治初期的外交

1871 年至 1873 年, 岩仓具视使节团出访欧美, 试图修改不平

等条约, 未获成功。

1875 年与俄国缔结《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 承认库页岛
�29
属

于俄国, 千岛群岛属于日本。同年, 日本从美国手里收回小笠原群

岛。

日本在对中国和朝鲜的外交上, 也想仿照欧美列强, 其侵略本

质开始暴露。1872 年, 日本宣称对琉球国拥有主权, 并建琉球藩,

清政府不予承认。但日本以琉球渔民在台湾被岛民误杀为借口,

于 1874 年出兵台湾, 受到台湾军民的顽强反击。日本因国力不

足, 急于求和, 但软弱的清政府却与之签订了中日《北京专约》, 规

定日军撤出台湾, 赔偿日本白银 50 万两。清政府的懦弱刺激了日

本的侵略野心, 1879 年, 日本废琉球藩, 置冲绳县, 完全吞并了琉

球国。

1875 年, 日本军舰炮击朝鲜江华岛, 并迫使其在第 2 年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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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华条约》等不平等条约, 规定朝鲜并非中国的属国, 日本可任

意测量朝鲜海岸, 日本在朝鲜享有治外法权。

这样, 日本就把自己争取民族独立和平等的目标与侵略朝鲜、

中国结合起来, 将自己所承受的国难和羞辱又施加到邻国的头上。

3. 西南战争

岩仓具视使节团出访欧美时, 西乡隆盛主政, 主张为了打开与

朝鲜的邦交, 必要时可动用武力(“征韩论”) 。但岩仓使节团回国

后, 深感当前急务乃是整顿国内, 主张缓征。西乡隆盛、板垣退助

等政府首脑以及萨摩、土佐出身的陆军将校们对此不满, 集体辞

职, 返回故里。

“征韩论”失败, 再加上改革否定了武士阶级, 使武士阶级极

为不满, 并屡屡发动叛乱, 规模最大的是西南战争。1877 年, 萨摩

的武士拥立西乡隆盛, 在鹿儿岛发动叛乱, 与政府军战斗 7 个月,

最后被镇压下去, 西乡隆盛自杀。

二、近代天皇制国家的建立

1. 自由民权运动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 反对专制政府, 争取自由和权利的自由

民权运动高涨起来。人们纷纷结社, 学习和实践自由民权思想, 进

入 80 年代, 发展成一场以制定宪法、召开国会、地方自治、减轻地

租、改正条约等为目标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

面对高涨的自由民权运动, 1881 年伊藤博文等政府主流派罢

免了主张立即实行立宪制的大隈重信, 同时又宣布 10 年后开设国

会, 以期分裂渐进派和激进派。

其后, 政府修改集会条例和新闻条例, 压制民权运动, 同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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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采取分化瓦解的政策, 削弱民权运动。1887 年, 政府制定《保安

条例》, 拘捕、驱逐了民权论者。自由民权运动从此结束。

2. 帝国宪法

1885 年, 日本政府改太政官制为内阁制, 伊藤博文为第 1 任

内阁总理大臣。在地方制度方面, 先后制定了《市制、町村制》、

《府县制、郡制》, 引进德国式的地方自治制度。

1889 年, 发布《大日本帝国宪法》, 使日本成为亚洲第 1 个立

宪国家。宪法规定, 天皇为国家元首 ( 天皇主权 ) , 实行司法、行

政、立法三权分立, 除紧急敕令外, 天皇拥有制定官制、任免文武官

员、召集和解散议会、统帅陆海军、缔结条约、宣战、讲和、大赦等大

权( 即“天皇大权”) 。

宪法规定由天皇任命的国务大臣的任务是辅佐天皇, 但对议

会的责任却不明确。帝国议会实行两院制, 贵族院由皇族、华族和

敕选议员组成, 众议院由民选议员组成, 但权限极小。宪法规定保

障法律范围内的信教、言论、结社的自由。

1890 年实施了第 1 届众议院议员选举, 继而召开了第 1 届帝

国议会。

近代天皇制国家体制的确立同时也标志着日本开始向帝国主

义国家转变。

3. 日本资本主义的特征

日本是在国际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历史时期实行

工业近代化的, 因此具有其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的特征:

( 1 ) 国家政权的扶植和保护是日本产业资本确立和发展的必

不可少的条件。

( 2 ) 工业的军事性。

( 3 ) 日本的近代化起点低, 速度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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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农村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与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存。

( 5 ) 农村“过剩”的劳动力转化为廉价的产业工人。

三、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的形成

1. 甲午战争

1894 年春, 朝鲜南部爆发全琫准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朝鲜政

府无力镇压, 请求清政府出兵。日本也趁机以保护在朝日本人的

名义出兵。6 月, 起义军与政府达成和解。7 月 27 日, 日本海军在

丰岛海面与北洋舰队交火, 甲午战争爆发。8 月 1 日, 中日同时宣

战。翌年 3 月战争结束, 李鸿章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 内容

是: 中国承认朝鲜独立, 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割让给日

本, 赔偿白银 2 亿两, 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 开放沙市、重庆、苏州、

杭州 4 港。

俄国、德国、法国 3 国为了自身利益, 以远东和平的名义要求

日本归还辽东半岛。日本考虑到当时自己的实力, 同意归还辽东

半岛。

2. 日俄战争

1899 年, 中国爆发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1900 年, 以日本为

主力的八国联军攻入北京, 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进行了一场帝国

主义国家所谓“文明”对“野蛮”的战争。

1902 年, 日本为了与俄国抗衡, 与英国结成日英同盟。

日俄争夺中国东北的角逐越来越激烈。1904 年, 日本对俄宣

战, 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历经苦战, 取得了胜利。1905 年, 日俄签

订《朴茨茅斯条约》, 内容是: 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特权; 将旅

顺、大连的租借权、长春以南的铁路利权经清国同意, 转让给日本。

14



这是在别国领土上争夺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 它粗

暴地践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

吴廷璆在《日本史》中总结道:“以日俄战争为转折点, 战后日

本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日本通过战争掠夺了广大的海外

市场, 成为拥有朝鲜、库页岛南部、中国台湾及辽东半岛的殖民地

国。在国内,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资本主义产业的垄断组织在各

部门已普遍形成; 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相融合, 形成了金融资本;

政府和垄断资产阶级开始了较大规模的资本输出。这表明日本开

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与其他帝国主义相比, 日本帝国主义除了

共同点外, 还具有自己的特点: 是一个既具军事性、又具封建性的

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

3. 日本人的大国意识

早在中法战争 ( 1884 ) 、朝鲜甲申事变( 1884) 爆发时, 福泽谕

吉就著有《脱亚论》, 认为日本无暇等待落后的亚洲走向开明, 应

该向西欧看齐, 与西欧共同行动。中日甲午战争一爆发, 他和许多

日本知识分子就支持战争。战争的胜利改变了日本人的亚洲观、

中国观, 普遍出现了对中国的蔑视。

三国干涉归还辽东半岛以及其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 大

大地刺激了日本人。在日本, 国家主义思潮高涨, 高山樗牛等人主

张日本主义, 曾经主张平民主义的德富苏峰也转向了国家主义。

日俄战争后, 日本人产生了一种大国意识, 增强了与欧美列强

抗衡, 并以亚洲的文明国家自居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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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韩合并与社会主义运动

1. 日韩合并

日俄战争时, 日本与朝鲜签订协约, 向朝鲜派遣政治顾问。

1905 年, 又与朝鲜签订第 2 次《日韩协约》, 把朝鲜当作日本的保

护国, 掌握了朝鲜的外交大权, 并在汉城设总监府。1907 年日本

迫使朝鲜国王退位, 解散朝鲜军队。对于朝鲜人民的激烈反抗, 派

遣军队进行残酷镇压。1910 年, 签订《日韩合并条约》, 设朝鲜总

督府, 使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在使朝鲜殖民化的同时, 也在经营中国东北。1906 年建

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 , 继而在旅顺设关东都督府。

日本与俄国多次签订《日俄协约》, 将满洲和蒙古划为两国的势力

范围。同时, 日本还在积极扩张军备。

2. 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为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而斗争的工

人运动开始兴起。1897 年, 高野房太郎、片山潜等人创立劳动组

合期成会, 号召成立工会。对此, 政府于 1900 年出台了《治安警察

法》, 目的就是要取缔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

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 社会主义思想被广泛传播。1901 年安

部矶雄、片山潜、幸德秋水等人创立社会民主党, 但很快被政府以

违反《治安警察法》为由解散。

1903 年, 幸德秋水等人创立平民社, 出版报纸《平民新闻》, 宣

传“平民主义、社会主义、和平主义”。日俄战争爆发前, 他们发表

文章反对战争。战争爆发后, 他们发表《致俄国社会民主党的

信》, 指出:“军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 是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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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同敌人。”

1906 年, 幸德秋水等人组建合法的日本社会党, 1 年后被政府

解散。

1910 年, 桂太郎内阁为了彻底消灭社会主义者, 策划了所谓

“大逆事件”, 以企图暗杀天皇为由逮捕了大部分社会主义者。翌

年, 将幸德秋水等人处决。

其后, 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

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

1. 护宪运动

1911 年辛亥革命成功, 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总统。日本和

其他列强一起支持袁世凯政府, 同时日本又与俄国签订第 3 次日

俄协约, 将势力扩大到内蒙古东部。

在这种形势下, 陆军强烈要求第 2 次西圆寺公望内阁增兵。

正在采取财政紧缩政策的内阁拒绝了这个要求。1912 年在陆军

的压力下, 内阁总辞职, 以官僚、藩阀为基础的第 3 次桂太郎内阁

成立。

桂内阁利用天皇的诏敕, 对议会采取藐视的态度。对此, 立宪

政友会的尾崎行雄、立宪国民党的犬养毅以及新闻界和知识分子

提出“拥护宪政, 打破阀族”的口号, 并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 第 1

次护宪运动) 。桂太郎企图组建新的政党与之抗衡, 但在众议院

中属于少数派, 因此大正二年 ( 1913 ) 二月, 执政仅 53 天就倒台

了。从第 2 次西圆寺公望内阁垮台到第 3 次桂太郎内阁崩溃, 是

日本政治上的一个激烈的变动期, 日本史称其为“大正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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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华二十一条

1914 年 7 月, 第 1 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加入协约国阵营,

于 8 月 23 日对德宣战。陆军攻占德国在亚洲的根据地青岛, 海军

占领德属南洋群岛。

日本为实现其独霸中国的野心, 于 1915 年向袁世凯政府提出

“二十一条要求”, 迫其承认。“二十一条”的主要内容是: 日本继

承德国在山东省的权益; 延长旅顺、大连的租借期, 扩大在东北和

蒙古的权益; 中国最大的钢铁厂汉冶萍公司由中日两国共同经营

等等。

“二十一条”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愤怒, 立即掀起了大规模的

讨袁抗日爱国运动。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的

阴谋, 使“二十一条”未能生效。

3. 出兵西伯利亚

1917 年, 俄罗斯爆发十月革命, 推翻了沙俄统治, 建立了苏维

埃政权。日本惧怕俄国革命的影响, 与美国、英国、法国于 1918 年

出兵西伯利亚。

1920 年, 美、英、法撤兵, 但日本为了把势力扩大到西伯利亚

东部, 反而增加了兵力。但是在苏联红军和当地人民的抗击下, 于

1922 年以伤 2 万人、亡 3000 人、耗资 10 亿日元的代价收兵, 宣告

武装干涉苏联的失败。

4.“米骚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不景气的日本经济带来复苏。日本虽然宣

战, 但很少直接参战。日本趁欧战之机进入世界市场, 并向国联提

供军需品, 因而使日本的工业生产迅速增长。1917 年, 工业生产

总额首次超过农业生产总额, 使日本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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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所谓“大战景气”。

但是, 经济虽然繁荣, 物价却上涨, 城市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反

而更加困苦。出兵西伯利亚时, 粮商趁机囤积居奇, 使米价飞涨。

1918 年 7 月, 富山县一渔村的主妇们为降低米价, 阻止粮商外运

大米, 遭到拒绝后, 越来越多的群众愤怒地抢夺了囤积的大米, 是

为米骚动( 夺粮暴动) 。运动迅速扩大到全国, 各界群众都参与进

来, 骚动变成了暴动, 直到 9 月才被政府军镇压下去。

这次米骚动无论是规模之大, 还是时间之久, 在日本历史上都

是空前的。

5. 凡尔赛和约

1918 年, 第 1 次世界大战结束, 协约国获得胜利。翌年, 在巴

黎召开和会, 日本也派出代表, 并签订了《凡尔赛和约》。这是帝

国主义的分赃会议。根据该条约, 日本获得赤道以北的德属南洋

群岛的委任统治权, 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了和会, 却没能收回任何权益, 反而被束

紧了殖民的枷锁。中国各地群众纷纷集会, 表示抗议, 并发展为反

帝爱国的五四运动( 1919 年 5 月 4 日) 。

在朝鲜也爆发了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独立运动 ( 1919 年

3 月 1 日) 。

6. 大正民主主义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结束, 因战争景气而暂时膨胀起来的日本

经济立刻陷入世界市场萎缩的困境。到了 1920 年, 生产过剩导致

大批企业倒闭或缩小规模, 失业人数不断增加, 这就是所谓“战后

恐慌”。1923 年 9 月 1 日的关东大地震摧毁了东京、横滨等地, 也

给了日本经济巨大的冲击。

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以及米骚动等群众运动, 使工人运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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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运动自 1920 年后又一次高涨起来。铃木文治等人曾于 1912 年

成立了友爱会, 目的就是通过劳资协调来提高工人的阶级地位, 到

了 1921 年, 友爱会发展为日本劳动总同盟, 开始强调阶级斗争, 领

导工人斗争。

工人运动的高涨, 使社会主义者重新活跃起来, 1922 年, 他们

秘密成立了日本共产党, 堺利彦任委员长。同年, 在农村成立了日

本农民组合, 组织农民运动。那些被歧视部落的人们成立了全国

水平社, 进行全国性的部落解放运动, 他们要用自己的手来赢得做

人的平等权利。

学生运动、妇女运动也高涨起来。曾于 1911 年成立青踏社,

倡导妇女解放的平冢雷鸟, 于 1920 年和市川房枝一起创立了新妇

人协会, 要求解除对妇女参政的禁令。

1924 年, 清浦奎吾依靠贵族院组成内阁, 立即遭到反对。宪

政会、立宪政友会、革新俱乐部 3 党 ( 护宪三派) 提出打倒内阁、实

行普选、改革贵族院等主张, 开始了第 2 次护宪运动。护宪三派获

得胜利, 组成由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任首相的联合政府。1925 年

加藤使议会通过了《普通选举法》, 但同时又制定《治安维持法》,

加强对共产主义的取缔。

从第 1 次护宪运动起到 1925 年《普通选举法》通过为止, 整

个大正时代的社会思潮就是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在这一时期,

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得到扩大, 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得到迅速

发展。

六、法西斯主义的形成与失败

1. 出兵山东

1926 年 7 月, 中国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战争。日本担心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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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一会使其丧失在东北、蒙古的利益, 于是支持张作霖对抗北伐

军。张作霖失败以后, 田中义一内阁撕下“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伪

装, 于 1927 年出兵占领山东( 第 1 次出兵山东) 。

1928 年日本又两次出兵山东, 在济南与北伐军正面交火, 制

造了济南惨案, 枪杀中国军民 4000 余人。

1928 年 6 月 4 日, 日本关东军为了占领东北, 策划了皇姑屯

事件, 炸死了张作霖。

2.“三·一五事件”和“四·一六事件”

1928 年 3 月, 日本举行了第 1 次全国大选, 日本共产党、劳动

农民党等无产阶级政党方面有 8 人当选。日共及其影响下的革命

力量的迅速壮大, 使日本政府大为震惊。3 月 15 日, 田中内阁出

动数万名警察和特务, 在全国各地逮捕共产党员和左派群众团体

的领导人、骨干分子, 并下令取缔劳动农民党、日本劳动组合评议

会、全日本无产青年同盟, 史称“三·一五事件”。

同年 10 月, 日本政府杀害了日共领导人渡边政之辅。

1929 年 4 月, 日共准备重建日本劳动组合评议会, 再次举行

工会成立大会。田中内阁于 4 月 16 日进行突然袭击, 逮捕了日共

和工会的领导人制造了“四·一六事件”。

3. 九·一八事变

1931 年 9 月 18 日, 关东军在沈阳郊外的柳条沟爆破了一段

“南满铁路”, 然后贼喊捉贼地诬称是中国军队所为。随后, 向驻

扎在北大营等地和沈阳的中国军队发动突然袭击, 并于次日占领

沈阳。这就是日本侵吞中国的九·一八事变。

翌年初, 日本军队侵占了整个东北。

1932 年 3 月, 关东军立溥仪为执政 ( 1934 年起为皇帝) , 建立

伪满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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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五·一五事件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以对美英协调为外交基调的民政党若

槻礼次郎内阁决定采取不扩大事态的方针。但关东军无视政府的

方针, 占领中国东北。这时, 若槻内阁仍试图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

事态, 但被在野党政友会攻击为软弱外交。新闻舆论大多也支持

军方的行动。随后, 政友会犬养毅内阁上台。犬养毅虽然认同关

东军的行动, 但也想通过与中国政府谈判来解决事变, 因此反对承

认伪满洲国, 招致对政党政治不满的青年军官和右翼势力的反对。

1932 年 5 月 15 日, 海军军官暗杀了犬养毅, 制造了“五·一

五事件”。从而结束了 1924 年开始的政党政治。

事件后, 在日本进入非常时期的名义下, 组成了以海军长老斋

藤实为首、包括政界、财界、军部、官僚等在内的所谓举国一致内

阁。斋藤内阁承认伪满洲国, 于 1932 年 9 月与伪满互换《日满议

定书》, 伪满洲国承认日本在伪满洲国的权益, 同意“日满两国”的

共同防卫和日军的驻扎。

1933 年 2 月召开国联大会, 通过了国联调查团的报告, 要求

日本取消对伪满洲国的承认, 将军队撤回满铁附属地
�30
。3 月, 日

本退出国联。

5. 二·二六事件

1919 年, 北一辉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 主张以天皇为中

心进行国家改造, 实行国家社会主义, 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亚洲

联邦。这种主张对日本的青年军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36 年 2 月, 深受北一辉等人影响的陆军青年军官率领约

1400 名士兵发动政变, 袭击首相官邸和警视厅等处, 杀死了大藏

相高桥是清、内大臣斋藤实等人。4 天后政变被镇压。这就是“二

·二六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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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六事件”虽然被镇压, 但他们关于建立法西斯政权、

推行法西斯政策的思想却被广田弘毅新内阁继承下来, 基本形成

了天皇制法西斯专政体制。广田内阁采取了一系列加速法西斯化

的措施: 改组政府机构, 设置由首相、外相、藏相、陆 ( 军 ) 相、海

( 军) 相组成的“五相会议”, 处理一切大政方针; 进一步实施侵略

扩张政策, 围堵共产主义, 于 1936 年与德国签订《日德防共协

定》; 对内加紧对人民的控制, 禁止群众集会、游行, 加紧法西斯思

想的宣传; 扩军备战, 大力扶植和保护经营军火工业的财阀。

6. 全面侵华

1937 年 7 月 7 日, 日军炮轰卢沟桥, 进攻宛平城, 制造了“七

·七卢沟桥事变”, 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战火迅速从华北扩大

到华中。12 月 13 日日军占领南京, 屠杀中国军民 30 万人, 制造

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到 1937 年末, 日军已占领华北 5 省和上海、南京等地, 但日军

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遭到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 如平

津保卫战
�31
、八一三抗战

�32
、山西之战

�33
、台儿庄大捷

�34
等。

日本速胜中国的幻想破灭了。为摆脱困境, 日本改变了对华

政策, 实行以诱降为主、以进攻为辅的“以华制华”政策。1938 年

11 月, 近卫文 内阁发表“东亚新秩序”的声明。1940 年 3 月, 汪

精卫在日本侵略者的支持下, 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

7. 新体制运动

随着侵华战争的长期化, 近卫内阁一步步强化了战时体制,

1937 年秋发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1938 年 4 月公布《国家

总动员法》, 宣布为了战争目的, 政府拥有可以不依据法律动员产

业、经济及国民生活各个方面的权力。

战时体制下, 人民生活越来越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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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 5 月, 第 2 次近卫内阁决定依据所谓“八�一宇”的思

想建立亚洲新秩序 ( 大东亚共荣圈 ) , 并依此确立国家的防卫体

制。为建立举国一致的强力体制, 近卫内阁于 10 月组建纳粹式的

大政翼赞会。至此, 完全形成了日本天皇制的法西斯独裁体制。

8. 太平洋战争

1940 年 9 月, 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结成军事同盟。

1941 年 6 月, 德国突袭苏联,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日本全面侵华, 使美国的在华利益受到侵犯, 两国矛盾越来越

大, 最后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1941 年 12 月 8 日, 日本联合舰队

偷袭珍珠港成功, 太平洋战争爆发。

至 1942 年 5 月, 日军占领了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

尼西亚、缅甸等广大地区。日军在各地都受到当地人民的武装抵

抗。

9. 无条件投降

1944 年 6 月美军在塞班岛登陆, 全歼岛上日军。从 11 月开

始, 美军以塞班岛为基地, 对日本本土进行空袭, 1945 年 3 月的东

京大空袭, 造成 12 万人的伤亡。

早在 1943 年 11 月, 中、美、英 3 国首脑在开罗会谈, 并发表

《开罗宣言》, 决心战斗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 决定将中国东北

地区、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以及朝鲜独立等。1945 年 2 月,

中、美、英 3 国首脑会谈, 签署《雅尔塔协定》, 商定在德国投降 3

个月内, 苏联出兵对日作战。

1945 年 4 月, 美军在冲绳岛登陆。

1945 年 5 月, 德国无条件投降。

同年 7 月, 苏、美、英 3 国首脑会谈, 以中、美、英 3 国的名义发

表《波茨坦公告》, 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8 月 6 日和 8 日, 美国分

15



别向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

8 日, 苏联对日宣战, 翌日出兵中国东北和朝鲜。9 日, 毛泽东

发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命令, 号召一切抗日力量进行全国规

模的大反攻。

8 月 15 日, 日本无条件投降。

七、战后的日本

1. 日本的非武装化和民主化

1945 年 9 月, 在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 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

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的主权范围只限于本州、四国、九州、北

海道及联合国规定的一系列岛屿。

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在日本设置了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

总司令部( GHQ) , 通过日本政府实施占领政策, 实行间接统治。

盟军解除了日本军队的武装, 逮捕了战犯, 将一批超国家主义

者、军国主义者开除公职、教职, 释放了共产党员等政治犯。

盟军还向日本政府下达“五大改革”指令, 即男女同权、保障

工人的权利、教育民主化、废止专制政治、经济民主化。

盟军命令实行正教分离政策, 使国家与神道分离。1946 年 1

月, 天皇发表《人格宣言》, 否定天皇的神性。

战后出现了食品危机、通货膨胀等混乱, 工人运动、农民运动

等群众运动又高涨起来。1945 年到 1947 年, 日本制定了“劳动三

法
�35
”, 以保障工人结社等权利。1946 年 8 月, 日本劳动组合总同

盟( 简称“总同盟”) 和全日本产业别劳动组合会议 ( 简称“产别会

议”) 两大工会组织成立。

政党活动也得到恢复, 日本社会党 ( 总书记片山哲 ) 、日本自

由党( 总裁鸠山一郎) 、日本共产党( 总书记德田球一) 相继成立。

25



战前的财阀是军国主义的基石之一。1945 年底, 三井、三菱、

住友、安田等 15 大财阀被解散, 他们的资产也被冻结。

1946 年开始实施农地改革, 铲除明治以来的地主制, 使佃农

成为自耕农。

制定《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 实行 9 年义务教育, 并

使教育内容民主化。

2. 日本国宪法

1946 年 11 月公布了《日本国宪法》。宪法的根本精神是主权

在民, 尊重个人的基本人权, 放弃战争、祈愿永久和平; 实行君主立

宪制和三权分立原则, 天皇是国家的象征, 众议院和参议院是国家

最高权力机关。

新宪法改变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政体, 确立了资产阶级政

治体制, 反映了日本人民铲除军国主义、要求自由与和平的愿望。

3. 战后的日本外交

1947 年, 美苏冷战开始。美国开始调整对日政策, 以使日本

经济自立, 并将其纳入资本主义阵营。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 给日本带来了特需景气, 美国为了朝

鲜战争的需要, 向日本产业界大量订购军需品, 为一直萎靡不振的

日本经济注入了强心剂, 使日本经济迅速复兴。

美国为了重新武装日本, 不顾中、苏、波兰、印度等国的反对,

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法, 于 1951 年, 使 48 国与日本单独讲和, 签订

了《旧金山和约》, 宣布结束与日本的战争状态, 恢复日本的主权,

但美国仍可以继续占领日本。条约不提防止日本重新武装变成侵

略国家的问题, 事实上允许日本重新武装。

由于中国被排斥在外, 印度、缅甸不出席, 苏联、波兰、捷克不

签字, 因此占对日交战国人口 70% 的 12 亿人民尚未结束对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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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状态, 和平条约并没有恢复和平。

在美日签署和约的同一天, 美日还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条

约》, 日本给与美国军队无限期驻扎日本领土的权利。

1956 年底, 日本加入联合国。

1960 年, 日本在国内强烈的反对浪潮中与美国签订了《新日

美安全保障条约》, 明确了美国防卫日本的义务, 增强了日本的自

卫力量等。该条约具有日美军事同盟的性质。

1972 年, 日本收回冲绳的主权。

同年, 田中角荣首相访华, 中日两国发表“联合声明”, 实现中

日邦交正常化。1978 年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4. 明仁天皇即位

1989 年 1 月, 日本史上在位最久的昭和天皇裕仁逝世( 1926

年 12 月 25 日 ～1989 年 1 月 7 日在位) 。

1989 年 1 月 8 日, 明仁天皇登基, 年号“平成”, 典出《尚书·

大禹》“地平天成, 万事永顺”一语, 表现了日本在和平中求发展的

愿望。

思考题:

1. 试述日本古代政治制度的变迁。

2. 试述日本庄园的产生和武士团的形成。

3. 日本的明治维新为什么成功, 中国的戊戌变法为什么失

败?

4. 试述日本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的形成。

5. 谈谈我们应该如何以史为鉴来发展中日友好关系。

注 释:

①  严绍�、刘渤《中国与东北亚文化交流志》,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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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第 10 页。

②  在中国 ,“天皇”一词始见于汉朝。当时将天上的最高神称为昊天

上帝、太一、天皇上帝等。674 年武则天宣布皇帝改称天皇 , 皇后改

称天后。不久 , 日本的天武大王开始使用“天皇”来称谓自己。此

前的天皇称号是后人撰史时加上的。

③  埴轮 , 用泥土烧制的明器 , 有圆筒形埴轮和形象埴轮两种。形象埴

轮有人物、动物、房屋、器具等各种形状。

④  黏土椁 , 不造石室 , 木棺周围直接封上黏土而成。

⑤  从各地的前期古坟中出土了许多铸型相同的镜 , 它被认为是大和朝

廷作为王权的象征授予各地王侯的。

⑥  一种高温烧制的硬质陶器。除此以外 , 还有一种叫做土师器的陶

器 , 它与弥生陶器一脉相承。

⑦  589 年 , 隋朝建立。

⑧  政府依户籍班给 6 岁以上男女口分田。口分田不许买卖, 受田人死

后 , 口分田归公。以此来防止土地集中在豪族手中 , 保障农民的最

低生活 , 确保庸调和士兵的来源。

⑨  八色之姓 , 即真人、朝臣、宿弥、忌寸、道师、臣、连、稻置。其中最高

位的真人只授予皇族出身的贵族。

⑩  八省即中务省( 负责起草诏书、接收上表等) 、式部省( 负责文官的

人事、大学事务等) 、治部省 ( 负责氏姓、僧尼的管理和外交事务

等) 、民部省( 负责户籍、赋役、班田收授等) 、兵部省 ( 负责军事和武

官的人事等) 、刑部省 ( 负责审判、刑罚等) 、大藏省( 负责国库的出

纳、货币、度量衡的管理等) 、宫内省( 负责宫中事务) 。

�11  畿内包括首都周围的大和、山城、摄津、河内、和泉五国。

�12  七道为东海道、东山道、北陆道、山阴道、山阳道、南海道、西海道。

�13  左京职和右京职负责京内行政 , 摄津职负责难波港的管理 , 大宰府

统辖九州诸国 , 负责外交使节的接待和九州沿岸的防卫等。

�14  刑罚有笞、杖、徒、流、死 5 种。

�15  八虐为谋反( 谋害天皇) 、谋大逆( 谋毁皇陵、宫阙等) 、谋叛( 阴谋反

叛国家) 、恶道( 殴打或谋杀祖父母、父母等 ) 、不道( 杀一家 3 人以

上等) 、大不敬( 毁损神社、偷盗神器等) 、不孝( 控告或谩骂祖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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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等) 、不义( 杀主人、国司等) 。

�16  开始是将建在开垦地上的仓库和管理用的房屋等建筑称作庄 , 后来

也包括耕地 , 就都叫做庄或庄园了。

�17  即中臣镰足 , 因其功绩被天智天皇赐姓藤原。

�18  主要职责是在新旧任国司交接时监督“解由状”的授受。解由状是

新任国司赴任时 , 在确认前任国司在职期间无渎职行为后授予前任

国司的证明文书。

�19  藏人侍于天皇左右 , 掌管机密文件。藏人工作的地方叫藏人所, 由

藏人头领导。

�20  京城的警察 , 后来也负责审判。

�21  追捕使、押领使接受国衙的命令 , 率私家武士镇压叛乱 , 逮捕犯人

等。

�22  太上皇出家 , 即为法皇。

�23  3 世纪以后 , 政所别当又叫执权。北条氏执掌执权一职 , 直至镰仓

幕府灭亡。

�24  当时的日本人把葡萄牙、西班牙等从南方的外国人称为南蛮人。

�25  丰臣秀吉把关白让给养子秀次之后 , 被称为太 。

�26  幕府的直辖领地叫天领 , 占全国的四分之一。以关东为中心 , 散在

于各地 , 京都、大阪、奈良、长崎等主要城市 , 以及其他主要矿山等都

属天领。

�27  862 年 8 月 , 萨摩藩主岛津久光从江户回藩途中 , 在横滨附近的生

麦村遇英国人理查森等 4 人。岛津一行避让于路边 , 但理查森的马

却冲向岛津。理查森被藩士杀死。是为生麦事件。

�28  860 年 , 井伊直弼被暗杀以后, 安藤信正主持幕政 , 为了遏制尊王

攘夷派 , 恢复幕府的权威 , 幕府采取与朝廷调和的公武合体方针。

�29  库页岛本为中国领土。1860 年沙俄强迫中国签订北京条约 , 掠走

包括库页岛在内的乌苏里江以东大片领土。

�30  九·一八事变以后 , 国际联盟接受中国的申诉 , 派遣调查团前来调

查。1933 年在国联通过的报告书虽然承认了若干事实 , 对日军的

侵略作了一定的揭露 , 但其主要内容却颠倒是非 , 十分荒谬 , 甚至提

出中日武装力量均退出东北 , 对东北实施“国际共管”, 实质就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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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帝国主义瓜分 , 反映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

�31  爆发于 1937 年 7 月 , 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阵亡。

�32  8 月 13 日 , 日军进攻上海 , 11 月上海沦陷 , 日军伤亡 4 万余人。

�33  937 年 10 月 , 卫立煌率军在太原抗战 , 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骐殉

国。

�34  838 年 3 月至 4 月 , 中国军队( 司令官李宗仁) 在台儿庄与日军激

战。日军伤亡惨重 , 除少数突围外 , 大部分被歼。

�35  945 年制定《工会法》, 1946 年制定《劳动关系调整法》, 1947 年制

定《劳动基准法》。

主要参考文献:

1. 王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2. 赵建民、刘予苇《日本通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3. 吴廷璆《日本史》,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4.《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 全十卷) ,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5. 本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 胡锡年译, 商务印书馆, 1980

年。

6. 家永三郎、黑羽清隆《新讲日本史》, 三省堂, 1986 年。

7. 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 汪向荣等译, 商务印书馆, 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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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日本社会

关于近现代日本社会的发展和发达, 如果只选取两个关键词

来表达的话, 就是“现代化”和“高度经济增长”。日本实现现代化

的目标, 用了一百年, 战后的发展尤为世界所瞩目。

第一节 现代化

现代化一词, 是论述日本问题时最方便常用的概念, 专门指现

代产业社会的形成过程。它来自西方, 是从西洋的一系列历史事

实中抽象而来的, 这些历史事实被认为是产生西洋历史上“现代”

的决定性因素。因此, 现代化一词有特定的产生背景和含义, 与我

们通常说的现代化未必完全吻合。这些历史事实主要是: 1. 文艺

复兴、宗教改革、大航海; 2. 导致中世封建秩序解体的现代国民国

家的形成; 3. 摆脱王权的市民革命; 4. 产生了科学和合理精神、并

为产业革命先行的科学革命; 5. 把自然科学中的科学合理精神推

广延伸到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启蒙思想; 6. 开创了产业化进程

的产业革命
①
。但是, 就像许多人指出过的那样, 西方发达国家的

现代化也是弱肉强食、殖民掠夺和对外侵略的历史, 西方人又惯用

现代化的名义来美化其侵略掠夺的行径。因此, 西方人和中国人

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和感情是不尽相同的。至于后来的现代化理

论, 更带有西方的一种意识形态色彩。

1. 战前日本的现代化

日本的现代化是在外国的影响和压力下开始的, 因而通常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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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外生性的现代化”, 或干脆称“西洋化”。这个过程从“黑船

事件”开始, 后又经过了明治维新、封建制度解体、建立统一的国

民国家、颁布明治宪法、创立议会以及 19 世纪 80 年代后半叶的产

业化等过程。同时, 知识分子对西洋思想的研究取得了进展, 到大

正民主时期, 日本在文化方面的现代化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但是, 与战后相比, 这种现代化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

在: 1. 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被称作财阀资本主义, 以区别于战后

的自由竞争型资本主义。2. 统治体制是天皇制, 不同于战后那种

美国式的民主政治。3. 保存着典型的家长制的家族制度和封闭

的村落共同体。4. 保留着根植于封建传统意识的价值观和社会

规范, 西方的价值规范并未被日本人所接受。因此, 一般认为, 尽

管到大正民主时期, 经济的现代化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 政治、社

会、文化上的现代化也达到了一定水准, 但这种现代化是脆弱的。

进入昭和时期, 这种现代化的成果顷刻化为泡影, 军国主义、国粹

主义一举而占上风, 并转而敌视英美式的现代化。由于这个原因,

有些日本学者甚至认为, 战后日本从 ABC 起重新进行了一次现代

化。

2. 战后的现代化

战后的现代化是在美国的占领状态下从日本人的价值观变革

开始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上的改革, 摧毁了战前制度

的基础, 以此为起点, 经过战后经济复苏、1955 年以后的全面复兴

和 1960 年开始的“高度经济成长 " , 日本在 70 年代初期实现了现

代化目标。但仍有学者指出, 由于当时战败国日本所处的地位和

国际环境以及日本作为非西洋国家的文化特性, 战后日本的改革

和现代化受到了多种严重制约。首先, 战后初期的民主化和现代

化就是美国化, 美国式的富裕生活方式和民主制度被奉为唯一的

典范。这种变革和价值观的移植给战后日本带来了活力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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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存在着由于突变而导致的新旧价值观之间的断裂以及这种断

裂长期得不到衔接的隐患, 这种隐患的负面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例

如: 如何正确适度地评价本国的传统、如何面对价值多元化等等。

其次, 东西方冷战时期, 美国式的民主和富裕的生活方式就是日本

现代化的方向和样本,“现代化" 成了相对于“社会主义革命" 而言

的一个对立概念, 具有了特定的意识形态的性质。60 年代,“现代

化论" 在日本学术界和论坛体系性地一登场, 有关的激烈争论便

持续不断, 一到 90 年代苏联解体和东西方冷战结束, 争论才烟消

云散, 其原因就在于此。再次,“现代化论" 是洋概念, 其原型是从

欧美现代史实中抽取出来的“现代产业社会的理念形式 " , 所以,

这一理论未必完全适用于日本, 而日本的现代化也的确有许多不

同于欧美的地方。从理论方法上看, 现代化的相关理论只不过是

一种分析方法或审视角度, 主要是通过一些静态基准把社会发展

模式类型化, 靠从表面现象的量化来把握社会发展, 因此, 也有批

评说, 它回避了日本社会的结构性矛盾, 现代化被概念化了。但

是, 日本归根结底是以“脱亚入欧" 、以追赶欧美为国家目标的, 它

效仿的就是西洋的现代化。所以, 用现代化的概念来说明日本现

代社会非常方便。

1990 年后半年,“泡沫经济" 问题出现以后, 经济由持续多年

并保持较高增长率的稳定增长转入了低速增长, 1997 年后出现了

零增长甚至负增长, 显示出经济运行和经济结构中存在的问题, 舆

论界还有人把 90 年代以后的这十年称作“失去的十年" 。但是日

本经济已经达到的规模和高度没有因此而缩小或降低, 日本面对

的是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题。对富裕和生活水准的提高人们早已习

以为常, 但这一时期出现的社会意识的变化值得关注。在回顾 20

世纪的最后十年, 展望 21 世纪时, 作家村上龙的观点有代表性。

他认为, 由国家提供对未来的设计和理想模式、个人跟随于这种引

导的时代结束了, 21 世纪是没有模式的世纪。日本现在是一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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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现代化的国家, 物质生活富裕, 生活中的欲望很容易得到满

足, 因而也就失去了渴望和希求, 人们很难像过去那样有一个单纯

的欲望的快乐, 对未来也就淡漠和迷惘了。日本曾经有“脱亚入

欧" 、“重建家园"那样的国家目标, 但是高度经济成长的国家目标

达到后, 把国民引导向一个共同目标的时代也就趋于结束了。过

去, 为了服从于产业结构的需要, 所有日本人曾经遵从共同的生存

模式,“个人" 基本上是被否定的。但是, 如今那种产业结构已经

不再是主流了, 共同的生存模式也将随之消失。村上龙称, 如果个

人的活力得到肯定, 个人概念得到确立, 将有助于解决现在的许多

问题
②
。村上龙在这里提出的问题也是经济发达国家所共通的,

问题的要害在于经济社会高度发达之后, 社会意识和社会精神成

为“问题”了。

第二节 都市化

现代化和高度经济成长所带来的社会变化之一就是都市化。

都市化( 城市化) 有两种含义, 一个是人口学上的概念, 指全社会

中都市人口比例增大的过程。一个是社会学的概念, 指全社会都

市生活方式的深化和扩大的过程。明治时代( 1868 ) 以后, 由于取

消了封建制度下的居住地限制、产业革命需要越来越多的劳动力、

人口总量增加等原因, 都市化的进程已经开始了。明治初期 3400

万总人口中, 都市人口不到 10% , 城市数不到 100 个, 日本那时基

本上是 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但 是, 到了大 正时期 ( 1912 ～

1925) , 据 1920 年日本第一次国情调查, 当年的城镇数已达 232

个, 全国总人口 5596 万人, 城市人口为总人口的 32% ; 1940 年, 市

级城市有 125 个, 城市人口占 38% 。显然, 都市化并非战后独有

的社会现象。战争期间, 都市人口锐减至总人口的 30 % , 这一状

况战后一段时期也没有多大改变, 一直延续到 5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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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50 年开始, 日本借朝鲜战争“特需" 的机遇, 迅速发展重

工业和化学工业, 并逐步走上了经济高度成长时期。与此相一致,

人口也开始向城市迅速地高度集中, 形成了大都市圈, 而大都市圈

也同时在迅速地扩大。战后人口都市化的第一阶段是从 1951 年

到 1960 年进行的, 人口增加主要集中在东京、横浜、大阪、名古屋、

京都和神户这六大城市, 其间六大城市的人口增加了 50 % 。这一

时期都市化的结果是产生了社会地域构成上的三个变化: 一是改

变了战前那种全国城市平均分布的格局, 二是形成了太平洋腰带

形地带 ( 从东京湾到连接西部的东海、近畿、北九州的腰带形地

域, 除了札幌, 日本的百万人口都市全在这一地带) , 三是同时产

生了非都市化地带。前者产生了人口的“过密" 问题, 后者产生了

人口“过疏" 问题。

第二阶段是从 1961 年到 1980 年, 其特点是“大都市周边的郊

外化" 。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等三大都市圈急剧扩大, 集中

了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据日本建设省测算, 这一时期形成的大

都市周边的新城镇面积等同于此前已有的城市面积, 城市面积增

加了一倍。随之而产生了公共设施严重滞后、新旧居民的矛盾对

立、交通难、社区内人际交往困难等问题, 是“住民运动 " 的多发时

期。

1980 年以后, 进入“都市成熟化 " 时期, 这是都市化的第三个

阶段。这一时期, 由地方向大都市的大规模人口流入几乎近于静

止状态, 各地方的人口迅速向各地方的中心城市、向各地方可以享

有城市生活方式的地区集中。此一时期的三个特点是: 1. 人口向

都市的集中处于相对的安定化状态; 2. 都市人口构成恢复了平衡

而实现了成熟化; 3. 都市生活方式深化并扩大, 整个社会向城市

生活方式转变。这个阶段的都市化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人口现象

了, 而是同时包括着多种社会现象了。至 1995 年, 日本的都市化

率( 都市人口比例) 达到了 78% 。人口密度是都市化程度指标,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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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作为经济发达程度的一种参照指标, 以 1999 年为例, 全国的

平均人口密度为 338 人 / km
2
, 东京圈为 3955 人 / km

2
、大阪圈为

2181 人 / km
2
、名古屋为 1184 人 / km

2
。近年来, 都市化有新的变化

征兆, 城市的功能和地位的重要性有进一步向东京这样的超大都

市集中的倾向, 有可能出现新的过疏过密问题。

第三节 人  口

1. 日本的总人口

据国情调查, 日本的总人口 1920 年是 5596 万; 1948 年是

8000 万; 1967 年突破 1 亿; 1999 年为 1 亿 2669 万, 近 80 年人口增

加约 2. 3 倍。据厚生省推算, 日本的人口规模在 2007 年将达到顶

峰的 1. 2778 亿人。

2. 日本的人口趋势及其结构特点

( 1 ) 低死亡率。平均寿命战前已达到 50 岁; 1960 年男性 65

岁, 女性 70 岁; 1980 年后, 男性 75 岁, 女性超过 80 岁, 日本成为世

界第一长寿国, 这一趋势至今仍在发展。

( 2) 低出生率。战后初期的生育高峰时出生率曾达到过 3% ,

其后迅速转低, 1960 年降到 1. 8% , 1989 年低至 1. 2% 。日本厚生

省测算, 为维持现在的人口水平, 合计特殊出生率( 一位女性一生

要生育的小孩数) 是 2. 08, 而 1989 年时的实际数值是 1. 57。

( 3 ) 老龄化和少子化两个倾向同时并存。老龄 ( 65 岁以上)

人口的比例 1950 年为 4. 9% , 1970 年为 7% , 1989 年为 11. 6% ,

1999 年为 16. 7% , 突破 2000 万人, 今后将继续快速增加, 2015 年

将达到 3188 万人, 相当于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 65 岁以上的老

年人。年少人口( 0. 14 岁) 的比例 1950 年为 35. 4% , 自 1975 年以

36



来持续下降, 降至 1989 年的 18. 8 % 和 2000 年的 14. 7% , 不足

1874 万人。

( 4 ) 个人和家庭的存在方式发生变化。低出生率导致家庭规

模缩小, 战前户均人口 5 人, 1985 年减少为 3. 2 人, 1999 年为 2. 69

人。平均寿命延长导致一人一户、两人一户、父母的某一方与子女

构成的家庭增加; 同时, 由于家庭成员承继关系的稳定存在, 三世

四世同时生存的比例增加, 老人赡养问题因此而更加复杂化。平

均寿命延长、晚婚、少生育, 这种倾向来自于经济的高度发达, 直接

改变了个人一生的生活周期, 又最终深刻地影响着经济。

第四节 高度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变化

阶级结构的变化和薪金生活的一般化、大众消费型社会的形

成、城市化的生活方式的普及是高度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最明显的

社会变化。

1. 阶级和阶层结构的变化

现在日本所说的阶级和阶层, 一般来说, 已经不再是马克思政

治经济学中的阶级和阶层的概念。政府白皮书中的用语也改变

了。比如意思为工人的“劳动者”被“勤劳者”所取代, 这一阶层包

括工薪生活者、小工商业者、体力劳动者、农民等。就业者的区别

只有雇佣劳动者、自营业者和家族从业者。这些都从一定程度上

反映出生活富裕之后阶级阶层结构的复杂化和一般大众对“阶

级”概念的淡漠, 而且成为了一种趋势。从社会学的研究上看, 也

没有人真的去批判马克思的“阶级”概念, 而是敬而远之, 阶级一

词照用, 只是含义置换了。但是, 在 80 年代初, 政府白皮书统计方

式中还残留有一些按照传统的阶级概念重新组合, 来说明社会结

构的数字, 列举出来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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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结构的比例推移( % ) ③

阶级          955 年          980 年

资本家 2. 0 6. 3

自营业者阶层 53. 2 27. 3

工人阶级 43. 6 65. 0

( 中间层) 12. 5 22. 7

( 生产工人) 22. 4 28. 1

( 非生产工人) 6. 8 11. 8

( 失业工人) 1. 9 2. 5

战后阶级结构的最大变化表现在以农民为主的自营业者阶层

的减少, 以及工人阶级的增加
④
。

50 年代, 以农民为主的自营业者阶层在劳动力人口中的比例

超过 50% , 经过高度经济成长, 到 80 年代, 自营业者阶层萎缩, 工

人阶级所占比例接近 70% , 成为社会最大的构成要素。

以农民为主的自营业者阶层具有复杂多样的生活方式, 与此

不同, 工人阶级有着相同的基本生活方式, 即生活与劳动相分离,

以劳动换取薪金, 以薪金购买商品等生活手段, 维持消费生活。也

就是通常说的靠挣工资吃饭。具有相同性质的生活方式的人群急

剧扩大至劳动力人口的 70 % , 这个客观事实构成了后来的“中流"

意识的基础和薪金生活的大众化。

同时, 在工人阶级内部, 脑力劳动者的比重明显增大,“中间

层”占 22. 7% , 工人阶级内部因行业和企业大小等因素而形成的

传统的阶层差别缩小或消失了, 各阶层趋于接近。1999 年的劳动

力调查显示, 第一、二、三产业的就业者比例分别是 5. 2% 、31. 1%

和 63. 1 % 。这反映出农民为主的自营业者阶层的进一步缩小。

2. 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

与高度经济成长相呼应, 大众消费型的生活方式迅速而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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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推广到全国。这和 1920 年美国出现的现象完全一样。但有日

本学者认为, 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 日本是极高的个人消费水

准和极低的社会公共消费并存, 甚至是以个人消费包揽了本应该

由社会承担的公共消费。比如, 教育、福利、医疗、文化设施等, 这

些就常被认为滞后于西方国家。但是应当说, 社会公共消费水平

低于欧美发达国家是一个问题, 而这也只是在高度经济增长过程

中未来得及处理的问题, 以个人消费包揽解决许多在其他国家属

于社会公共消费范围的消费则是另一回事。以个人消费的方式来

解决社会公共消费, 这可以看作是一种新的消费方式, 因为它也可

能意味着开辟新的产业和经济增长点, 比如高等教育, 大学特别是

占生源市场份额超过 70% 的私立大学, 就具有了产业的性质, 不

但是教育机构, 同时也是庞大的教育产业。

3. 城市化生活的普及

高度经济成长无非就是资本主义的高度工业化过程, 支撑这

个过程的资本的高度集中, 促使农村的农民向城市工人转变, 形成

阶级结构的变化。这个变化从地域上看就是由农村到都市的人口

移动, 1980 年城市人口已经达到总人口的 76. 2% , 人口集中地区

人口达到 59. 7 %
⑤
。

城市人口急剧膨胀的同时, 农村也必然随着向城市化的生活

方式转变了。1996 年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在 GDP 中只占

1. 3% , 1998 年的农业人口只占就业人口的 4. 6% 。

第五节 社会意识和价值观的变化

经济发达和富裕带给不同国家在物质生活上的变化内容有非

常强的近似性。富裕给日本社会带来了一系列巨变, 无论是社会

结构上或者是生活方式上都如此。但是, 如果以欧美先进国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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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样板进行比较, 就不难发现, 许多变化似曾相识, 因为它们也

曾经或者正在欧美的发达国家甚至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的国家出

现。比如, 大众消费型社会早在 1920 年的美国就出现了, 中国也

是大众消费型的社会。中间阶层的扩大、第一产业人员向第三产

业的快速大量转移等等, 也非日本所独有, 而是世界许多国家、特

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所共同具有的特征。但是, 社

会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的变化就完全不一样了, 具有复杂多样的

国情特点。

1. 难以摆脱的“战后" 意识

战败而迎来了和平; 被占领而实现了民主改革; 失去了在国际

事务上的发言权而取得了“高度成长”的成功; 安保条约使美日关

系一体化, 却无法改变美日的主从地位结构; 经济大国仍然需要为

成为政治大国而努力等等。这些都是战后日本一直面临着的矛盾

现实, 也是使社会思潮和思想争论特别激烈复杂化的主要原因。

至于美国占领下的民主改革, 尽管其意义重大, 但是有人认为, 那

是美国强加于日本的; 也有人认为, 那是不彻底的; 还有的人认为,

那完全是虚伪的, 完全是为了美国的利益, 其中显然有民族自尊心

在起作用。“战后”意识成为一个长久缠绕于日本人心中, 又挥之

不去的一个阴影, 这与上述战后的矛盾现实有深刻的关联。战后

从哪一天开始, 又在哪一天结束, 定义的基准不同, 答案也就不同。

比如说, 按照战败投降日定义, 1945 年 8 月 15 日以后就是战后;

按照战后宪法来定义, 当始自 1946 年 11 月 3 日的宪法颁布日, 宪

法条文至今未改动, 因此, 至今仍然是战后; 又由于自卫队的建立,

有人认为这等于背离了不战与和平的宪法精神, 主张 1950 年自卫

队的建立就是战后的结束等等, 可以说观点是多种多样的。“战

后的终结" 这种说法早在 1950 年就已经出现, 后来更是经常出现。

对此, 有日本学者认为, 作为社会意识的“战后" 每每通过“战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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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 这个表达方式表示出来, 恰好从反面显示出“战后 " 的存

在
⑥
。1956 年的《经济白皮书》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说法:“已经不

是‘战后’”。该白皮书说:“靠恢复达成的经济增长结束了。今后

的增长将靠现代化来支撑。同时, 现代化的进程也要靠快速而稳

定的经济成长才成为可能。" ( 第 43 页 ) 由此,“战后的终结" 成为

政府为实现现代化和后来的高度成长而向国民发出的号召, 在以

后的发展中, 逐渐地带上了意识形态色彩的特别含义。1960 年 5

月, 日美新的安全保障条约强行表决通过, 反对安保条约的大众民

主运动也达到了高潮并转向低潮和解体; 同年 12 月, 国民所得倍

增计划发表, 从而确立了战后“高度经济成长 " 的方向和格局, 日

本进入关键的“高度经济成长 " 时期。战后大众的价值观念随之

开始出现根本性的转变, 人们关心的热点由政治和意识形态转向

现实的经济生活、由国家和社会转向个人。经历了七八十年代的

稳定增长和 90 年代的低速增长, 日本早已经是经济大国, 是发达

国家中的发达国家, 与此相应, 国际地位提高, 影响力增强。进入

21 世纪, 当我们审视日本的现实及其焦点问题的时候就会看到,

“战后的终结" 已经提出了半个世纪了, 但是“战后" 仍然在继续。

新闻媒体中热烈争论的话题中, 以文艺春秋社的《日本的论点》一

书中列出的论题为例, 天皇、自卫队、北方四岛、宪法、安全保障、历

史、战争和爱国心、教育基本法和道德教育等, 这一系列话题, 都是

战后讨论了五十年, 想解决而没能解决的, 问题依然存在。谋求成

为政治大国的日本带着沉重的“战后" 意识进入了新世纪。

2. 着眼于个人生活水平提高的阶级阶层意识

随着高度经济增长的实现, 日本社会的阶层意识显示出明显

的变化。“中流意识" 流行和始于 1977 年的“中流意识论争" , 就

是突出体现这一变化的现象。

根据总理府的《国民生活舆论调查》, 认为自己的生活状况与

86



别人比较属于“中”档的比例, 1958 年为 72. 4 % , 1979 年达到

91. 3% , 1989 年略减, 为 87. 3 % ; 此外, 还有社会学家的调查统计

也显示出与总理府调查相同的倾向, 当时把这种认为自己生活与

别人相比属中档的意识称为“中" 意识。这种“中" 意识的扩大随

即遭到一些社会科学学者的批判, 这些学者认为享有了一些家用

电器就自认为是享有了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中流" 意识, 不过是

幻想。反对者认为, 这是日本社会的平等化在意识上的反映, 意味

着稳定的中间层的确立
⑦
。由泛泛而言的“中" 引导出有中产阶级

的中流社会含义的“中流" , 两个概念划等号, 造成混淆, 这是这场

游戏展开并进行下去的一个关键。

实际上, 这是一种舆论导向, 经过巧妙精密的设计, 真正的目

的在于通过论争, 广泛地探讨高度经济成长的意义, 实现在意识形

态方面的舆论导向作用。因此, 从一开始, 这场论争的设计者就没

有打算探讨阶级和阶层意识。这场旷日持久的论争最终达到了设

计者的目的, 即广泛地宣传了高度经济成长的意义, 扩大和加强了

大众对高度经济增长和中流意识的认同, 削弱了马克思的阶级概

念在意识形态上的影响, 阶级一词从此在日本成了一个普通的概

念, 是对人群的一种任意分类, 这个词照旧使用, 但是含义被置换

了。此外, 还应当看到一个事实背景, 即高度经济成长极大地提高

了国民的生活水平, 国民的社会意识倾向因此发生了根本变化, 即

关心的焦点从政治斗争转向了获取经济利益, 从国家、阶级、阶级

斗争、政治和意识形态转向了个人与家庭、转向了的提高物质生活

水平。

社会富裕了, 再加上舆论导向, 有相当长时期, 日本国内外形

成了一种通论, 即日本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平等社会”、“无阶层

社会”、“同质社会”。与此相反, 这种舆论从它出现的那天起就有

批判的意见, 这些批判意见在 1990 年以后开始多起来了, 到 2000

年, 媒体又刮起旋风, 纷纷抛出了“日本不平等社会论" 。但是,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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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明的是, 这时所说的阶级阶层的概念, 一律是西方社会学的

了, 含义明确, 没有意识形态的争论。由此, 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

论: 一是现在日本, 划分阶级概念, 流行的是西方社会学上的分类

方法, 阶级这个用语不再是意识形态上的敏感点; 二是按照这种社

会学的定义分类, 现在的阶级阶层间的差别增大了, 这种差别是纯

粹的经济上的贫富差别, 说的是收入的多少、储财的多少、继承遗

产的多少等。1998 年橘木俊昭的《日本的经济差别》、2000 年佐

藤俊树的《不平等社会日本》、伊东光晴的《日本经济的变貌》等

书, 指出了日本长期存在着的社会阶级阶层的差距和不平等, 书中

所说的也都是纯粹的经济上的贫富差别。

思考题:

1. 如何看待日本的“脱亚入欧”及其与日本现代化的关系?

2. 如何看待战后日本的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和阶级意识的

变化?

3.“战后”意识将对未来日本产生什么影响?

注 释:

①  《战后史大事典》, 三省堂 , 1991 年。

②  文艺春秋编《2001 年日本的论点》, 文艺春秋社 , 2000 年 11 月。

③  真田是、小山阳一编《现代日本的生活构造》, 有斐阁 , 1986 年 11

月 , 根据第 7 页表简化整理。

④  参见大桥隆宪编著《日本的阶级构成》, 岩波书店 , 1971 年。真田

是、小山阳一编《现代日本的生活构造》, 有斐阁 , 1986 年 11 月。阶

级构成是社会构成的核心问题 , 但阶级问题无论是现实上或理论上

都是最复杂的问题 , 因为它早已超出了学术范围, 成为了一种意识

形态和政治斗争的工具。西方社会学在概念上以阶层代替阶级 , 经

过一系列操作, 如果不加特别说明, 阶级阶层一般地被看作成同一

个概念 , 失去了马克思所说的阶级的含义, 不再被视为可怕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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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著名的大桥隆宪式阶级分类方式是试图按照马克思的方法的 ,

在日本似乎日益被敬而远之 , 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参考。

⑤  参见 1980 年国势调查 ,《日本人口的地域分布及其变化》。

⑥  参见西川长夫、中原章雄编《战后价值的再检讨》, 有斐阁 , 1986 年

9 月 , 第 6 页。

⑦  参见岸本重陈编《“中流”的幻想》, 讲谈社 , 1985 年 , 原纯辅编《现

代日本的阶层构造 2》, 东京大学出版社 , 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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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日本政治

日本政治有何特点? 它同古代中国的政治有何瓜葛? 同近代

西方的政治又有何瓜葛? 本章将解答这些问题。

第一节 日本政治体制的沿革

弥生时代( 约公元前 3 ～2 世纪) 末期出现的邪马台国是日本

最早的国家形态。其政治制度建立在严格的社会等级制之上, 政

治权力在以女王卑弥呼为首的神巫中分配。不过, 严格讲, 邪马台

国只是日本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一种过渡性的原始政治形态。这一

时期是日本历史由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转变的过渡期。公元 4

世纪末至 5 世纪初, 以奈良为中心, 建立了“大和国 " 。大和国实

行的是“部民制" 与“氏姓制 " 。“以王室贵族为核心的奴隶主阶

级, 通过把从事各种生产劳动的奴隶按照职业划分为不同种类部

民的方式, 使他们的人身与生产资料同时依附于统治阶级; 按照氏

姓把社会各阶层划分为不同的等级, 以此确立奴隶主阶级与一般

自由民之间社会地位的差异以及他们参与国政的权力地位。"
①
政

治权力基本上按氏族血缘关系分配。7 世纪初, 圣德太子制定“冠

位十二阶" 及“宪法" 十七条, 以加强天皇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冠

位十二阶" 制度的实施, 推动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官僚体制的建立,

加快了贵族的官僚化。“宪法" 十七条确立了天皇至高无上的统

治地位, 削弱了地方氏姓豪族的专权势力, 对日本后来的历史发展

及政治制度的演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大化革新 公元 645 年, 日本仿效中国定年号为“大化"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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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公布《改新之诏》并推行一系列带有封建特性的改革措施。其

主要举措是: 第一, 改“部民制" 为“班田制" 。即将土地与部民一

律收归国有, 使之变为“公地、公民" , 国家再将土地分给农民, 每 6

年做一次调整。同时还实行了“租庸调”制度。“租”指受田人交

纳的实物地租;“庸”为所服劳役;“调”即为交纳的织物、土特产及

所服兵役。第二, 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当时的日本模仿唐

朝创建了二官八省一台五府卫的中央政权以及按国、郡、里划分的

地方行政机构, 并通过公元 701 年的《大宝律令》加以法律上的确

认。二官指“神祇官" 、“太政官" ; 太政官下又设八省; 一台为“弹

正台" , 具有监察机关的职能;“五府卫 " 属于警卫、军事机构。在

地方行政划分中,“国司" 由中央派遣;“郡司、里长 " 在地方豪族和

居民中选择。通过大化革新, 日本开始进入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

期。

奈良时代是日本的“封建土地国家所有制( 班田制) 向封建土

地私有制( 庄园制) 过渡的时代" 。
②
经过平安时代, 日本的封建政

治制度初步确立并向制度化过渡。自 1192 年起, 日本政治改变了

一直由皇亲贵族把持朝政的局面, 建立了军事政府“幕府" 的中央

统治。武士政权是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唯一力量。将军成为集军

政权、审判权、征税权于一身的国家最高统治者。进入江户时代,

德川幕府最终确立了“幕藩体制" , 将全国 25% 的土地划为将军的

直领地, 将大约 70 % 的土地分封给全国的 270 个大名。“德川幕

府的统治是日本封建政治制度发展史上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

合的最完备的典型, 也是日本封建专制统治走向崩溃的最后一种

形式"
③
。

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结束了日本近 700 年的幕府统治, 建立

了天皇亲掌国家最高统治权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1868 年日

本明治天皇颁布的《政体书》规定, 天皇亲掌国家最高统治权, 下

设太政官辅佐天皇。“太政官" 是国家最高权力系统, 此系统中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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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议政官" ( 立法) 、“行政官" 、“刑法官" ( 司法) 、“神祇官" 、“会

计官" 、“军务官"、“外国官" , 议政官为七官之首。明治新政府宣

称自己实行的是“三权分立" 的政治制度。但议政官内所设上局

的“议定" 和下局的“议长" 均由行政长官兼任, 造成立法机构的有

名无实及权利集中于行政机构的局面。1869 年 5 月, 立法机构

“议政官" 被正式取消。议政官中的“议定" 与“参与" 等职被并入

“行政官" 中, 位于“辅相 " ( 天皇的最高辅政大臣 ) 之下,“三权分

立" 向三权合一演化。“议政官" 被取消后, 太政官七官制改为二

官六省制。二官指“神祇官" 和“太政官" 。太政官下辖六省, 即民

部省、大藏省、兵部省、刑部省、宫内省、外务省。“太政官" 包揽立

法、行政、司法全部权力。二官六省制全面模仿了古代日本的律令

官制。1871 年 7 月, 二官六省制又演化为“三院制" 。即太政官下

设正院、左院、右院。“正院" 总揽一切大权, 位于左右两院之上。

正院首次设“太政大臣" (《政体书》时期设辅相 2 人、二官六省制

时期设左右大臣各 1 人) 1 人、左右大臣各 1 人、参议若干人。“左

院" 虽然是负责掌管“立法" 的机构, 但实际上立法权属于正院, 左

院只不过是正院之下的一个立法咨询机构。“右院 " 负责处理行

政事务, 但在正院独揽大权的情况下, 它实际上是个可有可无的多

余环节。“正院的设立及其职权范围的划定明确地否定了立法机

构作为与行政并立的权力机构存在的可能性" 。
④

1873 年, 正院内

部开始设立核心机构内阁, 作为倒幕维新运动领导的“参议" ( 其

前身即“参与" ) 是内阁的主要成员, 并包揽了行政重大事务的决

策与执行。不过, 参议虽大权在握, 但原则上不负最高责任。因为

正院章程规定, 参议只是“辅佐大臣" , 太政大臣才是辅弼天皇的

最高责任者。这样, 就形成了日本行政机构具有“负责的不管事,

管事的不负责" 这一突出特点。

1885 年, 日本的现代内阁制正式诞生, 伊藤博文任首届内阁

总理大臣。现代官僚制的建立是以废除“太政官 " 制为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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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治新政府诞生到 1885 年现代内阁制正式建立, 在日本政府的

高级官吏中, 公卿由 36 人减为 6 人, 藩士由 29 人上升为 104 人。

“实力派" 人物对权力中枢的控制已成定局。日本国家最高行政

机构经历了“行政官 " ———“太政官" ———“右院" ———“内阁 " 几个

过程。1889 年 2 月 11 日, 日本政府以天皇亲授的形式颁布了《大

日本帝国宪法》。宪法规定, 日本的国体为“天皇制" , 政体为“立

宪制" , 这一宪法体制一直延续到 1945 年。明治宪法体制呈“多

元性" 结构,“帝国议会 " 是其重要一环。这时的议会与太政官体

制下的所谓立法机构“公议所" 、“集议院 " 、“元老院 " 相比, 已有

本质上的不同。帝国议会采用两院制, 即贵族院和众议院。其运

作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帝国议会每年召开一次, 会期 3 个月;

众议院可以解散, 但要在 5 个月内进行大选组成新议会; 除现行犯

罪外, 两院议员在会期内未经该院允许不得随意逮捕; 除特殊情况

外, 两院会议一般采取公开方式进行。贵族院由皇族、华族以及上

流社会的代表构成。其中, 一小部分由选举产生。众议院议员则

全部由选举产生。政党活动也在第一次众议院选举中初露锋芒。

帝国议会具备立法权和预算审议权。另外, 明治宪法赋予内阁拥

有最高行政权。天皇通过“枢密院"“亲临咨询重要国务" 。这样,

行政系统便由天皇———枢密院———内阁构成。天皇的权力结构由

有限的权力和无限的权力两部分构成。明治宪法规定:“大日本

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 ( 第 1 条) ;“天皇神圣不可侵犯"

( 第 3 条) ;“天皇总揽统治权" ( 第 4 条) 。在天皇拥有权威的绝对

性和无限性的同时, 明治宪法也对天皇的权力进行了限制。这种

限制是通过架空与分割天皇权力来实现的。帝国议会与内阁分别

承担了天皇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实际行使任务。在天皇统治权中比

较重要的是“陆海军统帅权" 。因为有规定: 议会与内阁均不得对

统帅权进行干涉, 这使后来的军国主义者有了发动战争的可乘之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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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年体制”  1945 年战败后的日本, 在美国的控制下制

定了新宪法。新宪法彻底否定了君主主权的封建专制君主制, 强

调了主权在民的原则。但同时也在形式上保留了具有象征意义的

君主制, 天皇依然是日本民族的精神领袖。根据新宪法规定, 日本

建立起“三权分立" 的政治制度并实行英国式的议会责任内阁制。

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分别由国会、内阁、法院行使。二战前在天

皇专制政治体制下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政党政治, 这一时期也得

到了一定的发展。日本政党经过战后 10 年的分化组合与重建, 至

1955 年形成了自民党与社会党对峙的局面, 这种政治体制被称为

“55 年体制" 。所谓“55 年体制" 实际上是指“自民党一党执政体

制" 。

1955 年 10 月 13 日, 社会党左、右两派统一, 其势增强。日本

财界对此惊恐, 督促民主党与自由党签订“保守合同" 。于是, 自、

民两党在 1955 年 11 月 15 日联合成立了自由民主党。在“55 年

体制" 延续的 38 年中, 以自民党和社会党为代表的“保、革势力"

之间, 政治斗争一直在进行着。其焦点在于: 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

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是护宪还是改宪; 是坚持和平中立还是坚持扩

张军备。为了“改宪" , 自民党成立后第 5 天便在党内设立了“宪

法调查会" 。从 60 年代起, 自民党主要采用“解释改宪" 的手段来

达其目的。但 1992 年 6 月 15 日, 在自民党、公明党、民社党达成

妥协后, 日本国会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案》( 即

PKO 法案) , 使得日本的“解释改宪 " 开始向“立法改宪 " 转变, 为

其实现“军事大国”、“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迈出了关键性的一

步。

1993 年, 日本的政党政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同年 6 月 17

日, 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联合对宫泽喜一内阁提出不信任案。

18 日, 在国会对此进行表决的关键时刻, 自民党内的羽田派议员

35 人投了赞成票, 使不信任案通过。7 月 18 日, 众议院大选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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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自民党所获议席( 223 席) 不足众议院 511 席中的半数, 因而失

去了单独组阁执政的资格。社会党也遭惨败, 只获得 70 席 ( 选举

前为 134 席) 。结果导致“55 年体制" 即自民党与社会党对峙的基

本政治格局发生变化。特别是在 1994 年 6 月 29 日社会党委员长

村山富市当选日本首相并组成自民党、社会党、先驱新党 3 党联合

政权后, 日本的旧政党秩序彻底瓦解。

90 年代以来, 日本政治所发生的剧烈变动, 既有国际因素的

影响, 也是日本国内政治多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冷战时代

的终结, 国际政治格局正逐步走向多元化, 日本为了实现其“政治

大国" 的战略目标, 在争做“普通国家" 的借口下, 其各项政策主张

也不断地趋于保守化、右倾化。民族主义、新保守主义是当前日本

政治思潮的主要动向。特别是在美国“9·11 事件”发生之后, 日

本于 2001 年 10 月在国会通过了恐怖对策 3 法案( 即《海上保安厅

法修正案》、《自卫队法修正案》、《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案》) , 使

日本在“立法改宪" 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实际上, 日本

已超越了“和平宪法" 所规定的“个体自卫权" 的范畴, 在实质上实

施了“集体自卫权" 。这就为其日后扩军、实现“军事大国 " 的目标

做好了法律上的准备。

第二节 天  皇

日本的天皇制已有近 1400 年的历史, 它是日本政治制度中一

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现代天皇制虽与近代专制主义的君主立

宪天皇制有所不同, 只是“象征天皇制 " , 但天皇的存在对日本社

会的影响作用是不能低估的。二次世界大战后制定的《日本国宪

法》规定:“天皇是日本的象征, 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 其地位以

主权所在的全体国民的意志为依据。”新宪法否定了天皇总揽国

家统治大权的地位, 铲除了封建君主专制的残余。天皇只能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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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的建议和承认, 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从事下列“国事行为" :

1. 根据国会的提名任命内阁总理大臣。

2. 根据内阁的提名任命最高法院院长。

3. 公布宪法的修改及法律、政令、条约。

4. 召集国会。

5. 宣布解散众议院。

6. 宣布举行国会议员选举。

7. 认证国务大臣及其他官吏的任免和全权证书。

8. 认证内阁有关大赦、特赦、减刑、免刑、复权的决定。

9. 认证条约批准书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外交文书。

10. 接受外国大使、公使及其国书。

11. 授予荣誉称号。

12. 举行仪式。

按照皇室的习惯, 天皇没有姓氏, 只有名字。皇位由“皇统的

男系男子" 世袭。当今天皇明仁于 1989 年 1 月 8 日即位, 是日本

第 125 代天皇。其年号为“平成" , 该年号取自中国《尚书·大禹》

中“地平天成, 万世永顺" 一语, 含有“在和平中求发展 " 之意。明

仁天皇 1933 年 12 月 23 日出生, 即位时 55 岁。他打破皇室不与

平民为婚的惯例, 与日清制粉公司前董事长之女结为夫妇, 深得普

通国民的称赞。天皇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也不能任意发表自

己的政治见解。战后日本的新宪法规定, 皇室的一切财产归国家

所有。皇室的一切开销在国会认可的情况下由国家预算支付。皇

室中设有皇室会议、皇室经济会议、宫内厅等机构, 负责讨论和决

定与皇室有关的重大问题。皇室会议由两名皇室成员、参众两院

正副议长、内阁总理大臣、宫内厅长官、最高法院大法官及法官共

10 人组成。皇室经济会议由参众两院正副议长、内阁总理大臣、

财政大臣、宫内厅长官及会计检察院院长组成。宫内厅隶属总理

府, 属总理府的派出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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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的天皇制曾是右翼分子及军国主义者崇拜和利用的

工具, 天皇对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

因此, 战后以日本共产党为首的政治团体及一部分有正义感的知

识分子主张废除天皇制。但同时也有一些人主张修改宪法, 将

“象征性" 的天皇变为实际的国家元首, 以此使日本成为“普通国

家" , 实现其“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80 年代以来, 日本兴起“新

保守主义" 政治思潮。在追求日本“主体性" 、“独立性" 的同时, 一

些人对以天皇制为中心的“传统文化" 大加赞赏。前首相森喜朗

的“神国" 发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随着“改宪" 渐渐步入实质

性阶段, 天皇制在日本国家生活中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值得关注。

第三节 国  会

日本在亚洲是建立议会制度较早的国家之一。1890 年日本

首次开创议会, 称“帝国议会" 。二次大战后日本制定了新宪法,

将“帝国议会" 改为“国会 " , 建立了以“三权分立" 为原则的议会

内阁制。《日本国宪法》规定:“国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 是国

家唯一的立法机关" 。国会的主要职权是: 制定法律、审议并通过

政府的预算和决算、与外国签订条约、选举内阁总理大臣、批准内

阁的各项任命、对政府的各项工作进行监督、弹劾审判违法的法

官。

日本国会采用两院制, 由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两院议员均

由民选产生。众议院目前设有 500 个议席, 参议院设有 252 个议

席。众议员任期为 4 年, 参议员任期为 6 年, 每 3 年改选其中的半

数。宪法规定内阁可以解散众议院, 并在其后举行大选。但是, 参

议院不能被解散, 只能按期选举。

国会两院分别设议长、副议长各一人, 从国会议员中选举产

生, 任期与议员相同。议长主持议事、监督议院事务、维持议院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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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并拥有该院的代表权。根据法律规定, 众、参两院与内阁各省厅

相对应还设有各种专门委员会。目前国会所设的常任专门委员

会, 众议院有 18 个, 参议院有 16 个。国会的活动以委员会为中心

进行。国会会议分通常会议、临时会议、特别会议。通常会议每年

12 月召开, 会期一般为 150 天。临时会议由内阁或 1 /4 以上的议

员建议召开, 主要讨论和通过紧急议案。特别会议是大选后为决

定总理大臣的人选而召开的。

国会还设有两院法制局、两院事务局、国会图书馆、法官弹劾

法院。众议院的权限大于参议院。众议院有权通过对内阁的信任

或不信任案; 预算案必须首先交众议院审议; 除修改宪法外, 两院

决议不一致或在规定的期限内参议院仍未做出决议的情况下, 以

众议院的决议作为国会的最终决议。

日本的国会议员全部由法定程序选举产生。根据日本《公职

选举法》规定, 国会议员的定员是以人口统计数字为基础, 按都道

府县的人口比例分配的。战后的日本采取了“中选举区制" , 即把

全国划分成 130 个选区, 每个选区产生 3 ～5 名众议员。从 1996

年开始, 日本实行了新的选举制度, 即“小选举区与比例代表并立

制" 。这一制度将原有的中选举区划分为 300 个小选举区, 每区

选出一名众议员。同时, 又把全国划分成 11 个大的比例区, 按人

口分布比例共选出 200 名众议员。在小选区内, 选民直接投候选

人的票; 在比例区内, 选民只投各政党的票, 具体人选根据各政党

得票多少按比例分配。小选举区制对大党有利, 对小党不利。但

比例区制可以使小党的参选名额得到适当的弥补。

国会议员属于日本国家公务员中的高薪阶层。国会两院议长

的月薪为 155 万日元, 副议长为 113 万日元, 议员为 88 万日元。

除此以外, 还有各种名目的补贴。

地方议会与国会没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 完全独立。各党派

地方支部的竞选活动对该地方自治体选民的投票行为能够产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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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影响。

第四节 内  阁

内阁是日本国的最高行政机构, 它在日本国家行政机构体系

中处于核心地位。日本的内阁制度于 1885 年 12 月 22 日根据明

治天皇第 69 号敕令正式建立。此时, 国会尚未召开。因其无法得

到宪法的承认而被称为“敕令内阁" 。1889 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

宪法》根本未提及“内阁 " 一词, 当时的内阁也不是国家的最高行

政机构, 国家的最高行政权属于天皇。内阁不对国会负责, 而是对

天皇负责, 内阁的连带责任制也被否定。这样, 从 1885 年到 1945

年期间使得军国主义势力在政府机构中占有特殊地位。战后的

《日本国宪法》规定, 国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 内阁由国会产

生。内阁不再对天皇负责, 而是对国会负责。日本建立了议会责

任内阁制。

一般来讲, 在战后日本的议会内阁制中, 如果某一政党在国会

中占有半数以上的议席, 其领导自然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内阁总

理的权限很大。他不仅可以对外代表内阁、任免国务大臣、主持内

阁会议, 还可以对各行政部门进行监督、依国家公安委员会的建议

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内阁总理握有自卫队的最高指挥监督权

并有权动用武装力量。根据《日本国宪法》的规定, 内阁有如下职

权: 执行法律, 总理国务; 处理对外关系, 与外国缔结条约; 制定、发

布实施宪法和法律所需的政令及行政法规; 编制政府预、决算; 任

免政府的重要官吏, 决定大赦、特赦以及减、免刑。内阁有权解散

众议院、召集国会, 决定最高法院院长的人选。

内阁由内阁辅助机构、总理府及其下属省厅构成。根据《内

阁法》的规定, 日本内阁的辅助机构有: 内阁官房 ( 即政府办公

室) 、内阁法制局、人事院、安全保障会议。直属总理府的机构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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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委员会、9 个厅。但 2000 年年初, 森喜朗内阁对中央省厅进行

了重组, 形成了目前 1 府 10 省的格局。即: 内阁府———下辖宫内

厅、国家公安委员会、防卫厅、金融厅; 总务省———下辖公正交易委

员会、公害调整委员会、邮政事业厅、消防厅; 法务省———下辖司法

考试管理委员会、公安审查委员会、公安调查厅; 外务省; 财务

省———下辖国税厅; 文部科学省———下辖文化厅; 厚生劳动省———

下辖社会保险厅、中央劳动委员会; 农林水产省———下辖粮食厅、

林野厅、水产厅; 经济产业省———下辖资源·能源厅、专利厅、中小

企业厅; 国土交通省———下辖船员劳动委员会、气象厅、海上保安

厅、海难审判厅; 环境省。

内阁行使职权的主要方式是内阁会议。内阁会议每周至少召

开两次。

第五节 政  党

政党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系统运作机制的主体。“政党

政治是资本主义国家以资产阶级政党为国家权力运作主体的政治

形态。与之相区别的有君主政治、国民政治”。
⑤
日本的政党源于

1874 年成立的“爱国公党" , 这是日本最初的具有全国规模的政

党, 创始人是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1881 年爱国公党改建为“自

由党" , 这是日本第一个真正的政党。大隈重信也于 1882 年创立

了“立宪改进党" , 1896 年更名为“进步党" 。1898 年 6 月, 自由党

与进步党合并, 成立了“宪政党 "。与此同时, 以大隈重信为首相

的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政党内阁" 成立。1900 年,“政友会" 成立。

它将上述两党聚散离合演化而来的立宪自由党、进步党、宪政党、

宪政本党加以整合, 是战前日本政党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事情。1913 年, 与政友会齐名的“同志会" 成立, 它收编了 1910 年

成立的“立宪国民党" ( 由未加入政友会的宪政本党成员组成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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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1915 年同志会改组为“宪政会 " , 1927 年又改组为“民政

党" 。战前日本政党的全盛期有 1920 年前后原敬的政友会、30 年

代初期浜口雄幸的民政党。但不论是政友会还是民政党, 从他们

身上都已找不到昔日自由党和进步党的影子, 因为他们都已变成

了御用政党。自 1924 年起, 政友会与民政党轮流执政。但是, 进

入 40 年代, 日本政党纷纷消亡, 最后只剩下了一个大政翼赞会。

因为二战以前日本的政治制度是以天皇专制体制为中心, 所以, 政

党政治无法得到充分的发展。战后日本政党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

制条件下重建, 经过 10 年的分化改组, 到 1955 年终于形成了自民

党与社会党对峙的政治格局, 即所谓的“55 年体制" 。这种格局持

续了 38 年。1993 年, 自民党一党执政的局面瓦解, 日本各政党也

随之进入新的分化组合期。目前, 日本的主要政党有: 自民党、公

明党、保守党、民主党、社民党、自由党、共产党。

1. 自由民主党

简称“自民党”。1955 年 11 月 15 日由当时的自由党、民主党

订立“保守合同" 而成立。自 1955 年开始, 自民党连续 38 年单独

执政。1993 年“55 年体制" 崩溃。在 2000 年 6 月 25 日的第 42 次

众议院大选中, 自民党获 233 个议席, 未过半数 ( 241 席) 。于是,

自民党与公明党、保守党组成联合政府。2001 年 7 月 29 日第 19

次参议院改选后( 笔者注: 下述众参两院议员数均为截止到 2001

年 7 月底之数据。) , 自民党议员总数共计 111 席 ( 改选前为 108

席) 。

自民党是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政党, 有党员 1 百万以上。自

民党的基本信念是“自由主义 " 、“民主主义 " 、“和平主义 "。自民

党《建党宣言》称该党有两条信念: 一是“主张议会民主政治" ; 二

是“反对利用权力推行专制和阶级主义" 。自民党的机关报是周

刊《自由新报》, 另有理论月刊《自由民主》、政策旬刊《政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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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资料刊物《特别信息资料》。自民党中央组织机构设有总裁、

副总裁以及干事长、总务会长、政务调查会长职务。总裁是党的领

袖, 任期 2 年, 总裁必须是国会议员。副总裁作为总裁的助手, 负

责协调党内各派势力之间的矛盾。干事长负责党务、人事、选举、

资金等事项。总务会长负责组织讨论和决定有关党在议会活动中

的行动方针。政调会长负责制定具体政策。自民党的最高权力机

构是党的大会, 每年召开一次。

自民党内派阀林立。1955 年, 以吉田茂为首的自由党与以鸠

山一郎为首的民主党订立了“保守合同" 。1956 年, 围绕着自民党

总裁的选举, 自民党内部各派势力进行了重新整合, 形成了以池田

勇人、佐藤荣作为领袖的 8 个派别, 即所谓的“8 个师团" 。

其中石井光次郎、石桥湛山、大野伴睦 3 个派阀已消失, 在剩

下的 5 个派别( 即池田勇人、佐藤荣作、岸信介、河野一郎、三木武

夫各派) 基础上又派生出 3 个。目前自民党内主要的派别有: 桥

本派、森派、江藤·龟井派、堀内派、山崎派、河野派、旧河本派及加

藤派分裂后的新兴派别。派阀存在的基础是“中选举区制 " 。现

在, 日本实行“小选举区制" , 所以派阀的作用受到限制。但自民

党作为日本最大的保守党仍占据日本政治舞台的核心地位。目前

自民党联合公明党、保守党执政。现任自民党总裁的日本首相小

泉纯一郎极力主张实行“脱派阀 " 选举, 但受到党内守旧派的阻

挠。小泉坚持说:“有派阀就没有党, 有派阀就没有国家 " , 可是,

要彻底清除派阀并非易事。

2. 公明党

“公明党”原本是创价学会为实现“公明政治”所建立的政治

团体。1964 年正式定名为公明党。这是一个具有宗教色彩的政

党组织。1970 年池田大作宣布“政教分离" 后, 创价学会变为公明

党的支持团体。公明党主张“人性社会主义 " ;“反对一切暴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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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 呼吁“保卫日本宪法" 。“稳健主义" 是其基本理念。它代表

的是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其党员多为中小企业的劳动者、教职

员、佛教徒、破产农民。该党的基本政策是: 尽量建成“小而有效

率的政府”、实现政治·行政的公正与公平、构筑“自助·共助·

公助”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尊重人权·重视环境的共生社会”、

实现“世界和平”。

该党的机关报为《公明新闻》, 理论刊物为《公明》月刊。神崎

武法是其党首。现在公明党已从在野党变为“自公保联合政权”

的一员。但由于公明党的政策主张与小泉的自民党所实行的“结

构改革优先”路线有出入, 所以两党关系处于微妙境地。目前, 该

党在众议院中占有 31 个议席, 在参议院中占有 20 个议席。

3. 保守党

2000 年 4 月 2 日成立, 由自由党分离而来。现任党首野田

毅, 干事长二阶俊博, 参议院议员会长扇千景, 最高顾问海部俊树。

该党的基本理念是,“尊重历史与传统文化" , 以保守主义作为自

己政策主张的基础。他们的口号是:“改变日本, 保护日本 " 。主

张尽快制定日本 21 世纪的“新宪法" 与“教育基本法 "。实现“小

政府" 与经济的“活性化" 是保守党的基本政策。目前, 该党在众

议院占有 7 个议席, 在参议院占有 5 个议席。保守党是“自公保联

合政权”的一员。

4. 民主党

1996 年成立, 由原社民联、民社党及部分社会党成员组成。

1999 年 4 月又“吸收合并" 了友爱新党、民政党、民改联, 组成新民

主党。代表( 党首) 鸠山由纪夫、副代表石田一、干事长菅直人、特

别代表羽田孜。该党在众议院中占有 127 个议席, 在参议院中占

有 59 个议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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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党的基本理念是,“打破旧制度 " , 开创“民主·稳健" 的新

路途, 将中央集权的社会改建成“面向市民·市场·地方" 的分权

社会, 实现政权的交替。其基本政策主张是: 变革官僚机构、消除

国民对政治的不信任感; 实行经济结构改革、使人们能够过上“安

心·安全·富裕" 的生活; 确立日本外交的" 独立性与活力"。

民主党作为目前日本最大的在野党对自民党政权提出了挑

战, 并以夺取政权为己任。但在小泉内阁的改革措施面前, 民主党

有趋同表现。但也不排除民主党联合其他党派夺取政权的可能

性。

5. 共产党

成立于 1922 年 7 月 15 日。战前受到天皇制专制政权的压

制, 1945 年 12 月 1 日重建。1951 年党的纲领规定, 采取暴力革命

的手段。1952 年宫本显治任党首, 提出“暴力革命" 不适合日本的

实际, 主张坚持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60 年代, 日共党内分裂为正统派和日共( 马列) 两大派别。70

年代, 日共放弃了一党统治的主张, 开始使用“人民的议会主义"

一词。1993 年, 日本政坛发生巨变, 日共也对其具体政策进行了

调整。2001 年,“9·11" 恐怖事件发生后, 日本国会通过了“恐怖

相关 3 法案" 。日共对其中的《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表示了赞

同。

日本共产党的机关报为《赤旗报》, 理论刊物是月刊《前卫》。

目前, 日本共产党在众议院中占有 20 个议席。在参议院中占有

19 个议席。

6. 社会民主党

简称“社民党”。即原来的社会党, 1945 年 11 月 2 日成立。

1947 年 5 月 ～1948 年 2 月曾一度执政。“55 年体制" 形成后,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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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党一直是国会中最大的在野党, 有“万年在野党" 之称。1960 年

从社会党中分裂出“民社党 "。社会党的基本纲领是, 实现“政治

上的民主主义, 经济上的社会主义, 国际上的和平主义 "。1986 年

以来, 社会党在形式上放弃了社会主义, 但坚持“非武装中立 " 的

原则、反对“日美安保条约" 及参加 PKO 的立场没有变。1994 年 6

月 ～1995 年 11 月社会党与自民党、先驱新党联合执政, 该党领袖

村山富市还担任了内阁总理大臣。1994 年 9 月, 社会党第 61 届

代表大会对党纲进行了修改并使其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1996

年 1 月 19 日, 社会党最后一届代表大会( 64 届) 宣布, 将社会党更

名为“社会民主党" 。但在同年的大选中社民党惨败, 党首也由村

山富市换成土井多贺子。

目前该党在众议院中只占 19 个议席, 在参议院中只占 5 个议

席。社民党的机关报是《社会新报》, 理论刊物有《社会党》、《国民

政治年鉴》、《国民自治年鉴》。

7. 自由党

1998 年 1 月 6 日结成, 它是由“新进党" ( 1994 年成立 ) 分解

而来的政党, 党首是小泽一郎。该党的理念是“自由" 与“和平" 。

自由党发誓要 " 开拓新日本政治" 。其基本政策目标是:“确立真

正的民主" , 构筑“国民占主角的社会" , 实现“小政府 " 的目标, 保

证“机会均等" , 创造“稳定·安全" 、“与自然共生的社会 "。反对

“一国和平主义·一国繁荣主义·一国独善主义 " , 主张在“与国

际社会共生" 的理念下积极参与维持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活动。目

前, 自由党在众议院中占有 22 个议席, 在参议院中占有 6 个议席。

第六节 宪  法

1889 年, 日本制定了亚洲第一部宪法———《大日本帝国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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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但是, 这部天皇专制主义的宪法把日本引向了对外侵略的

军国主义道路。1946 年 11 月 3 日, 日本公布了战后新宪法《日本

国宪法》, 并于 1947 年 5 月 3 日生效。该宪法共 11 章、103 条。

其中, 有特色的几个方面是: 象征天皇制与“国民主权主义" ;“三

权分立" 与议会内阁制; 战争与自卫权; 国民的权力与义务; 财政

公开制度; 违宪审查制度; 修改宪法的条件。与明治宪法相比, 新

宪法所强调的主权在民原则彻底否定了君主主权的封建专制君主

制。宪法规定, 天皇的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

为依据" , 废除了政教合一的皇权神授说。尤其是宪法第 9 条规

定,“日本国民真诚希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 永远放弃以

国权发动战争、以行使武力或武力威胁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为达前项目的, 不保有陆海军及其他战争力量, 不承认国家的交战

权" 。因为这个特点, 战后日本的新宪法被誉为“和平宪法"。

但是, 从 50 年代末开始, 日本国内围绕“改宪 " 与“护宪" 所进

行的斗争一刻都没有停止过。特别是进入 80 年代以来, 宪法第 9

条越来越成为日本迈入“政治大国" 、“军事大国 " 的障碍。日本的

修宪活动也逐渐从“解释改宪" 向“立法改宪 " 过渡。以海湾战争

为契机, 1991 年 6 月 9 日, 参议院以 137 票赞成、102 票反对, 通过

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案》( 简称 PKO 法案) 。“9·11 事

件”爆发后, 日本政府借机在国会通过了“恐怖对策 3 法案" 。即

《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海上保安厅法修

正案》。这一系列法案的通过, 不仅使自卫队的活动空间可以扩

展到“外国领域" , 同时, 也使武器使用的对象扩大到“保护自己所

管辖下人员的身体、生命”这一范围。这样, 日本就在实质上有了

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法律依据。日本“改宪" 呼声的高涨, 一方面

与美国的纵容有关, 另一方面也说明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思潮正在

兴起, 要求日本采取独立于美国的政策策略的人在不断增加。

2001 年 10 月 16 日, 日本执政 3 党提出, 国会可以在自卫队派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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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0 天以内实行“事后承认" , 这更为日本的扩军开了绿灯。

第七节 司  法

日本近代法律体系主要是依据欧洲大陆法系建立起来的, 前

期基本上是模仿法国的法律蓝本, 后期主要模仿德国的法律蓝本。

从 1889 年宪法的颁布到 1907 年《刑法》的颁布, 日本完成了由宪

法、民法、商法、刑法、诉讼法和法院组织法所构成的六法编制工

作, 确立了日本近代资本主义法律体系。

20 世纪 30 年代, 日本建立了军事独裁体制, 为适应对外侵略

的需要, 统治者颁布了一系列剥夺人民基本权力和自由的法律。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日本实行了欧美国家普遍采用的

“三权分立" 原则, 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别由国会、内阁、法

院行使。法院实行独立审判。《日本国宪法》规定:“一切司法权

属于最高法院及由法律规定设置的下级法院" ,“所有法官依良心

独立行使职权, 只受本宪法及法律的约束" 。法院拥有“违宪审查

权" , 即有权对国会制定的法律及政府采取的行政措施是否违宪

做出裁决。

日本的司法组织分为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两大类。最高法院

( 1 所) 由 1 名具有法官资格的院长和 14 名法官组成。院长由内

阁提名, 天皇任命; 其他法官由内阁任命。下级法院由高等法院

( 8 所) 、地方法院 ( 50 所 ) 、家庭法院 ( 50 所 ) 、简易法院 ( 450 余

所) 构成。高等法院主要受理二审上诉案件; 地方法院主要受理

民事、刑事诉讼一审案件; 家庭法院专门审判少年犯罪案件和家庭

案件; 简易法院是日本司法机构中最基层的法院、主要受理一些轻

微的民事、刑事案件。日本实行的是四级法院“三审制" 。即案件

在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家庭法院、简易法院提起诉讼, 进行一审判

决。如果不服, 可向上级法院提出诉讼进行二审判决。如对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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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仍有疑问, 还可以再次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要求进行三审判

决。

《日本国宪法》第 78 条规定:“法官除因身心健康经法院决定

为不能执行职务者外, 非经正式弹劾不得罢免。法官的惩戒处分

不得由行政机关行使。" 另外, 宪法还规定, 由两院议员设立弹劾

法院, 受理对法官提出的诉讼案件。这样, 就形成了国会对司法官

员和法院审判的监督制度。《法官弹劾法》规定, 只有在法官明显

地违反职务上的义务、或严重玩忽职守以及在行为上明显地丧失

威信、有不良行为时, 罢免法官的判决才能由弹劾法院做出裁决。

第八节 军  队

《日本国宪法》规定:“日本不拥有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

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日本的武装力量称“自卫队" , 政府主管国

防的部门是内阁府下辖的“防卫厅。”日本自卫队实行文官统治制

度, 防卫厅长官必须是文职官员。防卫厅长官由内阁首相任命并

根据内阁首相的决定统管全国的自卫队。内阁首相对自卫队有最

高指挥监督权。

防卫厅长官下设陆上幕僚监部 ( 即陆军参谋部) 、海上幕僚监

部( 即海军参谋部) 、航空幕僚监部( 即空军参谋部 ) 和统合幕僚会

议( 相当于参谋长联席会议) , 防卫厅长官通过 3 个幕僚监部的幕

僚长( 参谋长) 指挥三军自卫队。统合幕僚会议的议长属军中最

高职位但不指挥军队, 也不能指挥幕僚长。

自卫队的编制共有 265, 737 人。其中, 陆上自卫队有 171,

262 人、海上自卫队有 45 , 752 人、航空自卫队有 47, 236 人、统合

幕僚会议有 1487 人。目前, 实有人数为 236 , 82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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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警  察

在日本, 主管全国警察业务的最高机构是国家公安委员会。

该委员会由 1 名委员长和 5 名委员组成。委员一般从 5 年之内未

从事过警察或监察工作的民间人士中任命, 委员中不得有 3 名以

上属于同一个政党的成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责主要负责对警

察厅进行管理, 统辖警官的教育、人事、装备、警察统计以及指导都

道府县的公安委员会。国家公安委员会下设警察厅, 具体负责制

定政策, 编制预算, 指挥、监督全国各地警察的行动及保卫皇室安

全等。警察厅设长官 1 人, 另设警务、刑事、警备、交通、通信 5 个

局以及警察大学、科学警察研究所、皇宫警察本部等 3 个附属机

构。在地方还设有 7 个派出机构———管区警察局, 代表警察厅长

官对都道府县的警察机构进行指挥监督。

都道府县自治体领导下的“都道府县警察”是日本警察的主

体。都道府县设有警察本部( 东京都称警视厅) , 警察本部下设警

察署, 警察署下设派出所或驻在所。目前, 日本共有警察 257, 296

人。警察厅有警察 7 , 599 人。其中, 警官 1, 198 人, 皇宫护卫队

915 人, 一般职员 5, 486 人。都道府县有警察 249, 697 人。其中,

警官 219, 679 人, 一般职员 30, 018 人。

第十节 日本“新保守主义”政治

  思潮的形成与发展

  战后日本的政治思潮以 1970 年前后为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从二战结束到 70 年代初, 日本在“和平主义" 与“轻军备、重经济"

的国家发展战略思想指导下, 使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与发展, 并于

1968 年跻身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的位置。随着“经济大国 " 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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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 日本思想界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其代表性的事例便是清

水几太郎的“转向" , 即清水几太郎由“和平主义" 转向“新民族主

义" 。这为后来“新保守主义" 的形成拉开了序幕并奠定了思想理

论基础。清水几太郎政治思想的核心就是使日本成为“军事大

国" 。他主张“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 " , 在常规武器方面他提出:

“新设航空母舰部队, 加强航空防卫力量, 强化航空基地, 配备地

对空导弹, 强化运输船队的空中护卫, 加强海上防卫能力, 完成海

上运输线的护卫任务, 扩大陆上军事力量, 增加军费, 实行征兵

制" 。
⑥

在此思想基础上, 1978 年中曾根康弘撰写了《新的保守理论》

一书, 并于 80 年代中期提出对日本实行“战后政治总决算 " 的口

号。以此为标志, 战后日本的新保守主义形成。中曾根康弘虽然

仍坚持“无核三原则" , 但明确地提出了“改宪 " 的主张。为 90 年

代日本新保守主义政治及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新保守

主义的形成是有其历史原因的。进入 80 年代后, 日本国民生产总

值已占世界经济的 15% 。这不能不对日本国内的政治思想产生

影响。一方面是日本国内要求成为“政治大国" 、“军事大国" 的呼

声趋于强烈, 另一方面是国际社会对日本多做“国际贡献" 的期

待。这导致从铃木内阁到中曾根内阁都对战后日本长期实行的

“专守防卫" 原则进行调整。90 年代以来, 日本“泡沫经济" 崩溃,

经济一蹶不振; 海湾战争后, 日本又被视为“只出钱、不出人 " 的国

家。在“国际贡献" 的借口下,“改宪 " 呼声不断高涨。1993 年小

泽一郎出版《日本改造计划》一书, 详细地论述了日本应成为“普

通国家" 的理由, 并明确提出日本应从“专守防卫战略" 向“和平创

出战略" 转换。所谓“和平创出战略" 就是在联合国“维和" 的旗号

下对日本自卫队进行重组, 使自卫队今后能“积极、主动地创造有

利于日本的战略环境" 。
⑦

新保守主义作为一种国家理论, 它强调国家的重要性, 注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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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权威力量, 认为个人的权力只有通过国家才能得以实现。同

时, 在经济上新保守主义反对以财政为主导的“福利国家" 政策,

主张“小政府" 、“民营化" 。新保守主义在日本政治上的最初表

现, 是 1976 年自民党第 1 次分裂后形成的以河野洋平为首的“新

自由俱乐部" 所提出的“同腐败决裂, 创造新的保守政治 " 这一政

治主张。到了中曾根内阁时期, 这一新保守主义政治具有了典型

意义。中曾根执政期间, 极力推行新保守主义政策, 对政治、经济、

教育实行了“三大改革" 。他大力强化国民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

识, 树立国家权威, 培养日本国民的“爱国心" 和“国防意识" 。在

中曾根任首相期间, 日本的国防费增加 1. 6 倍, 突破了占 GNP1%

的限额。他还以首相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同时, 他将“国铁 " 、

“专卖" ( 日本专卖公社 ) 、日本电信电话实行了民营化, 并宣告日

本经济结构转向“内需主导型 " 。为配合政治、经济改革, 中曾根

内阁在 1984 年成立了“临时教育审议会" , 用以修改《教育基本

法》。1987 年中曾根还推动设立了“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 , 向

世界推广日本的民族文化。以中曾根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路线带

有强烈的“新国家主义" 色彩。中曾根内阁虽然没能完全突破战

后日本政治外交路线的基本框架, 但却为后来日本各届内阁的改

革及改宪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经验。

新保守主义在 90 年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主要代表人物

是小泽一郎、桥本龙太郎。1993 年 7 月, 自民党丢掉了执掌 38 年

之久的政权, 日本政局进入重新分化组合时期。以日本新党、先驱

新党、新生党的诞生为标志, 日本形成了一批新保守势力。他们属

于“新生代" ( 战后出生的 ) 政治家, 是自民党的“少壮" 中坚。这

批人积极主张实行“政治新思惟 " 与“平成政治维新" 。在新保守

势力当中又可分为“鹰派" 与“鸽派" 。前者以小泽一郎为代表, 实

行新保守主义政治路线; 后者以武村正义为代表, 实行新保守“稳

健主义" 政治路线。1996 年 4 月, 美国总统克林顿与日本首相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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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龙太郎共同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 对日美同盟的合

作领域及范围进行了重新界定并宣布对“日美防卫合作指导方

针" 进行修改。1997 年 9 月 23 日, 新“日美防卫合作指导方针”出

笼。1999 年 4 月, 日本国会通过了与新“指针 " 相关的几个法案,

即“周边事态法案" 、“自卫队法案修正案" 、“日美相互提供物资劳

务协定修正案" 。“9·11 事件" 发生后, 日本政府又通过了“恐怖

相关 3 法案" , 使“立法改宪" 进入实质性阶段。民主党作为最大

的在野党虽然在政策上与自民党不尽相同, 但为了“支援”小泉实

施的“结构改革”路线、进而伺机夺取政权, 在“非军事化”的主张

上一再退让, 使新保守主义势力不断扩大。社民党也因其政策主

张的一再变更, 早已失去了昔日社会党的风采, 致使日本政府总体

上趋于右倾化。

思考题:

1. 试述日本政治体制变迁的历史过程。

2. 日本天皇制有何特征?

3. 简述国会在日本人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4. 何谓“派阀政治”?

5. 论“改宪”与“新保守主义”之间的联系。

注 释:

①  刘小林著《当代各国政治制度———日本》, 兰州大学出版社 , 1998

年 , 第 7 ～8 页。

②  同上 , 第 12 页。

③  同上 , 第 18 页。

④  武寅著《近代日本政治制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7 年 ,

第 8 页。

⑤  蒋立峰主编《日本政治概况》, 东方出版社 , 1995 年 , 第 133 页。

⑥  高增杰主编《当代日本社会思潮》,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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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 , 第 60 页。

⑦  小泽一郎著 , 冯正虎、王少普译《日本改造计划》, 上海远东出版社 ,

1995 年 , 第 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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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日本经济

日本是个自然资源贫乏的岛国, 但自 19 世纪末期尤其是战后

以来, 日本由于成功地发展经济并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而倍受

瞩目。下面我们就来着重介绍一下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

第一节 战前的日本经济

一、古代封建主义经济( 645 ～1868)

日本的封建主义经济起于 645 年的大化改新, 大化改新后, 日

本全面接受唐文化, 确立了以“公地公民" 为基础的律令制国家体

制, 出现了早期的封建经济, 其基本特征为: 公地公民的土地国家

所有制、班田授受的“计口分田法" 、租庸调徭榨取农民剩余劳动。

8 世纪初, 日本为了增加耕地, 多次颁布法令, 如“三世一身法"

( 723 年) 、“垦田永年私财法" ( 743 年) 等, 鼓励民间垦田并承认其

私有。于是有势力的贵族、寺社积极垦田, 设置庄园, 史称“垦田

型庄园" 。随着大量的土地的私有化, 律令制的公地公民原则日

益受到破坏。

至平安中期( 10 世纪) , 一些地方豪族利用中央政府和地方武

士的矛盾, 摆脱中央的控制, 谋求免课特权, 把土地的所有权名义

上捐献给中央豪族或寺社, 并交纳一定的年贡, 使后者成为名义上

的领主( 称为领家、本所或本家 ) 。然后, 他们从这些名义领主那

里接受庄官 ( 庄园管理者) 的任命, 仍然掌握着庄园的实际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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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于是, 出现了一种新的庄园形式———“献地型庄园 " , 它逐渐

取代垦田型庄园而成为中世庄园的基本形式。

镰仓幕府建立后, 立即设置“守护" 、“地头" 等掌管土地的职

务, 派自己手下的武士来担任, 对原来的庄园主或自己的新功臣则

发给“封地状" , 以确认其占有土地的权利。于是, 庄园制一下变

为封土制, 封建制度确立起来。庄官一职被担任地头的武士所取

代, 建立兵农合一体制。地头具有管理庄园土地、统治庄民、征收

年贡服役以及治安等权力, 是庄园的实际支配者。庄园的基本农

民是“名主" 和“作人 "。名主一般是包括旁系家庭及奴仆在内的

家长制大家族共同体。他们一方面耕作领主的土地, 负担年贡和

徭役, 一方面占有少量的“名田" 即自有地, 统率全家族从事耕作。

这种庄园的地头支配制和名主的劳动, 便成为日本封建经济的基

础。

镰仓后期, 庄园领主把一部分实物地租( 主要指稻谷) 通过商

人卖给地方市场, 以货币代替实物地租, 促进了原来极不发达的手

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南北朝和室町时代, 手工业和商业日益繁荣,

地方市场由原来每年春秋两次市集, 发展为每月三次或六次的

“三斋市”或“六斋市”。战国时期, 城下町和海港城市也迅速发达

起来, 出现了行会组织———“座 " 、栈房———“问屋 " 、汇兑业———

“替米" 、“替钱" 。

由于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 自南北朝以来农村发生深刻

变化, 名主大家族共同体趋于解体, 小农个体经营逐渐加强。同

时, 由于守护大名向庄园扩张势力, 庄园日益变为守护的领地。结

果, 导致庄园制的解体和守护领国制的形成。

后期封建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幕藩制, 即以幕府将军和藩

国领主( 大名) 的土地所有制和小农耕作的农奴经济为基础。在

幕藩体制下, 将军是全国最高封建领主, 掌握全国政权, 对于大名

的封地拥有改易和转封的支配权。家臣从大名取得土地, 但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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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土地分开, 住在城里, 把土地委托农民耕作, 收取以稻谷为主的

年贡。耕作这些土地的是单婚制小农民, 称为“本百姓" 。他们每

户分得约一町步土地, 被固定在土地上, 除了负担地租和徭役外,

还客观存在着禁止买卖土地、限制份地及限制种植等一系列的超

经济强制。农民的生产活动是在村落共同体内进行的, 村落既是

生产单位, 又是缴纳年贡的单位。

后期的封建经济是以领主剥削农民实物地租为基础的自然经

济, 但领主必须出卖所得实物以购买其他生活必需品。同时, 由于

大名对将军履行“参勤交代”
①
和军役的义务, 负担着额外的支出,

因此也必须出卖所得实物。为了方便大名出卖稻米, 幕府在大坂

( 今大阪) 设立全国中心市场, 出现了特权商人和同业行会。这种

比较发达的商品货币经济, 是幕藩体制必不可少的经济支柱。与

此同时, 随着本百姓自给自足经济的部分解体和剩余生产物的商

品化, 农村的商品经济也日益发展起来。18 世纪, 幕府为了增加

收入, 实行商业统制政策, 确认了江户( 今东京) 、大坂和京都的商

人公会。同时, 实行殖产兴业政策, 准许农民经营副业, 以强化地

租。

19 世纪, 幕藩经济陷于严重危机, 日本也开始受到西方列强

的侵略。幕府内外交困, 虽多次试图改革, 但收效甚微, 日暮途穷。

封建经济日趋解体, 终于以西方强迫开港为契机, 触发了激烈的国

内矛盾, 爆发了明治维新运动。

二、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 1868 ～1946)

1868 年明治维新以后, 日本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

开始将赶超西方强国、推进经济增长作为国家目标。其标志是: 民

间企业开始迅速发展; 制造业的产值开始迅速增加; 近代的财政、

金融体制开始形成; 明治初期的经济混乱状况开始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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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强国相比, 日本现代经济增长的起始阶段的特点是: 开

始最晚, 起点最低, 开始之后的增长率最高。

明治政府实施“殖产兴业" 的经济政策, 自上而下地培育现代

产业( 例如由政府开办“模范煤厂 " , 然后廉价出售给民间 ) , 促使

工业化获得了迅速的进展, 对追赶欧美先进国家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与此同时, 明治政府还推行“富国强兵" 政策, 将工业化与经

济增长带来的“国富" 用于“强兵 " , 而不是用于改善国民的生活,

终于走上与西方列强为伍、竞相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

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与进行掠夺成为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经济获

得较快增长的极为重要的原因。例如, 在 1894 ～1895 年发生的中

日甲午战争 ( 日本人称之为“日清战争 " ) 之后, 日本获得了“割

地" ( 台湾、澎湖列岛 ) 、“赔款 " ( 2 亿 3150 两白银, 相当于 3 亿

6400 万日元, 而当时的中央政府的一般会计年出为 7000 ～8000

万日元) 及在中国开放港口的通商特权。从一定意义上说, 获取

战争赔款, 通过侵占殖民地掠夺国外资源与财富, 对日本实现工业

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这也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点。

富国强兵是日本政府的努力方向, 而殖产兴业则是日本政府

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制订的重大经济政策。依靠这一系列政策, 日

本实现了从原始积累到近代产业制度形成的双重飞跃。其一, 日

本通过地税改革完成了资本主义工业所必备的资本积累。1873

年 2 月, 明治政府颁布法令, 承认了土地私有权, 并取消了土地永

久买卖的禁令。同时, 佐之以地券制度, 以保证土地所有权的实

现。1873 年 7 月, 发布了《地租( 税 ) 改正条例》, 实行以地价为基

准、征收率统一( 为地价的 3% ) 、以货币形式缴纳的地租制度。这

些制度使大多数农民变成自耕农, 但同时给他们加上了沉重的地

租负担, 使大批农民不得不放弃土地, 转为劳动力的出卖者。而这

高额、固定的地税, 则构成了当时日本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 成为

日本资本主义生产必不可少的原始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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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 日本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 确立起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制

度。

首先, 日本政府创建了一大批工厂, 如横须贺造船厂、小野造

船厂、富冈缫丝厂等作为模范工厂, 并开办“劝业博览会 " , 设立

“工业试验所" , 派人出国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以带

动工厂制度在全国扩展。1880 年起, 明治政府陆续将这些模范企

业拍卖给私人经营。这样, 几乎除军工外各个部门的、由国家设立

的模范工厂, 都近乎无偿地转让给了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民间资本,

从而促进了民间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化, 并为财阀的形成奠

定了基础。同时, 为日本产业界确立起了近代的工厂制度。

与此同时, 日本政府还从西方全盘移植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制

度。在股份公司制度方面, 1869 年明治政府一度试建通商会社和

外汇会社, 但不久失败。1874 年、1876 年相继颁布了《股票交易条

例》、《股票交易所条例》, 为股份公司确立了法律保证。此后银

行、铁路等行业均采用了股份公司形式。在银行制度方面, 1872

年颁布了《国立银行条例》, 以确保货币兑换制度的建立、防止通

货膨胀。到 1879 年,“国立银行 " ( 实际上是私人经营的 ) 已设有

153 家。此外, 1887 年成立了横滨正金银行做为“国策银行 " , 专

门从事外汇管理业务; 1882 年成立半官半民( 由政府支配 ) 的日本

银行做为“银行中的银行" , 成为发行货币的中央金融机构。至

此, 基本上建立起了全套的金融体制。在货币制度方面, 明治政府

于 1869 年设立造币局。1871 年始采用金本位制铸造统一的货

币, 并发行新纸币。1879 年收回所有旧币, 到 1886 年完成了向金

银复本位制的转变。同时, 日本政府还移植了西方的公债制度和

保险制度。1870 年公债及借款已占明治政府财政收入的 22. 9% 。

此后, 公债常常为弥补财政不足的重要手段。

随着工业化的进展, 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 ～1918 ) 以

后, 从慢性的债务国转变为债权国, 在经济结构上则从农业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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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工业国( 1918 年工业比重超过 50% , 达到 56. 8 % ) , 虽然工业结

构是以轻工业为中心, 钢铁、造船、机械、化学等重工业和化学工业

也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是, 与工业化与经济军事化加速推进的同

时, 社会发展十分迟缓, 三大差距 ( 不同社会阶级、阶层的贫富差

距、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地区差距、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二重

结构" ) 不断扩大, 劳动人民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1923 年发生了

关东大地震, 造成了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1929 年又卷入世界性

经济恐慌, 使日本的工、农业及金融业遭到沉重打击。

从 1937 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到 1941 年挑起太平洋战争, 使

战争费用更加扶摇直上, 达到 7558 亿日元这样的天文数字, 国债

余额从 1930 年的 62 亿日元增加到 1945 年底的 1439 亿日元, 整

个经济陷入了崩溃的边缘。

第二节 战后日本经济的重建

    ( 1945 ～1954)

  1946 年, 日本开始走上了经济复兴之路。由于长期战争的破

坏, 生产能力锐减, 工业设备的 30 ～60% 遭到空袭破坏, 未遭破坏

的设备也急需修理与更新。同时, 由于战时大量支出军费的结果,

导致恶性的通货膨胀, 许多生活必需品供应奇缺。在经济复兴的

开始, 日本在美国占领当局的“间接统治" 下, 实行了战后改革, 包

括改革初期实施非军事化, 制定“和平宪法" , 同时实施解散财阀、

农地改革、劳动立法等三大民主改革。战后改革使日本在外力的

推动之下确立了战后的和平发展道路, 并使市场竞争原理在除金

融业外的大多数产业领域得以发挥作用, 为整个战后的日本经济、

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46 年采取的“倾斜生产方式" 对经济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当时的能源中心是煤炭, 产业“粮食" 是钢铁, 为了全面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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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 首先需要倾全力于增产煤炭与钢铁。“倾斜生产方式 " 就是

选准煤炭与钢铁作为恢复经济的突破口, 首先将依靠美国援助, 从

美国进口的燃料油优先投入钢铁生产, 接着将增产的钢铁优先投

入煤炭生产, 再将增产的煤炭投向钢铁生产, 通过钢铁业与煤炭业

的相互促进与共同振兴来带动电力、化肥、交通等其他产业部门的

发展。

为了实施“倾斜生产方式" , 日本政府还对重点产业部门实施

价格补贴( 对官定价格低于生产费用的差额部分实施补贴) , 并于

1947 年初设立了“复兴金融金库 " , 给重点产业部门提供低息货

款。这样, 到了 1948 年日本经济虽然摆脱萎缩状态而走上了扩大

再生产的道路, 使整个经济重建工作开始走上轨道, 但是, 大量的

价格补贴和巨额的低息贷款加剧了通货膨胀, 出现了所谓“狂乱

物价时期" 。

为了解决严重的通货膨胀, 美国政府于 1948 年 12 月向日本

政府发出指令, 提出“稳定经济九条原则 " , 即: 加强税收, 严格限

制贷款, 停止增加工资, 加强外汇管理, 强制征购粮食, 增加重要物

资的生产, 实现预算平衡, 对美元实行单一汇率, 对出口部门的原

料进行重点分配。同时, 派遣底特律银行董事长道奇为美国占领

当局的财政金融顾问, 对日本经济进行整顿, 通称“道奇整顿 " 。

其主要内容包括: ( 1 ) 确定对美元的单一汇率制, 即 1 美元兑换

360 日元; ( 2) 编制超平衡预算, 偿还国债; ( 3 ) 撤销复兴金融金

库; ( 4) 以出售美援物资的款项作为稳定通货和发展生产的长期

资金; ( 5) 尽快废除除主食以外的物资统制制度; ( 6 ) 废除除进出

口以外基干企业的补助金。它的结果, 使日本的通货膨胀得到控

制, 物资的供求关系得到缓和, 黑市价格与官价接近, 对经济的统

制逐渐撤销, 为经济的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但财政和金融的紧

缩, 使居民的赋税加重, 造成失业增加, 工资下降, 中小企业破产,

市场购买力滑坡, 库存积压, 生产被迫下降———日本经济重新陷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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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

正在这个关头, 朝鲜战争于 1950 年 6 月爆发, 大量的战争“特

需" 犹如及时雨润泽了日趋干枯的日本经济, 使工矿业生产部门

重又活跃起来, 不仅摆脱了道奇路线造成的经济危机, 而且带来了

空前的“特需景气" 。

1952 年朝鲜停战之后, 由于美国不再从日本大量采购战争物

资, 致使日本经济一度陷入短暂的不景气, 但此时日本经济已经度

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企业得以依靠其资本积累扩大设备投资, 实行

产业的合理化, 提高国际竞争力; 城乡居民在收入明显提高的条件

下, 对耐用消费品等的需求不断增大, 刺激了生产的发展, 因而很

快出现了“投资、消费景气" 。至 1953 年, 日本的实际 GNP 超过

1944 年的水平, 而在 1946 年实际 GNP 只及 1944 年的 56% 。从

1946 ～1955 年的 10 间, GNP 年均增长率达到 9. 2% 。

第三节 高速增长期( 1955 ～1973)

1956 年发表的《经济白皮书》宣称:“现在已不是战后了 " 。

从 1955 年到 1973 年将近 20 年期间, 平均年增长率持续保持在

10% 以上。1973 年, 日本实际 GNP 达到 1946 年的 11 倍, 达到战

前水平( 1934 ～1936 年) 的 7. 7 倍。

当时, 日本无论是在生产方面, 还是在消费方面, 都以美国作

为样板, 为此所需要的技术, 也无需自己从头开始, 只要把先进技

术引进来, 通过模仿、消化与改良, 就能迅速使之产业化、产品化。

由于竞相引进技术而导致了设备投资的迅速增长, 出现了所谓

“投资呼唤投资" 的热潮。以投资促投资的良性循环, 使整个经济

活跃起来。14 年之内连续出现了 4 次经济大繁荣, 即: ( 1 ) 1956

年夏至 1957 年 5 月的“神武景气 "
②

, 为期 1 年; ( 2 ) 1958 年下半

年至 1961 年末的“岩户景气"
③

, 为期 42 个月; ( 3 ) 1962 年末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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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秋的“奥林匹克景气 "
④

, 为期 24 个月; ( 4 ) 1965 ～1969 年

的“伊奘诺景气"
⑤

, 为期达 57 个月, 创历史纪录。这 4 次经济大

繁荣, 共长 135 个月, 占 14 年共 168 个月份的 80. 4% , 为世界经济

史上的奇迹。通过设备投资热潮, 在战争期间由发达国家开发的

新技术、新产品大量流进日本, 使原有的产业设备一举更新, 崛起

了钢铁、合成纤维、石油化学、电子工业等一大批新兴产业。从产

业结构的角度看, 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也就是战后重工业化和化学

工业化的过程。

在从 1955 ～1972 年整个高速增长时期, 日本政府所推行的积

极的干预政策发挥了巨大作用, 共制订了 36 个长期计划, 影响最

大的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它提出了“极大地提高国民生活水

平和充分就业, 为此必须极大地谋求经济的稳定增长" 、“十年后

我国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收入为 20. 8 万日元, 约达到现在两倍

的水平" 的目标。并且, 提出了五项具体的政策课题。

( 1 ) 充实社会资本, 加强日本道路、港湾、用地、用水及国民生

活中的环境、文教、休养、交通等社会公共性设施。

( 2 ) 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提高第二产业的比重, 在提高各

个企业或各个产业部门的生产率的同时, 产业结构的重心从生产

率低的部门转向高的部门。

( 3 ) 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由于日本自然资源不

足, 必须依赖大量的进口, 因而经济发展受到国际收支的严重制

约。于是, 通过扩大出口以增加外汇收入, 便成为计划完成的核心

环节。

( 4 ) 提高人的能力和振兴科学技术。考虑到科学技术的迅猛

发展与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劳动力水平提高之间的紧密联系, 必

须提高教育、训练、研究等人的能力开发方面的社会福利。

( 5 ) 调整二重结构和确保社会稳定。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极大地鼓舞了日本国民的斗志, 并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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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政府政策确立了基本的框架。

二战后, 在美国的主倡下, 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贸易汇兑“自

由化" 倾向。而且, 欧洲各国经济在 50 年代的恢复和 60 年代的高

速增长( 达到 5. 0% 左右) 为日本的对外贸易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

件。

1959 年秋, 关贸总协定开始了东京回合的谈判。按照关贸总

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 日本须于 1963 年 2 月转为关贸

总协定 11 条国
⑥

, 1964 年 4 月转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8 条国
⑦

, 不

能再以国际收支为借口对进口进行差别限制。同年日本正式加入

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又承担了资本交易逐步自由化的义务。

而日本自身也恰恰需要开放的国际市场。

出于内外部双方的要求, 日本于 1959 年 11 月、12 月和 1960

年 1 月连续三次放宽了对进口的限制。1960 年 6 月制定了《贸易

和汇兑自由化大纲》, 9 月又发表《贸易和外汇自由化促进计划》。

到 1960 年, 日本的贸易自由化率仅为 41% , 1964 年 4 月达到

93% , 1965 年 10 月, 对小汽车行业也实行了自由化。1973 年 4

月, 只有 32 个品种尚未进行自由化, 其中 24 种为农产品。

对于资本自由化, 日本自 1964 年 4 月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后, 就承担了对外直接投资等的资本自由化义务。这令日本大

感恐慌, 大呼“黑船"
⑧
又来。1967 年 6 月以后, 1969 年 3 月, 1970

年 9 月, 1971 年 8 月, 先后实行了四次资本自由化。到 1973 年 5

月, 除了农林水产业、石油精制贩卖业、皮革制造业和零售业等五

个行业外, 其他行业原则上实行 100 % 的资本自由化。

贸易自由化和资本自由化使日本企业界经受了考验, 强化了

结合, 他们趁机组成企业集团, 以更为集约的形式向国际市场出

击, 对日本的对外贸易和资本输出都有极大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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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稳定增长期( 1973 ～1986)

由于越南战争, 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发展, 美元严重外

流, 带来美国贸易收支状况的恶化。美国黄金储备大量减少, 美元

陷入危机, 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开始崩溃。1971 年 8 月

15 日, 美国尼克松政府发表新经济政策: ( 1) 暂停黄金兑换美元;

( 2 ) 对外国商品征收 10% 的进口附加税; ( 3 ) 削减对外援助 10% ;

( 4) 工资和物价冻结 90 天; ( 5) 减税以刺激经济繁荣等。即所谓

“尼克松冲击" 。在此冲击之下, 英、法、意等国相继采取了浮动汇

率制, 日本也从 8 月 28 日起转为浮动汇率制。

与这一事件同时构成对日本经济的重大冲击的背景是, 日本

的对外贸易摩擦加剧了。特别是美国对日本贸易, 在 1965 年转为

逆差之后, 1971 年美国的贸易赤字猛增至 35. 6 亿美元, 1972 年又

增至 41. 6 亿。1969 年尼克松政府成立后, 即开始日美纺织品谈

判, 直到 1971 年, 历时两年半才达成了日本“自主" 限制协议。

由于美元危机后日本的大量出口遭到非议, 国际社会在 1973

年 3 月承认浮动汇率制的同时, 也要求日元升值, 最终日元价格以

1 美元 = 308 日元的比价确定下来。这一结果, 令日本政府的产业

界不知所措, 一度陷入极其混乱的状态。加之, 出于投机目的而带

来的外资大量流入, 出口呈现停滞, 使日本政府在此做出了错误的

判断。

为刺激经济恢复, 日本政府推行了“调整通货膨胀政策" , 扩

大信贷以缓和美元冲击, 结果与上述投机资金一道, 形成了庞大的

过剩游资。这时, 田中首相又提出“列岛改造论 " , 采取了高速增

长为主要目标的经济政策。结果, 土地、股票及商品的投机活动异

常猖獗, 物价急剧上涨, 滞胀的倾向更加明显。

1972 年, 世界性的通货膨胀愈烈。1973 年 2 月, 世界货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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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彻底转向浮动汇率制。此时, 日元对美元的比价已涨到 1 美元

= 280 日元, 日本经济的萧条大势积累已久。

1973 年, 由于 1972 年田中内阁推动的列岛改造热带来土地、

股票投机猖獗和物价飞涨和同年春就已开始的世界性的初级产品

价格暴涨, 使所有工业用基础原料的国际市场价格全部上涨。对

于严重依赖外来资源的日本打击极大。所有产业迅速抢购、囤积

并期货购买原材料。值此忙乱之际,“石油危机" 爆发了。

1973 年 10 月的“第四次中东战争" 中,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

织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侵略, 决定削减石油供应量, 将

石油开采、价格决定权收归国有, 并决定将石油价格从每桶 3. 01

美元提高到 5. 11 美元, 1974 年 1 月, 再提高到 11. 65 美元, 涨价近

4 倍。并削减石油供应, 与此相应, 日本石油进口中的 97% 成了削

减对象。

日本是个严重依赖外来资源的国家, 又是世界第二位石油消

费国, 所需石油的 99. 7% 靠进口, 而其中 81% 又来自中东地区。

不难预见, 石油危机给日本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首先, 物价飞

涨。1973 年批发物价和消费物价指 数比上一年分别上升了

15. 8% 和 11. 7% , 1974 年又分别上升了 31. 4% 和 24. 5% 。其次,

工矿业生产增长率显著下降, 开工率也大幅下降, 失业大增。特别

是以廉价石油为原料的一系列工业部门, 成本大幅上升, 陷入困

境。1974 年, 国民经济出现了战后第一次的负增长。此外, 国际

收支也处于恶化状况, 1972 年国际收支为黑字 66. 2 亿美元, 1974

年即降为 45. 4 亿美元。可见, 这次“石油危机" 对日本的冲击是

很大的。

针对“石油冲击" , 日本政府在对不同物资分别实施紧急措施

之外, 还从财政、金融方面采取了“抑制总需求" 的政策, 对私人设

备的投资和建筑投资采取了压缩措施。1973 年 12 月拟定了“稳

定国民生活紧急措施法" , 对石油制品, 50 ～60 种基础商品的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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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和 148 种商品的零售价格进行了管理。于是, 暴涨的物价有

所缓和, 对外贸易在 1974 年开始转向大量出口, 国际收支趋于改

善。此后, 日本政府又连续提出了一系列对策, 如增加公共投资的

财政、金融及其他多种“危机对策" 。企业除进行合理化生产外,

还通过裁减工人、临时解雇、加强劳动强度、废除经营不佳或效率

不高的部门等方法, 推行所谓的“减量经营 " 方式。1976 年后半

年, 出口贸易即由上半年的停滞状态转为大幅度增加, 此后一直到

1980 年( 1979 年除外) , 每年都以 20 % 至 27% 的速度增长。一度

下降的私人消费也有恢复。1976 年, 经济增长率达到了 6. 5% 。

石油供应方面, 其情形也非石油危机初期所表现的那样。由

于世界性经济危机, 造成了石油及许多初级产品和原料都处于过

剩状态。日本实际上并不存在石油不足的问题。因此, 日本顺利

地渡过了第一次石油危机, 较早地从混乱中恢复过来, 这也是其国

际环境使然。进入了 1978 年前后, 原油价格又有提高。特别是

1978 年 12 月伊朗事变后, OPEC 各国石油价格一再上涨, 即所谓

第二次石油危机。这次危机中, 日本经济未受多少打击, 经济增长

率持续为 5% 。

日本虽渡过石油危机, 但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日本政府为

增加财政开支和补充税收不足而大量发行国债, 以至财政开支的

1 /3 以上要用国债补偿。然而, 财政赤字的巨大化, 必然带来物价

猛涨。健全财政, 遂成为当务之急。另一方面, 这些年的经济增

长, 是依赖大幅度增加出口所达成的。但是, 在世界性不景气的时

代里, 这种带有倾销色彩的大量出口, 不断地产生着“贸易摩擦" 。

1985 年五国财政部长会议以后, 日元大幅度升值, 在 1985 年

9 月至 1988 年 11 月的 3 年多一点的时间里, 从 1 美元兑换 230 日

元上升到 1 美元兑换 121 日元。

随着日本的经济、科技水平日益赶上欧美, 日本政府越来越感

到必须加强自主的技术研究、开发,“从模仿外国技术的时代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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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创的时代" 。为此, 于 1980 年正式提出了“技术立国 " 方针, 制

定了“创造科学技术推进制度" ( 科技厅 ) 、“下一代产业基础技术

研究开发制度" ( 通产省 ) 等重要的研究开发计划, 采取各种政策

措施来推动“产官学"
⑨
的科技合作与交流。

第五节 泡沫经济的膨胀与破灭

   ( 1986 ～现在)

  日本的巨额经常贸易顺差的积累, 带来了货币供给量的增加。

而为了调整美日货币间的比例关系、支持美元提高比值, 日本政府

采取了金融缓和政策。1986 年 1 月, 日本单独下调利率, 到 4 月

日美协调下降利率时, 已降到战后以来的利率最低点 3. 5 % 水平。

宽松的货币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间企业的设备投资,

但由于内需并不活跃, 也就限制了设备投资的数量。结果, 企业家

们把流动资金转而投向股票和土地买卖。这就为后来日本泡沫经

济的生成埋下了祸源。

首先, 在股票方面, 企业家的投资引起了股票价格的上涨, 也

带动起了个人投资的热潮。企业对“定年"
⑩
后退休人员所采取的

养老保险一次付清的办法, 在此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强

烈的偏好利率倾向的支持下, 个人平均收入之中, 利率收入竟达到

了 15% 。其次, 资金流向的另一热点, 是购买土地。东京由于其

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而令市中心的办公场所的需求大增, 带动地

价上涨。进而, 引发投机性的土地转租, 逐渐地带动了市郊地价的

上涨。虚拟资本的猛增, 给日本经济带来了虚假的繁荣。

日元升值的效应问题, 一直被日本学者看作消极因素。本来

日元升值本身原是日美间比价不平衡的一种纠正, 但连带上仍给

日本经济带来了景气刺激作用。

首先, 日元升值带来了物价的下降。进口原油、初级产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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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从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消费。而同时, 1986 年 4 月, 政府发布

“综合经济政策" 决定将 9 家电力公司、3 家煤气公司在日元升值

后获得的额外盈利, 以降低费用的形式还给消费者。

其次, 消费者心理发生了变化。日元升值带来实际购买力的

增加, 加之上述政府还利改革的推行, 使消费者感到消费能力的无

形增长, 而带来的则是更大的、超过增长量的消费。这一阶段, 消

费“贵族化" 的倾向十分明显。

其三, 在产业结构方面, 日元升值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1986 年度每个月的平均雇佣人数: 服务业为 33 万, 零售批发业为

22 万, 全年度比上一年度增加了 66 万人。由于第三产业吸收了

从衰退产业中过剩出来的劳动力, 发挥了推动结构调整的作用, 既

促进了这次景气的恢复, 又从中得到了发展。

这次景气之所以能够扩大到全部行业, 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

1987 年度公共事业的扩大。

1987 年 5 月末, 政府编制出了预算总数为 6 兆日元规模的

“紧急经济对策" 。其中的 4. 3 兆日元用于公共事业, 追加 0. 7 兆

日元为住宅金融公库融资, 1 兆日元作为减税弥补。而后, 为提早

实施公共事业规划, 又组织了第二次近 4 兆日元的修正预算, 从而

推动了景气的回升。

这次景气回升, 是在不存在国际收支最大值限制下的景气扩

大, 这使日本经济更加无所顾及地发展。1987 年, 实际经济的增

长率约为 5% 。1988 年后, 景气回升速度更快, 而且, 在供给方面,

由于从韩国、台湾等进口了大量廉价的钢材、水泥、生活资料等商

品, 保持了工资和物价的稳定, 使这场景气的通货膨胀危险意识也

被消除了。

但是, 随着这种带有泡沫膨胀性质的“大型景气 " 的发展, 企

业日益感到人手不足, 结果导致工资上升, 为防止物价随之攀升,

日本银行于 1989 年 5 月将再贴现率提高到 3. 25% , 其后股价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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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 在 1989 年 12 月上涨到顶转为下跌, 其后, 地价的上涨率也

在 90 年年中到顶, 其后上涨减弱, 1992 年转为下跌。

地价、股价下跌导致资产紧缩效应, 同时工资上升率的下降,

在泡沫经济膨胀其间购入了过多的耐用消费品使个人消费也发生

了“过剩库存" , 国民的消费意识由热转冷, 个人消费趋于不振, 这

导致了商品库存的增加, 企业不得不减少生产。另一方面, 企业则

由于利率的上升加上泡沫膨胀时期进行过度投资所带来的过剩设

备问题而不得不抑制贷款, 企业效益也趋于下降。然而, 受泡沫经

济崩溃之苦最大的是金融机构。由于作为担保的不动产价格的下

降与所保有的股票价格的下降, 部分贷款显然已无法回收, 加上通

过所谓“非银行"
�11
贷出的大量资金也成了坏账。结果, 本来在经

济萧条时应担负向企业提供救济、支持企业再建重任的金融机构

自身也陷入了危机状态, 对贷款变得十分慎重。金融机构的问题

使这次萧条成为“复合萧条"
�12

, 并使萧条长期化。

1993 年 10 月日本经济走出谷底, 其日本经济虽进入了复苏

阶段, 但为了处理不良债权而拖了景气的后腿, 使复苏步伐缓慢、

乏力。继 1992 年度增长 0. 4% 之后, 1993、1994 两年度又接连出

现零增长 ( 实际增长率分别为 0. 5% 、0. 7% ) , 这是战后第一次出

现连续 3 年的零增长局面, 1995、1996 年度增长率有所回升, 分别

为 2. 4% 、3. 5% , 然而, 到了 1997 年度日本经济出现了跌落为 -

0. 7% 的负增长。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紧缩金融信用、资产价格降

低、设备投资减少、出口减少、就业及所得减少、过剩债务的未处理

等复杂原因。

这一时期也发生了从未发生的事情, 第一是 1997 年 11 月大

型金融机关证券公司及银行倒闭。这使金融制度全盘动摇, 导致

信用度降低。民间和政府都面临着相同的金融机关不良债权及其

处理上的难题, 即所谓的“金融大爆炸"
�13
问题。它不仅造成了融

资困难, 而且阻碍了设备投资。第二是企业为了摆脱长期不景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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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 采取裁员来强化竞争力, 其结果是从 1997 年 7 月开始, 持

续 1 年以上雇用和收入都锐减, 而失业率骤增。1998 年 11 月失

业率达 4. 4% , 失业人口将近 300 万人, 1999 年 3 月增加为 4. 8% ,

2001 年 11 月又增为 5. 4 % 。

1998 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下降 2. 8% ( 连续 5 个季度负增

长) , 创战后以来景气衰退之最, 其后, 经过 1999 年 3 月至 2000 年

9 月的集中治理, 日本银行的不良债权仍有 32. 9 兆日元, 而且银

行的坏帐准备金也明显不足。流通和建筑行业的企业几乎长期赤

字经营, 前期日本股市的大幅下滑使银行资产快速缩水, 进一步加

剧了不良债权综合治理的难度。政府为处理此种状况, 史无前例

地投入 60 兆日元的国家资金来稳定金融秩序, 发行大量的国债来

弥补税收, 借以刺激景气的复苏。

与此同时, 随着经济的下滑, 个人收入急剧减少, 消费者消费

信心深受打击, 消费支出欲振乏力。而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带动全

球经济出现萎缩等因素也拖累了日本经济增长前景, 目前日本物

价和生产同步快速下降也表明日本经济极有可能出现滞缩的危

机。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除政府政策的失误 ( 在“内需不足 " 的情

况下采取增税、减少公共投资等紧缩财政的政策) 和泡沫经济崩

溃的后遗症以外, 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日本的经济体制越来越不

能适应经济的发展。

尽管如此, 我们仍可以看到: 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 日

本全国的居民储蓄总额是 7. 7 万亿美元; 全世界的海外资产有一

半是日本的, 也就是说日本的经济有很大一部分放在了海外, 日本

已实现了投资和生产的空间转移。日本的海外资产是 3. 2 万亿美

元, 2000 年日本在海外的销售所得是 1. 3 万亿美元, 从这些数字

我们可以看到, 日本仍拥有世界最高的经济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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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 日本的战后经济分为几个阶段, 每个阶段的特点是什么?

2. 日本现代经济增长是如何起步的?

3.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

4. 何谓“泡沫经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长期不

景气的原因是什么?

注 释:

①  参勤交代: 在幕府所在地江户和自己藩地之间按规定定期往来。

②  “神武" 是日本历史传说中的第一代天皇 , 以“神武" 命名这次景气 ,

意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个经济繁荣期。

③  “岩户" 一词出自《古事记》和《日本书记》记载的传说中的皇室祖

神———天照大神从隐藏的岩洞中出来 , 天下从新恢复了光明的神

话。

④  964 年在东京召开奥运会, 从而引起建设投资热潮 , 推动宏观经济

进入景气局面。

⑤  “伊奘诺" 是日本神话中的人物 , 他同妹神伊奘冉一起创造了国土

万物。

⑥  “关贸总协定 11 条国" 是指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定为国际收支

上有困难的国家以外的国家 , 这样的国家适用于关贸总协定 11 条

( 废除数量上的限制) , 不能以国际收支上的理由实行进口限制。

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8 条国" 是指承认履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

第 8 条规定的参加国一般义务的国家。主要义务有: 对经常交易不

予限制; 不采取差别性的货币措施; 给予其他参加国的货币以可兑

换权。

⑧  “黑船" 特指在日本锁国时期大型的外国舰船 , 其船体因涂黑而得

名。

⑨  “产官学" :“产" 指民间企业 ,“官" 指政府研究机构 ,“学" 指大学。

⑩  “定年" : 按法规、规定退官、退职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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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非银行" : 从事金融业务、但不受理存款的公司, 如住宅金融专门

公司等等。非银行开展融资的资金需从同系列的金融机构等处筹

措 , 由于非银行在泡沫经济膨胀期间融资过度 , 在景气过后无法回

收 , 致使向非银行融资的金融机构也发生了不良债权问题。

�12  “复合萧条" 是指金融方面的存量与实物方面的流量这两者“复合 "

的景气不振。

�13  “金融大爆炸" :〔bigbang〕, 原指宇宙诞生时的大爆炸 , 现指金融证

券制度大改革。

主要参考文献:

1. 赵儒煜《日本经济纵横论》,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2. 冯昭奎《日本经济》,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3. 刘晓路《日本经济》, 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4.《日本》, 学生社, 1999 年。

5.《日本经济入门》, 日本经济新闻社, 1997 年。

6. 石井宽治《日本经济史》,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91 年。

7. 贝冢启明、香西泰、野中郁次郎监修、伊藤元重等编《日本

经济事典》, 日本经济新闻社, 1997 年。

8. 金森久雄《日本经济的看法》, 中央经济社, 1981 年。

9. 经济企划厅综合计划局《日本的经济构造》, 东洋经济新报

社, 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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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日本科技

科学是知识体系, 是技术进步过程的反映; 技术是物化的科

学, 是重要的生产力。在古代, 科学与技术并不大相干, 而近代两

者则联系紧密。古代日本的科技主要得益于中国文化。近代, 日

本在独具特色的科技管理体制下, 通过技术引进和创造性的研究

开发, 成为技术开发强国, 也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第一节 日本科技发展史概述

公元前 2 世纪到公元 3 世纪是日本的弥生时代, 这一时期经

朝鲜从中国大陆传入了高级制陶技术和炼铁技术, 一跃从石器时

代发展到铁器时代, 可谓是日本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在弥生时代,

手工业业已形成, 酿酒、纺织、染色等技术已达到一定的水平。

古坟时代后期的 600 年, 推古朝“遣隋使”成行, 去隋朝进行

外交和全面的学习活动。610 年, 中国造纸术传入日本。奈良时

代, 受到盛唐文化的全面影响, 708 年仿唐冶炼的铜币“开元通宝”

问世。平安时代, 在唐宋文化的影响下, 在天文学、历学、医学方面

有所发展。861 年普及中国算学知识和推行唐宣明历; 广泛修筑

水渠, 推动了治水工程的进步。镰仓幕府时代, 打造武士用的日本

刀使炼铁技术获得长足进步。

江户时代, 是日本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时代。1543 年葡

萄牙人的大船开到日本, 此后随着天主教的传播, 西方的学术文化

不断渗透。1590 年新活版印刷术传入, 1605 年造出西式帆船。这

一时期, 日本在保持与中国接触的同时, 不断汲取西方的先进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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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但不久因天主教势力发展过快, 1633 年幕府宣布“锁国

令”, 只允许长崎的一个特区与荷兰交往。江户幕府锁国期间, 几

乎断绝与西方科技交往的一切渠道。

18 世纪中叶到 19 世纪的后几十年, 西方出现了两次技术革

命, 其标志是蒸汽机的发明和新式炼钢法及电力的应用。在这一

百多年中, 大部分正值日本的“兰学”热潮期间。1720 年, 江户幕

府第八代将军废除了禁书令,“锁国”结束。1774 年翻译出版西方

解剖学著作《解体新书》, 迎来“兰学”的热潮。“兰学”指利用荷

兰语学习和研究西方文化和学术的学问。此热潮标志着日本近代

科技发展的开端。

1853 年, 美国舰队开进日本, 迫使日本开国, 加上中国战败于

鸦片战争的刺激, 从此日本进入全面接受西方先进技术的时代。

1868 年明治维新后, 更走上与西方列强为伍的道路。明治政府在

“富国强兵”的目标下, 不断发展军事技术。同时, 在教育方面进

行了大量的投入, 在工科人才的培养上更是加大力度, 在各层次教

育中, 培养了大批工程师和技术骨干。明治维新以后, 纺织等轻工

业获得巨大发展。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又使与军事工业

紧密关联的钢铁、造船、铁路、机床和化工等新兴产业应运而生。

1926 年, 改元昭和, 3 年后爆发了世界性经济危机。此时, 日

本的科技力量几乎都投入到为发动战争所做的准备之中。

第二节 现代日本科技管理体制

   与科技发展的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日本处于美国占领时期, 被迫实行了科技

体制改造。在科技体制方面, 旧的科技组织被打烂, 相应地建立起

新的组织或以特殊法人重组。战后, 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由行

政统管科技的国家, 其管理构成是: ( 1) 内阁中设有“科学技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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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由总理大臣任议长, 成员包括有关各省大臣和各界权威人

士, 是制定国家科技发展方针和政策的决策机构。中央政府的科

学技术厅和文部省是科技管理的最高职能机关; ( 2 ) 综合科学研

究机关, 有国立科研机构、大学研究机构和民办研究机构; ( 3 ) 科

学技术审议机构, 有学术审议会、日本学术振兴会等。另外, 日本

学士院为荣誉机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日本在美国强大的压力和影响下, 实

行市场经济机制, 导入质量管理的科学管理方法。朝鲜战争期间,

日本为美国加工军工产品, 美国转而采取扶持政策, 促进了日本科

技的进一步发展。当时, 日本获得了大量的科技情报, 促使钢铁、

煤炭和电力等部门加快设备更新。虽然经济窘迫, 但科技人员焕

发出前所未有的创新热情, 也正是这些科学家和科技人员喊出了

“要民主、要科学、要和平”。

自 50 年代起, 日本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 50 年代引进

千余件, 60 年代引进近 6000 件, 结果, 必然带动了自主技术开发

能力的提高。1961 年, 日本政府成立新技术开发事业团, 对优秀

的科研成果进行调查和挖掘。1966 年, 为推动国民经济急需的大

型开发活动, 政府资助“MHD( 磁场液体) 发电”、“超高性能电子

计算机”和“脱硫技术”。至 60 年代末, 日本积极从西方吸收先进

的科技成果, 并加以消化和改进, 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独特高效的生

产体系。同时, 还不断培育自身的开发能力, 以图在科学研究方面

缩小与西方的差距。

应该指出的是, 日本自古在儒家的影响下重视教育。50 年代

后期, 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 为提高下一代的科技水平, 大量提高

教育经费, 中央和地方教育总支出占 20% 左右。从总量上看, 至

80 年代初, 美国为 1516 亿美元、苏联为 606 亿美元、日本为 618 亿

美元, 日本教育投资增加 37. 6 倍, 远高于美苏的 5 倍。然而, 日本

的数字中并不包括家庭和企业的大量投资, 而这两项恰恰最能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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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东方文化国家的特点。

60 年代以来, 经济的快速发展造成的公害问题十分严重。

1969 年日本政府公布的三种公害造成的人类疾病有: 水俣病、第

二水俣病和镉中毒疼痛病; 70 年代初又认定了由大气污染造成的

慢性上呼吸道疾病和砒霜中毒症等。以上情况促使防公害研究成

为 70 年代科技的重要成分。

第三节 当代日本科技的飞跃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 日本的科技力量主要投入于治理

公害、能源技术、电子技术和独创性技术等几个领域。70 年代和

80 年代, 是日本经济辉煌、科技大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

日本已不满足“拿来主义”的简单战略模式。进入 80 年代后, 日

本提出了“科技立国”的口号。84 年, 内阁科技会议制定十年科技

发展目标, 即“基于长期展望的振兴科技之综合基本方针”。86 年

该会议又推出“科学技术政策大纲”, 强调政府和民间都要致力于

基础科学的研究。90 年代更提出“科技创造立国”的口号。

针对 60 年代以来的公害问题, 在公众和媒体的压力下, 日本

政府于 1973 年公布“公害法”。该法的推行, 不但未使大批企业

蒙受损失, 相反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企业的科技进步。另外, 70 年

代发生石油危机, 以及在美国防排毒气的“马斯基法”的影响下,

日本对汽车尾气实行管制, 使日本汽车工业在改造技术方面向前

跨越了一大步。70 年代末, 因技术含量高、环保, 日本汽车产量上

升为世界第一。

日本是个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 经济高速发展急需大量进口

资源。1973 年发生了影响世界的石油危机, 这对 100% 需要进口

石油的日本来说, 无疑是巨大的打击。然而, 以此为契机, 1974 年

日本推出新能源研究开发的“阳光计划”, 78 年出台开发节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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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月光计划”。

“阳光计划”顾名思义就是太阳能计划, 其主要内容是建设太

阳能综合利用系统, 利用太阳能发电、和将太阳能储存到光电电池

的技术。日本是个多雨的国家, 太阳能的利用受到诸多限制, 所

以, 如何高效率利用太阳能, 需要技术上大量的投入。“阳光计

划”中还包括开发地热能、煤的液化与气化, 以及以水制造氢的氢

能开发技术。“月光计划”的中心是开发节能技术。主要内容是:

开发高效率然汽轮机、新型高效储电电池和燃料电池等。

在以上诸计划实施的同时, 日本政府着手制定相应的法律。

1979 年公布的《关于能源使用合理化的法律》规定了必须遵守的

节能条款。由于上下的共同努力, 使能源高耗得以遏制, 并在优化

能源结构、提高综合能效、新能源开发和生产节能型环保产品等方

面跨出了一大步。由于对核电发展严格控制等原因,“阳光计划”

中未列入核电站建设计划。然而, 日本投入了大量的科技力量, 从

60 年代末期到 80 年代末期, 共研制建设 34 所轻水反应堆核电

站。至此, 日本的核电装机容量接近 2900 万千瓦, 占全国发电总

量的 30% 。

60 年代日本半导体技术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为赶上美国的计

算机生产技术, 1971 年日本公布《特定电子工业及特定机械工业

振兴临时措施法》。在该法的指导下, 日立与富士通、NEC 和东

芝、冲电气和三菱组成三个课题组, 进行技术开发。1972 年日本

拨款 500 亿日元, 设立“电子计算机等开发促进补助金”。两年以

后, 三个课题组分别提交 M、ACOS、COSMO 三个系列的技术成果,

至此, 在计算机制造技术方面日本已与美国站在一个水平线上。

1976 年日本公布“下一代电子计算机用大规模集成电路开发促进

补助金”制度, 以图在从真空管到集成电路的飞跃上赶超美国。

在各大公司合作开发时, 并不是没有互相扯皮的情况发生。然而,

日本政府利用独特的优势, 即强有力的政府和日本文化中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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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精神, 摆平了各种问题, 将各方技术力量拧成一股绳。最终,

获得多项重大突破, 四年中就取得一千多项专利, 使日本挤身于世

界前列。

第四节 “科技立国”、“科技创造立国”

   与 21 世纪的日本科技

  1980 年日本政府发表《80 年代通商产业政策展望》, 其中第

一次出现“科技立国”的提法。次年, 颁布了 3 项相应的措施: ( 1)

推进科学技术的创造; ( 2 ) 新一代产业基础技术的研究开发; ( 3)

振兴科技预算费用。三项措施致力于“产、学、官 ( 企业、大学、政

府) ”的共同协作, 发挥三者的优势, 弥补各自的不足。上述措施

实施的结果也是十分见效的, 政府研究经费的发放有了针对性; 政

府科技发展计划与市场紧密结合, 促进了科研成果的商品化; 企业

特别是中小企业通过分担一些课题参与重大科研课题开发, 并获

得重要的科研资金等。日本政府在积极倡导企业加强独创性、基

础性科技研究的同时, 推进“学、官”为民间企业提供科技服务。

这包括: 低价提供国有实验设备向企业开放; 无偿或低价转让国有

技术专利; 建立“基础技术研究促进中心”, 向民间企业提供综合

性服务。

90 年代适逢日元升值、泡沫经济的破灭造成的经济不景气。

在此情况下, 企业对技术研究的投资迅速减少, 国家投入的经费也

有所下降。然而, 这并不说明企业和国家对技术研究减少了热情,

相反, 在经费总体水平下降的同时, 用于面向新世纪发展的应用和

开发研究的经费反而有所增加, 这说明日本在经济停滞不前的情

况下, 对于技术研究的策略更加趋于成熟。

随着亚洲各工业国的迅速兴起, 日本面临更激烈的国际市场

竞争。从技术角度看, 传统出口产品应提高高技术的含量, 技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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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重点也要由“产品技术”向“要素技术”转移; 由“下游技术”向

“上游技术”转移, 使自己成为高技术零件、生产设备等的供应基

地。到 90 年代中期, 日本的高技术机床占世界市场份额的近

80% ; 滚珠轴承产量世界第一; 精细陶瓷滚珠轴承的制造世界上独

此一家; 模具、机器人和纯平显示器等的产量和质量都居世界前

位。日本已将“世界工厂”的头衔让位于新兴工业国。

90 年代以来, 世界范围内兴起信息通信革命, 日本也积极响

应, 连汽车制造企业的大哥大丰田等都参与其中。然而, 在 IT 基

本技术方面, 如芯片制造上难敌美国; 在生产存储器等硬件方面又

受到韩国等国的激烈挑战。到本世纪初, 半导体技术研究经费只

有韩国的一半, 更无法与美国相比。NEC 在日本各地生产储存器

的工厂纷纷关门, 一片惨淡景象。究其原因, 表面上看是日元升值

造成的制造成本过高, IT 业厂家纷纷将生产转移到台湾等地的缘

故, 而深层次的原因, 则是战后在美国的保护下过于容易地取得技

术, 从而一定程度上轻视了基础研究和缺乏独创性的结果。目前,

日本似乎要继续发挥高水平的应用技术能力, 如在半导体技术方

面, 制造出集 DVD 播放、上网等功能于一身的芯片, 以取得技术上

的优势。

90 年代初, 日本提出“科学技术创造立国”的口号, 这与“技术

立国”相比, 多了“科学”和“创造”两个词。前者强调基础研究的重

要性; 后者明显提示要避免简单的“拿来主义”。战后几十年来, 日

本的经济发展是与重化工业化紧密相连的, 钢铁、汽车、石化、家电

的几项重大突破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 上世纪末和本世纪

初, 上述行业由于市场的关系逐步向周边国家转移, 日本向何处去?

日本的科技立足点又在哪里? 因此, 日本必须从战后的发展模式向

以“科学与技术并举”和以“创造”为中心的方向推进。为实现这一

目标, 日本采取了各项措施, 如: 着手改革教育, 以形成培养创造性

人才的良好环境; 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 给予优厚的待遇,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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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 90 年代日本已经感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压力, 那么,

在新世纪里, 日本的危机意识就更加强烈。进入 21 世纪后, 日本

文部科学省就目前科技发展的领域问题, 对挑选出的 5000 名科技

人员做了一次预测调查。结果近半数人认为应重点发展的是: 信

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生态技术和纳米技术。在问到 10 年后上

述几个领域中何者应重点开发时, 回答生物工程、生态技术和纳米

技术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大幅增长。研究人员普遍认为, 有 7 个

新一代大型项目将对日本产生重大影响, 它们是: 快中子增值反应

堆、磁悬浮新干线、道路信息系统、大型悬浮式海上平台、人类染色

体组、分散性小型发电和再生产等。至于今后日本科技的发展方

向, 该调查提出三点: ( 1 ) 在发明、开发和生产中, 生产敌不过中

国, 发明亦不是自己的专长, 所以要将重点放在长项的“开发”上;

( 2 ) 领导当今世界科技研究的, 是欧洲和美国的学者和产业界, 以

及日本的产业界。日本的学者落后, 应加强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 3 ) 要加强大型项目的开发建设, 重点应放在“产、官、学”中的

“产、学”上。

日本人一向以谦虚为美德, 常常将自我危机意识以自责或自

我贬低的形式表现出来, 所以, 不同文化的人看日本时需要多思忖

才行。其实, 日本近年来在基础性研究方面做出了不少成绩, 如:

1998 年日本科学家发现中微子有静止质量; 2001 年找到宇宙中存

在“宇称不守恒”现象的有力证据; 克隆牛技术已接近实用化; 纳

米技术和新材料在世界上独占鳌头; 正在研制世界上运算速度最

快的计算机“宇宙模拟器”, 等等。几年来日本的科研经费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 3% 以上, 位于世界首位。日本政府号称 50 年内拿下

30 个诺贝尔奖, 看来也并非空穴来风。

2002 年 6 月, 日本政府通过的《科技白皮书》更强调:“创新”

并不仅仅意味着技术革新, 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 应包括类似信息

技术等对现有技术的组合和变革等。白皮书还指出, 为提高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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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 要以战略的眼光充分利用知识财产; 加强“产、官、学”的

合作; 促进风险企业的发展; 创造体现地区特性的新价值。

第五节 科技发展与日本社会和文化

日本有一个词, 叫“职人气质 ( 職
し ょく

人
にん

氘 質
かた ぎ

) ”, 讲的是手艺人

对自己的产品决不含糊, 可译为“手艺人脾气”。其实, 世界各国

又何尝不是如此, 顾客对擦皮鞋的说擦得不亮, 对方会免费再擦一

遍, 这种事例各国都有。然而, 日本文化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儒家思

想的“忠”已渗透到民族的灵魂深处, 甚至历史上还造就出“武士”

这种畸形儿来。在企业里, 包括技术人员的每一个人, 都以为公司

献身的精神追求产品的品质达到“日本第一”“世界第一”。常年

从事中日研究的学者竹内好认为: 日本人的文化精神是“一步也

不能输给别人”的优等生精神。

日本技术杂志评选二战后的十大技术创新有: 仓敷人造丝公

司的合成纤维; 丰田汽车公司的“传票卡”生产管理模式; 索尼的

半导体收音机; 日清食品的方便面; 国铁的新干线; 高度 147 米的

霞关大厦; 政府所属大阪工技所的碳纤维; 本田的 CVCC 汽车发动

机; 东芝的文字处理机( ワ�プロ) 和任天堂的游戏机。以上发明

对日本乃至世界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现代

人的生活, 除霞关大厦和碳纤维外均为我们所熟知。进入新世纪

后, 日本仍以高性能汽车、游戏机和玩具宠物等向世界传播和展示

着技术文化和形象。

日本是技术大国, 其表现之一是每年企业申请大量的专利。

如 90 年代初, 每年申请专利的总数是美国的一倍, 更远远超过欧

洲各国。

由于日本独特的文化背景, 日本以擅长于“小”而著称。上世

321



纪 50 年代, 索尼公司引进美国晶体管技术制造出小型收音机,

1964 年夏普公司制成第一台电算器。电视机、电动刮胡刀、荧光

灯等虽不是日本人发明的, 但日本人却把它们做的精而又精, 堪称

世界第一。

科技的进步是支撑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基础, 然而,

科技进步又带来了大量的社会问题。60 年代的公害问题自不必

说, 仅看 1995 年的奥姆真理教事件, 就从反面向人们敲响了警钟。

奥姆真理教组织中聚集着一大批高级科技人员, 他们来自机械、电

子、医学、通信和生化等众多领域。另外, 日本也积极参与生物克

隆实验, 第一代克隆牛已经问世。科技发展是把双刃剑, 在新的世

纪里, 如何把握科技发展的正确方向, 这一严肃的问题正摆在日本

人乃至世界所有人的面前。

思考题:

1. 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如何? 请简单概述。

2. 什么是“兰学”? 简述其发挥的作用。

3. 日本拥有独特的管理体制, 其构成如何?

4. 70 年代日本为计算机技术赶超美国, 采取了什么措施?

5.“科技创造立国”等口号是在什么背景下出台的?

6.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 日本科技发展带来了哪些社会问题?

请收集报刊材料加以论述。

主要参考文献:

1. 中山茂《战后日本科技史》, 岩波书店 1995 年版。

2. 冯绍奎、张可喜《科学技术与日本社会》, 陕西人民教育出

版社 1997 年版。

3. 中冈哲郎等《近代日本的技术和技术政策》, 国际联合大

学、东京大学出版会 198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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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赵健民等主编《日本通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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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日本教育

17 世纪至 19 世纪中叶, 日本奉行“锁国”政策, 社会处于封建

自然经济的状态, 教育的发展相对落后。但到了近代, 日本却以

“惊人的精力和智慧, 把他们的文化和组织结构提高到了欧洲列

强的水平”
①
。步入现代以后, 日本的发展更令世人瞩目。尽管原

因是多方面的, 但有一点则为大家所公认, 那就是“国家教育的高

水平对日本的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②
。本章以

日本历史上教育的几次重大改革为主线, 简述了日本教育的发展

历程和当代日本教育的情况, 愿能借他山之石来攻己之玉。

第一节 明治维新前日本封建教育概况

日本的学校教育制度是在奈良时代正式确立的。大化革新

( 645 ～673) 以后, 日本仿照我国唐朝的教育制度建立了贵族学校

制度。公元 701 年颁布的《大宝律令》规定: 在京城设大学寮, 在

地方的“国”设“国学”。大学设大学头 ( 相当于今日的校长 ) 、大

学助、大兄、少兄、大属、小属各一人, 从事学校管理; 设博士一人、

助教二人、音博士二人、书博士二人、算博士二人负责教学, 以学习

儒家经典为主。国学主要招收地方长官的子弟, 如不满定额可允

许庶民子弟的优异者入学, 教学内容与管理大致与大学寮相同。

同时还规定设置典药寮( 相当于医学与药学的专门学校 ) 、阴阳寮

( 相当于天文、历算的专门学校) 和雅典寮( 相当于音乐专门学校)

等
③
。

公元 794 年, 日本的首都迁至平安京( 京都) , 开始了历时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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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平安时代。“平安时代的文化教育有二个重要特征: 一是从

唐式文化向国风文化发展, 从文化的模拟走向文化的创造; 二是从

贵族教育向庶民教育发展, 使教育逐步走向门户开放。”
④

12 世纪末, 日本开始了封建武士掌权的幕府时代。幕府时代

历经镰仓、室町和江户三个时期, 持续了近 700 年, 其间的教育主

要分为幕府、藩国和民众教育三等。

在幕府直辖的教育机构中, 最早的是昌平坂学问所, 它成立于

1631 年, 主要传播儒学, 曾是当时学术研究与教育的一个中心。

1793 年成立的和学讲习所也直辖于幕府, 他排斥儒学和兰学, 只

授国学。此外, 在 19 世纪上半叶陆续开设的还有传授西方自然科

学知识并有多种外国语言课程的开成所、教授荷兰医学的医学所、

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的讲武所以及训练海军的军舰操练所等等。

在大名领地设立的教育机构称为藩学或藩校, 教授武士子弟

教养、道德、武艺和传授儒学, 后来也有传授国学、研究日本历史

的。在日本西南沿海各藩, 由于商业发达, 对外贸易逐步发展, 藩

政的日常事物和文书工作需要一些实用的知识, 那里的藩学就包

括了比较丰富的教育内容, 如数学和外国语等。

民众教育机构种类较多, 有乡学、寺子屋和私塾等。乡学又分

两类, 一类是大藩领主的支系或家臣为他们的子弟开设的, 其程度

低于藩学。另一类是为平民子弟设立的, 比较简陋, 类似寺子屋。

这类乡学十分注重灌输顺从思想, 目的在于缓和平民对于自己处

境的不满, 培养驯服和勤劳的顺民。寺子屋因最初设于寺院、就读

的儿童称为寺子 ( 寺庙的孩子 ) 而得名, 由僧侣主持, 教阅读、书

写, 诵读佛经。后来, 商人、武士在寺院之外办学教育儿童, 这些地

方也称寺子屋。在德川时代, 寺子屋是一种面向平民子女的初等

教育机构。儿童一般六七岁入学, 学习读、写、算, 女童还学缝纫。

到 10 至 13 岁时, 结束学习开始谋生
⑤
。这种学校当时在“全国约

有 2 万所”,“估计约有 40% 的农民或村民曾在寺子屋学习过”
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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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塾则是学者个人收徒授业, 有的只传授一家之说。

18 世纪中叶以后, 日本的封建制度逐渐趋于解体, 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以及商人资产者迅速发展成长, 日本的教育也出现了一

些前所未有的变化。在一部分接触过兰学的学者中间, 首先出现

了要改变落后的封建儒学教育的新议。19 世纪三四十年代, 反对

封建专制统治的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不断发生。迫于形势, 有些

藩国在藩政、财务、兵制以及教育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 有的藩

学加授近代科学文化知识, 如航海和军事技术、理化、机械和绘图

以及三四种外国语等。平民教育方面, 出现了教授读、写及实用常

识的实学讲习所。明治维新前夕, 有的藩还向平民打开了藩学的

大门, 也有的办起了普及性的初等学校。这些活动虽然范围有限,

而且时间不长, 但对日本明治维新后接受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 规

划新政府的教育改革, 则是一种很好的准备
⑦
。

第二节 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教育制度

  的形成及二战前的教育概况

  19 世纪中叶, 德川幕府的统治危机重重。城乡劳动人民反抗

幕府的斗争此起彼伏, 中、下层武士、一些强藩的藩主以及对幕府

势力历来不满的皇族和京都大贵族, 也都倾向于要求改变现状。

特别是在外强炮舰政策威逼下被迫开港、继而接受不平等条约后,

日本民族经济遭到摧残, 国家濒于沦为殖民地的危险境地。社会

各阶层对德川幕府极为不满,“倒幕运动”日益高涨, 终于在 1868

年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 成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执政的

天皇制明治政府。明治政府成立之初, 立即开始在政治、经济、军

事和文化教育方面实行一系列改革, 以维护民族独立, 发展资本主

义。“倒幕开国”和由政府自上而下实行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

统称为“明治维新”。这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具有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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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革命的进步意义
⑧
。

“维新”伊始, 明治政府就提出“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

明开化”的改革口号, 倡导实行“新教育”, 以求振兴王室。“富国

强兵”就是要建成一个经济发达富足、军事实力强大的资本主义

国家, 进而与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竟争, 挤入世界资本主义强国的行

列。“殖产兴业”是指鼓励与扶助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文明开

化”则包括发展近代科学技术文化教育, 改变传统的思想风尚和

生活方式等, 为实现“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服务。这三者确定

了明治政府各项政策和措施的总方向。1868 年 3 月, 日本以天皇

誓言的形式发布了政府的施政纲领————五条《御誓文》, 其中的

“破从来之陋习”和“求知识于世界”两条, 表明了日本要放弃闭关

自守以及学习西方的决心。《御誓文》的这一内容和前述改革口

号, 成为日本近代改革封建旧教育、兴办资本主义学校教育的依

据
⑨
。1871 年, 明治政府废藩置县, 实行中央集权的国家管理体

制。同年 7 月, 中央政府创设了文部省, 负责全国的文化教育事业

并兼管宗教事务。1872 年 8 月, 日本文部省颁布了近代第一个教

育改革法令————《学制令》, 具体规定了日本的教育领导体制和

学校制度, 其基本原则是做到“邑无失学之户, 家无文盲之人”, 把

普及教育、尤其是普及初等教育, 提高国民文化水准列为头等重要

之事。《学制令》仿效法国学制的模式, 实行中央集权的学区制。

在文部省的统一管辖下, 分全国为 8 个大学区, 每个大学区又下设

32 个中学区, 每区设 1 所中学, 每个中学区又下设 210 个小学区,

每个小学区设 1 所小学
⑩
。

19 世纪末, 日本已成为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仅用 50

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需要 200 年走完的路。20 世纪初,

日本进入帝国主义阶段, 为了与欧美列强竞争, 它不仅继续普及初

等教育, 而且大力发展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日本天皇于 1890 年

颁布的《教育敕语》, 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日本教育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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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教育敕语》是以天皇的名义第一次对日本全体国民直接颁

发的有关国民教育的训示, 它明确宣扬“教育的渊源”在于“国体

的精华”, 教育要以实现“臣民克忠克孝, 亿兆一心”、维护天皇体

制为目的, 同时还规定了臣民必须遵守的儒家伦理道德和“重国

宪, 遵国法”的近代立宪主义思想以及“一旦缓急, 则义勇奉公, 以

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这种军国主义的国家主义伦理。由于《教

育敕语》所确定的国民教育目标与原则符合日本统治阶级的利

益, 故其成为二战前指导学校教育工作的准则, 对这一时期的日本

教育影响很大
�11
。

综上所述, 日本自 1872 年颁布《学制令》, 废除封建幕府的旧

教育, 至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近代学制基本成型, 完成了日本教育

史上的第一次重大改革。这次改革使日本近代教育制度最终得以

建立。改革过程中日本摄取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和教育经验,

并进行了频繁的总结和调整, 从而确立了适应本国需要的教育制

度。这次教育改革首先把发展普及初等义务教育作为重点, 不仅

为后续教育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也普遍提高了全体国民的文

化水平, 为发展资本主义准备了良好的条件。尤其是通过普及初

等义务教育的实施, 在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中传播了文化和科学

技术知识, 对于发展近代工农业生产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日本

在明治维新以后, 能够迅速地从一个远远落后于西方的封建国家

一跃而成为“进步非常快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 其重要原因之一

就是教育的迅速普及和发达。

但是, 值得指出的是, 日本的近代教育又具有浓厚的封建、军

国主义色彩。日本的统治阶级一直利用教育在青少年和民众中强

调“忠君爱国”、“尽忠报国”等思想, 鼓吹和提倡“武士道”, 使日

本这一时期的教育为对外扩张、发动侵略战争服务, 成为促使日本

军国主义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12

, 给日本和世界都带来了严重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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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第三节 二次大战后日本新教育体制的建立

1945 年 8 月 15 日, 日本接受了《波茨坦公告》, 宣布无条件投

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军队以联合国的名义进驻日本, 在

美国的敦促下, 日本开始了战后政治、经济以及教育的民主化和非

军国主义化的改革进程。颁布了新的《教育基本法》, 提出:“建立

一个和平民主的国家”, 要依靠“教育的力量”,“应广泛发展旨在

创造新文化, 使人人都聪慧富裕的教育”,“教育机会均等”。这次

教育改革被视为日本近代第二次教育改革, 概括起来, 主要有以下

内容:

( 1 ) 颁布《教育基本法》与《学校教育法》, 废除《教育敕语》

1946 年 11 月日本颁布的《日本国宪法》中, 教育被确认为国

民应该享受的权利。同时根据新宪法的基本精神, 1947 年 3 月 31

日日本以法律形式颁布了《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这是

日本战后教育改革的两个纲领性文件。它们为战后的日本教育制

度制定了基本原则
�13

, 是自明治维新学制改革以来第二次教育改

革的开始。1948 年 6 月, 日本国会又宣布废除了天皇的《教育敕

语》。

《教育基本法》包括序言和 11 条条文, 阐述了日本国民教育

的目的和原则, 规定实施 9 年制的义务教育 ( 小学 6 年, 初中 3

年) 。同时明确了教师必须履行的职责、完成的使命, 并号召社会

尊重教师, 给教师良好的待遇。另外《教育基本法》还就家庭教育

与社会教育以及完善教育行政设施等方面作了原则性的规定。

《教育基本法》是日本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文献。与《教育基

本法》同时颁布的《学校教育法》, 包括 9 章 108 条及附则, 具体指

导学校教育的改革。该法采用美国的 6、3、3 制, 对各级各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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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入学标准、学习年限、校长及教员、经费及管理等事项作出了具

体的规定, 还对幼儿教育和特殊教育作了一些规定。这两个教育

法奠定了日本新学制的基础。50 年代以后, 日本的学制虽然有某

些变化, 但其基本结构仍是这两个教育法所做出的规定
�14
。

( 2 ) 教育领导体制的改革

战前日本所有教育方面的大政方针皆出于天皇之手, 议会无

权过问。战后, 教育立法上实行“法律主义”, 废除了旧的中央集

权的教育领导体制, 实行地方分权制。在中央仍设文部省, 成为指

导教育机关, 根据 1948 年 7 月的《教育委员会法》规定, 所有社

区, 不论是县或市镇都通过选举成立 ( 地方) 教育委员会, 其权力

如下: 负责建立学校; 拨给学校经费; 制定课程; 选择和审查教科

书; 提供教育材料; 训练在职教师; 发给教育证书; 为市镇委员会提

供技术上的帮助和指导
�15
。

( 3 ) 确立教职员许可证制度

1949 年 5 月, 日本《教职员许可证法》颁布实施, 其主要内容

在于: 凡有志于从事教师职业的人员, 必须具备大学或短期大学的

学历, 修完规定的教育学科及专业课程, 取得规定学历, 并参加国

家教师资格考试, 成绩合格者方可获得教职员许可证。这一法律

的实施对日本战后师资队伍的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 同时也在世

界范围内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16
。

通过上述一系列改革, 战后的日本最终确立了教育的民主化

制度。也正是这些改革, 给日本教育带来了新的生机, 为日后经济

的腾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四节 日本五六十年代的教育

  改革与科技教育

  50 年代初期, 日本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较快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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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 1951 年 9 月日美《旧金山条约》生效以后, 日本在经济上

获得了相对独立, 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到 1955 年, 日

本经济已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从 1956 年开始, 日本转入经济高

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教育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教育与经济

发展相互促进, 密切结合, 科技教育改革受到空前的重视
�17
。特别

是 1957 年受到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震动, 日本更加

认识到振兴科学技术, 重视人才开发的重要性。为此, 于 1958 年

提出了“充实基础学力, 提高科学技术教育”的课程改革方案。此

课程改革以科学的基本概念为核心, 重新改组了各门学科, 把现代

的科学成果大量地编进中小学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其中主要措

施有: 加强基础学科、增设新的学科、提高教材标准、实行选修制

度、重视道德教育等。

由于中小学课程教学大纲的难度大幅度提高, 脱离学生智力

发展水平和接受能力, 这些教学计划和措施实施一个时期以后, 就

出现许多学生不能接受新规定内容的现象, 导致了大量落后生的

出现
�18
。

一般认为, 五六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这次教育改

革, 其特点明显影响也是十分深刻的。但也有人认为这一时期的

教育改革称不上是一次单独的教育改革, 它只是战后教育改革的

深化和完善。社会对这一时期的教育改革的评价也存在正反两个

方面: 一方面是肯定其提高了教育的地位, 尤其是把教育和经济发

展以及产业界的需要密切结合在一起, 充分发挥了教育的经济功

能, 使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成为一种互动关系; 突出了科学技术的

发展和科技教育, 把科技教育的改革放在了教育改革的突出位置;

实行了“产学合作”的教育体制, 为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

力。另一方面, 科技教育改革中提出的加深理科教学内容等措施,

使内容过于艰深, 学生难以接受, 同时也导致了学历主义的发展和

考试竞争的日趋激烈。因而, 日本教育史上第三次大规模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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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也就在此基础上开始酝酿产生了
�19
。

第五节 日本的第三次教育改革

70 年代以后的日本一跃而成为令世界瞩目的经济、技术强

国。然而, 摆在日本面前的形势也更加严峻了。自明治维新以来,

日本奉行“求知识于世界”的政策, 广泛地学习、吸收和引进西方

发达国家的科学和技术, 以实现赶超欧美发达国家的目标。随着

这一目标的实现, 日本逐渐奠定了其作为世界经济大国和技术强

国的地位。但摆在日本面前的问题是: 日本已经不再有现成的样

板可以模仿了, 它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 使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

日本探索出一条不仅在经济上, 而且在政治、文化以及科学技术诸

方面保持世界强国地位的新路子。由于“教育立国”的政策在日

本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屡创奇迹, 因此面对新的更加严峻的形势

和挑战, 人们再次对教育寄予厚望, 力图通过新的教育改革和建立

新的教育模式, 确保日本世界强国的地位。于是日本近代以来第

三次大规模的教育改革便势在必行了
�20
。

日本的第三次教育改革从 1971 年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 目前

仍处于改革之中。这次教育改革主要侧重以下几个方面:

( 1 ) 教育的新科技化和信息化

世界已进入信息时代, 日本首先就是一个高度信息化的国家。

这种变化给日本的社会、经济和教育都带来了新的机遇、新的动力

及新的课题。是否能培养出适合信息化程度高速发展的社会急需

的合格人才, 是检验日本教育体制是否适应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标

志。同时, 教育本身也需要现代化、信息化。因此, 教材、教学内

容、教学方法、教学设备的信息化, 包括教学软件的开发, 都是教学

改革的重要内容。为此, 日本 1988 年修改了理科教学大纲, 在初

中和高中增加了有关计算机的学习内容, 国家所属的专项经费,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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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给学校添置计算机设备。至 1991 年 3 月, 已有 41% 的小学、

75% 的初中和 99 % 的高中开展了计算机教学
�21
。

( 2 ) 教育的国际化

60 年代以来, 日本经济高速发展, 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日本政府希望不仅在经济领域, 而且要在教育、学术、文化等各个

方面对世界产生影响, 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 在新的国

际化时代, 日本的生存将更依赖于同他国的合作。为此, 树立国民

强烈的国际意识, 培养面向世界的日本人, 充实外语教学和日语教

学, 完善留学生体制, 推动教育、文化、体育的国际交流自然就成了

这次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教育应能使国民深刻理解本国

的传统文化, 增强爱国心, 树立主人翁责任感; 能充分理解外国多

种多样的文化, 以宽容的态度与外国人相处; 并具备同外国人进行

友好交往和充分开展思想交流的能力。这就是日本的教育国际

化”
�22
。

( 3 ) 教育的终身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 知识不断更新, 观念不断变

化, 那种终身只从事一种职业的想法已经陈旧, 人们不再满足有限

的学校教育, 希望有多样化的学习机会和学习环境, 这就要求整个

社会从以学校为中心的教育体制过渡到“终身学习体系”。在这

个体系中, 学校不是唯一的教育机构, 也不只是青少年学习的场

所。它是学校、家庭、社会互相协作的学习体系, 包含了从儿童到

老年的各种教育机会, 而且各种学习机会和学习途径又是互相贯

通的。对于基础教育来说, 首先要使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 重

视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学习与训练, 培养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等等。日本文部省在 1987 年成立了“终身学

习局”, 并在 1990 年 6 月通过了《关于终身学习体系的改革法

令》
�23
。

( 4 ) 教育的多样化和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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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多样化和个性化是日本第三次教育改革的显著特点。自

明治改革以来, 日本教育制度的特点一直是: 相对统一, 讲究效率,

提倡均等, 培养标准化的人才, 即实行划一化的教育。在这种思想

指导下, 日本按照统一标准, 扫除文盲, 普及义务教育, 强调学历,

提倡考试竞争, 偏重知识学习, 整个社会高度学历化。这些做法曾

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起过积极作用, 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

价, 但在今天, 当日本社会日益趋向多文化、多价值、多元化共存

时, 这种划一化的教育就显露出了它的严重弊端。它不重视学生

的个性、适应性及能力, 偏重知识传授和记忆力的培养, 使学生长

于模仿而短于创造, 造成社会上片面看重学历, 考试竞争激烈, 学

生厌学甚至产生逆反心理, 发生学校暴力等现象。为了培养能面

向 21 世纪的人才, 使学生能积极灵活地适应社会的变化, 也为了

改变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形象, 日本必须培养自己具有个性和创造

性的各方面、各层次的人才
�24
。因此, 必须打破僵化划一的教育体

制, 重视人的创造性才能的培养和个性化的发展, 追求教育内容、

教育方法、教育途径、教育机构的多样化, 尤其是后期中等教育的

多样化。另外, 还要通过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制, 增加学校的选修

课, 设置多样化的课程, 加强个别化教育等措施来实现个性化教

育, 这才是日本教育改革的根本出路。

第六节 日本的现行学校教育制度

( 1 ) 教育行政体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日本的教育行政领导体制是极端的中央

集权制, 战后, 实行地方分权制, 建立教学委员会。文部省是主管

教育行政的中央教育行政机关。其职责主要有以下几项:

①为发展教育、学术和文化事业进行调查研究并制定规划。

②就各级学校和教育机构的物质设备、人员配置、组织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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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规定标准。

③执行教育预算, 支配教育经费。

④审定中小学教科书, 管理义务教育学校用教科书的购置、免

费及供给事项。

⑤审批大学和高等专科学校的设置。

⑥对大学、高等专科学校以及地方教育行政机关, 提供指导和

建议, 对县一级教育委员会教育长的任命有承认权。

地方教育行政体制由地方公共团体和地方教育委员会构成。

地方公共团体分为都道府县和市镇村。教育委员会是掌管地方教

育行政的中心机关。在都道府县一级设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 在

市镇村一级设市镇村教育委员会。

教育委员会的职务权限, 除大学、私立学校以及教育财政事务

分别由国家或都道府县知市镇村长负责管理以外, 其他一切教育

行政事务均由教育委员会管理和执行。如本学区所属学校的设

置、管理和撤消; 校产的管理、人事的任免; 学生的入、转、退学事

项; 课程、学习及职业指导; 校舍维修、教职员进修、福利、伙食等。

( 2 ) 现行学制结构

日本的现行学制结构为学前教育、小学、初中、高中、高等专科

学校、大学、短期大学、广播电视大学、特殊教育学校、专修学校以

及不受文部省管辖的职业训练学校和各种学校等。

学前教育: 学前教育机构有两种: 一是幼儿园, 属于学校教育

制度的组成部分, 招收 3 ～6 岁幼儿, 由文部省领导; 另一种是保育

所, 属于福利机关, 招收母亲有工作的、0 ～6 岁幼儿, 由厚生省领

导。所开设的课程与提供的设备与幼儿园相同。幼儿教育的目的

是保育幼儿, 提供适当的环境, 促进幼儿的身心发展。教育内容有

健康、社会、自然、语言、音乐和绘画六个方面, 注意感情教育, 形式

多样。

初等教育: 初等教育的机构是单一的六年制小学校, 儿童 6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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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入学, 12 周岁毕业。此阶段为义务教育阶段。学习社会日常生

活中所需的基础课目, 教育课程由各学科和特别活动等组成。各

学科有国语、社会、算数、理科、音乐、图画、手工、家政、体育、德育,

特别活动包括班会、俱乐部、班级指导、节日庆祝活动、文体、郊游、

生产劳动等。

中等教育: 日本的中等教育分为两个阶段, 前期称“中学校”,

即初中, 后期称“高等学校”, 即高中。

初中, 学制三年。日本普及义务教育的年限为 9 年, 初中为义

务教育的完成阶段。课程设置大致与小学相同, 但扩大了选修范

围, 除原来规定的外语和其他特别需要的学科外, 还增加了音乐、

美术、保健、体育、技术和家政等选修课。

高中, 日本的高中根据课程设置情况分为普通高中和职业高

中两大类。按照学习课程的方式, 分为全日制, 定时制和函授制三

种, 全日制高中为主, 招收初中毕业生, 学制三年。定时制和函授

制学制为四年以上。高中课程设置多样化, 并在普通高中内也设

置了大量的职业课。

职业技术教育: 日本在小学教育阶段以后的各级各类正规学

校都实施职业技术教育, 也可以说这是日本教育的一个特点。除

正规学校外, 还设专修学校, 专门实施职业技术教育。另外, 学校

和企业结合, 即所谓“产学合作”也是日本职业教育的一种形式。

高等专科学校: 传授较深的科学知识和技艺, 培养职业上所必

须的能力。招收初中毕业生, 学制为 5 年, 把高中和大学联结起来

进行 5 年一贯教育。

专门学校: 属专修学校的一种类型。

高等教育: 日本的高等教育经过战后的几次改革, 已经形成多

层次、多类型的高教结构。从水平上看有研究生院、大学本科、短

期大学和高等专门学校等几个层次, 从类型上看除有传统的大学

外还有专修学校、大学函授、夜校、广播电视大学和公开讲座等,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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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上看分国立、公立、私立等。

研究生院: 在日本叫“大学院”, 是培养硕士和博士的场所。

硕士课程 2 年, 博士课程 3 年。主要任务是培养科技人才, 高级技

术专家和大学教师。

大学: 大学以学术为中心, 在传授广博知识的同时, 教授和研

究高深的专门学术, 发展学生的智力、道德和应用能力。招收高中

毕业生, 修业 4 年, 医科和口腔科为 6 年以上。大学一般由几个学

部( 学院) 组成, 但也有只设一个学部的单科大学。课程分为普通

教育课, 外语课, 保健体育课和专业教育课等, 采用学分制。

短期大学: 传授和研究专门的学术技艺, 培养职业或实际生活

所必须的能力。招收高中毕业生, 学制 2 ～3 年。毕业后可以升入

对口大学, 也可以直接就业。短期大学在为女子开放高等教育大

门和发展职业教育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而且与地区社会的联系也

比较密切。

通信大学( 广播电视大学) : 它是适应终身教育的需要, 有效

地利用以电视、广播为中心的各种通信手段进行教育的开放性大

学。它广泛地为社会成员和家庭主妇提供大学教育机会, 并保证

高中新毕业生有升入灵活而又有流动性的大学的机会, 是日本终

身教育的核心, 对普及高等教育起着重要作用。通信大学没有大

学入学考试, 按报名顺序录取, 学费很少。

师范教育: 日本专门培养中小学教师的机构主要有教育大学、

学艺大学和综合大学的教育学院以及具有培养教师资格的普通大

学。根据《教师许可证法》规定, 必须取得相应的教师证书才能取

得教师资格
�25
。

思考题:

1. 日本的学校教育制度始于何时?

2. 日本幕府时代的教育机构都有哪些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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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简述“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改革口号的内

容。

4. 简述日本近代第二次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及意义。

5. 日本现行教育行政体制的主要职责是什么?

注 释:

①  朱永新、王智新主编《日本教育概览》, 山西教育出版社 , 1992 年 , 第

2 页。

②  小林哲也著《日本的教育》, 人民教育出版社 , 1981 年第 81 页。

③  朱永新、王智新主编《日本教育概览》, 山西教育出版社 , 1992 年 , 第

2 页。

④  参照朱永新、王智新主编《日本教育概览》, 山西教育出版社 , 1992

年 , 第 3 页。

⑤  参照王天一、夏之莲、朱美玉编著《外国教育史》,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 2000 年 , 第 237 ～239 页。

⑥  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编《日本》, 学生社 , 1997 年 , 第 181 页。

⑦  参照王天一、夏之莲、朱美玉编著《外国教育史》,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 2000 年 , 第 239 页。

⑧  参照王天一、夏之莲、朱美玉编著《外国教育史》,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 2000 年 , 第 241 页。

⑨  参照王天一、夏之莲、朱美玉编著《外国教育史》,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 2000 年 , 第 242 页。

⑩  参照程培杰主编《外国简明教育史》, 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 1995

年 , 第 118 页。

�11  参照程培杰主编《外国简明教育史》, 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 1995

年 , 第 240 页。

�12  参照王天一、夏之莲、朱美玉编著《外国教育史》,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 2000 年 , 第 251 ～2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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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日本宗教

宗教是人类社会的产物, 任何一种宗教的产生、存在和发展,

都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

日本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国家, 无论是佛教、神道教、基督

教等传统宗教, 还是现代社会兴起的新宗教, 都是在日本社会的不

同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第一节 神  道

神道信仰古已有之, 但“神道”一词早出自中国典籍《易经》:

“圣人以神道设教, 而天下服矣。”成书于 8 世纪的《古事记》和《日

本书纪》的“神代卷”, 记述的是以天皇祖先神为中心的神话传说,

称太阳神天照大神是最高的神, 天皇是她的子孙和人世间的代表。

《日本书纪·用明纪》中有“天皇信佛法, 尊神道”的记载, 用明天

皇在位约在 586 至 587 年, 这是现存日本典籍中有关神道的最早

记载。

日本是个岛国, 多火山、多地震, 古代的日本人对自然界的无

常变化, 抱有一种敬畏的心理, 认为世界万物都是有灵魂的, 把巨

大的岩石、茂盛的树木都视为神灵降临的地方, 是神圣的, 有山神、

海神、风神、雷神信仰等等,《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称有“八百万

神”。原始神道认为: 神是人的肉眼看不到的, 任何地方都可能成

为神的栖身之地。人死后, 灵魂会随着岁月的流逝, 失去生前的个

性, 逐渐与祖先的灵魂融合, 加入神的行列。因此, 神的世界和人

的世界不是截然分开、没有丝毫关系的, 神会定期降临人间, 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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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聚。

神道自古受到阴阳道、儒教、佛教等中国及印度外来思想学说

的影响, 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变化, 形成了各种神道学说: 奈良时代

末至平安时代初, 同天台、真言宗等思想融合后, 产生了“本地垂

迹说”( 即神的本地是佛, 佛为了拯救日本人化成神而垂迹。这一

思想理论到了镰仓时代后, 盛行于世, 神号也被附名为“权现”、

“大菩萨”等, 熊野神社被当作阿弥陀佛、贺茂神社被当作观音菩

萨、八幡神宫被当作释迦牟尼的“垂迹”) , 成立了“两部神道”( 也

称两部习合神道, 大师流神道, 应用真言密宗的教理于镰仓时代初

期以前而成立的神道说, 南北朝时期最盛行) ; 镰仓时代产生了伊

势神道( 由伊势外宫的度会氏倡导的神道说) ; 室町时代产生了吉

田神道( 奉仕于京都吉田神社的吉田家、本姓卜部氏传承的神道

说) ; 进入江户时代, 初期儒家思想占上风, 受此影响产生了儒家

神道( 儒家倡导的排斥神佛习合的“本地垂迹说”, 主张神儒一致,

宣扬了神道道义的意义) 和垂加神道 ( 朱子学者山崎暗斋创始的

神道说) , 中期以后受国学影响, 产生了复古神道说等 ( 江户后期

的国学者特别是本居宣长等人倡导的神道说, 这一学说后成为尊

王攘夷运动的中心思想理论) 。

明治维新, 政府宣布“神佛分离”, 在“王政复古”的口号下, 声

称以神武创业为本, 建立“祭政一致”的制度, 提倡“敬神忠皇”。

明治维新后, 神道被尊奉为国教, 政府给予优于各教的保护。为了

强迫一切人尊奉神道, 政府宣称神道不是宗教, 把敬神和参拜神社

规定为国民必须奉行的义务。明治《宪法》中规定“大日本国由万

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政府把神道放置

在宗教之上, 把敬神、参拜神社作为国民不可选择的、必须奉行的

义务, 神道成为鼓吹“大日本”神国思想的重要意识形态。

1945 年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 天皇发布《人间宣言》, 正式宣

布自己是人, 不是神。1946 年公布的《日本国宪法》中规定“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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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政教分离”。从此, 神社神道的国教地位和一切特权被废

除了, 神道教成为民间宗教, 它对文化、教育和其他宗教的强制指

导地位也被取消了。此后基督教、新兴宗教不断发展。但神道作

为传统的民族信仰, 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仍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日本人每逢新年都要去神社参拜, 祈求生活幸福平安, 学业有成,

工作顺利。

日本全国有大小神社八万多个, 主要分五大系类
②

:“以天皇、

皇族为祭神的神社; 以南北朝时代的南朝武将为祭神的神社; 祭祀

维新内战中天皇军方面的牺牲者以及近代天皇制战死者的靖国神

社和招魂社( 后改为护国神社 ) ; 北海道及新领土、殖民地神社和

祭祀江户时代藩主的神社。”日本著名的神社有春日神社( 在奈良

是藤原氏的氏族神社) , 伊势神宫 ( 在三重县, 所奉主神为皇族神

天照大神) 、明治神宫( 祭祀明治天皇 ) 、还有祭祀国内外战争中死

亡官兵的靖国神社等。神道有三种神器———剑、镜、玺 ( 玉) , 是日

本神道教在举行祭祀活动时使用的器具。

第二节 佛  教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发源于

印度, 在公元前后的两汉之际传入中国, 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经过

与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的深入结合, 逐渐演变为中国民族宗教之

一。在中外文化交流中, 中国佛教传播到朝鲜半岛, 又传入日本。

同样也经历了漫长的民族化过程, 才发展为日本民族的佛教。

佛教是什么时候传入日本的? 一般有公传和私传两种说法:

日本大多数学者认为, 公传是指 538 年百济王派使者献佛像, 通过

朝廷传入佛教; 私传是指 522 年通过民间传入日本的。佛教刚刚

传入日本的时候, 朝廷内部一些豪族反对信佛, 说如果奉佛将招致

“国神之怒”。但时代在发展, 大陆先进文化的不断涌入, 日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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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朴素的文化和宗教形态已完全不能适应这一历史的要求, 经

过激烈的斗争, 终以兴佛派的胜利而告终。众所周知, 佛教得到扶

持、发展是离不开圣德太子和“大化改新”的。

圣德太子在位期间, 积极引进和推广大陆先进文化, 在政治上

采取措施加强中央集权统治, 在外交上派使节沟通与中国朝廷的

直接往来, 在宗教上, 下令“兴隆三宝”( 三宝即“佛法僧”) , 各地

兴建佛寺, 营造佛像, 并积极招纳外来僧人, 依靠他们推进兴佛事

业, 支持佛教发展。他本人也从师学习佛教经典, 提倡大乘佛教人

人可以成佛的思想和以“慈悲为本”的菩萨济世精神, 著有《胜餯

经疏》、《维摩经疏》和《法华经疏》, 统称《三经义疏》, 为后人研究

佛教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早期的外来僧人在传教之外, 还从事多

种文化、教育乃至生产活动, 对日本社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兴

建佛寺, 营造佛像是圣德太子兴佛的另一大贡献。当时建造的寺

院有飞鸟寺、法隆寺、四天王寺等共七座。

大化革新以后, 佛教不仅在日本社会稳固立足, 而且在朝廷支

持下取得较大发展。派到中国的使节和僧人纷纷回国并参与朝

政。当时在日本信奉佛教的主要是皇室和贵族, 他们对佛教义理

还不太了解, 把佛、菩萨看作是异域之神, 认为信奉佛教可以招福

祛灾。因此, 他们兴建了许多寺院, 营造了众多的佛、菩萨像。当

时全国已有寺院 520 多所, 佛像 46 尊之多。

奈良时代( 710 ～794) 佛教继续发展, 由国家兴办的最著名的

佛教事业是兴建东大寺和国分寺。以奈良东大寺为中心, 分散于

各地的国分寺供养的众多释迦佛为佛的化身, 天皇想借此机会提

高中央朝廷的神威, 以加强中央集权, 还想通过东大寺和国分寺僧

尼的诵经祈祷活动, 保佑国家平安, 五谷丰登。

随着中日佛教往来的频繁, 中国的佛教宗派陆续传入日本。

九世纪以前, 中国佛教宗派中的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以及

佛教学派成实宗、俱舍宗等, 相继传入日本, 以国都奈良为传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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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史称“奈良六宗”。六宗是以后日本佛教发展的起点, 其中法

相、三论、华严三宗继续发展。在此期间我国著名僧人鉴真和尚应

日本天皇的邀请, 在天平胜宝六年( 754 ) 到达日本, 正式把律宗传

入日本, 被奉为日本律宗祖师。他在东渡日本过程中历尽艰辛, 出

航六次, 有五次失败, 期间双目失明。他把道宣等人的律学著作带

到日本, 在东大寺及后来建的唐招提寺传律、授戒, 还与弟子法进、

思托等向日本僧人讲授天台宗教义。

在奈良、平安( 794 ～1192 ) 交替之际, 入唐求法的最澄、空海

回国后受到朝廷的支持, 积极传播天台宗和真言宗。日本天台宗

是由最澄从中国传入日本的, 他是这个教团的创始人。他在唐接

受了天台、密宗、禅和大乘戒法四种传授, 著有《守护国界章》、《显

戒论》、《法华秀句》等, 日本天台宗在基本教义方面与中国相同,

都奉《法华经》《法华玄义》等书为教典, 但日本天台宗是在日本特

有的社会环境中传播和发展的, 所以也形成自己的特色。即: 主张

教、戒一致, 只承认大乘戒; 有鲜明的“护国”思想, 重视以“镇守国

家”、“积福灭灾”为目的的祈祷、读诵和秘密修法等。天台宗是日

本古代最强大的佛教宗派, 其次是真言宗, 它们是平安时期的主要

佛教宗派。

日本真言宗是由空海从中国传入并创立的教团。空海以位于

京都的东寺为中心, 传授密教教义。密教的基本经典是《大日经》

和《金刚顶经》。空海把信奉不同佛法者的心境分为十个等级, 称

之为“十住心”, 用以判释全部佛法。在这十个等级中, 此前已在

日本流行的法相宗、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分别被判为第六心、第

七心、第八心、第九心, 而把真言宗判为第十心, 称之为“秘密庄严

住心”。空海以此判教理论抬高密教的地位。空海的主要著作有

《辨显密二教论》、《即身成佛义》等。空海以后, 日本真言宗在教

理方面没有显著发展, 平安后期发生分裂, 到镰仓时期正式分为古

义派和新义派两派。

741



平安后期土地兼并愈益严重, 农民及中上层武士势力迅速崛

起, 社会危机四伏, 内乱相续。社会上弥漫着一种不安的气氛, 在

贵族中有更多的人感到人生无常, 产生厌世思想, 对宣传来世往生

极乐净土的信仰发生兴趣。反映到佛教界,“末法”思想和净土信

仰特别流行。属于天台宗的僧人空也、源信、良忍等都提倡阿弥陀

佛净土信仰和念佛, 他们不仅在贵族中也在民间念佛宣传。源信

著有《往生要集》, 系统汇编净土经典语句, 提倡口称念佛, 对后世

兴起净土信仰有极大影响。

镰仓时期( 1192 ～1333 ) 是日本历史上十分重要的时期。在

这一时期, 建立了新兴武士阶层的政权———幕府。武士阶层在经

济、政治等各个领域都占据支配地位。在佛教方面, 一些日本学僧

适应时代特点和社会民众的信仰要求, 对佛教经典进行新的诠释

和发挥, 并结合日本传统文化和习俗, 成立了一些带有民族特色的

新佛教宗派, 它们是: 由源空创立的净土宗、亲鸾创立的净土真宗、

日莲创立的日莲宗、一遍创立的时宗, 以及在幕府直接支持下, 由

中日禅僧陆续从中国传入的禅宗流派临济宗、曹洞宗。这些新兴

佛教宗派在开始时虽受到旧有佛教宗派不同程度的压抑, 但最后

都被社会接受, 由此奠定了日本古代民族佛教的基本格局。

净土宗与真宗、时宗、日莲宗一样都不是直接从中国传入的,

而是由日本僧人依据汉译佛经和中国人的著作创立的。它们是在

日本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宗教, 称之为日本佛教也不为

过。它们在教义方面虽然都有各自的特点, 但其中有四点是共同

的: 第一, 选念的佛经、供奉的佛像都是一个, 所谓排除一切杂经、

杂佛, 主张一心向佛, 口称念佛。第二, 主张人不论男女不分高低

贵贱, 一切众生, 即使是从事杀生职业的人皆可通过念佛而灭罪往

生。是彻底的大众性宗教。第三, 不再看重以往的清规戒律, 宣扬

不论僧俗只要专心向佛, 在家修行、在日常生活中也可往生成佛。

第四, 它们的寺院不是朝廷出资修建, 都是在武士和平民的支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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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草屋一点一点发展成寺院的。所以镰仓时期的新佛教不仅受到

一部分贵族的信奉, 也受到武士和广大民众的欢迎, 形成了以平民

阶层为中心的大众宗教是其最大的特点。

由源空的弟子亲鸾创立的净土真宗,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是净

土宗的一个支派。亲鸾的真宗教义是在吸收中日净土教学说的基

础上做了新的发挥。与其他净土宗派不同的是, 亲鸾不太注重勤

修称名念佛, 而更强调坚定的信仰(“信心为本”说) , 提出“恶人正

机”, 即恶人正是阿弥陀佛拯救对象, 也可以往生净土成佛, 并主

张僧侣可食肉、娶妻。亲鸾著有《教行信证》《愚秃钞》《一念多念

文章》等, 使真宗具有其他净土宗支派所没有的特色。

在镰仓新佛教宗派中, 临济宗和曹洞宗为禅宗的两大派, 是从

中国传入的。临济宗在日本的早期传播和发展中, 曾受到以幕府

为代表的上层武士和皇室、贵族中一部分人的信奉、支持, 盛极一

时。荣西为日本临济宗之祖, 但由于受到时代和旧佛教宗派的制

约, 他在传授禅法的同时不得不兼传天台、真言教义, 被称为“兼

休禅”。荣西著有《兴禅护国论》和《出家大纲》等。《兴禅护国

论》论述禅宗宗旨, 申明兴禅护国的道理, 认为: 禅宗为综合性佛

教, 修习禅宗可通达全部佛法; 禅宗与天台、密教一致; 修禅必须持

戒,“以戒为先”。日本古代禅宗有 24 派, 除道元、东明、东陵三派

属曹洞宗外, 其余皆为临济宗。

道元 24 岁时随师入宋求法, 回国后创立了日本曹洞宗。著有

《普劝坐禅仪》和《正法眼藏》等。他认为: 禅法妙道即为“只管打

坐, 身心脱落”, ( 坐禅是佛祖历代传下来的“正法”。坐禅, 只管打

坐, 可以使人彻底摆脱一切由于肉体和精神而带来的情欲烦恼, 即

达到“身心脱落”) 主张只管打坐和修证一如 ( 修指坐禅, 证为证

悟, 即达到觉悟。坐禅即是修行方法, 又是觉悟的表现, 坐禅修行

与证悟成佛是相即不二、密不可分的。) ; 否定烧香、礼拜、念经等

传统做法; 提倡舍弃名利之心, 居山修行。曹洞宗到了弟子绍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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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取得重大发展。他为了吸引民众, 扩大影响, 把曾经被道元否

定的烧香、礼拜、念经等传统做法重新吸收到寺院法事仪规之中,

并把密教诵念秘密经咒的做法和道教、日本神道的神鬼信仰也引

进曹洞宗。绍谨以后, 曹洞宗迅速扩展到全国。

日莲宗因创立人日莲的名字而命名, 是镰仓时期由日本人创

立的最有特色的佛教新宗教派之一。他学过密教、净土宗和禅宗

等, 著有《立正安国论》《开目钞》等。他认为只有《法华经》是大

乘中最优秀的教典, 他在继承天台宗的基本概念和命题的基础上,

对《法华经》作了独特的论释, 确立以念诵“妙法莲华经”五字经题

为中心的教义体系。

室町时代从 1336 年开始, 经过南北朝时代、战国时代, 到

1573 年织田信长驱逐足利义昭, 室町幕府正式灭亡, 历 238 年, 其

间真正统一安定的时间很少。这一时期的佛教从总的情况来看,

旧有的佛教宗派法相宗、天台宗、真言宗等继续处于衰败之中, 而

镰仓时期新成立的净土宗、真宗、日莲宗、禅宗等都有很大发展。

在新兴的佛教宗派之中, 室町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禅宗, 特别是其

中的临济宗。临济宗因受到室町幕府和朝廷公卿的皈依, 非常盛

行。真宗到第八代祖莲如( 1415 ～1499) 之时取得显著发展, 形成

以本愿寺为中心的强大教团。在日本室町后期的战国时代发生了

声势浩大的“一向一揆”。“一向”指一向宗, 即净土真宗。“一向

一揆”即真宗对抗守护大名或其他宗派而举行的武装斗争。日莲

宗在 13 世纪末由日像到京都传教以来, 在京都取得迅速发展, 到

天文初年( 1532 年) 拥有 21 个大寺院, 称为法华宗二十一本山, 曾

在武将细川晴元支持下与真宗武装集团展开激战, 焚毁了本愿寺,

史称“法华一揆”。

净土宗在这个时期也有发展。净土宗在源空死后分为五派,

其中的镇西派、西山派最为盛行。到了室町时期以后, 镇西派最为

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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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时期是日本封建社会的最后发展时期, 以德川家康为首

的武士集团消灭了丰臣氏势力, 在江户( 今东京) 设立幕府, 建立

了日本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武家政权, 共存在 265 年。史称德川

时代, 也称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在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体制过程中,

通过为佛教诸宗和大寺制定法规的方式把佛教纳入它的统治体制

之内, 并利用佛教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服务。德川时代最亲近幕

府的佛教宗派是净土宗、天台宗和禅宗。净土宗供奉德川氏的祖

灵, 为德川氏祈祷, 被称为德川氏的“菩提所”。临济宗的崇传和

天台宗的天海在德川初期都曾参与幕政, 受到将军的优遇。德川

幕府为了更好地利用佛教维护其的统治, 先后向佛教各宗及大寺

院下达寺院法规 ( 法度) 。在幕府公布的诸宗法规中对后世影响

最大的有两个, 一个是关于本寺与末寺关系的规定, 一个是关于寺

院与檀主( 信徒) 关系的规定。

按照幕府向佛教各宗下达的法度, 各宗的传教中心称为本山。

在各宗内部形成本山 ( 或本寺 ) ———中本寺———直末寺———孙末

寺这样一种金字塔式的隶属关系。德川幕府确立各宗本末寺关

系, 建立各宗以本寺、本山为中心的组织体系, 有利于它通过控制

本山、本寺以达到控制各宗的目的。从此以后, 日本的任何寺院都

有归属, 无本寺的寺院不复存在。这一体制的确立, 更加强了日本

佛教宗派组织的严密性和各宗的宗教自觉意识。另外, 法规中对

于真宗, 承认其僧可以娶妻。

幕府为了取缔、镇压基督教, 更好地控制农民, 让寺院为民众

的信仰、身份作担保, 令一切人选定一寺作为其施主, 由寺院为民

众出具身份证明, 最重要的是写上所信仰的佛教宗派及所属寺院

的名字, 实际上把佛教置于“准国教”的地位。任何人不管真实信

仰如何, 必须隶属佛教的某一寺院, 寺院和信徒之间形成了一种特

殊的依存关系( 即专檀制度) , 僧人担当了类似近代户籍和治安警

察的部分职能。幕府在建立和维护户籍制度中给僧人以重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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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这是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僧人在这种稳固的专檀制度下, 衣

食优裕, 生活富足。这虽然可以保证更多有志学问的僧人研究佛

学, 但同时也滋长了腐败之风。这是招致儒者、神道学者广泛兴起

排佛论的重要原因之一。

日本在 1868 年结束德川幕府统治体制, 恢复天皇制, 改元“明

治”, 开始实行巩固以天皇为首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体制, 发展资

本主义的一系列新政, 史称“明治维新”。明治政府以“富国强兵”

“植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为三大政策, 以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列强

为榜样, 学习他们的科学技术, 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 建立资本主

义制度, 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把日本建成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在这场资产阶级改革运动中, 新旧思想的矛盾冲突交织在一起, 渗

透到包括宗教界在内的日本社会的各个领域, 佛教也不例外, 经历

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洗礼。

1868 年 1 月, 明治天皇颁布王政复古诏书, 宣布恢复天皇制,

“诸事依据神武创业之始”, 以神话中的神武天皇建国作为效法的

范例, 并要求国民“尽忠报国”; 恢复“祭政一致”的制度, 天皇作为

神( 天照大神) 的后裔不仅在政治上统治全国, 而且在宗教上是最

高的祭司, 主持国家最高的祭神仪式。政府为了提高天皇神圣权

威, 扬言神道不是宗教, 把神道放在宗教之上, 把敬神、参拜神社规

定为国民必须奉行的义务。佛教、基督教也必须在国家规定的法

制、条令的范围内, 在奉行包括敬神在内的“臣民义务”的条件下,

才有传教的自由。

日本古代在佛教盛行之后, 佛教用“本地垂迹”理论对神道作

了新的解释, 神道一直依附于佛教并无独立地位, 镰仓后期以来虽

兴起各种神道学说, 但直到德川时代结束之前, 神社在组织管理上

仍未能摆脱佛教的控制。明治初期发布恢复神祗官, 一切神社归

神祗官管辖的命令, 此后政府又连续发布了一系列关于“神佛分

离”的命令, 下令要求全国各大小神社废除“神佛混淆之仪”, 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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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还俗, 可改任神官。在这些命令下达之后, 各地神社把以往所奉

为“本地”的佛像以及各种佛教法器、用具以至佛经等等一律清除

或毁弃、焚烧, 原属于寺院的镇守神社, 也与寺院脱离关系。从此,

神道长期依附于佛教的局面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手段被结束了。

在废佛风潮的影响下, 有些寺院受到严重破坏, 寺内经卷、金

银法器、佛像等大量丢失, 僧人被迫还俗, 在地方上还对佛教各宗

采取了严厉的废寺和合并寺的政策。在这种形势下, 佛教各宗为

迎合统治者的需要, 也提倡“忠皇爱国”, 强调王法与佛法密不可

分, 认为神道与佛、儒一致, 宣传护法、护国精神, 目的在于寻求政

府的保护和支持。由于各地爆发了以僧侣与农民信徒为中心的骚

乱和暴动, 政府提出不再“废寺并寺”, 对撤寺、并寺采取谨慎态

度。后来, 政府又任命神职人员和僧人为“教导”, 这意味着佛教

的合法地位得到政府的确认, 并赋予“教化国民”的社会职责。在

明治维新过程中, 政府制定户籍法, 废除宗门户籍制, 自然也废除

由寺院为信徒担保身份的特权。“从 1872 年以后, 政府废除僧位、

僧官; 规定僧侣只是一种职业, 命他们称姓氏; 解除过去官府对食

肉、娶妻和蓄发的禁令; 禁止僧尼托钵化缘等。这对日本僧人在近

世以后广泛进入世俗社会, 身兼传教之外的其他社会职业, 以及近

代僧团的建立, 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③
明治时期流行的佛教宗

派共有 12 个, 佛教各宗以各地寺院为中心, 除从事传统的传教和

为信徒举办丧葬仪式、各种祭典法会之外, 还进行各种社会活动,

如兴办教育事业, 兴办各种慈善福利事业, 监狱诲人事业, 即到监

狱向犯人进行说教、启发、诱导等等。

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后, 政府为了加强对各教的管理与监

护, 使各教更好的为宣传日本以天皇为首的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

的“国体观念”和“皇道精神”服务, 在对待神道这一实际上的国教

地位上, 各教是不允许有异议的。此后为了加强对宗教各个团体

的控制和利用, 文部省要求神道、佛教、基督教各派实行合并; 对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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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要求按“一宗祖一派”的原则进行合并。这样,“神道教 13 派继

续存在, 佛教原有 13 宗 56 派合并为 13 宗 28 派⋯⋯基督教合并

之后, 有旧教的‘日本天主公教教团’和新教的‘日本基督教

团’”
④
。战争中各教组成“大日本战时宗教报国会”, 日莲宗、真

宗还奉命对教典中一些被称为“冒渎皇族神”、“不敬”的地方做删

改, 但日本侵略战争的彻底失败已成定局, 靠“宗教报国”是无济

于事的。日本佛教的研究在战争期间基本停顿, 到战后才又恢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日本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 日本佛教同

其他宗教一样, 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天皇发布了《人间宣

言》, 神社神道的国教地位和一切特权被废除了, 政府对教团的认

可权、监督权皆被取消,“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在 1946 年的

《日本国宪法》中也作了明文规定, 神道教成为民间宗教。

战后《宗教法人令》的公布, 使佛教系、神道系的新兴宗派从

原来的教团中分立出来, 新兴宗教在战后迅速崛起。目前在日本

的新兴宗教中登记为宗教法人的大约有 200 多个。佛教系的新兴

宗教主要出在日莲宗系, 其中信徒最多的是日莲正宗创价学会, 其

次是立正佼成会( 教名) 、灵友会。无论是神道系还是佛教系的新

兴宗教, 在教义中都带有神佛会通理论的特色, 只是程度不同而

已。在六七十年代日本又兴起一些新的宗教团体, 日本学者称之

为“新新宗教”,“其中有的强调固守教祖的教义, 如日莲宗系的显

正会, 有的是从外国传入的强调‘世界末日’教义的基督教系的教

团; 有�'望之塔 ( 来自美国) 、世界基督教统一神灵协会 ( 来自韩

国) ; 也有的强调巫术、咒术、占星术等神秘主义, 如神道系的神灵

教、世界真光文明教团, 佛教真言宗系的阿含宗等。它们在当今日

本进行着积极传教活动。”
⑤

日本佛教的民族特色
⑥
是: 日本佛教是中国佛教的移植和发

展, 但由于受到日本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习俗的制约和影响, 形

成了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主要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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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强烈的佛法护国观念。自从佛教传入日本, 以天皇、贵族

为代表的统治阶级认为佛教可以“镇护国家”“护持国土”, 特别重

视佛教的祈祷现功德利益的功能, 希望通过造寺、塑像、写经、诵经

等, 向佛、菩萨祈求皇室康宁, 国泰民安和五谷丰登。经过奈良、平

安, 直到镰仓以后, 各宗教主和广大僧俗佛教信徒, 都主张佛教与

国家密切结合, 所谓“佛法王法互守互助”。

( 2 ) 神佛同体和一致论。原始神道是对自然精灵、天神地祗

和祖先神灵崇拜与祭祀的一种朴素的宗教信仰形态, 还没有固定

的神社、神像、也无成文教义。在佛教传入以后, 因受佛教的影响,

才在各地建立起神宫、神社, 后来有了神像, 神的观念也有了发展。

7 世纪佛教流行以后, 兴起“神佛会通”思想, 再后兴起“本地垂

迹”理论。于是, 在神社内安置本地佛、菩萨, 由僧人管理神社。

镰仓新佛教宗派中的真宗、日莲宗、禅宗等都有自己的神道理论。

佛教通过这种理论把神道纳入佛教体系之中。14 世纪后虽形成

一些主张神为主、佛为从的神道学说, 但在进入近代以前, 并未根

本动摇神佛通体论的统治地位。

( 3 ) 鲜明的宗教意识。所谓的宗教意识是指对本宗的自觉认

同感、优越感和护教意识。中国佛教各宗组织松散, 彼此关系缓

和, 但日本佛教各宗之间壁垒森严, 宗派意识十分强烈。各宗不仅

有自己的判教理论, 而且都有严格的宗祖传承世系、传法中心和组

织系统、土地财产。江户时期以后, 各宗形成严格的本末制度和专

檀制度, 更加强了宗派意识。

( 4) 盛行念佛和唱题。在日本所有宗派中, 净土宗、真宗、日

莲宗发展迅速, 影响也大。他们强调主观信仰, 或提倡口称念佛,

或提倡对他力本愿的信心, 或提倡口念“南无妙法莲华经”题目。

因修行方法简单, 容易得到广大农民和其他民众的信奉。

( 5 ) 世俗化倾向。从平安后期开始, 佛教界戒律松弛, 律学已

经失传, 镰仓新佛教宗派都不强调固守传统戒律。净土宗宣称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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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恶人皆可通过念佛而灭罪往生, 真宗主张“信心为本”,“恶人正

机”等, 僧侣过着非僧非俗的生活 ( 如真宗的僧人可娶妻、吃肉) ,

日莲自称“无戒比丘”, 说恶人通过诵念题目也能成佛。江户时期

由于实行“专檀制度”, 寺僧从事更多世俗事务, 更推进了佛教世

俗化的进程。

以上是日本古代佛教的五大特点, 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形

成的,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佛教传入日本以后的演变过程。同时

也可以了解到佛教在社会发展中的潜在作用。

第三节 基督教

基督教在 16 世纪中叶传入日本。最早传入日本的基督教派

别是属于天主教( 旧教 ) 修会的耶稣会。1549 年耶稣会创始人之

一西班牙人方济各·沙勿略乘中国船到达日本鹿儿岛, 开始在九

州地区传教, 后又到平户、山口和京都传教。此后耶稣会传教士陆

续到日本传教, 在九州、京畿一带地方逐渐吸引了不少信徒。织田

信长采取保护基督教的政策, 基督教传播很快,“1582 年信徒达 15

万人, 大小教堂有 200 所, 传教士达 75 人之多。”
⑦

基督教在刚传入日本的时候, 日本人把它看成是佛教的一个

新派别。基督教传教士一方面利用佛教寺院建筑传教, 同时所造

的教堂也称寺, 如 1552 年在山口建的教堂称大道寺。日本人也称

这些基督教传教场所为南蛮寺。对于基督教传教士, 日本人称之

为伴天连, 称基督教为南蛮宗、伴天连宗等。

丰臣秀吉执政时开始禁止基督教, 他认为基督教违背日本的

纲常伦理, 担心它的发展会对统一政权构成威胁, 下达《伴天连追

放令》, 驱逐基督教传教士, 但这个禁令实际没有发生作用。基督

教是伴随葡萄牙、西班牙等国与日本开展贸易而不断传入日本的。

丰臣秀吉虽下令驱逐基督教士, 但并没有禁止与西方的通商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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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 在热衷开展与西方通商贸易的九州一带的大名的支持下, 基

督教仍得到迅速传播。

德川初期幕府积极支持日本与西方的通商贸易, 除葡萄牙、西

班牙的商船外, 荷兰、英国也派商船来日本贸易, 在平户设立商馆。

“到 17 世纪初, 日本的基督教徒已达到 70 多万人”。
⑧
德川家康开

始无意禁止基督教, 后在崇传、林罗山等人的建议下, 实行严厉镇

压基督教的政策。“究其原因, 一是担心西方人利用基督教侵略

日本; 二是对基督教传播西方文化思想有疑惧心理, ⋯⋯攻击基督

教是敌视作为‘神国佛国’的日本的‘邪法’,‘诽谤正法, 残义损

善’, 如不制止,‘后世必有国家之患’; 三是想通过禁教来加强对

农民的思想控制; 四是借禁教、锁国来实现由幕府直接控制和垄断

对外贸易的目的。”
⑨

1612 年, 幕府首先对直辖领地下达禁教令, 翌年把禁教令扩

大到全国, 驱逐传教士, 毁坏教堂, 迫害教徒, 强迫教徒改宗, 在京

都、长崎、江户、秋田等地把很多教徒处死。同时对西方的通商贸

易也加以控制, 禁止在平户、长崎之外进行贸易, 中国船只也只能

到达长崎。在长崎开辟出岛( 小岛名) 只允许葡萄牙商人居住, 其

他人等令其回国。此后幕府对基督教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 对

基督教徒处以种种极刑。在幕府强权镇压下, 教徒们或殉教、或改

教、或隐匿, 基督教徒一时间泯灭。幕府后来命令全国一切人必须

成为某特定佛教寺院的信徒( 檀家、檀那) 。1639 年禁止葡萄牙人

船只来日, 把葡萄牙人驱逐出境。此后仅保留长崎作为与荷兰贸

易之地。

1873 年, 日本政府解除了对基督教的禁令, 美国等国的传教

士相继来日, 这些传教士在长崎和神奈川两地开始活动。如美国

的费尔别克在佐贺藩校教授洋学, 并为数名藩士举行洗礼。此后

布朗、西摩兹、帕拉等人也来到神奈川, 以半通的日语宣传基督教,

在日本人的协助下, 将《圣经》译成日语, 还开办学校讲授美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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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在教育和培养人才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1872 年日本信徒在

横滨建立日本基督教公会, 它是日本第一个新教教会, 当时成员只

有 5 名, 这一教会采取的是日本人信徒独立自治的原则, 不从属任

何教派。明治初年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 基督教的布教在各

地不断取得进展, 地方城市纷纷成立教会。日本基督教公会与关

东地区有影响的长老教会合并成立“日本基督一致教会”( 后为

“日本基督教会”) 。1889 年颁布《帝国宪法》规定:“日本臣民只

要不妨碍安宁秩序及不违背臣民义务, 就有信教自由 ( 第 28

条) ”。神、佛、基( 基督教) 的布教活动虽得到认可, 但在近代天皇

体制下, 信教自由只能是徒有虚名。在以神化的天皇为道德、教育

根本的教育体制下, 发生了内村鉴三的“不敬罪”事件( 借口没有

礼拜《教育敕语》上天皇的署名) 。所谓“不敬罪”, 是指对天皇、皇

族、神宫、皇陵等不恭敬的言行而构成的犯罪
⑩
。1947 年改正后的

刑法削去了这一条。此后, 内村鉴三致力于开创日本独特的无教

派主义, 提倡注重日本人内在的信仰。随着日本一步步走向帝国

主义, 不少人开始觉醒, 原基督教徒安部矶雄、片山潜等人成立了

社会民主党, 1912 年以法学士传道师铃木文治 ( 神教派的统一基

督教弘道会的成员 ) 为中心, 结集 14 位工人成立了“友爱会”, 是

日本第一个工会组织。

昭和年间依据《宗教团体法》, 各基督教派被统一在日本天主

公教和日本基督教团两团体内, 凡不属于这两大教团的传教活动

都被禁止。因此当时的长老会、福音同盟会等都被统一为日本基

督教团, 战后不少教派从基督教团分立出来, 但基督教团仍是日本

基督教中最大的宗教团体。该团体采用会议制, 教团总会是最高

权力机关, 教学总会负责教会管理等教务。二战结束初期, 按照美

国占领军“日本基督教化”的意图, 外国传教士纷纷来日, 并带来

大量美元和物资, 基督教各派在国外物资援助下, 文化活动和社会

活动异常活跃, 发行《圣经》逾 200 万部, 在救济灾民方面更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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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颇大活力。1951 年天主公教由“天主公教教区联盟”改为“天主

教中央协会”, 全国分 16 个司教区, 每一司教区以司教为中心独

立经营。其中东京、大阪、长崎为大教区。作为超越各司教区, 展

开全国性活动的组织是日本天主教司教协议会。除此之外, 属基

督教系的一些新教团体还比较弱小, 只有日本福音路德教会、日本

耶稣基督教团、日本浸礼联盟等少数团体的教徒达万人以上。新

教的全国联络机构是日本基督教协会, 经常参加世界性活动。

据近年日本进行的社会调查看, 因多数天主教徒是受家庭影

响而入教的, 所以, 老年信徒对自己的信仰确信不疑, 而许多年轻

信徒对自己的信仰缺乏理解。他们不过是例行公事般地到教堂做

礼拜。总的看来, 战后的日本天主教虽每年略有递增, 但发展缓

慢。

除神、佛、基督以外的日本其他宗教一般概称为诸教, 指未列

于佛教、神道系之中的天理教、圆应教、世界救世教等。它们或与

神道或与佛教相融, 或基于神、佛、基督三教而立。战时多受到法

西斯宗教法规的限制, 战后发展较快, 新教团不断派生, 如天理教

和 PL 教团号称百万教团。

从历史发展上看, 日本从未有过单一宗教占主导地位, 尽管人

种、语言单一, 而宗教却是多元化共存的, 这是日本社会的一个显

著特征。长期以来为日本人民所广泛信奉的宗派是日莲系和净土

系各宗, 它们信徒最多, 流传最广, 其次是主张顿悟的禅宗。这些

宗派没有深奥的哲学论证, 教义浅显, 易为一般人理解, 而且修行

方法简单易行, 其中日莲宗和净土宗最具日本民族特色, 其教义、

教规和礼仪都深深印有日本民族的特征。它们通过群众性的习俗

礼仪与多种形式的宗教文化实践, 加强了信徒的宗教信仰和宗教

意识, 使各宗教团体保持着稳步发展的教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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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宗教团体、传教人员、信徒统计表

项目 神社 寺院 教会 布教所 其他 合计 传教人数 信徒

总
数

系统
81539  77213 734307 N30748 e6897 }230704 î664991

( 4324)
217229831 /

神道系 81511  2 ƒ6671 !2080 8700 P90964 Á
10437
( 24) 108999505 /

佛教系 6 l77186 73187 !3584 84393 }98356 Á286200
( 248)

96255279 �

基督
教系 6446 !1604 81005 }9055 ”

16563
( 3747) 1463791 Õ

诸教 22 ™25 °18003 N23480 e799 P42329 Á
257854
( 305) 10511256 �

  表注: 1) 文中两表格据日本文部省文化厅 1991 年编《宗教年鉴》制。

( 2) 诸教”指未列入神道、佛教、基督教系之中的天理教、圆应教、

世界救世教等。

( 3) 括弧中的数字是外国传教人员。

( 4) 不少居民由于传统上的原因 , 在形式上兼信两种以上的信仰 ,

因此信徒总人数远远超过人口总数的 1 亿 2 千多万以上。

思考题:

1. 什么是“本地垂迹”?

2. 镰仓时期的新佛教宗派有几个?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社么?

3. 德川幕府向佛教诸宗及寺院下达了什么法规? 对后世有

何影响?

4. 古代日本佛教的特点是什么?

5. 德川家康为什么禁止基督教?

注 释:

①  杨曾文主编《日本近代佛教史》, 浙江人民出版社 , 1996 年 , 第 32

页。

②  张大拓译《宗教与日本现代化》, 今日中国出版社 , 1990 年 , 第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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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③  杨曾文著《日本佛教史》,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 第 582 页。

④  同注③ , 第 610 页。

⑤  同注③ , 第 623 页。

⑥  同注① , 第 31 页。

⑦  同注① , 第 194 页。

⑧  同注⑦。

⑨  同注③ , 第 530 页。

⑩  同注② , 第 70 页。

主要参考文献:

1. 杨曾文主编《日本近代佛教史》,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2. 杨曾文著《日本佛教史》,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3. 张大拓译《宗教与日本现代化》,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0

年。

4. 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1 年。

5.《平凡社大百科辞典》, 平凡社, 19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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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日本语言文字

据说世界上有五千多种语言, 但从使用人口来看, 汉语无疑是

第一位的, 日语位居第六位。有一亿两千万人以日语为母语, 把日

语作为外语来学习和使用的人口总数大约在三百万以上。

以语系来说, 有人主张将日语与朝鲜语归入阿尔泰语语系, 但

尚未得到有力证实。日本主要使用汉字、平假名、片假名三种书写

形式, 此外也使用罗马字。公元 9 世纪左右, 借助汉字的偏旁部

首, 日本人创造出了平假名和片假名。平假名、片假名均为音节文

字, 目前各有四十六个假名。日语的字母表称为五十音图, 但其中

有重复的两个, 废除的两个, 故为四十六个。

第一节 日语发音

日语的五十音图为清音, 与它对应的有浊音、半浊音。浊音为

四行, 半浊音只有一行。在清音字母的右上角加“ 
〉
 ”为浊音, 加

“ � ”为半浊音。

拗音共有七行。在“きしちにひみり”的右下角加上“ゃゅ

ょ”表示拗音。注意书写时一定要把“ゃゅょ”写小。

另外, 还有拨音“ん" , 促音“っ" , 长音等音节, 这些音节要在

学习发音时注意识别。

日本人读“夏”为“ナツ”,“冬”为“フユ”。一般认为“ナ”与

“ツ”、“フ”与“ユ”是最小的语音单位, 各为一拍。一个假名相当

于一拍。拨音、促音、长音、拗音均视为一拍。音韵组织单纯、音节

种类很少也是日语发音的特点之一。标准元音有五个, 分别为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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イ、ウ、エ、オ, 音节则由元音单独构成或辅音与元音共同构成, 但

音节结束时总以元音结束。单独使用的辅音仅有一个“ン”。

日语中同音义异的词汇甚多就是由于音节的种类少而造成

的。如“タイショウ”可写出“对象”、“对照”、“对称”等汉字词

汇。“公正”、“厚生”、“构成”三个词读音相同, 都是“コウセイ”。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与印欧语系诸语言的强弱重音不同, 日语是高低重音, 其中又

分为平板式和起伏式两类, 起伏式又包括尾高型、中高型、头高型

三种。

第二节 日语文字

日语文字的最大特点是将汉字、平假名、片假名、罗马字等不

同种类的文字混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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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以日文书写的地址, 其中既使用了汉字、汉字数字、阿

拉伯数字, 又用了平假名和片假名, 甚至还出现了罗马字母。这种

书写方式令其他国家的人感到不可思议。但是, 在日语的书面语

言中是司空见惯的书写形式。那么, 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下会分别

使用这几种文字形式呢?

首先, 来看汉字。日本于一九八一年开始将政府、公司、报纸

等常用的汉字选定为 1945 个字, 叫“当用汉字" 。但由于姓名及

地名所使用的汉字往往多于此数目, 因此若不能认识多于此数目

的汉字, 在阅读书报时会有一定的困难。

汉字虽然源于中国, 但是在书写方面, 中国与日本迥然不同。

日本的“当用汉字”从原则上讲, 一律使用繁体字。由于受到中国

简化字的影响, 日本也将一些汉字简化了。如“图”日本简化成

“囝”, 中国则简化成“图”。又如“对”, 日本简化成“牷”, 中国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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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成“对”。两国的简化字不统一, 对于学习日语的中国人来说,

也算是个小小的负担吧。否则的话, 可以减少学习量。

汉字的读音有“音读”、“训读”两种。中国式的读法称为“音

读”, 日本式的读法称为“训读”。如“生”的音读是“セイ”“ショ

ウ”, 训读是“ナマ”。有些词汇也出现音训混读的现象,“音读 +

训读”日语称为“重箱读”, 如“重箱”为“ジュウバコ”。“训读 +

音读”称为“汤桶读”, 如“汤桶”为“ユトウ”。

书写日文时, 名词和形容动词大都使用汉字来写, 动词和形容

词等则是汉字和平假名并用, 即动词及形容词词尾的活用变化部

分以及助动词、助词等则用平假名来书写, 副词既可使用汉字, 又

可使用假名。平假名被广泛使用, 片假名则可用来表示外来语及

外国地名、人名等。

此外, 尚有日本人自创的汉字, 被称为“国字”, 如“峋”“躺”

等。

日本文字可竖写也可横写, 竖写时由右向左。以前多使用竖

写, 后来由于横写在表示数字及引用外来语时较为方便, 因此日益

普及。但因为传统的竖写方式较易阅读, 所以, 报纸、杂志、书籍等

仍然以竖写方式为主。

第三节 日语外来语

日语中使用时间最久远而且数量最大的外来语应该说是汉

语。但是由于汉语进入日语已经为时甚久, 已经变成日语的一部

分了, 所以日本人不把它当作外来语看待。日语外来语专指日语

所吸收的西方语言词汇。印欧语系诸语言有大量词汇进入日语,

成为日语中的外来语, 其中有来自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俄

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荷兰语等词汇。外来语进入日语常受到

日语音韵的各种改造, 发音改变甚大, 发音省略、词形省略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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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层出不穷。有些词汇的意义也完全改变了, 加之“和制英语”的

出现等等, 都给学习者带来一些困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日语吸收了大量的来自英语的外来

语。在科学技术、医疗卫生、时装、美容、体育、休闲娱乐等领域里,

外来语的数量日趋增多。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外来语必须用片假名书写。由于日语混合

使用着汉语词汇、外来语词汇、日本固有词汇, 因而就出现了这种

情况, 一个相同的事物可能有三种说法。如“旅馆”一词, 汉语词

汇是“旅馆 ( りょかん) ”, 外来语是“ホテル”, 日本固有词汇是

“宿屋( やどや) ”。这三种说法在词义上有所不同:“旅馆”指的

是古朴的、日本式的、规模较大的旅馆,“ホテル”则为现代的、洋

式的、豪华的饭店,“宿屋”指的日本式的、陈旧的、规模小的类似

客栈的小旅馆。

外来语大多数为名词, 但也有少量的动词或形容词。外来语

动词一般后加“する”成为“サ变”动词, 如“ダイエット。也有后

加“る”的, 如“サボる”, 成为“五段”动词。外来语形容词一般按

形容动词变化, 如“デリケ—ト( delicate) ”, 修饰名词时变化为“デ

リケ—トな问题”。

第四节 日语中的敬语

众所周知, 日语中的敬语非常繁杂, 正确地运用敬语, 不要说

外国人, 就是对于日本人来说, 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日语的敬语分为三类: 尊敬语、自谦语和礼貌语。

尊敬语表示尊敬对方并涉及对方的动作和所属事物。有四种

说法, 分别是:

( 1) 用“お( ご) ⋯⋯になる”形式。如“お赗みになる”、“ご

痎にな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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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加尊敬助动词“⋯⋯れる、⋯⋯られる”。如“行かれ

る”、“起きられる”。

( 3 ) 使用专表敬意的动词。如用“いらっしゃる”表示“いる、

来る、行く”; 用“めしあがる”表示“食べる、饮む”等。

( 4 ) 加表示敬意的接头、接尾词。如“お父さん”、“ご意见”、

“皆さま”等等。

自谦语表示自我谦恭, 以敬对方。

( 1 ) 用“お⋯⋯する”形式。如“お待ちする”。

( 2 ) 用专表谦逊的动词。如用“まいる”表示“行く、来る”;

用“いたす”表示“する”等。

( 3 ) 加接头词。如“卑见”、“小生”等。

礼貌语则表示对谈话对方的一种敬重之意, 有两个说法。一

个是用“ます”“です”“でございます”, 另一个是加“お”“ご”等

接头词。

第五节 日语语法的特点

世界上的语言按形态一般分为三种类型: 孤立语 ( 如汉语 ) 、

屈折语( 如印欧语) 和黏着语( 如日语) 。日语是黏着语, 其主要特

征如下:

( 1 ) 日语单词分为独立词和附属词两大类。独立词可单独或

后续附属词构成短句。附属词 ( 助词、助动词) 不能单独构成短

句, 只能接在( 或者说黏附在 ) 独立词之后, 构成短句。这类词虽

然名为附属词, 但实际上起着“骨干”词的作用, 没有这类品词, 日

语就不能成立。

如:“学生は宿题をします。”中的“は”“を”是助词, 它对于

决定独立词在句中的地位和语法职能以及句子的结构和意义, 起

着关键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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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日语的活用词( 动词、形容词、形容动词和助动词 ) 有词形

变化, 但这种变化主要是为了适应后续词的要求, 在句中起断续作

用, 不像印欧语中的词尾变化受性、数、格的影响。

( 3) 日语的名词、代词没有性、数、格的变化。它们在句中的

地位或与其它成分之间的关系是依靠黏附在其后的助词来决定

的。

( 4 ) 日语句子成分的排列次序通常是主语( 或主题) 在句前,

谓语在句末, 补语、宾语在中间, 修饰语在被修饰语之前。例如

“私は日本 のテキストを张さんにあげる”。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①日语的宾语、补语在谓语之前, 而汉语相反。

②日语句子成分的次序, 除谓语在句末这一原则比较严格外,

其他成分比较自由, 不因其次序的颠倒而改变句子的意思。

( 5 ) 日语句子的成立条件, 不像印欧语那样必须具有“主语—

谓语”关系, 在语言实际中, 没有主语的句子也是很多的。因此,

日语主语不是必不可少的成分, 谓语才是句子的中心成分。谓语

位于句末, 起概括全句意义的作用, 研究谓语的构造, 是研究日语

语法的重要一环。

第六节 体  言

“体言”是日语语法形态上的术语, 表示事物的实体概念, 指

的是无词形变化的独立词中的名词、代名词和数词三个品词的总

称。现将体言所包括的名词、代名词和数词分述如下:

( 一) 名词

( 1 ) 名词的定义及其分类

名词表示一切事物的名称, 属于体言之一, 是没有活用的独立

词。名词后添加助词、助动词等附属词, 在句中能构成主语、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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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语、补语以及定语和状语等不同成分。

( 2 ) 固有名词

汉语和外来语传入日本以前, 和语就是日本人唯一的生活语

言, 尽管现代日本语中有许多汉语和外来语词汇, 但和语在词汇中

仍占相当比例。

如: 山( やま ) 、川 ( かわ ) 、草 ( くさ ) 、花 ( はな ) 、大人 ( おと

な) 、子供( こども) 、土 ( みやげ) 等。

( 3 ) 汉语名词

日本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早, 日语中广泛地使用了汉语词汇。

汉语名词就是随着汉字输入到日本的名词, 不列入外来语。如: 茶

( ちゃ) 、门( もん) 、小 ( しょうせつ) 、万 ( ばんざい) 等。

但也有借用汉字组成的日语名词。如: 映 ( えいが) 、野球

( やきゅう) 。

( 4 ) 外来语名词

日语中外来语较多。广义地来说, 汉语应列为外来语。但是,

日语中的外来语主要是指从欧洲语系传来的语言。外来语一般用

片假名来书写, 其发音是以 50 音图为基准来模拟外来语发音。例

如: ラジオ ( radio 收音机 ) 、バイオリン ( violin 小提琴 ) 、テスト

( test 测验) 、カメラ( camera 照相机) 、タクシ�( taxi 出租汽车) 等

等。

外来语中有的词汇的意义和原来语意不一样, 如: ボ�イ

( boy) 原意是“男孩、少年”, 日语表示“侍者”。ミシン( machine) ,

原意是“机械”, 日语表示“缝纫机”。

有的常用外来语简化了, 如:

ストライキ( strike) →スト( 罢工)

デモンストレ�ション( demonstration) →デモ( 游行)

ス�パ�マ�ケット( supermarket) →ス�パ�( 超市)

另外在外来语中也有日本人自己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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アイス·キャンデ�( ice-candy 冰棍)

サラリ�·マン( salaried man 职员)

テ�ブル·スピ�チ( table speach 祝酒词)

( 5 ) 形式名词

名词本来都具有一定内容的实质意义, 但是有极其少部分名

词在广泛的日本语言生活中失掉了名词本来的实质意义, 在语法

上只是具有形式上的名词功能, 这种情况的名词被叫做“形式名

词”, 日语中称为“形式体言”。关于“形式体言”的范围, 目前看法

不一。有的只限于几个词, 有的划的范围较宽。下面介绍具有代

表性的“形式体言”的用法和意义。

①こと( 事)

在句中靠前后句的联系表示叙述的前提内容、事情、事物、事

实、情景、场合及其他一些不同语意。

王君が英语ができない と 忘れていた。 /我忘记了老王

不会说英语。( こと = 事实)

夫 げんかの と から, 氘にしないでいいですよ。 /夫妻

吵架, 别搁在心上。( こと = 前提内容)

②もの( 物)

作为形式体言的“もの”主要表示有形或无形, 感觉或存在着

的事物。

お前のような の , 体をうんと锻练しなくちゃだめだ。 /

像你这样的, 应该好好地锻炼身体。( もの = 人)

亲の话は闻く の 。 /应该听家长的话。( もの = 常理)

③の

“の”本来是格助词, 作为形式体言的“の”也叫准体助词, 与

格助词的“の”不同, 它在句中主要表示人、事情和物。

丈夫で安い いい。 /既结实又便宜的才好。( の = 物)

约束したのに、来る 骎いね。 /约好的, 还来得这么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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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の = 事情, 来ること)

( 二) 代名词

代名词是指代人和事物的词, 主要分人称代名词和指示代名

词。

( 1 ) 人称代名词

根据说话人所指示的人物, 人称代名词分自称、对称、他称和

不定称四种。在使用上都有普通、尊敬、谦逊、简慢、长辈对晚辈等

用词的区别。因此, 在使用时要注意对象和场合。

( 2 ) 指示代名词

指示代名词表示指代事物、场所、方向, 有近称、中称、远称和

不定称的区别。它们的第一个假名分别为“コ、ソ、ア、ド”、所以

称之为“コ、ソ、ア、ド”词系。

( 三) 数词

数词分基数词、序数词两种。基数词单纯用以计数, 序数词表

示事物的顺序。

第七节 用  言

“用”字表示“活用”, 即变化的意思, 与前面曾介绍过的表示

实质概念的“体言”, 即无活用的“独立词”不同。“用言”是表示

事物的动作、存在、性质、状态等属性, 并具有活用的独立词, 这是

“用言”的特点。

“用言”有词干和词尾之分。词干不变化, 但词尾根据其用法

和后续词, 要发生一定的变化。日语把词形的变化称为“活用”,

把这种变化形态称为“活用形”。

“用言”是独立词中有活用的动词、形容词和形容动词的总

称。助动词虽然有活用, 但因为它属于附属词, 不能列入用言。

( 一) 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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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词是表示主体( 人或事物) 的存在、行为、动作或状态的词。

根据动词的变化规律将其分为: 五段动词、上一段动词、下一段动

词、カ变动词、サ变动词。目前关于活用词, 有“六分法”和“七分

法”, 我们采用后者, 现分述如下:

( 1) 未然形是后接“ない”、“ぬ”等否定助动词而表示否定的

词形。

( 2 ) 连用形的主要用法有三种, 即: 表示并列形式的中顿法,

连接用言形式的连用法, 作名词用的名词法。

( 3 ) 终止形是用言的基本形, 可以单独使用或表示句子的终

止。

( 4 ) 连体形是连接体言或形式体言的词形。

( 5 ) 假定形是后接接续助词“ば”表示假定条件的词形。

( 6 ) 命令形是用来表示对他人发出命令, 或表示愿望的词形。

用言中只有动词有命令形。可以单独使用。

( 7 ) 推量形是后接推量助动词“う”、“よう”表示推量、意志

和劝诱的词形。

( 二) 形容词

形容词表示客观事物的性质、状态和主观的感情或感觉, 在句

中作谓语、定语或状语。形容词的词尾变化和动词一样, 叫作活

用。有活用的部分叫词尾, 无活用的部分叫词干。形容词的标志

是以“い”作为词尾。形容词活用只有未然性、连用性、终止形、连

体形、假定形、推量形六种, 没有命令形。

形容词词干后续接尾词“み”、“さ”构成名词, 表示状态、情

况、感觉或程度。如: 高い→高さ ( 高度) , 重い→重さ ( 重量) , 深

い→深み( 深度) 。

( 三) 形容动词

形容动词和形容词一样表示事物的性质和状态, 其活用类似

动词, 其性质兼有形容词和动词两方面, 所以叫做形容动词, 在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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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作定语、状语或谓语。形容动词的词尾为“だ”。形容动词与形

容词的活用形式相同。

第八节 助动词

助动词是有词形变化的附属词, 不能单独使用, 主要接在用言

后面( 也有续于其他词之后的, 如断定助动词接在名词和形式名

词后等) , 借以补充叙述或增添某种意义, 按照使用的意义可分为

以下几类:

被动助动词: れる、られる

可能助动词: れる、られる

自发助动词: れる、られる

敬语助动词: れる、られる

使役助动词: せる、させる、しめる

否定助动词: ない、ぬ( ん)

过去助动词: た( だ)

推量助动词: らしい、う、よう、まい

希望助动词: たい、たがる

断定助动词: だ( である) 、です

比况助动词: ようだ、ようです、みたいだ、みたいです

样态助动词: そうだ、そうです

传闻助动词: そうだ、そうです

敬体助动词: ます

以上助动词, 按其活用类型, 就是按每个助动词的变化规律,

又可分为以下种类:

动词型: 下一段动词型れる、られる、せる、させる、しめる

五段动词型たがる、である

形容词型ない、たい、らし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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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动词型だ、そうだ、ようだ

特殊型ます、ぬ( ん) 、た、です、ようです、そうです

无变化型う、よう、まい

助动词接在什么词的后面, 有一定的接续法。如: ない、れる、

られる、せる、させる等只能接在动词的未然形后面。ます、たい、

たがる等要接在动词连用形后面。这里就不一一叙述其他助动词

的接续方法了。在学习助动词一节时, 要注意以上每个助动词的

接续方法。

第九节 助  词

助词是没有变化的附属词。一般说来助词本身没有具体意

思, 它通常附属在其他词———独立词或附属词的后面, 借以表达词

与词、句与句之间的关系或增添某种含义。按助词的职能可以概

括地分为格助词、接续助词、提示助词、副助词和终助词等五类。

这里只简单地介绍一下格助词与提示助词的用法及其意义。

( 一) 格助词

“格”是指名词( 体言) 在句中与其他词之间的相互关系, 日语

与某些外国语不同, 名词没有词尾变化, 它是以名词后附加助词来

表示格, 格助词有“が”、“の”、“に”、“を”、“で”、“へ”、“と”、“か

ら”、“より”等。

①“が”与“の”

句中的主语用主格助词“が”来表示。主格处于行为、动作、

性质、状态的主体位置。

风が吹く。 /刮风。

天安 が れいだ。 /天安门很美丽。

田中さんならば、この仕事が三日でやれる。 /若是田中, 这

项工作三天就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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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例句中可以看出尽管谓语的表达形式不同, 但体言后

续的“が”都是说明主格的。

主格助词“が”主要接在体言后面。这个体言包括形式体言

以及其他词类转来用作体言的词。

如:

勉 しないの けないのだ。 /不用功可不行。

そんなはず い。 /不会是那样的。

主语除了用“が”表示外, 还有用“の”来表示的。用“の”表

示主格, 其谓语要用连体形并修饰后面的体言 ( 作定语用, 即具有

主谓关系的定语) 。此处的“の”, 是代替“が”的一种表现。

如:

花の呋く季 /花开时节

氘の った仲 /投脾气的伙伴

日本 の话せる人 /能说日语的人

②“を”

“を”当宾语助词用时, 连接前面的体言等构成宾语句, 其后

一定接他动词, 表示该动作所及的对象或动作的结果。

如:

本を赗む。 /读书。

それ 下さい。 /把那个给我。

“を”接在体言后面也可以构成补语。但其后的谓语一定是

具有移动性的自动词, 表示该动作离开的起点, 或动作进行时经过

的场所。

生まれ故 を离れて五年。 /离开生我的故乡五年。

道を步く。 /走路。

あの山を越えると、村が见える。 /过了那座山就能看见村

庄。

③“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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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助词“に”接在体言、形式体言或连体形、连用形之后, 构成

连用修饰语句。主要表示空间、时间和人事的位置。如:

兄は家に る。 /哥哥在家。

暗いうち 起きた。 /天不亮, 就起床了。

“に”的用法较多, 这里就不一一例举。

④“へ”

格助词“へ”, 发音为“え”。主要用法有以下几个方面。表示

动作的方向, 动作的归宿, 动作授予对象等等。

如:

向こう 着いたら、お手 を出す。 /到了那边就给你写信。

先生へ ろしくお佾えください。 /请代问老师好。

⑤“と”

格助词“と”接在体言或句子等后面, 表示动作的共同者或对

方, 可译为“和、与、跟”。

友 と约束した。 /和朋友约好了。

“と”后接“思う”“考える”“言う”“呼ぶ”或者和这些动词有

密切关系的动词, 则表示思考、称谓的内容。可译为“称为、想、叫

做、认为”等。

明日もよい天 だろう 思う。 /我想明天可能还是个好天

气。

王さんが及第した う。 /据说小王考及格了。

⑥“から”

格助词“から”主要续于体言后面, 表示动作的起点、原由、根

据等。

昨日北京から䎬ってきた。 /昨天从北京回来了。

あしたは早い ら う寝る。 /明天要起早, 所以我要睡觉

了。

⑦“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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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行为动作进行的场所、范围、期限、方法、手段、原因、根据

等意思。

道で李さんと会った。 /在路上碰到了老李。

北京まで飞行 で行く。 /坐飞机去北京。

牛肉で作った料理 /用牛肉做的菜

病 で休んだ。 /因病休息了。

⑧“より”

“より”续于体言、形式体言、用言及部分助动词连体形后面,

表示动作、状态比较的依据。

兄より弟の方が贤い。 /弟弟比哥哥聪明。

步く り スに耧った方がいい。 /步行不如坐公共汽车好。

( 二) 提示助词

提示助词( 日语称作“�助 ”)“は”接在体言、形式体言、助

词或形式用言后面, 具有突出提示某一成分并要求对其加以说明

的作用; 在提示两个以上的事物时, 还起相互区别或对比的作用。

另外,“は”还可以接在用言或助动词连用形的后面, 起加强语气

的作用。

提示主题或对主语加以叙述说明

雪は白い。 /雪是白的。

ぼく 学生です。 /我是学生。

雨なら、ぼく 行きません。 /要下雨, 我就不去。

句中“は”代替了主格助词“が”, 增添了“が”所不具备的重

点提示说明主语的语意, 后续谓语采用了动词或断定助词, 使句子

增强了肯定语气。

日本は岛が多い。 /日本岛屿多。

あの川は水がきれいだ。 /那条河水清澈。

上两句中的“は”表示对主题的提示。主题是表示句子主语

属性的。

671



提示句子的不同成分

ここでタバコを吸って けません。 /这里不许吸烟。

いつも出席して るが、本 で い。 /总是来参加的,

但不认真。

“は”加在用言连用形式て( で) 的后面, 再后接否定形式意义

相反的词, 这是对谓语的提示。

酒は饮まないが、タバコ 吸う。 /不饮酒但是吸烟。

“は”表示对宾格助词“を”的提示和代替。

亲に 话すべきだ。 /应该跟父母说说。

上句中的“は”表示了提示谓语所要求的补语

そう简�に 断言できない。 /不能那样简单作断定。

句中“は”表示提示句中副词修饰谓语的状语成分。

“も”与“は”不同,“は”在表示区别其他事物的同时, 有比

较、排他、指定等作用, 而“も”却表示在对比的情况下暗示还有其

他事物存在的一种“兼提”, 有“都、也”的语义。

类似事物的列举、并列、累加叙述

男も女も俅いている。 /男人女人都在劳动。

重点提示, 联想其他

あいさつ ない。 /连个招呼都不打。

あなたが行けば、私も行く。 /你要是去我也去。

表示程度, 加强语气或缓和语气

别にほしく りません。 /倒不是特别想要。

あまりに どい。 /未免太过分了。

思考题:

1. 日语的语法特点是什么?

2. 用言都包括哪些词?

3. 助动词有哪几种? 它们的作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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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本的文字特点是什么?

5. 动词的变化规律是什么?

主要参考文献:

1. 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编《日本》日中对照第五版, 学生社,

1997 年。

2.《现代日语语法手册》编写小组编《现代日语语法手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3. 朱万清编著《新日本语语法》,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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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日本文学

日本文学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一样, 都经过口传向文字

记载文学的演进发展。现存最古的典籍是《古事记》、《日本书纪》

和《万叶集》。《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约编成于 8 世纪初,《万叶

集》晚一点, 约编成于 8 世纪末或 9 世纪初, 但这些古籍中的一些

古歌谣及古神话却显然带有前几世纪口传文学的痕迹。因此, 我

们先要言及的奈良时代文学, 其时间概念要宽泛得多, 它含有无文

字口传时代的内容。

第一节 奈良时代文学( 710 ～793)

1.“汉和对位语用观" 文学环境

奈良时代文学的一个显著特色, 就是汉字文化圈影响下的、以

汉字语言文字表现为载体的“汉和对位语用观”文学环境。

日本著名史学家上田正昭指出:“古代东亚文化圈的特征之

一, 是汉字和汉文化的扩展”,“语言和文字的问题, 不只是对日本

列岛内部的交流、交际来说具有重要作用, 同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的发展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而且在日本同海外的外交、交易等方

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①
这里所指出的同政治、经济、社会相并

列的文化这一概念, 不是泛文化概念, 而是以文字文明为标志的、

包括文学表现在内的精神、知识文化的概念。

汉字传入日本以前, 日本有无固有的文字?

日本南北朝时代的忌部正通在《日本书纪神代口诀》( 1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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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中, 首次提出了“神代文字说" 。江户时代的谛忍在《以吕波

问辩》、平田笃胤在《神字日文传》著作中, 具体论述了“神代文

字" 。二战期间, 一些国粹主义的教授学者在讲台上和著述中也

宣扬了一阵子“神代文字" 。

然而, 所谓“神代文字”是后世的伪造, 日本人最早接触到的

文字是汉字, 在汉字的基础上, 衍生出了“万叶假名”及后来的平

假名和片假名。这已是学界的定论。

现在发现的日本最早接触到汉字的文物是天凤元年( 公元 14

年) 西汉新莽朝铸造的有“货泉" 字样的铜钱, 发现地是位于长崎

县弥生时代( 约公元前 4 世纪至公元 3 世纪左右) 后期的遗迹和

北九州、近畿地方日本海沿岸、淀川流域等地。日本最早书写汉字

的文物有福冈县前原市三云遗迹群出土的刻有“竟" (“镜 " 的略

写) 字的约 3 世纪中期的瓷器等。能证明日本在国家行政、经济

管理和读书学习等公私活动中应用汉字的文物资料, 是从 7 世纪

前期的飞鸟时代的寺院、山田遗迹及藤原宫时代( 694 ～710 ) 遗迹

出土的大量木简
②
。

这些文字文物说明, 日本民族在本民族语言和外来汉字表记

的对位应用方面, 经过了长时间的努力, 下了相当大的功夫。也就

是说, 直到 10 世纪纪贯之的《土佐日记》用假名文字( 从真名汉字

的偏旁、草书等演变而成的日本文字) 表记的作品出现之前, 日本

民族一直处于固有日本民族语言和外来汉字表记相互对位的双语

应用语言环境之中。

这种双语应用语言学的意义在于, 日本同所有国家民族的发

展一样, 文字表记是国家文明发展的必然, 它是超越传递的记忆的

动向口语交流而追求标准化统一化思考和教化的唯一工具。

延喜五年 ( 905 ) 醍醐天皇下诏编纂、延长五年 ( 927 ) 编成奏

上、康保四年( 967) 开始施行的律令( 法规) 细则《延喜式》, 有关大

学寮( 隶属于式部省的培养官吏的最高学府) 的教科书和讲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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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等的条律写道:

  凡应讲说者 , 礼记、左传各限七百七十日。周礼、仪礼、毛诗、律四

百八十日。周易三百一十日。尚书、论语、令各二百日。孝经六十日。

三史、文选各准大经。公羊、谷梁、孙子、五曹、九章、六章、缀术各准小

经。三开、重差、周髀共准小经。海嵨、九司亦共准小经③。

这一条律告诉我们, 不要说奈良时代, 即使进入有假名文学作

品问世的平安时代( 794 ～1192 ) 以后, 汉文典籍依然在日本古代

的高等教育及官吏培养上具有何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

也揭示出奈良时代民族语言向汉字表记对位的应用语言学的一条

内在定律, 即: 重要的汉文典籍同古代日本的高等教育和官吏培

养、以及国民的道德教养等息息相关, 日本的民族语言同汉字对位

应用是文字表现的必然。

顺便说明一下, 这种对位应用语言学不啻是书写表记, 还表现

在汉语发音的努力上。据《日本书纪》卷第三十:“持统五年九月

已巳朔壬申, 赐音博士大唐续守言·萨弘恪、书博士百济末士善

信, 银人二十两。”持统五年即 691 年。

《古事记·序》记述道:

  ⋯⋯和铜四年九月十八日 , 诏臣安万侣 , 撰录稗田阿礼所诵之敕语

旧辞以献上者。谨随诏旨 , 子细采摭。然 , 上古之时 , 言意并朴 , 敷文构

句 , 于字即难。已因训述者 , 词不逮心。全以音连者, 事趣更长。是以 ,

今 , 或一句之中 , 交用音训。或一事之内 , 全以训录。即 , 辞理叵见 , 以

注明 , 意况易解 , 更非注。亦于姓日下 , 谓玖沙诃 , 于名带字 , 谓多罗斯。

如此之类 , 随本不改。

“序文”提及的“于字即难”, 是说把日本固有的传承的口语内

容用汉字表现很困难。难点之一, 在于“上古之时, 言意并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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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 在日本列岛的语言土壤上传承下来的土地化的语言内容,

要用外来的汉字加以表现, 很难。

难点之二, 在于“敷文构句”。就是说, 把日语思维的口语写

成外语思维的汉语文章, 很难。

可以说, 这一汉和对位语用观贯穿在了整个奈良时代文学之

中。

2. 第一批具有文学价值的典籍———《记》·《纪》

日本流传下来的最早的典籍是《古事记》、《日本书纪》和《风

土记》。

《古事记》编纂约在天武朝( 672 ～686) , 编成献给元明天皇是

和铜五年( 712) 。此书是奉天武天皇之诏编撰, 其本意是出于政

治上的需要, 对“邦家之经纬, 王化之鸿基" 的诸氏族传来的帝纪

( 皇室系谱) 和本辞( 神话、传说、歌谣等) 进行“削伪定实" , 以“传

之后世" 。关于《古事记·序》中所说此书是稗田阿礼口诵, 太安

万侣笔录这一作者问题, 学术界多有存疑, 至今仍无定论。

《古事记》由上、中、下三卷构成。

上卷是神话时代的记述, 内容有天地开辟、创造国土、日月起

源、人类生死的起源、谷物和火的起源等。

中卷从传说中的日本首位天皇神武天皇的东征开始, 到应神

天皇的皇族传说结束, 记述的多是天皇东征西讨的英雄传说。

下卷的记述始于仁德天皇, 终于史料记载在位时代比较明确

可靠的推古天皇。这一卷的特征是访妻、恋爱、夫妇爱情等浪漫传

说很多, 以及歌谣丰富( 占《古事记》全部歌谣的一半以上) 。

同是记述围绕天皇的传说和事迹, 为什么要分中、下两卷呢?

日本有的学者认为, 因为应神天皇时 ( 公元三世纪左右 ) , 儒教从

百济
④
传入日本, 应神的继任仁德天皇被称为“圣帝”, 下卷从仁德

天皇开始, 标志着天皇的政治思想观转向儒教的天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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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书纪》的编纂同《古事记》一样, 也是天武朝( 672 ～685)

修史计划的一部分, 都是为了强化国家观念, 为王权政治提供依

据。《书纪》的编纂始于天武十年 ( 682) , 完成于养老四年( 720 ) 。

一般认为,《日本书纪》是模仿中国的《汉书》、《后汉书》而修的国

家正史———《日本书》, 但由于只撰写了“帝王本纪" 而无“志" 和

“列传" , 所以题名为《日本书纪》, 即“日本书" 中的“帝王本纪"。

《日本书纪》在体例上不同于《古事记》的编年体, 除“神代”

上、下卷外, 其余 28 卷( 从神武到持统天皇) 全采用的是纪传体。

《风土记》的编撰当不晚于《日本书纪》, 它是大和朝廷为了加

强中央集权的律令制度, 与纵向修史相配合, 从横向上采取的文化

措施。

和铜六年( 713) , 朝廷向各地方国下达了编纂《风土记》的命

令, 具体规定了“风土记" 的内容范围: ( 1 ) 用表示吉祥、发达的汉

字给郡、乡命名; ( 2 ) 列出郡内的出产 ( 农产物除外) 目录; ( 3 ) 土

地( 耕作地) 的肥沃程度; ( 4) 山川原野名称的由来; ( 5 ) 古代流传

下来的旧闻异事等。

各地方国《风土记》完成的具体年代没有明确的记载, 从各自

开始撰写到完成后汇集到朝廷, 大约经过了 20 年左右 ( 713 ～

733) 。

《风土记》的题名是模仿中国把地方志称作“风土记”的习惯

而采用的。

《古事记》、《日本书纪》和《风土记》虽然不是专门的文学著

作, 但在文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

其一, 这三部著作中都有神话、传说的内容, 且互为补充。如

前所述,《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是由中央朝廷在明确的政治目的

下组织人力编纂的, 所以“记·纪”中的神话和传说就带上了浓厚

的国家和政治的色彩。在这一点上, 作为“正史”的《日本书纪》尤

甚。如“记·纪”神话的编排顺序是以天皇系谱为核心而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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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纪”神话还告诉人们, 历代神权政治的元祖是天照大御神。

也就是说, 天皇是神, 天皇统帅国家的权利是天生具有的。但“记

·纪”神话和传说依然是了解、研究日本神话和传说的重要资料。

与此相比,《风土记》中的神话, 传说就少了些“皇统化”色彩, 而更

多地带有地方神话和传说的原始性。

从语言意象上看:“记·纪”神话同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神话一

样, 充满了幻想性, 开了文学创作中的虚构和浪漫文学驰骋想像的

先河;“记·纪”传说, 尤其是东征西讨的英雄传说, 学习了中国纪

传体史书( 如《史记》、《汉书》等) 的表现方法, 自觉不自觉地刻画

了人物形象, 并且具备了日本物语文学的基本条件。

在文字表记上,《日本书纪》和《风土记》中的神话传说基本上

是用汉文写成。《古事记》则不同, 它有两个特点: ( 1) 一句之中汉

字的音读和训读混合使用, 如“久罗下那州多陀用弊流之时”,“久

罗下那州多陀用弊流”( くらげなすただよへる) 属一字一音的上

代假名音读,“之时”是汉文表记; ( 2 ) 一句全部采用汉字表记, 如

“万物之妖悉发”。也就是说,《古事记》中保留了相当数量的日本

固有的传承语言, 同时在尝试着用汉字创造自己的“假名”( 汉字

为真名) 文字文学。

文风上,《古事记》、《日本书纪》和《风土记》均受到中国史书

和其他散文作品的影响, 但《古事记》以短句居多,《风土记》以四

六句为主, 两者文风平易, 而《日本书纪》则注重修饰, 文风华丽。

其二, 这三部著作中都有大量的歌谣(《古事记》112 首、《风

土记》20 首、《日本书纪》128 首, 其中有一部分互相重复) 。

这些歌谣有宫廷歌谣 ( 如酒宴之歌, 巡视之歌, 新尝祭之歌

等) 、物语歌谣( 和传承物语结合在一起的歌谣, 有抒情的, 也有叙

事的, 如恋歌、战歌、挽歌等) 、时人歌和童谣 ( 前者或赞美或批判,

直抒胸憶; 后者多采用暗喻进行批判, 且具有预言性) 等。

这些歌谣的体裁样式有短歌、片歌、旋头歌、佛足石歌和长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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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短歌由 5·7·5·7·7 五句 31 音组成, 如《古事记》中的第

一首:

  八
や

云
くも

立
た

つ     出 云
い ず も

八
や

重
へ

垣
が き

妻
つま

ご み に 八
や

重
へ

垣
が き

作
つく

る

そ の 八
や

重
へ

垣
がき

を

( 天上有云城 , 出云⑤八重垣

垒起八重垣 , 娇妻安居中。⑥ )

片歌由 5·7·7 组成; 旋头歌由两首片歌重叠组成( 5·7·7,

5·7·7) ; 佛足石歌在短歌后再加上七字音—句( 5·7·5·7·7

·7 ) ; 长歌句数不定, 基本形式是 5·7·5·7·⋯⋯5·7·5·7

·7。

需要说明的是, 这些歌谣只是大致上具有以上的格式, 字音上

或欠或衍, 并不严格。

从修辞上看, 这些歌谣已采用了否定转换、对照、序词和枕词

等手法。

否定转换有些类似《诗经》中的“兴”, 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

词, 如《风土记》第 19 首:

  霜降杵岛山 , 行路险又难。

  去抓身边草 , 反攥妹妹手。

这是一首恋歌, 从“抓草”转向“攥手”, 前者是非目的性的, 后

者才是本意。

对照和《诗经》中的“比”基本相同, 如《日本书纪》第 114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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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上的花儿一朵朵开了 ,

  心上的人儿何不醒来?

孝德天皇在位的大化五年三月, 中大兄皇太子妃苏我造媛之

父被杀, 苏我妃悲痛气绝, 太子失去爱妃, 伤心不已, 有个叫野中川

原史满的宫廷诗人为太子唱了这首挽歌。歌中“开放的花儿 " 同

“死去的人儿" 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所谓序词和枕词, 关于两者的本质, 学术界众说纷纭, 莫衷一

是, 但是从修辞手法上讲, 两者都是修饰语。前者是以七音节以上

的词、甚或二句以上的句子构成, 起比喻和联想修饰作用, 后者以

五音节以下的词构成, 起联想修饰作用, 如《日本书纪》第三首歌

谣:

天那边的 姑 ,

走在浅滩的石块上,

石块旁一汪深潭。

在 潭 布下网;

拉起网

村姑 !

石块旁一汪深潭。

“天那边”( 原文是“天离る”) 是“村”的枕词, 例文里划实线

的部分是序词。翻译成汉语后, 枕词原有的“相隔很远”这一意义

联想的修饰作用不存在了。汉译后, 这首歌里序词的比、起修饰作

用依然是明朗的。这些歌谣全是用“上代假名”写成, 它不但尽量

保持了古代传承歌谣的原貌, 还为“万叶假名”的形成打下了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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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

《怀风藻》是日本现存最早的汉诗集, 约成书于天平胜宝三年

( 751) , 编撰者不详。

这部汉诗集的序中写道:“余撰此文之意, 为不忘先哲遗风,

故以‘怀风’名之。”当时已传入日本的唐佛家道宣著 30 卷《广弘

明集》中有“寄筌输以怀风, 援弱毫而舒情" (《道士支昙谛谏序》)

和“慕德怀风, 仗策来践" (《鹿苑赋》) 的文句;《文选》卷 17 所收

《文赋》李善注中写道:“孔安国尚书传曰, 藻, 水草之文, 有人以此

喻文。" 日本有的学者认为,《怀风藻》书名大概取以上两书中的

“怀风" 和“藻" 之意。

现存《怀风藻》所收 64 名诗人的 116 首汉诗, 从产生先后上

可分以下四个时期。

第一期──近江期( 667 ～672) 的汉诗。这一时期, 朝廷招请

文学之士, 设诗宴, 从而产生了君臣唱和及应诏侍宴的汉诗。开卷

第一首大友皇太子( 后来的弘文天皇) 的《侍宴》就是这类诗的代

表。这一时期的汉诗在“壬申之乱"
⑦
中几乎丧失殆尽。

第二期———近江朝以后至和铜年间 ( 708 ～715 ) 的汉诗。这

一时期的 50 余首诗中,“应诏侍宴" 、“应诏从驾" 等以朝廷为中心

的诗最多, 此外有“咏物" 、“咏美人" 、“怀乡" 等题材的诗, 作者有

天皇、皇子、大臣、朝廷官员等。

第三期———养老年间 ( 717 ～724) 至天平初年 ( 729 ) 的汉诗,

可以分为两个诗群: 一是以长屋王
⑧
为中心的诗宴上的作品, 二是

追随长屋王的作宝( 又写着“佐保" ) 楼诗苑中以朝廷文人为首、时

有新罗
⑨
使节诗人参加而作的诗。

第四期———天平六年 ( 734 ) 前后的汉诗。长屋王死后, 右大

臣藤原武智麻吕在习宜别墅经常举办诗会, 官员们你唱我和, 留下

了一批汉诗。同第三期及第四期占主导地位的侍宴、从驾、游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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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相区别, 这一时期佛僧的诗及倾吐个人沉郁心情的诗格外引

人注目。如石上乙麻吕的四首诗, 抒发的是自己获罪流放土佐而

思念都城的心情。这几首诗对以前及同期的宫廷唱和题材有所突

破。标志着奈良时代汉诗的发展。

《怀风藻》中除七首七言诗外, 皆是五言八句诗。这些诗中平

仄对仗的不多。这说明这些汉诗在格律上还不成熟, 从诗句中大

量引用的《论语》、老庄等语句看, 这一时期的诗人们对儒教思想、

老庄神仙思想及竹林清谈的虚无思想等有很大的兴趣; 形式表现

上则受《文选》、《玉台新咏》及初唐诗歌的影响较大。

《怀风藻》在日本文学史上的意义在于: ( 1) 首次出现了与口

头咏唱的古代歌谣( 包括“记纪歌谣 " ) 不同的个人写作的诗; ( 2)

和歌传统的表现四季景物的手法可以在《怀风藻》中追溯到源头;

( 3 ) 诗集由序、诗人传记、诗三部分组成, 对后来诗集的编辑及传

记散文的写作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 第一部和歌集———《万叶集》

《万叶集》是日本现存最早的一部和歌集, 全书共 20 卷, 和歌

4 , 516 首
⑩
。关于这部和歌集的题名和编撰年代, 学术界有多种说

法。但一般认为:“万叶" 是比喻有很多和歌的意思; 编撰约始于 8

世纪初( 天平年间 ) 至 8 世纪末 ( 奈良朝末) 或 9 世纪初 ( 平安朝

初) 才告完成, 历时约 80 年。

《万叶集》的编撰者依照题材把和歌分为三大类: ( 1 ) 杂歌;

( 2) 相闻歌; ( 3 ) 挽歌。杂歌这一名称来源于《文选》中“杂歌”、

“杂诗”、“杂拟”的提法, 编撰者在拿来这一名称的同时, 参照了

《文选》“杂部”所收的内容, 把巡视、游猎、行幸、迁都、宴席等以宫

廷生活为题材的和歌编在“杂歌”类中。“相闻”一词也来自中国

诗文,《文选》卷 42 中就有“往来数相闻" 的句子。《万叶集》的

“相闻歌" 是指以恋爱、思慕、悲别等为题材的和歌。《文选》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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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中国文献中有“挽歌" 、“挽歌诗" 的叫法,《万叶集》编撰者取其

名把以哀悼死者为题材的歌归在挽歌类。

《万叶集》的和歌体裁中, 长歌和短歌最多, 旋头歌次之, 另外

还有少量的佛足石歌和连歌。前四种和歌体比在“记纪歌谣”中

已经出现的同类歌体前进了一步, 即在音数上摆脱了古歌谣有歌

体却无固定格式的自然性, 使和歌走上了格式化的创作道路。

《万叶集》中仅有的一首连歌属于短连歌, 即一个人写了 5·7·5

三句, 另一个人续写上 7·7 两句, 合起来是一首短歌。这是和歌

史上最早出现的连歌。

从《古事记》开始的创造日本假名文字及汉字和假名混合使

用的尝试, 至《万叶集》已初具规模, 这就是“万叶假名”的诞生。

从下面三首和歌中, 可以看出“万叶假名”的特点。

( 1) 东   野   炎
ひむ がし の のに かぎ ろ ひの

    立所见而
た つ み え て

反  见为者
か へり みす れ ば

月西  渡
つき かた ぶ きぬ

  ( 卷 1·48 首)

( 意为: 彩霞燃东野 , 残月悬西天。)

( 2) 古  尔
いに しへ に

   恋良武 者
こふ ら むと りは

   霍公
ほ とと ぎす

盖 哉 之
けだ し やな きし

   吾念流 腾
あ がお もへ る ごと

  ( 卷 2·112 首)

( 意为: 杜鹃恋往昔 , 声声似我情。)

( 3) 余
よ

能
の

奈
な

可
か

波
は

  牟
む

奈
な

之
し

伎
き

母
も

乃
の

等
と

  志
し

流
る

等
と

伎
き

子
し

伊
い

与
よ

余
よ

麻
ま

须
す

万
ま

须
す

    加
か

奈
な

之
し

可
か

利
り

家
け

理
り

  ( 卷 5·793 首)

( 意为: 彻悟世事一场空 , 无尽悲哀滚滚来。)

这三首歌全部用汉字书写, 但第一首是采用训读, 第三首是采

用假借音读, 第二首是训读和音读相结合。

第二首汉字和假名文字混合使用的文体表示了日本语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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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方向, 现代日语依然是遵循着这一原则。

《万叶集》的分卷和表现方法等明显带有中国诗歌理论影响

的特征。“杂歌”、“相闻”、“挽歌”的类别就是依照《毛诗序》的

风、雅、颂的三分法。卷 11·12 的“正述心绪 " 、“寄物陈思 " , 卷 3

·7·10 的“譬喻歌" , 这三种用来说明表现方法的命名正好对应

于《毛诗序》中的赋、比、兴及《诗品序》中类似的诗论。卷 8·10

中的和歌以春、夏、秋、冬四季顺序排列, 这是在《文心雕龙·物色

第 46》和《诗品序》中类似的描写景物的诗论的基础上, 根据“万

叶和歌" 的实际内容而首创的。

在对和歌本质的认识上,“万叶”的重要诗人们几乎都注意到

和歌“正述心绪”、“寄物陈思”的抒发情怀的本质作用 ( 第 470·

3911 首的题词就明白地道出了这一点) 。还有, 一些诗人运用《毛

诗序》中诗乃教戒之具这一诗歌理论, 自觉地强调和歌的教化作

用。如山上忆良的《令反或情歌》
�11
和大伴家持的《教喻史生尾张

少咋歌》
�12
。

第二节 平安时代文学( 794 ～1191)

1. 汉文学硕果累累

《万叶集》是个“背时儿”, 当它还处在编辑过程中时 ( 以《万

叶集》中最后一首和歌产生的 759 年为界 ) , 和歌就开始衰落了。

从 7 世纪后期的“修史" 开始, 汉文化热方兴未艾, 一浪高过一浪。

平安时代前 80 多年的文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这一时期

继续实施“修史 " , 产生了《古语拾遗》( 807 ) 、《新撰姓氏录》

( 815) 、《日本后纪》( 840) 、《日本文德天皇实录》( 879 ) 、《类聚国

史》( 892) 等一大批历史书籍。《怀风藻》之后, 这一时期有《凌云

集》( 814)
�13
、《文华秀丽集》( 818 )

�14
、《经国集》( 827 ) 等汉诗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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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氏文集》( 879) 等汉诗文集相继问世。

2. 和歌的复兴

皇宫的南殿 ( 紫宸殿 ) 前起初栽种着梅树和橘树, 承合年间

( 834 ～847) , 仁明天皇下诏把梅树换为樱花树, 从此,“左近樱, 右

近橘"
�15
一直沿袭了下来。应天门之变

�16
前半个月, 即 866 年 3 月

23 日这天, 17 岁的清和天皇行幸右大臣藤原良相的右京宅邸, 欣

赏在那里举行的樱花诗宴。七天后, 天皇又率领王公以下百名官

吏行幸外祖父、太政大臣藤原良房位于左京的染殿第, 欣赏又一场

樱花诗宴。樱花的日语发音为“さくら" ,“さ " 被认为是谷灵、神

稻的意思, 所以樱花之宴就成了天皇祷告稻谷丰收的农耕礼仪。

也就是说, 樱花是日本固有文化的象征, 与此相反, 梅花则是中国

的舶来物, 是汉文化的象征。换梅为樱, 连赴樱花诗宴, 这不只是

天皇个人的爱好, 更主要的是反映了这一时期文化、文学思潮的动

向。

“大化革新”( 646) 后建立的封建律令制政权, 从文德朝 ( 850

～857) 臣子藤原良房首次担任太政大臣执掌朝廷大权的 857 年开

始变体( 即标志着“摄关政治 "
�17
的诞生 ) , 文学领域占统治地位达

一百几十年的汉文学也随之降温, 代之而起的是销声匿迹近一个

世纪的和歌热。贵族社会歌宴上竞赛和歌, 交际中以和歌代文互

相问候和联系, 个人随兴作歌消遣等, 和歌成了贵族们游玩、交际

和个人生活的一部分, 从而使和歌在平安时代的后三百年间占据

了重要地位。从元庆八年 ( 884 ) 至仁和三年 ( 887 ) 之间编成的第

一部赛歌集《在民部卿家歌合》
�18
算起, 到平安朝末期为止,《宽平

御时后宫歌合》( 889 ～894 年之间) 、《新撰万叶集》( 893) 、《古今

和歌集》( 约 905) 、《山家集》( 约 1190 ) 等约 20 多部和歌集留在了

平安文学史上。

《古今和歌集》( 简称《古今集》) 是最早出现的敕撰和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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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友则、纪贯之等奉醍醐天皇诏命编撰 ) , 被认为是敕撰和歌集

的典范。

《古今和歌集》在结构上很有特色: 全书 20 卷, 依据性质分为

和歌和歌谣两大类, 和歌又依据体裁分为短歌和杂体。

短歌依据题材又分为自然( 卷 1 ～10) 、人事( 卷 11 ～18) 。自

然又依据四季变化( 春、夏、秋、冬) 、咏作动机( 贺、离别、羁旅 ) 、表

现技法( 隐题) 等分别排列; 人事依据事件的过程 ( 恋 ) 、咏作动机

( 哀伤) 等分别排列。另外, 各卷之中也加以细分, 如四季中有天

象、时节、地仪、动植物、人事, 贺又分为祝和庆贺, 祝再分为祈寿、

贺年等。

杂体( 卷 19 ) 有长歌、旋头歌、俳谐歌
�19
三类。前两者因为数

量少而按写作先后顺序排列, 俳谐歌和短歌一样, 按春、夏、秋、冬、

恋和其他六个条目分列。

两大类之一的歌谣 ( 卷 20) 分为神歌、神乐歌、返物歌、御贽

( 大尝) 歌、东歌、贺茂祭歌等。

《古今和歌集》中的和歌从表现风格上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时

代: ( 1) 作者不详的时代; ( 2) 六歌仙时代; ( 3) 编撰者时代。

第一个时代指“万叶”以后至汉诗兴盛的 9 世纪前期。《古今

和歌集》中所收的作者不详的和歌大部分属于这一范围。这些和

歌继承了万叶和歌率直质朴的歌风, 填补了《万叶集》和《古今和

歌集》之间的和歌空白。

六歌仙
�20
时代是指在宫廷里开始出现和歌复兴势头的 9 世纪

后期, 缘语
�21
、挂词

�22
和比拟等修辞手法被诗人们广泛熟练地应用,

《古今和歌集》纤细歌风基本形成。

编撰者时代是指编撰者创作活跃的宇多、醍醐朝前期( 887 ～

905) ,《古今和歌集》理智地、分析地把握表现对象和优美、纤细的

表现风格, 在这一时期诗人们的作品中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山家集》是行旅诗人西行 ( 1118 ～1190 ) 的自撰集。西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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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时代向镰仓、室町时代过渡时期的诗人。他出身武士家庭, 青

年时期是守卫皇宫的武士, 23 岁离妻出家, 从此以僧人的身份过

着行旅生活, 直到逝世。

《山家集》共三卷, 虽然没有收进他晚年的作品, 但他的一些

代表作品却基本上收在里面。在这些作品中, 他不露痕迹地使用

命令词、自问形式、谓语省略等表现方法, 形成了他余情、幽玄
�23
的

歌风。

3. 佛教故事集的创世作和集大成作

 ———《日本灵异记》和《今昔物语》

  从 6 世纪中期开始, 佛教通过汉译佛典从朝鲜和中国进入了

日本。6 世纪末至七八世纪, 日本不仅搬进隋唐的国家体制, 仿照

唐长安城修建了平城京, 还学习唐兴建佛寺的做法, 修筑了飞鸟寺

( 法兴寺, 596 年) 、东大寺 ( 745 年创建, 752 年佛像开眼供养) 等

众多的寺院
�24
。佛教同汉诗文一样, 起初仅局限在贵族阶级的圈

子里, 后逐渐地渗透到民众之中。约 822 年编成( 现存本) 的《日

本灵异记》就是佛教大众化之后产生的第一本佛教故事集。

《日本灵异记》又称《日本国现报善恶灵异记》、《景戒记》等,

编者是药师寺僧人景戒
�25
。原撰本《灵异记》约编撰于延历六年

( 787) , 共三卷。上卷约 24 缘
�26

, 记述了日本佛教黎明期的“现报

善恶"“灵异" 传说; 中卷约 19 缘, 记述了日本佛教全盛期──圣

武朝( 724 ～748) 的“灵异" 传说; 下卷约 14 缘, 记述了圣武朝以后

至延历初年同佛教有关的“现报善恶"“灵异" 传说。下卷末写道:

“我据所闻, 选传说, 组善恶, 录灵奇。" 这几句话说明了此书的材

料来源和内容范围。所谓“现报 " , 是指佛教中相对于“生报" 和

“后报" 的现世的报应。

《日本灵异记》的现存本是在原撰本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的,

上、中、下三卷分别是 35、42、39 缘。增补后的传说中既有佛教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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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很浓的, 也有与佛教全无关系的, 但都具有奇异性。

《灵异记》采用以四字句为基调的汉文体写成, 其中的歌谣、

和歌是用假名文字写成。

《灵异记》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明显地受到魏晋志怪小说和唐

代通俗文学( 变文、话本等) 的影响。如各篇附有标题, 开篇首先

介绍主要人物, 交代场所或天皇时代均以“话说过去”这一形式,

结尾或编者直述感想, 或引用经文, 或附赞语等。

《今昔物语》约编撰于 12 世纪前半期, 编撰者不详。此书共

31 卷。卷 1 至卷 5 是天竺( 印度 ) 编, 卷 6 至卷 10 是震旦( 中国)

编, 卷 11 至卷末是日本编。印度和中国编的大部分是取材于佛教

和汉籍的佛教故事, 日本编的前半部分是佛教故事, 后半部分是世

俗故事。也就是说,《今昔物语》三分之二的内容是佛教故事。

这本故事集的世俗故事内容虽少, 但却体现着此书表现世俗

人物喜怒哀乐的编撰意图, 即通过新兴阶级武士、农渔民、游女、盗

贼、乞丐等这些世俗人物形象, 表现了与贵族阶级有别的大众人物

的命运和感情。这一世俗性特点在佛教故事中也有所体现: 编撰

者不是重点叙述、渲染佛门的神秘性和先验性, 而是具体表现佛门

中普通的、和世俗相同或相近的一面。《今昔物语》的这一编撰意

图表明, 伴随贵族社会向武士社会的转变, 文学观念也相应地发生

着变化。

此书在文体上采用和汉混合体, 充分利用了汉语词汇的丰富

性、简洁性和形象的鲜明性, 并大量使用了男性用语和口语, 体现

出简洁、纪实、充满吸引力的文章风格。这一风格对后来的《平家

物语》影响很大。

4. 物语文学
�27
的黄金时代

从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 由遣唐使带到日本的中国书籍中, 有

《游仙窟》一类的传奇小说, 日本文人仿而效之, 在平安时代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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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 用汉字创作了《柘枝传》、《浦岛子传》、《圣德太子传》等日

本题材的传奇小说, 再用假名加以训读, 就成了日本式的物语文

学。

从藤原良房开始的摄关政治, 把后宫拖入了争权夺利的政治

旋涡之中, 使后宫成了摄关政治天平上的筹码, 但同时也提高了后

宫的地位。为了使后宫在争宠中取胜, 其措施之一就是聘请精通

文史的才女辅佐其学习文史, 这就促使了后宫沙龙的兴起。

第一部物语文学《竹取物语》就是在唐传奇小说的刺激和以

后宫沙龙为中心的假名读者层出现的基础上诞生的。《竹取物

语》的成书年代约在 9 世纪末 10 世纪初之间, 作者不明
�28
。从文

风上看, 大概是一位精通汉诗文的男性官吏。

《竹取物语》取材于《浦岛子传》、《羽衣天女》等民间传说, 通

过皇子、大臣等五人的求婚故事, 对贵族阶级进行了极其尖刻的讽

刺。这是《竹取物语》区别于民间传说的独特性之所在。但在结

尾处, 却描写了女主人公辉夜姬回月宫前对爱慕她的天皇的歉意

和离别时的忧愁。这一苦闷、悲哀的情绪引起了后宫沙龙成员的

共鸣, 因而《竹取物语》被这一阶层的人们赞为物语中的最上品。

《竹取物语》后不几年, 以和歌为中心的《伊势物语》问世 ( 作

者、增补者不详) 。现存本《伊势》共 125 段, 每一段以“过去有一

位男子" 的恋爱为线索展开叙述, 每一段都有表达男主人公心情

的和歌出现, 每一段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

从全体来看,《伊势物语》的男主人公“过去的男子”是位沉沦

多感的人物。他出身名门, 但不得志, 为当时的权贵们所迫害。他

交往的是落魄的亲王, 且经常为失恋而焦虑, 为母子之间的挚情而

感动。

《竹取物语》和《伊势物语》都是用假名文学写成的记叙文学

作品, 在日本文学史上开了假名物语文学的先河。从此, 假名物语

文学沿着“传奇物语文学”———《竹取物语》和“歌物语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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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势物语》这两条道路发展而去。约 10 世纪中期, 长篇传奇物

语的代表作《宇津保物语》
�29
问世。约 11 世纪初, 被公认为世界第

一部长篇小说的《源氏物语》诞生。至此, 从平安朝初期开始的有

百年历史的假名物语文学发展到了顶峰。

5. 心的记录———日记文学和随笔文学

在假名物语文学兴起的前后, 假名日记文学也产生了。当时

用假名写散文被认为是女子的事情, 男子尤其是官吏都崇尚汉文、

用汉字写作而不屑假名散文。大概鉴于此, 纪贯之 ( 868? ～945)

掩姓埋名, 以女性笔调, 写了第一部假名日记文学———《土佐日

记》( 935) 。约 50 年后, 第一部真正的女性日记文学《蜻蛉日记》

写成, 作者是右大将道纲的母亲。从此, 日记文学为女性所青睐,

《和泉式部日记》( 约 1008 年)
�30
等等一大批女性日记脱颖而出。

这些日记除了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外, 更是心的记录。作者

们通过少女时理想的男性、被求爱、结婚、生育、遭受遗弃、丧夫、婚

外恋等事件, 真实地道出了女性世界纤细的特有的感受和心情, 或

陶醉、或哀伤、或嫉妒、或孤寂等, 形成了一个其他文学作品不可替

代的美学领域。

这种写自我的日记文学的重要意义还在于, 它是后来在日本

文学中成为一个主要流派的私小说的滥觞。

清少纳言( 生卒年不详 ) 的《枕草子》( 995 或 996 年初稿本,

1004 年左右定稿本完成) 是日本随笔文学的杰作。作者曾担任过

侍奉中宫定子学习的女官, 她以敏锐的感觉和细腻的观察抓住了

宫中人事和景物的美, 用感觉和印象的手法诉诸笔端。由于这一

感觉和印象的根基在于赞美宫廷的富贵华丽, 所以这部随笔的美

学观可以说是赞美宫廷。这一美学观的关键词“おかし”
�31

, 后成

为日本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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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院政期" 的历史物语

从 1086 年开始, 平安朝进入了“院政期" 。“院" 指后院, 即相

对皇宫本宫的别宫, 是天皇让位后的住所。所谓院政期, 是指退位

后的天皇掌握朝廷实权的时期( 1086 ～1192 ) 。也就是说, 藤原氏

的摄关时代从此结束了。

《荣花物语》是第一部用假名写成的反映摄关政治的历史物

语。这部书的正编 30 卷本约成书于长元年间 ( 1028 ～1037 ) , 增

补后的 40 卷本成书于 1093 年左右
�32
。此书虽用编年体记述了宇

多天皇至堀河天皇宽治六年( 887 ～1192) 的历史, 但如书名所示,

重心却是以“一家三后" ( 三个女儿成为皇后 ) 的藤原道长( 996 ～

1027) 的摄关政治为主要题材, 用赞美的态度记述了道长一家的

荣华。

约 12 世纪初, 又一部历史物语《大镜物语》问世
�33
。这部物语

反映的也是藤原氏摄关政治时期( 866 ～1025) 的历史, 但却与《荣

花物语》截然不同。此书的体例是纪传体, 并采用了问答表现形

式, 作者依据史实并不拘泥于史实, 用批判的眼光审视历史, 用戏

剧化的表现方法再现历史。

《大镜物语》的出现是平安朝末期文学的一个新收获。随后

又有模拟《大镜物语》的“三镜”(《今镜物语》
�34
、《水镜物语》

�35
、

《增镜物语》
�36

) , 文学史上统称这四部历史物语为“四镜”。

第三节 镰仓·室町时代文学( 1192 ～1602)

1. 强弩之末的贵族和歌文学

院政期结束后的约 400 年间, 日本史上一般称为中世, 中世又

可分为源赖朝开创的镰仓幕府时代 ( 1192 ～1333 ) 和足利尊氏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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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的室町幕府时代( 1338 ～1573) 。“幕府" 一词来源于汉籍, 是指

将军处理军务的场所, 这里转意为将军处理国家事务的机关, 也就

是说, 中世是武士集团执政的时代。

保元·平治( 1156、1159) 之乱
�37
标志着武士集团取天皇、外戚

贵族集团而代之, 掌握了国家的实权。然而, 镰仓时代的文学依然

固守着前代的“贵族传统" , 特别是随着后鸟羽院图谋恢复宫廷政

治
�38

, 和歌创作又起高潮, 大规模的歌合( 赛诗) 比起平安时代来有

增无减, 每年都有多次大型的活动。《新古今和歌集》就是在这种

气氛中产生的。此歌集奉后鸟羽院上皇的 命令于建仁元年

( 1201 ) 着手编撰, 于元久二年 ( 1205 ) 完成, 后又进行了增补。编

撰者有源通具、藤原有家、藤原定家、藤原家隆、藤原雅经、寂莲等

6 人。全书共 20 卷, 收入从“万叶时代 " 到“新古今时代" 的和歌

约 1978 首, 但重点是新古今时代( 当代) 的作品
�39
。其中被收入作

品较多的诗人有西行( 94 首) 、慈元、藤原良经( 各 79 首 ) 、藤原俊

成( 72 首) 、式子内亲王 ( 49 首 ) 、藤原定家 ( 46 首 ) 、藤原家隆( 43

首) 、寂莲( 35 首) 等。重视理知和联想, 这是《新古今集》同《古今

集》在歌风上的相同点。相异的是,《新古今集》更追求作为余情

的气氛和情调效果。这一气氛和情调是绘画式的或物语式的。所

谓绘画式, 是指由幻想的气氛而构成的心象风景; 所谓物语式, 是

指由物语的非现实内容构成的情调。表现技法上,“新古今 " 诗人

们不但采用前代诗人的序词、缘语、挂词等, 还新创了取本歌
�40
、主

语以下省略等表现手法。《新古今集》幽玄歌风
�41
的形成, 使和歌

史上出现了“万叶" 、“古今" 、“新古今" 三大鼎足流派。

《新古今集》编成之后, 藤原定家一族的诗人们分化为“二

条”、“京极”、“冷泉”三派。保守的“二条派”固守传统的歌风, 在

歌坛上据主流地位, 一直到室町时代末。从定家晚年编撰的《新

敕撰和歌集》( 约 1235) 到室町时期飞鸟井雅世编撰的《新续古今

和歌集》( 1439 ) , 反映出这一派创作平平, 缺乏特色。与之对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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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极派主张革新, 这一派奉敕编撰的《玉叶和歌集》( 1313 ) 和《风

雅和歌集》( 1349 ) , 给歌坛带来了一些清新写实的风气。

2. 连歌和俳谐的崛起

镰仓、室町时代之交 ( 也称南北朝时代, 即 1333 ～1392 年 ) ,

“有心连歌" 代不断衰微的“新古今" 和歌而起, 二条良基 ( 1320 ～

1388) 在其中起了主帅作用。良基在救济 ( 1263 ～1376 ) 的协助下

编撰的 20 卷本连歌集———《筑波集》( 约 1357 ) , 是第一部上起奈

良时代, 下迄编撰时代的连歌选集。应安 5 年 ( 1372 ) , 在连歌界

颇具影响的良基又主持制订了“应安新式" , 对救济一门的连歌作

家视为指针的“建治新式" 进行了补改, 确定了新风连歌的规则。

应安五年前后, 良基还写了连歌理论书《筑波问答》。从此, 连歌

的地位一跃而上, 人们再也不把它当作游戏及和歌末流看待了。

室町时代, 梵灯庵、宗砌、心敬等连歌诗人闻名于世。应仁之乱
�42

前后, 宗祇、肖柏、宗长等诗人把连歌创作推向了最高潮。这时的

连歌不只为贵族、武士、僧侣们所喜爱, 还扩大到了庶民阶层中间。

室町时代末期, 山崎宗鉴( 1460? ～1540 ?) 编撰了第一部俳谐

连歌集《犬筑波集》( 约 1524 ～1540 之间编成 ) , 所收的俳偕连歌

有以下几个特点: ( 1) 发句大量采用了缘语、挂词、谚语等, 歌风朴

素( 如:“谁都说, 丸子比花实在 " ) ; ( 2 ) 一首连歌中发句歌风古典

优雅, 附句歌风一转而卑俗滑稽( 如:“打湿长裙晶莹露, 编织春霞

保姬
�43
尿。" ) ; ( 3 ) 有些附句不加选择地采用了民间关于性爱的语

言, 有过于卑俗之感。这部俳谐连歌集同另一位著名的俳谐连歌

诗人荒木田守武( 1473 ～1549) 的《独吟千句》一起, 为后世俳谐的

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3.“拟古物语" 和御伽草子
�44

就像和歌因袭“王朝”( 平安时代) 歌风一样, 镰仓时代的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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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也模仿王朝以恋爱为中心的物语, 很是热闹了一阵子。但这

些“拟古物语”恰似穷途末日的王朝贵族阶层, 已失去了创造性和

生命力。室町时代,“拟古物语”销声匿迹, 御伽草子 ( 故事文学)

填补了空缺。

“御伽草子”这一名称最早见于江户时代 ( 1603 ～1867 ) 中期

出版的《御伽文库》, 其中的 23 篇作品被称为“御伽草子" 。这些

作品产生在室町时代和江户时代初期, 但从内容和写作风格上判

断, 写作的具体时间不明, 也没有留下作者的姓名。一般认为多是

出于朝臣、僧侣、隐士之手。《御伽文库》的 23 篇作品可分为以下

6 类: ( 1) 以恋爱、继子等为题材的朝廷故事。这类故事可以看作

是自平安时代以来的物语文学的翻版; ( 2) 以僧侣、神佛为题材的

宗教故事; ( 3) 以武士的效忠、勇侠为题材的武家故事; ( 4 ) 以农民

的立身出世等和町人( 工商阶层) 为题材的庶民故事; ( 5 ) 以中国

和印度的历史传说为题材的外国故事 ( 如《二十四孝》、《杨贵妃》

和《妙法童子》) ; ( 6) 以神怪为主人公的志怪故事。《御伽草子》

是以广大民众为读者对象而写作的, 所以内容上多能引起读者兴

趣并反映社会现实, 文学表现通俗易懂, 还配有插图。御伽草子的

出现在物语文学和近世大众小说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4. 开了新生面的军记物语

军记物语是镰仓、室町时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样式之一, 它起

源于平安时代的《将门记》( 940) 和《陆奥话记》( 1062) 。所谓军

记物语, 是指以战争、战斗事实为中心题材、描写新兴的武士阶级

的叙事文学作品。《平家物语》是在军记物语成熟期问世且文学

成就最高的一部长篇军记物语。

《平家物语》的问世同琵琶法师有着密切的关系。10 世纪左

右, 这些琵琶艺人就出现在京都以及远离京都的福冈一带, 他们向

贵族、武士、庶民等各个阶层演奏琵琶。11 世纪左右, 他们由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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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奏发展为边演奏边讲故事, 内容有寺社缘起、传奇、战争等, 这

些故事意想不到地受到了听众的欢迎。于是, 琵琶法师开始专门

演讲平安时代末期叱咤风云的武士平清盛 ( 1118 ～1181 ) 家兴亡

的故事。这些故事略称为“平曲" 。《平家物语》有多种读本, 这可

以说是受琵琶法师的话本《平家物语》影响的结果。现在的 12 卷

本约成书于承久至仁治( 1219 ～1240) 之间。关于此书的作者, 众

说不一。同时代的随笔作品《徒然草》记载, 前任信浓国司行长写

成后, 让号称活佛的盲法师演讲。这是考据《平家物语》作者的最

早资料。如果这条资料可靠, 那也只能说这是指早期《平家物语》

的作者和演讲者。现在 12 卷本是后来经过很多人增补、修改, 由

琵琶法师长期演讲, 这样多次反复才形成的。《平家物语》是一部

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 它生动, 逼真地描写了平安时代末期新兴的

武士阶层自信、向上的精神面貌, 反映了王朝社会向武士社会转变

的时代本质。同时, 作品中又贯穿着诸行无常、盛者必衰的中国古

代哲学思想及因果报应的佛教思想。编年体和记传体相结合的结

构, 和汉并用的语言表现, 说唱文学式的简洁生动的描述等也都颇

具特色。正是通俗而深邃、大众化又艺术化的特点, 使《平家物

语》比《源氏物语》拥有更多的读者
�45

, 直到今天还紧紧攫取着读者

的心。

《平家物语》之后, 又有《保元物语》( 约 1220) 、《平治物语》

( 同前) 、《太平记》( 约 1370) 等, 还有从军记物语派生的《曾我物

语》( 约 1334 ～1392 年间成书) 、《义经记》( 约室町时代前、中期成

书) 等英雄传说故事, 相互辉映, 蔚为大观。

5. 隐遁者文学———《方丈记》和《徒然草》

平安末期至镰仓时代, 战乱不已, 全国性的大饥馑, 破坏性较

大的地震屡有发生。在这惶惶不安的社会气氛中, 不少人感到世

事无常而出家遁世。这些隐遁者中大多是知识分子, 他们离开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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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后站在自由的立场反省自己、思索现实, 由此产生了以无常为基

调的隐遁者文学。鸭长明 ( 1153? ～1216? ) 的《方丈记》( 1212 ) 和

卜部兼好( 也称吉田兼好, 1283? ～1352? ) 的《徒然草》( 约 1331 ) ,

是中世隐遁者文学和中世随笔文学的双璧。

《方丈记》篇幅不长, 日语约 8000 字左右, 分为五节, 阐述无

常思想, 记述了当时一些重大的社会事件, 如大火、饥馑等, 具有一

定的思想性和史料价值。全文用和汉结合文体写成, 简洁、流利的

语句加上咏叹调的抒情, 读来别具风味。

《徒然草》上下两卷, 共 243 节, 内容有无常论、趣味论、人的

心理、艺能修养、恋爱、老人问题、慈悲、节约等, 还记述了不少故事

传说。同《方丈记》愤世、激越的抒情文风形成对比,《徒然草》充

满哲理性和思辨性, 以平稳见深邃。

6. 五山文学和游纪文学

五山文学是五山派禅僧汉文学的简称。五山派是指室町幕府

管辖下五山、十刹、诸山官寺的住持者组成的教团。五山文学同隐

遁者文学是在相同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其源头是中国北宋时代

的禅林文学。镰仓时代末期, 作为元世祖忽比烈派遣的赴日使团

正使来日本的妙慈弘济大师( 日本法名为一山一宁)
�46

, 把禅林文

学带进了日本。五山文学在表现形式上有两大类别, 一是诗歌和

散文( 诗歌是中心) , 一是四六骈体文。以义堂周信为创始者的相

国寺友社主要从事偈颂( 颂扬佛德的诗) 的创作, 以绝海中津为创

始者的建仁寺友社的成员中有人几度去明朝, 受明朝禅林文学的

影响, 主要从事四六骈文和俗化诗的创作。五山文学传世的作品

有《空华集》( 日记、义堂周信著) 和《狂云集》( 汉诗、一休宗纯著)

等。五山文学的成员们在学习中国禅林文学技法的同时, 还对儒

家经典的学习、讲解产生了兴趣, 江户时代的大儒林罗山等人就出

自五山派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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镰仓幕府
�47
创设以后, 天皇所在京都和实际上的权力中心镰

仓之间的往来日益频繁, 便产生了以此为题材的《海道记》
�48

( 1223

年, 作者不详) 、《东关纪行》
�49

( 1242 年, 作者不详) 等游记文学。

这些作品用和汉混合文体写成, 佛教思想、隐遁放浪之志是这些作

品的底蕴。

第四节 江户时代文学( 1603 ～1867)

1. 蕉风俳谐及狂歌、川柳

室町末期问世的连歌俳谐, 在江户时代日益发展、成熟了起

来。江户初期, 涌现出松永贞德 ( 1571 ～1653) 、野口立圃、松江重

赖、北村季吟等俳谐诗人群, 因为以松永贞德为中心, 人们称之为

贞门俳谐。贞门俳风的特点是比起内容来更重视语言自体的滑稽

性, 随心所欲地使用挂词和缘语。这一派诗人的俳谐集有《新增

犬筑波集》( 松永贞德编撰 ) 等。延宝期( 1673 ～1681) 前后, 以西

山宗因( 1605 ～1682) 为首, 菅谷高政、井原西鹤、池西言水 ( 晚期

接近蕉风) 、田代松意等谈林
�50
派俳谐诗人活跃了起来。与拘泥于

个人惯用的格式和手法的贞门派相反, 这一派诗人认为即使怎样

新奇的格式和手法, 一经反复使用, 就会变得陈旧而单调化起来。

谈林派的特色是在素材、形式、手法上都追求新奇性, 自由地运用

雅语、汉语、俗语, 诗风轻妙洒脱, 构思奇拔。这一派被公认为是贞

门派向蕉风俳谐发展的桥梁, 其作品有《西翁十百韵》、《宗因千

句》、《中庸姿》等。

从和歌向连歌、从连歌向俳谐连歌以及俳谐独立的发展过程,

勾画出日本诗歌由开始的贵族专有而逐渐向大众阶层扩散、向大

众化转变的路线。俳谐的大众化虽然加强了滑稽性, 但诗歌性却

稀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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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禄时期( 1688 ～1703) , 松尾芭蕉( 1644 ～1694) 在贞门和谈

林俳谐的基础上, 把俳谐提高到了纯正的大众诗的水平, 创立了蕉

风俳谐。所谓蕉风俳谐, 简言之, 即唤回中世贵族和歌的传统, 创

建了俳谐的幽玄世界。芭蕉时候的俳谐是以连句为中心, 其特点

是很多人集合在一起( 一座人) 分别连句, 这同后世个人单独创作

的俳句有着根本的不同, 因为它是在一同人中共同产生的诗情这

一基础上而创作的。芭蕉以前也有座的俳谐, 但那时的座仅是互

相谈笑的场所, 是以互相咏唱滑稽和幽默为创作俳谐的连带感。

芭蕉为了把座的俳谐转变为产生纯正诗情的场所, 把传统的和歌、

连歌和中国诗歌视为座的同人的必备修养。因为是一座的同人协

调着倾吐个人的诗情, 所以也把俳谐称作座的文学。

蕉风俳谐的美学理念是“闲”、“寂”、“余情”、“纤细”, 其本质

是诗情自然涌出且具有象征美。这一象征美, 是以中世和歌、连歌

为中心的“幽玄”美的延长。在此意义上, 可以把芭蕉称作中世诗

歌美学的集大成者。芭蕉晚年主张“平淡”、“卑近”
�51
的俳风, 这

是在“闲”、“寂”的基础上开辟的澄澈去私的境地, 也就是说, 采取

了把自己无条件地寄身于大自然的创作态度。体现蕉风的作品有

俳谐集《冬日》、《猿蓑》、纪行文《旷野纪性》、《奥的细道》等。芭

蕉去世后, 门人向井去来( 1651 ～1704) 在《柿晋问答》、《去来抄》

中记述了芭蕉的俳谐理论, 这两本书也就成为蕉风俳论的重要著

作。

天明期( 1781 ～1788 ) 是与谢芜村 ( 1716 ～1783 ) 复兴蕉风俳

谐的时代, 余波延及文化文政期( 1804 ～1829 ) , 从而产生了小林

一茶 ( 1763 ～1827) 的率直奔放的特异俳风。芜村俳风的代表作

是“芜村七部集" (《其雪影》、《明鸟》、《一夜四歌仙》、《桃李》、

《续明鸟》、《五车反古》、《花鸟编》) 。其特点是由古典趣味而产

生的华丽性, 总体表现上是印象的、绘画的、唯美的。一茶的俳谐

集有《七番日记》、《卑人之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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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时代, 狂歌和川柳这一大众诗歌也特别引人注目。狂歌

这一名称在平安时代就已出现
�52

, 它是一种在构思和用语上专门

突出滑稽和诙谐的短歌。贞门俳谐的诗人们喜爱这一诗歌形式,

把狂歌作为余技而加以创作。不久, 从贞门俳谐诗人中出现了专

门的狂歌诗人, 如江户的石田未得( 1587 ～1669) 、半井卜养 ( 1607

～1678) , 大阪的油烟斋贞柳( 1654 ～1734) 等, 其中贞柳是职业的

狂歌诗人。明和年间 ( 1764 ～1771 ) , 随着文化中心移至江户, 狂

歌在江户也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这一时期的著名诗人有唐衣

橘洲、四方赤良、朱乐菅江等。橘洲具有良好的和学修养, 他重视

从和歌中汲取养分, 循着前人的狂歌传统进行狂歌创作。与此相

反, 赤良汉学底子厚实, 他的狂歌创作绕开和歌的传统, 以新鲜、大

胆的构思去表现江户时代的人情和风俗。他的创新狂歌深受江户

大众的喜爱。文化文政期, 町人 ( 工商业阶层) 狂歌作者大显身

手, 著名的有鹿都部真颜和宿屋饭盛等。真颜的歌风近似橘洲, 饭

盛则近似赤良。江户时代的狂歌集有《吾吟我集》( 石田未得编、

1660 年刊) 、《古今夷曲集》( 生白堂行风编著、1666 年刊 ) 、《万载

狂歌集》( 四方赤良、朱乐菅江编、1783 年刊) 等。

川柳也称杂俳, 是一种特殊的 31 音短歌, 其特点在于先咏出

14 音的短句, 然后附上 17 音的长句。柄井川柳 ( 1718 ～1790 ) 编

集的《俳风柳多留》附句集流行于世, 人们把杂俳也就称为川柳。

川柳不像俳句那样受切字、季题的制约, 多用口语, 内容滑稽, 诙谐

中寓讽刺, 重在表现人情和风俗, 江户町人特别钟爱。从宝历、明

和( 1751 ～1771) 至安永、天明( 1772 ～1788) 期间, 川柳最为盛行。

2.“草子" 和井原西鹤

江户时代初期, 由于幕府的文治政策和民众强烈的求知欲, 使

这一时期成为大众文化的启蒙期。假名草子就是在这一形式下产

生的。所谓假名草子, 是指不同于用汉文写作的学问书籍而用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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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写作的大众性的娱乐读物。粗略分来, 假名草子有以下三种类

型。( 1 ) 启蒙教训草子。这一类型中又可分为教义问答草子、随

笔式的启蒙教训草子、女性教训草子、故事草子、翻译草子 ( 如《伊

索寓言》、由中国的古小说《语园》翻译而成的《故友》) 等。( 2) 娱

乐草子。其中有中世式的物语、滑稽怪诞故事集翻译改作草子

( 由中国的公案小说《棠阴比事》翻译的同名物语、改作中国的《剪

灯新话》和《剪灯余话》而成的《伽婢子》等) 、拟古物语( 模拟《枕

草子》、《伊势物语》等而写作的物语) 等。( 3) 纪实评判草子。如

历史人物的英雄事迹记录、地震见闻、名胜古迹记、游女和演员的

评判等。这些内容繁杂、形式多样的假名草子虽然还不能说是严

格意义上的小说, 但它却是对中世御伽草子的发展, 并为江户时代

小说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假名草子在江户文坛上足足风行

了 80 多年, 直到井原西鹤的浮世草子( 风俗小说) 出现。

井原西鹤( 1642 ～1693) 以《好色一代男》( 1682 ) 确立了浮世

草子的文学地位。接着, 西鹤以丰富的题材和一连串的秀作使浮

世草子的创作到达了巅峰。

西鹤的浮世草子有以下几个系列: ( 1 ) 以町人的好色生活为

题材的作品系列, 如《好色一代男》、《好色二代男》、《好色一代

女》、《好色五人女》等; ( 2) 以町人的经济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系列,

如《日本永代藏》、《世间胸算用》、《西鹤织留》、《西鹤纪念物》等;

( 3 ) 从町人角度审视武士生活的作品系列, 如《男色大鉴》、《武道

传来记》、《武家义理物语》等; ( 4) 以民间传说为题材的作品系列,

如《西鹤诸国传说》、《本朝二十不孝》等。

西鹤的浮世草子之所以取代假名草子, 在于这些作品直面现

实人生, 挖掘出了生活的本质真实, 尤其是《日本永代藏》等以町

人经济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系列, 简直就是一部大阪町人社会的百

科全书。西鹤的浮世草子全由各自独立的短篇小说连缀而成, 艺

术表现上叙述多描写少, 没有着意对人物形象进行刻画。这同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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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最早从事俳谐创作有一定关系。

西鹤去世后, 虽然出现了长篇浮世草子, 但不管是在反映生活

的深度上还是艺术成就上都不及西鹤的作品。使浮世草子的衰退

发生转机的是“八文字屋本”的浮世草子。八文字屋是京都的一

个书店名, 这里的老板不但刊行并且自己还创作浮世草子, 八文字

书屋本浮世草子的代表作家是江岛其碛( 1667 ～1736 ) 。江岛模

仿西鹤好色作品创作了《倾城色三弦》( 1701 年刊) , 模仿西鹤町

人作品创作了《世俗父亲气质》( 1720 年刊) 等浮世草子。江岛的

创新在于按照人物的职业、年龄、身份等创作了更加类型化的作

品。

3. 江户的“轻文学" 及其他

从 18 世纪后期开始, 江户成了日本经济和文化中心, 适应江

户町人生活情趣和美学意识的“轻文学" ──黄表纸和洒落本流

行了起来。黄表纸最初是一种以画为主的儿童读物, 恋川春町

( 1744 ～1789) 使之成为每页都配有图画的一种小说。这种小说

通过“邯郸一梦 " 类型的故事情节来讽刺时世, 代表作有恋川的

《金金先生荣花梦》( 1775 刊) 、山东京传( 1761 ～1816 ) 的《轻浮江

户儿》( 1785 刊) 等。洒落本是一种滑稽格调的游里小说, 由游女

和客人的对话而展开情节, 在细腻的描写中表现人情。山东京传

为洒落本的最大家, 代表作有《通言总篱》( 1787 刊) 等。不久, 江

户幕府命令取缔这一类“戏作文学 " , 黄表纸、洒落本被禁制了。

于是, 小说创作转向带有劝善惩恶教训色彩的传奇小说──读本

和表现世态人情的滑稽本和人情本。

与以图画为主的草双纸相反, 读本是以文字为主的小说。创

作上可分为以上方( 京都、大阪一带) 为中心的前期和以江户为中

心的后期。前期的年代是宝历至明和( 1751 ～1771 年) , 代表作家

有都贺庭钟( 宽延·明和时期的大阪人) 、上田秋成( 1734 ～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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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后期的年代是宽政至文久 ( 1789 ～1863) , 代表作家有建部绫

足、山东京传、泷泽马琴等。《雨月物语》( 1768 刊 ) 是上田秋成的

代表作。这部作品“之所以被誉为读本之最, 是因为它不但继承

了中国小说的原始精神而且有所创新。它不仅吸收了中国小说的

词汇, 同时又能以日本古典文学的表现手法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世

界。"
�53
马琴的代表作有《椿说弓张月》( 1807 ～1811 刊 ) 、《南总里

见八犬传》( 1814 ～1842 刊) 等, 前者以历史人物源为朝的事迹为

题材, 后者围绕八剑客为主人里见家效忠而展开情节, 两者都有鲜

明的劝善惩恶的倾向。

顾名思义, 滑稽本是以滑稽见长的小说。这类小说继承了浮

世草子和洒落本的滑稽情趣, 在引人发笑中表现太平之世江户游

民的人情风俗, 宝历至文政 ( 1751 ～1829 ) 年间为全盛期, 代表作

家有十返舍一九、式亭三马等。一九的《东海道游记》( 1802 ～

1809 刊) 、三马的《浮世澡堂》( 1809 刊) 和《浮世床》( 1813 刊 ) 影

响最大。

人情本是以江户町人的恋爱为题材的小说。这类小说有一点

劝善惩恶的“教训”味道, 但骨子里表现的是男女恋人的痴情, 情

节多是一个男人和几个女人之间的恋爱纠葛, 反映了当时的颓废

世相。为永春水( 1789 ～1843 ) 是人情本创作之祖, 他的《春色梅

儿誉美》( 1832 ～1834 刊) 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人情本小说。

4. 近松门左卫门和近世戏剧文学

江户时代, 有一种被称作净琉璃的木偶戏使市民们流连忘返。

净琉璃起源于室町时代中期, 因用扇子打着节拍讲述的《十二段

草子》( 别名净琉璃物语) 中的女主人公净琉璃姬而得名。进入江

户时代后, 净琉璃成为用从琉璃群岛 ( 今冲绳县) 传来的三弦伴

奏, 用人操纵木偶表演的一种戏剧。与“义太夫节”新净琉璃相

对, 在此之前( 江户时代初期约 80 年间 ) 的净琉璃为古净琉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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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太夫节是指由近松门左卫门 ( 1653 ～1724) 创作脚本、由竹本义

太夫( 1651 ～1714) 表演的净琉璃, 节是指曲子的节拍。新古净琉

璃的区别有曲节、分幕、内容上的不同, 但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表

现了江户时代町人和武士的义理、人情, 即社会规范与人性之间的

矛盾。

近松左卫门的剧作主要是历史剧和以当代生活为题材的新

剧。历史剧的名作有《世继曾我》、《出世景清》、《国性爷合战》、

《平家女护岛》、《信州川中岛合战》等。这类剧作在题材上虽与古

净琉璃相似, 但其立意却是托古喻今, 表现江户时代武士世界的武

士道义理与武士人情之间的纠葛。新剧的名作有《曾根崎殉

情》
�54
、《殉情重井筒》、《殉情天网岛》、《殉情宵庚申》等。这些剧

作把江户时代现实的大人物推上了舞台, 富有浓郁的时代气息。

5. 国学者的文学理论

江户时代中期( 17 世纪末) , 北村季吟( 1624 ～1705) 等人掀起

的古典注释热潮, 契冲 ( 1640 ～1701 ) 对于古典的实证主义研究

等, 揭开了国学研究的新篇章。与中世纪的诗歌理论尊重古传承

相反, 江户的国学者只尊重文献, 以此为依据去探求语言的真义,

进而不走样地捕捉古典中的人物形象, 以契冲的巨著《万叶代匠

记》( 万叶集的全注释、约成书于 1690 年) 为代表的注释著作是这

一理论的具体实践。另一国学者荷田春满 ( 1669 ～1736 ) 则主张,

比起排除中世诗歌理论中的“传承论" 来, 更要排除属于外来思想

的儒教、佛教, 通过古典研究, 应该知道日本民族的本来面目。这

一观点成了江户国学研究的理论支柱。后起的贺茂真渊 ( 1697 ～

1769) 和本居宣长( 1730 ～1801) 发展性地统合了这两种观点 ( 文

献实证主义和排除儒教、佛教) , 创立了独特的文学理论。

贺茂真渊通过万叶集的研究( 著作有《万叶考》、《冠辞
�55
考》

等) , 认为万叶诗歌中可以明白没有受到儒佛影响的古代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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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和心灵, 可以了解古代人民的生活内容, 并认为在研究古代语

言的基础上就可以究明古道。所谓古道, 是指与天地之理相应的

治世之道。他把创作古诗古文当作学习古代语言的一个环节, 提

倡复活万叶歌风, 使复古万叶歌风成为江户歌坛上的主要流派。

本居宣长的文学理论主要是《古事记传》所代表的古道论和

以《源氏物语梳证》为代表的物语论。宣长强调古道, 把古典研究

等同于古道研究, 采取的是把《古事记》当作神典进而信仰神道的

态度。宣长所说的古道, 是对真渊古道说的发展, 即顺应神的意志

而超越了理性的古代神道, 以及作为神的天皇治理天下之道。宣

长物语论的新颖之处在于他认为《源氏物语》的本质是“物之感”,

意思是指人们从内心产生的深情的感动, 惟有通过这感性的认识

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与以神为中心的古道论不同,“物之感”论

是以人为中心而展开的。与此相关联, 宣长还提出了歌乃是诗人

纯粹的心情表现的诗歌论。

第五节 近代文学( 1868 ～1922)

1. 明治时代( 1868 ～1911 )

1868 年, 德川幕府的垮台, 宣布“王政复古" 的明治政府的成

立, 标志着日本近代史的开始。但文学并未与之同步, 类似江户时

代的读本、合卷、滑稽本的通俗小说依然在文坛上占据着主要地

位。尽管如此, 随着“文明开化 " 新时势的进展, 这一类通俗小说

也开始发生了变化。最早反映了“文明开化 " 新气息的是假名垣

鲁文的《西洋旅行记》( 1870) 和《安愚乐火锅》( 1871 ) , 以及反对

欧化政策, 嘲讽现实风潮的成岛柳北的《柳桥新志》( 1874 ) 。与这

些作品的反近代的态度相反, 有意促进近代新文明的是翻译文学

和政治小说。前者有中村正直翻译的《西方立志篇》( 1871 刊,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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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自助》, 英国作家斯迈尔斯著 ) , 丹羽纯一郎译的《花柳春话》

( 1878 刊, 英国李顿著) 等, 这些译作具有传达西方近代风俗人情

的启蒙作用; 后者有矢野龙溪的《经国美谈》( 1883 ) , 东海散士的

《佳人之奇遇》( 1885 ) 等, 这些作品洋溢着诚挚的忧国忧民、志在

改革的政治热情, 是近代文学开始成长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日本的近代化过程中, 移植西洋文明、建立新体制是当务之

急, 与此相配合, 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政治著作和政治作家, 如福

泽谕吉的《西洋事情》( 1866) ,《劝学篇》( 1872) ,《文明论之概略》

( 1875 ) 等。与福泽一样出名的政治作家有“明六社"
�56
发起人森有

礼和西周等。

在诗歌改良运动中, 井上哲次郎、矢田部良吉、外山正一等译

著的《新体诗抄》( 1882 )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本诗集内收翻译

的西欧诗 14 首、创作诗 5 首, 不管是长短句的自由形式还是思想

内容的复杂性和深刻性, 都为近代日本诗歌的发展做了开创性的

尝试。

坪内逍遥的小说理论著作《小说神髓》( 1885 ～1886 ) 的发表,

是明治初期文坛上又一件值得瞩目的事情。书中提出应该否定以

往劝善惩恶的功利主义文学观, 肯定了西方近代的写实主义, 认为

今后的新文学应当以反映心理活动为主。他的这一文学理论是建

立在近代社会个人意识觉醒的基础上的。为实践这一文学理论,

逍遥写了长篇小说《当代书生气质》( 1885) , 由于没有完全摆脱戏

作倾向而未获得成功。二叶亭四迷在《中央学术》杂志上发表的

《小说总论》的论文, 对逍遥的文学理论进行了补充, 提出了著名

的人生艺术论, 即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他用言文一致体创作的长

篇小说《浮云》( 1887、1888、1889 ) 被公认为是近代现实主义小说

的开山之作。

从德国留学归来的森鸥外同妹妹小金井喜美子等人的浪漫主

义译诗集《面影》( 内收西欧近代的浪漫主义诗歌和明代诗人高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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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汉诗、1889 刊) 和森鸥外以德国留学为背景的初期三部作———

《舞姬》、《泡沫记》、《信使》等拉开了近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帷幕。

在明治二十年代( 1880 年代) 的文坛上处于小说创作中心地

位的是以尾崎红叶为首的砚友社作家。尾崎红叶的代表作《金色

夜叉》( 1897 ) 是当时的第一号畅销小说。同红叶的善于描写女性

形成对比, 与之分庭抗礼的幸田露伴以创作了具有强悍的男子汉

精神的作品而闻名, 他的代表作有《风流佛》( 1889 ) 和《五重塔》

( 1891 ～1892) 等。

红叶门下的广津柳浪、川上眉山、泉镜花、小栗风叶等在日清

战争( 1894 ) 后崭露头角, 他们的小说描写了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

的悲惨生活, 暴露了社会矛盾, 被称作“悲惨小说" 、“观念小说" ,

代表作有柳浪的《今户殉情》( 1896) 、镜花的《外科室》( 1895 ) 、风

叶的《龟甲鹤》( 1896) 等。女作家�口一叶 ( 1872 ～1896 ) 的作品

也可划在悲惨小说之列。她虽英年早逝, 但却留下了《青梅竹

马》、《浊流》、《十三夜》等名作。

宣扬平民思想的德富苏峰领导的民友社的机关杂志《国民之

友》, 评论家石桥忍月、内田鲁庵、山路爱山、小说家德富芦花、国

木田独步等是这家杂志的积极撰稿人。同是基督教系统, 但北村

透谷, 岛崎藤村等《文学界》( 杂志) 的年轻人诀别了民友社的功利

主义, 主张浪漫主义和艺术至上主义。藤村的《嫩菜集》( 1897) 融

合了森鸥外等人《面影》的诗情和传统诗歌的情绪, 歌唱青春的自

我觉醒, 是近代抒情诗的纪念碑式的诗集。与藤村并称的是土井

晚翠, 他们的浪漫诗风在后起的河井醉茗、与谢野铁干、上田敏、蒲

原有明、薄田泣堇等人的诗作中得到了发展。明治三十年代

( 1898 ～1908) 是近代诗的全盛期, 落合直文创立的“浅香社 " 开始

着手短歌革新, 佐佐木信纲为首的“竹柏会" 的机关杂志《心花》的

创刊及与谢野铁干创立的“东京新诗社" 的诗刊《明星》把这一革

新推向了深入。明星派的著名诗人有 田空穗、石川啄木、北原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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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与谢野晶子等。这一时期, 正冈子规创办的俳志《杜鹃》掀起

了俳句革新运动, 他们尊重芜村的绘画句风, 主张俳句写生, 高浜

虚子、河东碧梧桐等诗人起而呼应。子规还发起了根岸短歌会, 同

明星派相抗衡。他的门生有伊藤左千夫、长塚节等。这些人后成

为“阿罗罗木派" 短歌的创始人。

以 1904 年的日俄战争为起点, 日本已经基本具备了近代资本

主义的国家体制。随着国民觉悟的提高, 带来了近代自我意识的

成熟及人们对现实问题的深刻认识。这一阶段, 自然主义文学运

动迅速发展, 同时, 由于市民社会尚未完全建立, 稀薄的市民社会

性也产生了作家局促于狭窄的社会环境的私小说。

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是从岛崎藤村的长篇小说《破戒》( 1906

年) 开始起步的, 尾随其后的田山花袋的短篇小说《棉被》则决定

了它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自然主义作家还有德田秋声、正宗白鸟、

岩野泡鸣、真山青果, 评论家有长谷川天溪、岛村抱月等。自然主

义文学运动还波及戏剧和诗歌界。岛村抱月为倡导者之一的“文

艺协会" 等团体的新剧 ( 话剧 ) 演出, 为近代话剧在日本扎根成长

产生了很大的作用。诗歌方面, 川路柳虹、相马御风、三木露风等

抛开定式的口语自由诗, 若山牧水、前田夕暮、土岐哀果、石川啄木

等人尝试口语调和破调的短歌, 河东碧梧桐、大须贺乙字、荻原井

泉水、中塚一碧楼等人不拘泥于定式、重视写实的新倾向俳句等,

都是受了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影响。站在反对自然主义文学立场

上的上田敏、田中王堂、片山孤村等, 同抱月等自然主义评论家展

开了激烈的论争。耽溺于世纪末颓废美和官能美, 要解放人的感

觉的耽美派作家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铃木三重吉、久保田万太

郎等, 坚决反对自然主义露骨描写日常平俗事物的琐细性, 在创作

上表现出与自然主义不同的作风。北原白秋、木下 太郎、吉井勇

等耽美派的诗人也很活跃。

与自然主义和耽美派同期出现, 但既非前者又非后者的是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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鸥外和夏目漱石的创作活动。

自写了《舞姬》等早期小说后, 森鸥外一直挥笔于文学翻译和

评论, 这时他又重新创作小说, 发表了浪漫主义的抒情小说《青

年》( 1910 ) 、中篇小说《雁》( 1911 ) 、尖锐批判日本社会结构的小

说《如此这般》( 1912 ) 、历史小说《兴津弥五右卫门的遗书》( 同

上) 、《阿部一族》( 1913) 等。

夏目漱石在大学学习英国文学, 后留学英国。他曾师从正冈

子规学习俳句写作, 在《杜鹃》杂志上发表长篇小说《我是猫》

( 1905 ) 后一举成名。接着, 他又发表了《哥儿》( 1906 ) 、《草枕》

( 同上) 等, 被称为“低徊派" 、“脱俗派" 、“有闲派 " 小说家。他的

《虞美人草》( 1907) 、《三四郎》( 1908) 、《从此以后》( 1909) 、《门》

( 1910 ) 、《行人》( 1912 ) 、《道草》( 1915 ) 、《明暗》( 1916) 等小说,

对社会现实和道德同知识分子内心之间的矛盾纠葛加以曝光, 深

刻地解剖了人的利己主义。漱石文学在文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 他的门下出现了很多优秀的小说家, 如寺田寅彦、森田草平、小

宫丰隆、铃木三重吉、阿部次郎、芥川龙之介、久米正雄、野上弥生

子等。

鸥外和漱石虽然风格不同, 但在对社会和人性的伦理批判上

却是共通的。

2. 大正期( 1912 ～1922 )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大正期, 日本资本主义挤入了世界列

强之伍而到达了帝国主义阶段。在日本政府加紧向外扩张侵略的

同时, 国内的民主主义运动 ( 如社会主义运动、工人运动、要求普

选权的运动等) 日益高涨, 政府当局为了抑制和镇压社会运动和

工人运动, 公布了反动的治安维持法, 用法西斯手段对付民主主义

运动, 从而更加激化了社会矛盾。这一时代特征在大正时期的文

学中也投下了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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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 岛崎藤村、田山花袋、德田秋声、正宗白鸟等自然主

义作家继续活跃着, 在自然主义文学这块田地上成长起来的广津

和郎、谷崎精二、葛西善藏、宇野浩二等跨出了自然主义的范围, 把

私小说的创作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大正期的文学在本质上有所

变化的, 可以说是“白桦派”。这一文学流派以武者小路实笃为中

心, 以 1910 年创刊的《白桦》杂志为阵地, 成员有志贺直哉、有岛

武郎、里见�、长与善郎等。他们多是上流阶层的子弟, 虽然有着

优越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 但在创作中却追求理想主义和人道

主义, 因而也被称着“新理想主义" 。这一创作倾向对后来的泷井

孝作、仓田百三、宫本百合子等作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与“白桦派”的理想主义创作倾向不同, 站在中产阶级立场上

观察生活的“新思潮派”
�57
的作家们通过理智的人性解剖而对社会

现实进行深入的批判。芥川龙之介是这一流派的主将, 菊池宽、久

米正雄、丰岛与志雄、山本有三等也属于这一流派。在大正末昭和

初的激烈动荡的社会现实面前, 这批中产阶级的作家们表现得迷

茫和无所适从, 芥川龙之介自杀了, 菊池宽和久米正雄转向了通俗

小说的创作。

与同以东大生
�58
为中心的“新思潮”流派一前一后出现在大正

文坛上的是以佐藤春夫、水上泷太郎等庆应义塾
�59
出身的作家为

中心的“三田文学”
�60
流派。这一流派继承了明治时期耽美派的浪

漫主义创作倾向, 以别具一格的风格为世人们所瞩目。

第六节 现当代文学( 1923 ～现在)

1. 战前( 1923 ～1930 )

日本近代文学史的终期, 即现代文学史的始期的时代划分, 是

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 我们认为, 以“关东大震灾”为界, 以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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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文学和新感觉派文学为标志, 日本近代文学基本上同欧洲文学

齐步, 脱离了近代而跨入了现代
�61
。

大正十二年( 1923) 9 月 1 日上午 11 时 58 分, 以相模湾西北

部为震中, 发生了 7. 9 级的大地震, 整个关东地区以及静冈、山梨

县都成了地震带, 死亡 10 万余人。大地震的天灾, 使明治以来作

为近代化象征的都市东京化为一片废墟。这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处于不景气状态中的经济来说, 无疑是雪上加霜。同时, 伴随大地

震的人祸又给日本近代史涂上了一大污点, 这就是在对外奉行侵

略、对内实行法西斯专制的反动当局的纵容下, 军警官宪对侨居在

日本的朝鲜人及中国人、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运动家等进行

的大屠杀( 被杀害的人数依次为 6000 余人、200 余人、约 59 人) 。

可以说, 大震灾后, 日本遍地腥风血雨, 风声鹤唳。

在大震灾前, 即大正十年 ( 1921 ) 前后, 中野秀人 ( 1898 ～

1966) 、宫岛资夫( 1886 ～1951 ) 、平林初之辅 ( 1892 ～1931) 等人,

打出了“第四阶级的文学 " 的旗号, 主张把自己放在第四阶级 ( 劳

动人民) 的位置, 来“解放文学的本质" ( 中野语 ) 。这一举动是无

产阶级文学告别以《近代思想》杂志
�62
为阵地的孕育期———劳动文

学阶段, 而诞生于世的第一个标志。紧接着, 在巴黎参加过法国诗

人、小说家巴比塞宣传“国际主义思想 " 的光明运动, 并同第三国

际的活动家有来往的小牧近江 ( 1894 ～1978) 回到日本, 同金子洋

文( 1894 ～1985 ) 一起于大正十年 ( 1921 ) 2 月创刊《播种人》杂

志
�63

, 在此杂志上发表作品的有有岛武郎 ( 1878 ～1923 ) 、马场孤蝶

( 1869 ～1940) 、江口涣( 1887 ～1975) 、石川三四郎 ( 1876 ～1956 ) 、

藤森成吉 ( 1892 ～1977 ) 、平林初之辅 ( 1892 ～1931 ) 、小川未明

( 1882 ～1991) 等。《播种人》的创刊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选

定了自觉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方向。不久, 平林初之辅、青野季吉

( 1887 ～1961) 成为《播种人》同人, 他们在理论上积极地推动了无

产阶级文学运动。平林在《文艺运动和工人运动》( 1922) 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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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是文艺运动, 不如说她是无产阶级运

动。" 从而明确了无产阶级文学是革命文学和斗争文学的根本性

质。与这一时期引起强烈反响的理论文章形成反差, 创作方面还

没有力作问世。由于“大震灾 " 的天灾人祸,《播种人》于 1923 年

11 月停刊, 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一时间沉寂起来。大正十三年

( 1924 ) 6 月, 青野季吉、平林初之辅、小牧近江、金子洋文、前田河

广一郎等 13 名同人, 创办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新机关志《文艺

战线》。青野的文论和前田河的翻译文学, 起到了为无产阶级文

学运动指引方向的作用。在著名的《“调查了" 的艺术》(《文艺战

线》1925 年 7 月号) 一文中, 青野排斥日本传统式的“缀合印象的

观察方法, 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思想" , 提倡“调查了" 的艺术, 即“有

意识、有目标地去调查现实, 由此而产生出思想" 。引发青野这一

观点的动力是他读了原版的《屠场》
�64

,“感到日本的无产阶级必须

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因此, 有必要先翻译这本书。"
�65
前田河起而应

之, 立即译出《屠场》由丛文社出版 ( 1925 ) 。前田河感兴趣的是

《屠场》中描写了一个受压迫的工人走上革命道路的觉悟过程。

前田河高度评价这一过程是:“痛切地批判、解剖文明, 进而暗示

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一个战线的建立" 。
�66
在青野“调查了的艺术"

的理论召唤下, 一批无产阶级文学佳作问世, 其中有叶山嘉树

( 1894 ～1945 ) 的小说《卖淫妇》( 1925 ) 、细井和喜藏 ( 1897 ～

1925) 的长篇 报告文学《女工哀史》( 1925 ) 、林 房雄 ( 1903 ～

1975)
�67
的小说《苹果》( 1926) 、里村欣三 ( 1902 ～1945) 的小说《苦

力头的表情》( 1926 ) 、黑岛传治 ( 1898 ～1943 ) 的小说《二分铜币》

( 1926 ) 等。1925 年 12 月, 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联盟成立。第二年

以青野季吉的《自然生长和目的意识》(《文艺战线》1926 年 9 月

号) 一文为契机,“文艺联盟" 出现了论争和裂痕, 后导致无产阶级

文学运动内部公开分裂成“劳农艺术家联盟" ( 简称“劳艺 " , 1927

年结成,《文艺战线》为机关志 ) 和“全日本无产者艺术团体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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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 简称“纳普" , 1928 年结成,《战旗》为机关志) 两派。“劳艺"

在政治理论上以社会民主主义 ( 避免暴力革命, 主张通过议会道

路而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 为指针, 而“纳普 " 是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针。1928 年 5 月,“纳普" 的理论指导者藏原惟人( 1902 ～1988)

在《战旗》创刊号上发表了《通向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道路》一文。

从此,“战旗派" 逐渐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主动权, 在文坛

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 无产阶级文学在创作上取得了

颇为可观的成绩:“文艺战线派 " 有叶山嘉树的长篇小说《生活在

海上的人们》( 1926 ) 、黑岛传治的短篇《涡旋中的鸦群》( 1928 ) 、

平林太子 ( 1905 ～1972 ) 的小说《免费医疗室》( 1927) 等;“战旗

派" 有佐多稻子( 1904 ～1998) 的自传体小说《来自糖厂》( 1928 ) 、

小林多喜二( 1903 ～1933 ) 的小说《1928 年 3 月 15 日》( 1928 ) 和

《蟹工船》( 1929) 、德永直( 1899 ～1958 ) 的长篇小说《没有太阳的

街》( 1929 ) 等。昭和三年( 1928) 3 月 15 日, 反动的田中义一内阁

( 1927 年 4 月 20 日至 1929 年 7 月 2 日执政 ) 对共产党及关联者

进行大逮捕。同年 6 月 29 日, 不顾国会反对以紧急敕令的方式强

行公布了“治安维持法修正条例" , 对民主活动和民主言论严加管

制。7 月 1 日在全国各地设立了法西斯的特高警察组织。翌年 4

月 16 日, 又对共产党进行全面搜捕。在这接二连三的打击下, 昭

和六年( 1931 ) 12 月,《战旗》被迫停刊。第二年 7 月,《文艺战线》

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1933 年 6 月, 在狱中的共产党最高领导者

佐野学和锅山贞亲共同发表了转向声明。1934 年, 无产阶级文学

组织全部被迫解散。从此之后, 有的作家被杀害, 有的被投进监

狱, 有的发表了“转向" 声明, 无产阶级文学就这样被全面扼杀了。

“大震灾”后崛起在文坛上的另一个文学流派是“新感觉派”

文学。大正十三年( 1924 ) 10 月, 横光利一 ( 1898 ～1946) 、川端康

成( 1899 ～1972 ) 、中河与一 ( 1897 ～1994 ) 、片冈铁兵 ( 1894 ～

1944) 、今东光 ( 1898 ～1977) 等 14 同人创办了《文艺时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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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颇有影响的评论家千叶龟雄( 1878 ～1935) 读了《文艺时代》

创刊号后撰文道:“我觉得《文艺时代》派的人们具有的感觉, 比起

以前出现的不管什么样的自我感觉艺术来, 是更新的、在语汇和诗

以及节奏的感觉中生存的感觉。"
�68
新感觉派的称谓即来源于此。

起初, 要实践“革命文学" 的无产阶级文学和标榜“文学革命" 的新

感觉派同人, 在打倒既成文坛这一点上是共通的, 因而它们之间相

互进行着交流。可是, 随着新感觉派一味回避当时的现实社会矛

盾和斗争, 两者分手以至对立起来。新感觉派否定自然主义的写

实手法, 主张在主观把握外部现实的基础上, 把理性再造的新的现

实用文学语言表现出来。为此, 他们有意采用了西欧表现主义, 结

构主义等现代派文学的表现方法, 开了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的先

河。这一派的理论家主要是横光利一和川端康成, 作品有横光的

《头和腹》( 1924) 和《拿破仑和脚癣》( 1926) 、中河与一的《冰上舞

场》( 1925 ) 、今东光的《消瘦了的新娘》( 1925 ) 、片冈铁兵的《网上

的少女》( 1927 ) 等。需要说明的是, 这些作品在表现风格上各有

千秋。

《文艺时代》的停刊( 1927 年 5 月 ) 意味着新感觉派终止了同

人活动。这一流派中的片冈、今东光等人加入了无产阶级文学运

动的行列。为了同日益兴盛的无产阶级文学对抗, 1930 年 4 月,

以新潮社为阵地的中村武罗夫 ( 1886 ～1949 )
�69
发起组织了“新兴

俱乐部" 。会员有新感觉派的一些作家和受新感觉派影响的年轻

作家浅原六郎( 1895 ～1977) 、舟桥圣一( 1904 ～1976 ) 、川端康成

等 32 名, 大有艺术派十字军的气势。然而, 这一流派的主流深受

“美国主义" 的影响, 停留在廉价地描写颓废的、享乐的都市消费

生活上, 没有产生出优秀的作品。翌年,“新兴艺术派 " 分裂为浅

原等人的“新社会派" 和成为第二代艺术派源流的“新心理主义" 。

值得一提的是, 被看作是新 兴艺术派支流的堀辰雄 ( 1904 ～

1953) 、阿部知二( 1903 ～1973 ) 、嘉村 多 ( 1897 ～1933 ) 、楯井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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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郎 ( 1901 ～1932) 、井伏鳟二 ( 1898 ～1993) 等写出了一些好作

品, 如嘉村的《苦业》( 1928) 、楯井的《灰暗的画卷》( 1930) 、井伏

的《夜深梅》( 1930) 等。

新心理主义也可看作是新感觉派所开创的日本现代派文学的

一个组成部分。这一流派学习乔伊斯、普鲁斯特、拉迪盖( 1903 ～

1923, 法国诗人、小说家 ) 的心理主义创作方法, 用“内心独白 " 和

“意识流" 的手法, 艺术地表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深层心理。

内心独白和意识流的表现方法是伊藤整( 1905 ～1969 ) 于 1930 年

首先引进日本的
�70
。使这一表现方法很快作品化的最为成功之

作, 是堀辰雄 以恢 复消失 了的自 我为主 题的小 说《圣 家族》

( 1930 ) , 其他有横光利一的《机械》( 1930 ) 、川端康成的《水晶幻

想》( 1931 ) 等。

“大震灾”前后的诗坛令人特别注目的是, 以西欧的先锋派新

诗运动为方向而要求内容和形式的革新。其标志有: 大正十年

( 1921 ) 12 月, 在意大利马里内蒂的未来主义影响下的平户廉吉

( 1893 ～1922) , 在街头散发了他写的《日本未来派运动第一回宣

言》; 冈本润( 1901 ～1978 ) 和小野十三郎等创办了无政府主义式

的杂志《红与黑》; 1924 年, 自称达达主义的高桥新吉、荻原恭次郎

( 1899 ～1938) 等同人创办了志在促进短诗运动的诗刊《亚》, 等

等。昭和 3 年( 1928 ) 9 月, 春山行夫编辑刊行了《诗和诗论》季刊

杂志。其宗旨是推出具有新精神的诗作, 同人有北川冬彦、安西冬

卫、西胁顺三郎 ( 1894 ～1982 ) 、吉田一穗、三好达治 ( 1900 ～

1964) 、北园克卫 ( 1902 ～1978 ) 、村野四郎、泷口修造 ( 1903 ～

1979) 、竹中郁( 1904 ～1982) 等。尽管西胁倾向于超现实主义, 春

山和北园倾向于短诗运动和电影诗, 三好倾向于意象派等, 但他们

都把形式、印象、精神放在首位, 非常重视理智的造型。《诗和诗

论》( 最后 6 期更名为《文学》) 于昭和八年 12 月停刊。昭和五年

( 1930 ) 6 月, 北川、三好、神原泰、饭岛正等编辑第 8 号时, 曾把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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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改为《诗·现实》, 以示对《诗和诗论》游离和逃避现实的不满。

同《诗和诗论》所代表的现代派诗歌创作相对的是无产阶级

创作, 刊物有《日本无产阶级诗集》( 年刊, 1928 年 ～1931 年) 、《前

卫诗人》( 1930 年创刊) 、无产阶级诗人会主办的《无产阶级诗歌》

( 1931 年创刊 ) 等。中野重治 ( 1902 ～1979 ) 、小熊秀雄 ( 1901 ～

1940) 、壶井繁治( 1897 ～1975 ) 、远地辉武 ( 1901 ～1967 ) 、大江满

雄、上野壮夫 ( 1905 ～1981 ) 、洼川鹤次郎 ( 1903 ～1974 ) 、西泽隆

二、三好十郎( 1902 ～1958 ) 等活跃在无产阶级诗坛上。

在无产阶级诗歌和现代派诗歌的对立之间开始寻求新的抒情

和现实的, 是“四季派”和“历程派”的诗人们。前者以杂志《四

季》而得名, 同人有堀辰雄、立原道造( 1914 ～1939) 、中原中也、津

村信夫、丸山薰、三好达治、荻原朔太郎、室生犀星( 1889 ～1962 ) 、

井伏鳟二等, 他们创作了很多受读者喜爱的、保持着理性和感性均

衡的现代抒情诗。与抒情诗的四季派不同,《历程》杂志( 1953 年

创刊) 的草野心平、金子光晴 ( 1895 ～1975 ) 等同人们则以立足现

实、个性丰富而见长。

昭和初期, 短歌创作方面是以斋藤茂吉 ( 1882 ～1953 ) 、土屋

文明( 1890 ～1990) 等同人的“阿罗罗木派 " 为中心,《多磨》( 1925

年创刊) 的具有象征歌风的代表歌人北原白秋 ( 1885 ～1942 ) , 出

自“阿罗罗木派" , 而歌风上近似北原的释迢空 ( 折口信夫, 1887 ～

1953) 等也不断有秀作问世。俳句方面, 日野草城( 1901 ～1956 ) 、

山口誓子、水原秋樱子等发起了新兴俳句运动, 其特点是跨越了大

正时期“杜鹃派" 咏唱花鸟的传统, 扩大了题材领域。另外, 荻原

井泉水提倡的不受音节定式限制的自由律俳句, 以及由此产生的

无产阶级俳句也令人注目。

“大震灾”后, 小山内薰( 1881 ～1928 ) 和从德国出发途经俄罗

斯归国的土方与志( 1898 ～1959) 一起设立的筑地小剧场, 使日本

话剧第一次有了专门的演出场所, 为确立演出家制度、培养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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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备舞台布景等揭开了划时代的一页。小山把筑地小剧场称作

“演剧实验室" 、“演剧常设馆" 、“民众的戏剧小屋" 等。小山批评

当时的话剧界只有演出欲, 即仅仅上演翻译剧而没有创作剧, 因而

引起了同岸田国土( 1890 ～1954) 等人的一场激烈论争, 这就是日

本近现代戏剧史上有名的以民众戏剧为方向的“人生派" ( 小山) ,

和以“惟艺术世界是上" 的“纯粹戏曲" 为方向的“艺术派" ( 岸田)

之间的论争。从筑地小剧场创立的大正十三年 ( 1924 ) 至小山逝

世、“筑地" 内部分裂而解散的昭和五年( 1930 ) ,“筑地 " 共上演了

117 部戏, 其中日本剧作者的创作剧 27 部, 翻译剧 90 部, 极大地

推动了日本的戏剧创作和演出。不仅如此,“筑地" 还以演出内容

上的进步性而成为反抗当局黑暗统治的一个有力据点。1926 年,

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脱离了筑地小剧场的千田是也、村山知

义( 1901 ～1977) 、久板荣二郎 ( 1898 ～1976 ) 等, 乘印刷工人罢工

之际, 发起了皮箱剧场运动, 并第一次使用了“无产阶级戏剧 " 这

一语言。继皮箱剧场运动之后, 无产阶级戏剧运动有前卫座

( 1926 ) 、无产阶级剧场 ( 1927 ) 、前卫剧场 ( 1927 ) 、东京左翼剧场

( 1928 ) 等。无产阶级戏剧的优秀剧作有藤森成吉的《牺牲》

( 1926 ) 、《什么使她走上绝路》( 1927) 、村山知义的《暴力团记》

( 1929 ) 、金子洋文的《飞翔之歌》( 1929 ) 等等。筑地小剧场解散

后, 没有参加无产阶级剧团的友田恭助 ( 1899 ～1937) 、田村秋子

等成立了筑地座。支援这个小剧团的是《演剧新潮》杂志的同人

岸田国士、久保田万太郎、里见� ( 1888 ～1983 ) 等。岸田自从同

小山内薰论争之后, 将自己的戏剧理论付诸实践, 创作了《蒂罗尔

的秋天》( 1924 ) 、《纸风船》( 1925) 、《牛山宾馆》( 1929 ) 等新心理

主义式、新感觉 派式的优秀 剧作。以岸 田为中心, 昭和七年

( 1932 ) , 年轻的剧作家们创办了同人杂志《剧作》, 在岸田的指导

下, 这些年轻人显示出了一个共同特色, 即格外重视科白这一戏曲

语言的心理性韵律, 创作出了在洗练的科白基础上的高度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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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剧作, 在奠定剧作艺术基础这一点上,“剧作派 " 起到了很大

的作用。这些新人剧作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森本薰 ( 1912 ～

1946) , 他的剧作有《出色的女人》( 1934) 、《华丽一族》( 1935) 等。

2. 战中( 1931 ～1944 )

从 1931 年日本出兵侵占东北开始, 到 1945 年裕仁天皇宣布

日本无条件向同盟国投降为止, 这期间是日本近现代史上最黑暗

的时代。在天皇神权( 天皇行使最高统帅权 ) 的大旗下, 法西斯军

部专制独裁, 任何与天皇神权和法西斯侵略行径有抵牾的言行, 均

在被禁止、被镇压之列。

这一时期的最初几年, 文坛上出现了一种“文艺复兴”现象。

所谓文艺复兴, 是指从无产阶级文学方面转向纯文学的复兴。这

一名称得力于昭和八年( 1933 ) 11 月文艺春秋杂志社召开的“文艺

复兴座谈会" 。“复兴" 首先表现在大作家的创作成就上。德田秋

声的《勋章》( 1935) 和《假装人物》( 1935 ～1938 ) 、永井荷风的《向

日葵花》( 1934 ) 和《�东奇谈》( 1937 ) 等, 与侵略战争的时势相

对, 并表现出批判性的立场。志贺直哉的长篇小说《暗夜行路》

( 1937 年完成) 标志着近现代文学史上个人主义文学的一个高峰。

谷崎润一郎发表了《盲目物语》( 1931 ) 、《春琴抄》( 1933 ) 等, 表示

出他与时局相背而憧憬日本美的创作态度。岛崎藤村的历史小说

《黎明前》( 1935 年完成) 、山本有三的《路旁石》( 1937 ) 等, 都是力

作。中坚作家也很活跃, 横光利一发表了他提倡的“纯粹小说" 的

实践作《家族会议》( 1935) , 川端康成的《雪国》的一些篇章接连问

世( 1935 年开始 ) , 还有伊藤整的《幽鬼街》( 1937 ) 、井伏鳟二的

《多甚古村》( 1939) 等等。新人作家也纷纷登场, 这同 1935 年设

立的芥川奖和直木奖的提携不无关系。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新人

新作有: 石板洋次郎( 1900 ～1986) 的《年轻人》( 1937 年完成 ) 、石

川达三( 1905 ～1985) 的《苍氓》( 1935 ) 、高见顺 ( 1907 ～1965)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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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旧怎 能忘》( 1935 ) 、太宰治 ( 1909 ～1948 ) 的《道化之华》

( 1935 ) 、石川淳( 1899 ～1987) 的《普贤》( 1936) , 等等。

在无产阶级文学被镇压、自由主义文学被一扫而尽的法西斯

主义的狂涛中, 出现了一种“不安的文学”。不安的文学萌动于三

木清( 1897 ～1945) 的《不安的思想和它的超克》( 1933 ) 一文。翌

年, 河上彻太郎 ( 1902 ～1980 ) 介绍了俄罗斯哲学家谢斯托夫

( 1866 ～1938) 的不安哲学, 指出“谢斯托夫式的不安 " ,“不安的文

学" 也已成为以人类存在本身具有的不安为轴心的文学创作的一

个主题。北条民雄( 1914 ～1937) 的《生命的初夜》( 1936) , 通过主

人公身患麻风病面临死亡, 但竭力求生的可能性的事件, 使主题聚

焦在这么一个问题上: 处于生存危机上且重叠着时代危机这一状

况中的人们, 该怎样生存下去。这部作品连同后来北条发表的几

部作品, 在文坛上引起了轰动。阿部知二的《冬宿》( 1936 ) 思考的

也是类似的“不安" 主题。

好景不长,“文艺复兴”等文学现象很快被“日本浪漫派”和

“国策文学”这些“文学成为政治奴隶时代的奴隶文学”
�71
所排挤、

所取代。《日本浪漫派》杂志创刊于 1935 年 3 月 ( 停刊于 1938 年

8 月) , 龟井胜一郎 ( 1907 ～1966) 和保田与重郎 ( 1901 ～1981) 是

这一派的中心人物, 同人有太宰治 ( 1909 ～1948 ) 、坛一雄、林房

雄、佐藤春夫 ( 1892 ～1964 ) 、中河与一、荻原朔太郎、外村繁等。

他们通过对古典和古美术的关心来宣扬“日本精神 " 、“民族主

义" , 为国策文学、国粹运动卖力。所谓国策文学, 是指“七·七事

变" ———日本军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 服从于服务战争、促

进生产这一国家目的的文学活动, 其组织有什么“大陆开拓文艺

恳谈会" 、“经国文艺会"、“国防文学联盟国策协力团体" 等等。这

一时期的“战争文学" 和“国策文学 " 就像策划发动侵略战争的罪

犯那样, 永远被历史所鄙夷。

侵略战争下的诗坛也一片荒芜。1942 年, 日本文学报国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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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诗部会成立, 高村光太郎任会长。以高村为首, 三好达治、神保

光太郎、山本和夫等, 因创作为侵略战争效力的诗歌而给自己涂上

了污点。

短歌、俳句创作虽然也因鼓噪战争而不足为道, 但《新万叶

集》和《新风十人》2 个短歌集却值得一提。前者 1938 年 9 月编

成, 由改造社出版, 内收现代 6675 人的短歌共 26783 首, 是短歌史

上最大的选集。后者是 10 名当时的新锐中坚歌人的自选集, 编成

于 1940 年 7 月。《新风十人》中有原来的无产阶级歌人、有艺术

派歌人等, 他们创作上的新鲜性对战后歌坛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1940 年后, 筑地座、文学座及所有话剧团相继被迫解散。

1944 年, 当局认为演剧是一种奢侈活动, 包括歌舞伎座在内的所

有剧场被关闭。后经内阁情报局和大政翼赞会的斡旋, 一部分话

剧演员组成移动演出队, 为军人、“产业战士 " 等创作演出了一些

迎合时局的剧目。

3. 战后( 1945 ～现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 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 无条件向同

盟国投降。这意味着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使亚洲 2000 万人民惨

遭杀戮
�72
的、“我们永久不能忘记的侵略战争”

�73
已经结束。美军

进驻日本后, 以盟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一系列使日本民主化的命

令, 如“关于言论及新闻出版自由”的命令 ( 9 月 10 日) ,“第一批

战犯逮捕令" ( 9 月 11 日 ) ,“开除教育界军国主义者和极端国家

主义者公职的命令 " ( 10 月 30 日) ,“解散财阀令" ( 11 月 6 日 ) ,

“冻结皇室财产令" ( 11 月 20 日 ) ,“农村土地改革令 " ( 12 月 9

日) ,“国家政体与神道分离令" ( 12 月 15 日 ) 等。这些命令瓦解

了军国主义统治体制的社会和经济基础, 就此盟军总司令部于 12

月 28 日宣布:“一个接一个的指令剥去了旧体制的保护层, 除去

了封建主义的触角" ,“天皇制正遭到破坏并面临消亡 " 。
�74

194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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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3 日, 战后新宪法公布, 翌年 5 月 3 日开始实施。这标志着

日本开始“把和平和民主主义定为国家的大政方针" 。
�75

战后新形势给文坛的影响, 首先是种种禁锢破除后文艺刊物

的复活和诞生。1946 年 1 月, 埴谷雄高、本多秋五、平野谦等同人

创办了《近代文学》杂志。同年 3 月, 新日本文学会
�76
的机关志《新

日本文学》创刊。《近代文学》同人也全是新日本文学会的会员,

但两者在战后文学的本质认识上存在着分歧, 因而引发“政治和

文学" 的论争。“近代文学派" 标榜艺术至上主义, 认为政治和文

学不能等而视之, 应确保文学脱离政治党派的自由, 把功利主义从

文学中排除出去。“新日本文学派" 中有人斥责这一文学观无疑

“是在向反革命文学势力献媚" ,
�77
坚持维护政治文学的地位。“新

日本文学会" 虽然是无产阶级文学的继续, 但却把自己的文学活

动命名为民主主义文学运动, 说明后者与前者是有区别的。

民主主义文学中最令人注目的作家是宫本百合子 ( 1899 ～

1951) 。战争中被关进监狱并被剥夺了创作自由的她, 战后有一

种解放感, 作品奔涌而出。《播种平原》( 1946 ～1947) 、自传小说

《风知草》( 1946 ) 、《两个院子》( 1947) 、《路标》( 1947) 等, 以明显

的思想性和艺术表现, 成为民主主义文学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战前的大作家也纷纷复活, 创作出一批作品, 如志贺直哉的

《灰色的月亮》( 1946) 、正宗白鸟的《战争受害者的悲哀》( 1946 ) 、

永井荷风的《舞女》( 1946 ) 等。战争中完成但不能公开出版发行

的谷崎润一郎的巨著《细雪》也得以面世。中坚作家也活跃了起

来: 井伏鳟二的《本日休诊》( 1949 ) 、《遥拜队长》( 1950 ) 等, 用幽

默的笔法辛辣地表现了侵略战争的罪过; 阿部知二的《黑影》

( 1949 ) 等, 是敏锐把握时代思潮的大胆的尝试作。

与成名作家的创作倾向不同的是, 以自虐的姿势表现出对时

代的批判精神的无赖派( 也称新戏作派 ) 作家们。坂口安吾 ( 1906

～1955) 的一段话可看作这一派的美学基石:“人活着, 人堕落,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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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外没有拯救人的便利门径。不是因战败而堕落, 仅仅因为是

人而堕落, 因为活着而堕落。"
�78
在此基础上, 他视成名作家的“逻

辑和理性" 、“严谨诚实" 为虚伪, 提倡“颓废文学" , 要求以可称为

行动合理主义的大胆思考, 来打破私小说的传统。无赖派作品有:

坂口的《白痴》( 1946 ) 、太宰治的《斜阳》( 1948 ) 、织田作之助

( 1913 ～1947) 的长篇小说《星期六夫人》( 1946 ～1947 ) 、田中英光

的《野狐》( 1949) 石川淳的《黄金传说》( 1946) 石上玄一郎的《自

杀指导者》( 1950 ) 等等。这些作品以颓废的倾向展示了当时社会

的一种精神思潮, 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以近似于无赖派的手法而戏剧化地表现自我的, 是被称作

“旁观者式戏剧派”的作家。伊藤整的《鸣海仙吉》( 1946 ～1948 ) ,

以战前、战中、战后知识人的迷惘与困惑为主题, 把自我戏剧化地

加以表现, 其用心是要证明知识分子的良心存在。原民喜的《夏

天之花》( 1947 ) 、坛一雄的《律子之爱》和《律子之死》( 1950 ) 等,

均是这一派的代表作。

1946 至 1950 年, 第一战后派和第二战后派作家相继登场。

这些作家有一共同点, 即追求包括方法和内容在内的文学革新, 以

对应年轻读者层精神迷离这一现状。他们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作

家, 大部分人具有青春期参加马克思主义运动、后遭受挫折而转向

的经历。战争中有的是军人、有的是工人、有的是被通缉的“罪

犯”等, 他们要把各自的体验转换成具有客观性的作品。由于各

人在战争中都有一种最深切的体味, 所以他们就有了私小说式的

日常性框架里容纳不了的构思。第一战后派的作品有: 野间宏的

《阴暗的画》( 1946) 、梅崎春生( 1915 ～1965 ) 的《樱岛》( 1946 ) 、椎

名麟三( 1911 ～1973) 的《深夜的酒宴》( 1947) 、武田泰淳 ( 1912 ～

1976) 的《审判》( 1947 ) 、中村真一郎的《死影下》( 1946 ～1947)

等。第二战后派的作品有: 福永武彦的《塔》( 1946 ) 、加藤周一的

《一个晴朗的日子》( 1949 ) 、大冈升平 ( 1909 ～1988) 的《俘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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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 ～1952 ) 、三岛 由纪夫 ( 1925 ～1970 ) 的《 假面的 告白》

( 1949 ) 、安部公房( 1924 ～1993) 的《墙壁》( 1948) 等。

1955 是日本战后史上有转折意义的一年。这时 70 % 的国民

不但不为食粮操心
�79

,“三种神器”( 洗衣机、冰箱、电视 ) 已开始在

家庭普及。这年 7 月, 日本政府成立了经济企划厅, 翌年发表了

《经济白皮书———日本经济的成长和现代化》, 书中使用的“从此

不是战后" 这句话, 一下子成了流行语。这句话表明日本已走出

战败后的混乱、贫困而迈向安定和繁荣。与这一转折同期, 文坛上

出现了“第三新人派 " 。这一派的作家们在感觉式的表现上近似

于私小说的传统, 作品以个人对时代的感慨独白居多。安冈章太

郎是这一派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海边的光景》( 1959) 和《流离谈》

( 1981 ) 为其代表作。吉行淳之介的《原色街》( 1951) 和《火焰中》

( 1955 ) 、庄野润三的《游泳池边小景》( 1954) 、小岛信夫的《美国

流派》( 1954 ) 、阿川弘之的《云之墓标》( 1956 ) 、三浦朱门的《武藏

野印地安人》( 1981 ～1982 ) 、远藤周作的《海和毒药》( 1957 ) 等

等, 也以其鲜明的个性为这一派增添了光彩。

1955 年, 学生作家石原慎太郎
�80
以《太阳的季节》获芥川奖。

这部作品本身并没有什么深刻的思想内容, 但由于切中了青年人

在日益优裕的生活中无所寄托而躁动不安的情绪, 以及报刊的商

业化宣传, 使这部作品红得发紫。正像平野谦后来指出的, 这一现

象说明“文学已发生了质的变化”
�81

, 即纯文学与大众小说相结合

而产生的中间小说将日益发展。在这以前, 井上靖 ( 1907 ～1991)

就以中间小说《斗牛》( 1949 ) 和《猎枪》( 1949 ) 登上文坛。曾以

《某人的〈小仓日记〉传》( 1952 ) 获芥川奖的松本清张 ( 1909 ～

1992) , 从《点和线》( 1956 ) 起开始转向创作大众性的推理小说。

以私小说起家的水上勉也推出了社会推理派小说佳作《雾和影》

( 1959 ) 和《海之牙》( 1960 ) 。

在中间派小说走红的同时, 被称作国民文学的深泽七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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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楢山节考》( 1956) , 以其独到的思考和优美的艺术表现轰动了文

坛。女作家也不示弱, 大原富枝的《婉这个女人》( 1960) 、仓桥由

美子的《党派》( 1960) 、濑户内晴美的《夏天的终结》( 1962) 、河野

多惠子的《看幼儿》( 1961 ) 等等, 使世人刮目相看之际, 惊呼如今

文坛是才女的时代。

约 60 年代后期, 随着未来学
�82
的风行, SF( 科幻 ) 文学兴盛起

来。SF 文学表现方法上的新颖性, 不仅使 SF 文学在文坛上争得

一席之地, 而且对其他种类的小说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SF 文

学的代表作有: 小松左京的《日本的阿帕切人》( 1964 ) 和《日本的

沉没》( 1972 ) 、筒井康隆的《越南观光公司》( 1967 ) 、光赖龙的《丧

失了的都市记录》( 1972 ) 、眉村卓的《消去的光轮》( 1983) 等等。

60 年代日本文坛一个大的事件, 就是 1968 年川端康成获得

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代表作有战前的《雪国》和战后的《千鹤》、

《山音》、《古都》等。

60 年代到 70 年代, 是世界史上的大变动时期, 即长期据世界

中心位置的西方文明加速崩溃, 从此世界文化迈入了多样化和均

质化。“厌恶近代市民社会, 要解体近代市民社会的世界性波动,

在文学界也给所谓的’近代文学’
�83
清清楚楚地打上了终止符号。所

谓近代市民社会, 已从初期的产业社会巨变为高度管理化、信息化

社会, 已经脱离了‘近代’的神话”
�84
。在这一背景下, 战后出现的

一批作家在 70 年代乃至 80 年代的日本文坛上刮起了一股新旋

风, 他们的作品表现了这一“崩溃" 期和转换期青年人的心态。青

野聪的《愚 者之 夜》( 1979 ) 和《尝 试的 犹 太———共同 扭 曲》

( 1981 ) 、宫内胜典的《告别格林威治之光》( 1980 ) 、高桥三千纲的

《无聊的忍耐》( 1974) 等是其代表作。

在多样化的文坛上, 思考女人性质的“女流文学”和表现当代

青年的青春形像难以成立的“幼儿文学”也格外引入目。三枝和

子的《正在处刑》( 1969) 、大庭皆子的《食船虫》( 1970) 、高桥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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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的水音》( 1971) 、富冈多惠子的《植物祭》( 1973) 等, 都从各

个角度对传统的女性观提出质疑, 呼吁必须在社会作用上认识女

人的存在, 确立具有独立人格的女人特性。“幼儿文学 " 这一称谓

来自评论家川本三郎对村上春树的二部青春小说的一段论述:

“在这里大概没有‘生活’, 而且‘生活 ’和‘艺术’这一古典的二分法

好像不能成立, 这是由于毕竟欠缺‘生活 ’这一彻底性(‘幼儿’不会

有生活) 的缘故。"
�85
然而,“幼儿文学”却“带有时代意义”, 即“在

它的背后, 有一种符合年轻人延期偿付情绪的意义。如不想大学

毕业, 不想就职, 想拒否社会的事物, 如果有, 也只是音乐和自我封

闭的小空间, 即使孤身永远住在那里也行。所谓不需要既成的

‘生活’, 也是想追求完全有别的只是属于自己的‘生活’这一自我

限定、自我隔离愿望的表现。可以说村上文学充满着这一愿望, 是

同龄人共有的时代情绪的代言人”
�86
。除村上春树的《听风歌唱》

( 1979 ) 和《世界的终日和冷酷无情派的仙境》( 1985 ) 外, 岛田雅彦

的《为了亲切的左翼嬉游曲》( 1983 ) 和《密封仓中的桃太郎》( 同

前) 也是这一派的代表作。

诗坛分为三大块: 以“新日本文学会”为中心的无产阶级文学

系列的杂志《宇宙》( 1946 创刊 ) 和《列岛》( 1952 创刊) 的同人们;

以复刊( 1946 ) 后的《荒原》为阵地的同人们; 以《历程》、《VOU》等

为园地的在战前已成名的诗人们, 另外有诗学研究会的机关志

《诗学》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零度》( 1949 创刊) 和《棹》( 1953 创

刊) 的同人们。

“荒原派”是经过现代派诗的创作尝试后从《纯粹诗》( 1947

创刊) 重新出发的诗人们, 主要成员有鲇川信夫、田村隆一、北村

太郎、黑田三郎、中桐雅夫等。他们借用英国诗人艾略特( 1888 ～

1965) 的名诗《荒原》的创作倾向, 把日本战后荒废了的社会精神

现实视为荒原, 要在诗歌语言产生的人间共感中寻求新人性的恢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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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学系列的《列岛》和《宇宙》诗志在创作倾向上有

所不同: 前者以关根弘为中心, 同人长谷川龙生、木岛始、黑田喜夫

等这些诗人们, 战前战后一直坚持社会主义立场; 后者的目标是要

继承现代派诗歌的遗产, 成员中有一些属于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

的诗人。

《棹》的同人有川崎洋、茨木则子、谷川俊太郎、吉野弘、大冈

信等, 他们以新式的抒情而令人注目, 活跃了“荒原派”衰退后的

诗坛。

《历程》和《VOU》的成名诗人们, 战后创作硕果累累, 有西胁

顺三郎的《旅人不归》( 1947) 村野四郎的《实在的岸边》( 1952 ) 、

北川冬彦的《马和风景》( 1952) 等, 特别应提到的诗作是战争中反

抗军国主义的金子光晴的《降落伞》和《人间悲剧》( 1952) 等。

战后短歌在桑原武夫、小田切秀雄等评论家的“短歌否定

论”
�87
中发奋崛起, 除原有的组织、短歌杂志迅速恢复外, 还成立了

新的歌人团体、创办了新杂志, 创作上呈现出置于死地而后生的蓬

勃局面。1953 年, 茂吉和、迢空二大短歌巨星逝世, 加之在这前

后, 久暮、薰园等的逝世( 1951 ) 和水穗等的逝世 ( 1955 ) , 使人感觉

到了一个短歌时代的结束。1955 年后, 以塚本邦雄、冈井隆、寺山

修司等为旗手的前卫短歌运动出现在歌坛上, 他们不仅把现代派

诗歌的表现手法导入短歌中, 还使短歌具有浓烈的新社会意识。

战后短歌界的又一成就是《昭和万叶集》( 1976 ) 的编成出版。这

部歌集选编了从昭和元年至昭和五十年约 14500 位歌人的 37200

余首作品, 对战后的短歌创作和研究贡献不小。

桑原武夫的“短歌否定论”其实是在否定俳句时旁涉到的, 他

指出, 作为老人和病人的余技, 作为消遣道具的俳句, 应称为第二

艺术与其他文学创作区别开来
�88
。“第二艺术论”使战后俳句和短

歌一样, 不仅在否定声中全面复苏, 而且加快了自身的革新, 这表

现在社会性俳句和前卫俳句的创作上。社会性俳句是香西照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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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1951 年 3 月号上发表的《19 世纪的继承》一文中命名的, 同

人有泽木欣一、金子兜太、古泽太穗、铃木六林男等。他们在俳句

创作中不受俳句篇幅狭小的局限, 尽量追求与社会性事象相关的

新素材和新表现。他们的创作为社会性俳句向前卫性俳句过渡架

起了桥梁。1956 年, 前卫俳句兴起, 3 年后,《俳句》杂志以《所谓

难懂指什么?》为名出了专集。这一时期的前卫俳句有两种倾向:

一是兜太、六林郎、林田纪音夫等所代表的, 从封锁的自我中跳出

来, 以社会性的主体为表现目标, 植根于现实感而拒绝俳句情绪的

创作倾向; 一是富泽赤黄男、三桥鹰女、高柳重信、三桥敏雄等所代

表的, 不关心社会性, 重视语言美学和诗境而尽可能追求俳句表现

性的创作倾向。战后俳句的又一现象是女流俳人的涌现。1962

年,“女性俳句恳谈会"结成, 1971 年后, 女性主办的俳志接二连三

的问世。这些中年以上女俳人构成了俳句创作队伍的主体, 也使

俳句增加了趣味性和社交性, 知识性的俳句开始流行起来。

战后戏剧以话剧的复活而开场。属于筑地座流派的文学座以

岸田国士、岩田丰雄、久保田万太郎为中心, 继承了艺术主义的创

作、演出倾向。战争中组织在一起的俳优座以千田是也为中心, 演

出的所有剧目都以是否具有显明的社会主义倾向为选择标准。民

艺剧团( 前身是东京艺术剧场和民众艺术剧场 ) 以久保荣、泷泽

修、宇野重吉等为中心, 沿着无产阶级戏剧的路线前进, 并立志要

不断提高演出的艺术性。这三大剧团的骨干都是筑地座出身的演

员, 这说明筑地座对战后戏剧的萌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另外, 终

战后的短短几年, 百余个剧团相继成立, 这一数字标志着话剧运动

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

岸田国士因在战争中担任了“大政翼赞会”( 右翼团体) 的文

化部长而被开除公职, 但他创作的《速水女塾》( 1948 ) 、《女人渴

仰》( 1949) 、《路还远吧》( 1950 ) 等却使文学座的演出具有了活

力。这些剧本一改岸田战前一边倒的艺术至上主义, 戏剧式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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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人的孤独和爱的主题。和岸田、小山同属战前“剧作派 " 的田

中千禾夫, 战后成了双料剧作家。从被评价为“存在主义" 剧作的

《云之涯》( 1947) 开始, 他创作了《菜店阿七牢日记》( 1972 ) 、《左

右来往》( 1979 ) 等表现主义、存在主义的剧本, 但他还创作了《教

育》( 1954) 、《玛利亚的脖子》( 1959) 等心理主义戏剧的登峰造极

之作。

战前的无产阶级剧作家这一时期也有力作问世, 如久保荣

( 1901 ～1958) 的《苹果园日记》( 1947 ) 和《日本的气象》( 1953 ) 、

真船 丰在战争中 动笔的《中桥 公馆》( 1946 ) 和《黄色 屋子》

( 1948 ) 、久板荣二郎( 1898 ～1976 ) 的《红羊毛衫》( 1955 ) 等。战

争中由无产阶级剧作家转向虚无主义创作倾向的三好十郎, 战后

以存在主义的手法创作了《废墟》( 1947) 、《胎内》( 1949 ) 等反映

社会和人生问题的力作, 受到剧坛的称誉。

木下顺二是战后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剧作家中的佼佼者。他

的剧作有: 以民间故事传说为题材的民间剧《彦市传说》( 1946 ) 、

《夕鹤》( 1949) 等, 反映现当代生活的现代剧《山脉》( 1949 ) 、《阴

暗的火花》( 1950 ) 等, 历史剧《冬天的时代》( 1964 ) 、《神和人之

间》( 1972 ) 等。木下的这三个系列的剧作有一共同点, 这就是强

烈的社会参与和变革现实的意识。其他站在社会主义立场的剧作

家有: 福田善之的《真田风云录》( 1952) 、宫本研的《日本人民共和

国》( 1961 ) 等。

受到法国剧作家阿努伊 ( 1910 ～1987 ) 和季洛杜 ( 1895 ～

1970) 影响的加藤道夫 ( 1918 ～1953 ) , 以玲珑剔透的《女竹》

( 1946 ) 而蜚声剧坛, 后又有《插话》( 1948) 、《褴褛和宝石》( 1952)

等佳作, 他的剧作表现出浓厚的艺术主义倾向。“艺术主义派" 的

剧作还有: 矢代静一的《城馆》( 1954 ) 、三岛由纪夫的《鹿鸣馆》

( 1957 ) 、福田恒存的《抚摸龙的男子汉》( 1952 ) 、山崎正和的《世

阿弥》( 1963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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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年代, 萨特( 1905 ～1980) 、加缪 ( 1913 ～1960 ) 等的存在主

义戏剧在日本话剧界流行起来。受此影响, 最早创作了存在主义

剧本的是小说家兼剧作家椎名麟三和安部公房。椎名的剧作有

《第三证言》( 1954) 、《养蝎女》( 1960) 等; 安部有《制服》( 1955 ) 、

《被捕的奴隶》( 同年) 等。这两位作家的剧作最后都走上了反戏

剧表现方法的道路。从 60 年代后期到 70 年代, 戏剧界进入了一

个全新的时期———被称为“地下戏剧" 的前卫式小剧场蜂拥而出,

反逻辑剧、荒诞剧成了主流, 如唐十郎、佐藤信的帐篷剧场
�89

, 为小

剧场运动的流行充当了马前卒的别役实、铃木忠志, 实验街头剧的

寺山修司 ( 1936 ～1983 ) 、从事荒诞剧创作演出的齐藤怜、山元清

多等等, 另外, 冲破话剧以科白为中心的条规, 重视形体动作, 尽可

能要求戏剧的舞台台本的作品也大量出现。在这一股戏剧新潮

中, 戏剧界开始探索这样一些问题: 话剧和传统戏剧———能、歌舞

伎如何交融? 怎样发展超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后的戏剧表

现? 等等。

思考题:

1.“汉和对位语用观" 文学环境是指什么?

2. 平安时代的文学有哪些代表性作品?

3. 军记物语和隐遁者文学产生于哪个时代? 代表作有哪些?

4. 试举出江户时代诗歌·小说·戏剧的代表性作家各一人。

5. 近现代文学的分界线是什么?

6. 哪个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代表作有哪些?

7. 你读过哪些日本文学作品, 请谈谈读后感。

注 释:

①  上田正昭《汉字文化的接受和展开》, 见上田正昭编《古代日本和渡

来文化》, 学生社 , 1997 年第 12、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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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照冲森卓也、佐藤信著《上代木简资料集成》、樱枫社 1994 年 , 小

林芳规著《图说日本的汉字》、大修馆书店 1999 年等。

③  《新订增补国史大系·延喜式》中篇 , 吉川弘文馆 , 1998 年 , 第 523

页。

④  位于朝鲜半岛西部的古国 , 创建于公元前 18 年 , 灭亡于公元 663

年。

⑤  古地方国名。

⑥  除注明译者外, 本章中的译文均为拙译。

⑦  壬申年( 672) , 天智天皇之弟大海人皇子和天皇长子大友皇子围绕

皇位继承而引起的为时一个月的内战。结果 , 大友皇子兵败自杀 ,

大海人即位成为天武天皇。

⑧  壬申之乱中协助大海人皇子而建立功勋的高市皇子的长子 , 神龟元

年( 724) 位及左大臣 , 后遭谗被迫自杀。他是奈良朝初期文化事业

的有力支援者。

⑨  位于朝鲜半岛的古国 , 创建于 4 世纪中期 , 6 世纪为任那所灭。

⑩  据岩波书店《日本古典文学大系·万叶集》( 以竹柏园复制、西本愿

寺本万叶集为底本 , 参考其他多版本而校订) 中的数字。

�11  卷 5·800 首。歌序写道:“或有人 , 知敬父母 , 忘于侍养 , 不顾妻子 ,

轻于脱履。自称倍俗先生。意气虽扬青云之上 , 身体犹在尘俗之

中。未验修行得道之圣 , 盖是亡命山泽之民。所以指示三纲 , 更开

五教 , 遗之以歌 , 令反其或。"

�12  卷 18·4106 ～4109 首。歌序写道:“⋯⋯谨案 , 先件数条 , 建法之

基 , 化道之源也。然则义夫之道 , 情存无别 , 一家同财 , 岂有忘旧爱

新之志哉。所以缀作数行之歌 , 令悔弃旧之惑。"

�13  卷 , 书名取自《史记》卷 117《司马相如传》“相如即奏大人之颂 , 天

子大说 , 飘飘有凌云之气 , 似游天地之间意" 中“凌云" 之意。

�14  3 卷 , 书名取自《文选序》中“辞采"、“文华" 等词意。

�15  “左近”、“右近”是左右近卫的略称 , 意指紫宸殿正面台阶的左右两

侧。

�16  应天门放火事件。从此 , 大伴氏、纪氏没落 , 藤原氏兴隆了起来。

�17  外戚代替天皇行使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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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歌合”即赛诗。1. 事先公布歌题和歌人的分组名单; 2. 歌人拿着

作好的和歌去参赛; 3. 分成二组 , 每组一人轮流朗读自己的作品 ,

由判者( 裁判) 宣读判词( 评语) 评定胜、负、平局 , 进行一次为一轮;

4. 一般一人一首。一人 50 首、100 首的称为“50 歌合" 、“100 轮歌

合" 。

�19  带有滑稽意味的和歌 , 发端于《万叶集》中的戏笑歌。

�20  指僧正遍昭、在原业平、小野小町、大伴黑主、僧喜撰、文屋康秀等 6

位诗人。

�21  利用一首和歌中同音词的相互照应 , 在原有的意境上产生另一重意

境。

�22  利用同音异义使读者联想到二个相异的表现对象。

�23  作为一个美学范畴 , 始于平安时代末期 , 即视余情、余韵为和歌的第

一生命。但体现在各个诗人的作品里则有所不同 , 这里是象征的意

思。

�24  仅推古朝( 593 ～637 年) 就建了 40 多所。

�25  景戒的生平事迹不详。

�26  缘即因果报应意 , 这里指一篇传说。

�27  物语一词的语源不详 , 这里是指古代小说。

�28  一说增补者为纪贯之( 872 ～945) 。

�29  作者不详 , 一说为源顺( 911 ～983) 。

�30  有自作说和他作说之争 , 但一般认为自作说论据充分。

�31  意思是感到兴趣 , 加以赞赏。

�32  一般认为 , 正编本的作者为赤染卫门 , 续编本的作者为出羽弁 , 生平

均不详。

�33  作者不详。

�34  作者不详。

�35  作者中山忠亲( 生平不详) , 成书于 1172 年左右。

�36  作者不详 , 成书于 1376 年左右。

�37  保元元年( 1156) 和平治元年( 1159) 武士集团发起的两次袭击天皇

御所和贵族势力的军事行动。前次以失败告终 , 后次武士集团之一

的首领平清盛取得了朝廷的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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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后鸟羽上皇的院政时代始于 1198 年 , 终于 1221 年。

�39  当代及平安末期诗人的作品约占总数的 45% 。

�40  采用前人和歌的语句和素材 , 把前人和歌具有的气氛和情趣移入自

己的和歌中 , 使自己和歌的容量更加丰富。

�41  平安时代末期, 藤原俊成集平安王朝和歌之大成, 首倡余情幽玄这

一美学观点 , 诗人们群起响应 , 以此观念为创作理想。《新古今集》

沿着这一方向 , 形成了独特的幽玄歌风。藤原俊成的幽玄美学观念

可以说是幽玄美学范畴的第一阶段 , 是以调和雄浑美和纤细美而形

成的寂静美为核心。藤原定家在父俊成理论的基础上 , 提出“有心

体”( 重视理知情感的和歌体) 的幽玄美 , 是为第二阶段。

�42  应仁元年( 1467) 至文明九年( 1477) , 围绕将军家的继承权和 山、

斯波两管家领家的家督权 , 诸国的守护大名分为东军和西军 , 在以

京都为中心的地方发生的战乱。

�43  佐保姬 , 相传为奈良东边佐保山上掌握春天的女神 , 春天的霞光是

她织成。

�44  御伽的日文本意是对手、相伴 , 草子是印成的书籍。御伽草子有排

遣寂然的读物之意。

�45  参见家永三郎著《日本文化史》( 第二版 ) 、岩波书店 1986 年第 123

页。

�46  一山一宁( 1246 ～1317) , 五山文学的先驱 , 日本朱子学的大家。

�47  位于今神奈川县东南部。

�48  镰仓通往京都及各地的主要道路。

�49  京都以东的关所。

�50  也写檀林。

�51  直译为“轻”。

�52  《明月记》建久 2 年( 1191) 条中有“当座有狂歌"句。

�53  阎小妹《〈雨月物语〉译本序》,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90 年 , 第 4、5 页。

�54  988 年 , 武汉汉剧院青年实验团赴日本尼崎市演出了由日本同志

社大学教授向井芳树改编的汉剧《曾根崎殉情》, 受到一定的好评。

�55  冠词即枕词。

�56  明治六年成立的思想团体 , 明治八年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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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因他们以 1914 年后刊行的第三、四次《新思潮》杂志为基地而得

名 , 也被称着新现实主义、新理智派。

�58  东京大学毕业。

�59  现在的庆应大学。

�60  因《三田文学》杂志而得名。

�61  关于这个问题的详述 , 请参看李均洋著《日本文学概说———发展史

和作家论》(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 ) 中的《日本近代文学

史的时代区分———方法论和终期》一章。

�62  第一次作为文艺杂志创刊于 1912 年 10 月 , 终刊于 1914 年 9 月; 第

二次作为评论杂志创刊于 1916 年 1 月。

�63  《播种人》1921 年 2 月至 4 月 , 在秋田县土崎发行了 3 期后休刊( 土

崎版) , 同年 10 月在东京第二次创刊( 东京版) , 1923 年 11 月终刊。

�64  美国作家辛克莱( 公元 1878 ～1968) 的成名长篇小说 , 问世于 1906

年。该作品中暴露的食品卫生方面的问题 , 促使美国政府制定了有

关食品卫生方面的法案。

�65  《以〈屠场〉为话题》, 载《文艺战线》1926 年 1 月号。

�66  《辛克莱的〈屠场〉》, 载《文艺战线》1925 年 11 月号。

�67  后成为臭名昭著的张扬军国主义侵略行径的文人。

�68  《新感觉派的诞生》, 载《世纪》1924 年 11 月号。

�69  早在发起成立这一组织之前 , 中村就写了《践踏了花园的是谁?》

( 1928) 一文 , 从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攻击无产阶级文学。

�70  伊藤的论文题目为《感情细胞的断面》。

�71  长谷川泉主编:《文艺用语的基础知识》, 至文堂 1988 年版 , 第 445

页。

�72  不含因战争丧生的 310 万日本人。

�73  日本法政大学教授袖井林二郎语,《对谈·占领期的日本》, 载《日

本历史大系月报 15》第 16 页。

�74  参见赤间刚:《昭和天皇的秘密》, 三一书房 , 1990 年版。

�75  藤原彰:《日本历史大系 15·世界中的日本》, 小学馆 1989 年版 , 第

9 页。

�76  新日本文学会成立于 1945 年末 , 发起人有秋田雨雀、江口涣、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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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人、德永直、中野重治、宫本百合子等 , 赞助会员有志贺直哉、广津

和郎等。

�77  中野重治:《批判的人性》, 载《新日本文学》1946 年 7 月号。

�78  坂口安吾:《堕落论》, 载《新潮》1946 年 4 月号。

�79  据 1955 年总理府公布的调查报告。

�80  石原后成为国会议员 , 鼓吹新军国主义。

�81  参见长谷川泉著《日本战后文学史》, 中译本 , 北京三联书店 , 1989

年 , 第 46 页。

�82  未来学———围绕人类社会面对的食粮、资源、人口、贫困、空暇时间、

能源、环境保护、核战争等文明危机 , 用经济计划论、技术开发论、社

会工学、生态学、文化人类学等诸学科的合作而探究未来社会和人

类命运的新型人类的全体学。

�83  在日本 , 是指 1868 年明治维新以来的文学。

�84  柘植光彦:《新一代的海外感觉》, 载《国文学—解释和教材的研

究》, 1987 年 8 月号。

�85  川本三郎:《二部“青春小说”》, 见《同时代的文学》, 冬树社 1979 年

版。

�86  栗坪良树:《从村上龙、村上春树到岛田雅彦———新一代的文学》,

载《国文学—解释和教材的研究》1987 年 8 月号。

�87  “否定论”的基本观点是 , 短歌不具备作为当代文学的表现条件。

�88  参见桑原武夫《第二艺术》, 载《世界》1946 年 11 月号。

�89  笔者 1989 年曾在京都大相国寺前西侧的一块空地上 , 观看过唐十

郎“帐篷剧团" 的演出。帐篷像一个大气球 , 直径约 20 米左右。

主要参考文献:

1. 吉田精一编《日本文学概说》, 有精堂, 1969 年。

2. 古桥信孝编《日本文艺史》第一卷, 河出书房新社, 1986

年。

3. 神野志隆光等著《和歌史》, 和泉书院, 1987 年。

4. 佐古纯一郎等编《文体别·近代文学史》, 樱枫社,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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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 金泽近代文艺研究会编《现代日本文学流派》, 樱枫社,

1990 年。

6. 秋山虔编《新编国语便览》, 中央图书, 1988 年。

7.《日本历史大系》, 小学馆, 1987 ～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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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日本的艺术与体育

日本在近 2000 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自中国的隋、唐时代就

大量引进吸收了中国文化, 自 15 世纪后半时期开始, 又传入西方

文化, 在这吸收和消化中西方文化的同时, 日本人又创造形成了一

些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

在代表日本传统文化的艺术方面, 最具代表性的有被称之为

三大古典国剧的歌舞伎 ( 歌
か

舞
ぶ

伎
き

) 、能 ( 能
の う

) 、净琉璃 ( 浼
じ ょう

瑠
る

璃
り

、即

古典木偶剧) 及狂言( 狂
き ょう

言
げん

、即滑稽喜剧) , 有与人们日常生活息

息相关的花道( 生
い

け花
ば な

) 、茶道( 茶
さ

道
ど う

) , 绘画领域里有自江户时代

兴起并盛行一时的浮世绘 ( 浮
うき

世
よ

绘
え

、即风俗画 ) , 音乐方面有称之

为邦乐( 邦
ほ う

蚲
が く

) 的雅乐( 雅
が

蚲
が く

) 、能乐( 能
のう

蚲
が く

) 、俗曲( 俗
ぞっき

曲
よ く

) 等。

在代表日本传统文化的体育方面, 有称之为国技( 国
こ く

技
ぎ

) 的相

扑( 相
す

扑
も う

) 、柔道( 柔
じゅう

道
ど う

) 、剑道( 刿
け ん

道
ど う

) 及弓道 ( 弓
きゅう

道
どう

、即射箭) 、

空手道( 空
か ら

手
て

、即拳法) 等, 所有这些都具有浓厚的日本民族特色。

另一方面, 与现代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娱乐、休闲相关, 深受日

本人喜爱并盛行的艺术又有书法( 书
し ょ

道
どう

) 、漫画( 漫
ま ん

�
が

) 等, 体育方

面有棒球( 野
や

球
き ゅう

) 、围棋( 砉
ご

) 、将棋( �
し ょう

棋
ぎ

) 及足球、网球、高尔夫

球、滑雪及水上运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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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日本的传统艺术

1. 歌舞伎

歌舞伎是最具代表性的日本传统戏剧之一, 它始于江户时代

( 17 世纪) 初期, 至今已有 400 多年的历史。歌舞伎的创始人据说

是当时出云( 出
い ず

云
も

) ( 现在的岛根县东部) 名为“阿国”( おくに) 的

女性。庆长( 1596 ～1615) 年间, 当时身为“出云大社 "
①

( 神社) 巫

女的阿国为其神社化缘, 组织了以女性为中心的歌舞剧团。庆长

八年( 1603 ) , 阿国在京都演出歌舞伎舞, 受到人们的喜爱, 从此产

生了最早的歌舞伎。

最早的歌舞伎表演者均为女性, 身着艳丽服饰, 有时女扮男

装, 表演一些通俗、大众化的滑稽歌舞。宽永 6 年 ( 1629 ) 幕府以

“紊乱风纪" 为由开始禁止女性表演, 从此以后, 所有演员均为男

性, 成了歌舞伎的一大特色。到了元禄时代 ( 18 世纪初) , 歌舞伎

迅速发展, 与当时的单纯侧重于音乐、舞蹈的特色相比, 增加了不

少反映江户、京坂风情、而且充满梦幻性的武打剧及侧重于写实性

的恋爱剧场面。与此同时, 又吸收了当时作为民众娱乐的木偶戏

剧( 人
に ん

形
ぎ ょう

浼 瑠璃) 及各种音乐艺术的诸多要素, 使其内容逐渐复

杂多样化, 形成了现在这种独特的古典戏剧风格。

歌舞伎的特色正如“歌舞伎”这三个字所表示的,“歌”即音

乐, 一般由日本的传统乐器三弦 ( 三
しゃ

味
み

綦
せん

)
②
、鼓 ( つづみ、类似腰

鼓) 等做音乐拌奏, 配合演员的道白与动作等, 有着独特的节奏

感。“舞”即舞蹈,“伎”即演技。另外, 所有演员均为男性, 饰演女

子角色的叫作“女形”( おんながた) 。演员的服装也很艳丽, 在舞

剧及舞蹈演出时, 演员也画类似中国京剧中的脸谱( 隈
くま

取
どり

) 。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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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旋转式舞台, 场景变换时不需一一落幕。还有被称为“花道”

( はなみち) 的舞台与观众席相连的通道, 除供演员上下场时使用

外, 还可作为舞台的一部分, 作为剧中场景的河流或房屋的走廊

等。同时, 也起到了增加演员与观众交流的效果。

歌舞伎的表演剧目既有描写贵族、上流社会、武士阶层的历史

剧, 也有真实表现平民百姓生活的现代剧。不管是历史剧还是现

代剧, 歌舞伎都追求着一个形式美的世界。歌舞伎的台词 ( 科
せ り

白
ふ

) , 即便是日本人一般也很难听懂, 因此剧场都配有背景解说及

台词的现代语翻译。歌舞伎的演员几乎都是代代相传, 演员从幼

小时期开始就要接受前辈的严格训练。著名演员有坂田藤十郎、

市川团十郎、松本幸四郎、中村歌右卫门、尾上菊五郎、坂东玉三郎

等。著名剧场有东京银座的“歌舞伎座" 、大阪难波的“新歌舞伎

座" 及京都四条街的“南座" 等。

2.“能”与“狂言”

“能”( 能
のう

) 又称作能乐( 能
の う

蚲
が く

) , 也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舞台

艺术之一。至今已有 700 年的历史, 是日本最古老的戏剧艺术。

它是由日本奈良时代自中国传入的散乐
③

( 散
さ ん

蚲
がく

) , 到平安时代日

本化后成为猿乐
④

( 猿
さ る

蚲
が く

) , 镰仓时代又与代表平民百姓艺术的田

乐
⑤

( 田
で ん

蚲
が く

) 一起, 共同发展起来的。

“能”的特色是以“谣”( 相当于歌) 伴随着“型”( 相当于舞蹈)

的表演为主, 主角( シテ方
かた

) 都戴面具, 配角( ワキ方
か た

) 不戴面具,

演员原来也都是男性, 近年来也有女性演员出现。面具端丽但大

多毫无表情, 表演喜怒哀乐均不能过分, 演员的动作也很特别, 比

如走步不抬脚, 而是以脚掌擦地移动, 日语叫做“摺
す

り足
あし

”。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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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乐器有笛( ふえ) 、小鼓( こつづみ ) 、大鼓 ( おおつづみ) 等。表

演是在叫“能乐堂”的带屋顶的特殊舞台上, 背面是画有松树的简

单布景, 这样烘托戴有缺乏个性表情面具的演员, 以抑制性和紧缩

的表演, 加之单调的音乐伴奏, 追求独特的形式美, 唤起人们的想

像力, 达到它所追求的精练艺术性。

“能”的表演剧目大约有 240 多种, 大致可分为五类, 即“神、

男、女、狂、鬼" 。多表现神怪梦幻事件及人们的世俗生活。“能"

的流派也有五派, 即“观世流派" 、“宝生流派" 、“金春流派 " 、“金

钢流派" 、“喜多流派"。专业“能" 的表演者目前约有 1400 多人。

“狂言”是继承了猿乐和田乐中模仿( 物
も の

真
ま

似
ね

) 部分而形成的

滑稽喜剧, 演员一般不戴面具, 原则上与“能 " 在同一舞台交替表

演, 它是与“能" 同时发展形成的。与“能" 的音乐、歌舞表演相反,

“狂言" 是以台词为主, 语言使用江户时期的口语, 简洁风趣, 常加

入笑话和俏皮话等, 以引起观众大笑为目的。“狂言" 的题材多以

讽刺大名、对寄生阶层的轻蔑及表现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思想情

绪等为主。表演曲目有 260 多种, 大多形成于江户前期, 因此, 对

理解中世时期日本的语言生活和风俗习惯等很有帮助。

“狂言”演员有主角( シテ) 、配角 ( アド) 之分, 演员的动作也

类似“能”表演, 如走步不抬脚( 即: 摺り足) 等。服饰不如“能”那

样艳丽, 但多种多样且素雅。自江户时代起形成三种流派, 即“大

藏流派”、“和泉流派”、“鹭流派”。明治初期,“狂言”衰落,“鹭流

派”失传, 而“大藏流派”和“和泉流派”在昭和初期复兴。

“能”与“狂言" 在同一舞台相互交替表演, 很有创意, 观众在

紧张地观赏完严肃庄重的歌舞后, 再轻松地欣赏一段滑稽幽默的

喜剧, 使观众雅俗共赏, 张弛有度, 可谓“能" 与“狂言" 吸引观众的

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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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净琉璃

净琉璃是日本古典的木偶戏剧。净琉璃原本是指室町时代末

期的一种说唱艺术( 语
か た

り物
も の

) , 当时说唱曲目中有篇描写净琉璃姬

与牛若丸恋爱的浪漫故事, 名为“净琉璃姬物语”( 别名为“十二段

草子”) , 深受人们喜爱, 因此后来就把这类说唱艺术叫作净琉璃。

当初的说唱形式只是以琵琶和扇拍子伴奏, 到了江户时代, 与三弦

伴奏和木偶剧( 人
に ん

形
ぎ ょう

剧
げき

) 表演相结合, 形成了“人形净琉璃" , 也

称“文乐" 。到了贞亨至元禄年间( 1684 ～1704 ) , 大阪的近松门左

卫门及竹本义太夫, 创造了新的净琉璃形式, 使净琉璃在文学、音

乐方面都有了飞跃的发展, 因此把在这之前的净琉璃称为“古净

琉璃" 。

元禄时期, 大坂的义太夫节
⑥
、江户的半太夫节、京都的一中

节净琉璃盛行。后来, 由半太夫节派生出河东节, 由一中节又派生

出丰后节, 新的净琉璃派别不断涌现, 表演艺人辈出, 且风格各异。

其中义太夫节较好地吸收了古净琉璃的特长, 以说唱为中心, 改革

木偶的操纵方法等, 使其成为净琉璃中最具代表性的派别。

现在的人形净琉璃使用 1 至 1. 5 米高低的木偶, 舞台上由三

个穿黑衣的演员操作, 表演不同部位的动作, 木偶伴随着三弦等音

乐和独特的说唱, 做出各种各样的表演。木偶的动作栩栩如生, 如

口、眼的开合, 眉毛、手指的动作都清晰可见。而且, 由木偶的一些

微妙动作还可表现出其感情的变化。

4 . 花道

花道也称“华
か

道
ど う

”, 即插花艺术, 是日本的传统艺术之一。日

本气候温和, 四季鲜明, 春夏秋冬适合各种各样的花卉草木生长。

日本人自古就热爱美丽的自然界, 热爱美丽的具有生命的花草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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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花道艺术起源于佛教的供花, 最初只在寺院内盛行, 在举行各

种仪式时供献花卉并起装饰作用。后来作为观赏的对象传入民

间, 逐渐形成一种以了解自然为目的的生活艺术。

日本花道艺术美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要素, 花的色彩、明暗、大

小、轻重、寒暖、清浊以及枝、叶、茎的不同都表现着不同的美。另

外, 插花所用花器的形状、材质、颜色等也对作品有很大影响。还

有在插花技术上, 对花的素材的剪切、弯曲、曲直等造型上的方法

也是多种多样, 而且还考虑到花的生理特性, 采取在水中剪切花茎

以防止导管进入气泡, 或烧其根部、或打碎根部、或用药水浸泡根

部, 以改善花对水分的吸收。

花道艺术虽然复杂多样, 对插花艺术美的认识也是因人而异,

但有一点, 即超越其外观的装饰性, 通过插花来表现自我的精神追

求却是一致的。另外, 插花艺术还有三个共通的基本理念, 即

“天、地、人”, 这是构成宇宙的三要素, 轻上为天, 重下为地, 人代

表万物, 使天地和谐。这种天、地、人三要素正是代表着大自然, 插

花艺术也正是要通过具有生命的花木素材, 创造出瞬间的造型美,

来表现这种代表大自然的理念。

花道使用的花器、工具等因流派及插花的种类不同而各异。

花器的材质多为陶瓷, 也有金属、玻璃、木、竹、塑料等。从花器的

形状来看, 也是多种多样, 有壶状的、盘式的、高脚式的, 形状有圆

形的、四方形的、正方形的、长方形的、菱形的等等。使用的工具大

致有花铗、花留( はなとめ、也称花配, 用来固定花的根部) 、水壶

( 水
み ず

指
さ し

) 、刀、锯、钳子、锥子、锤子、铁丝、两头钉等。

花道艺术的美学概念及对作品美的追求因人而异, 随即便产

生了各种流派。从 14 世纪末期的流行花会开始, 到 15 世纪后期

至 16 世纪前期产生了“古立花 " , 16 世纪后期又有“抛入花" , 接

着是 17 世纪的“立花" , 18 世纪的“生花 " , 19 世纪前期的“生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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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 20 世纪前期的“盛花瓶花" , 20 世纪后期的“现代花" 等等, 花

道的历史在不断地发展变化。流派以池坊流、未生流、古流、远州

流、小原流、草月流等为主, 至今已发展到 2000 多个流派。

池坊流派是最具古老传统的流派, 它的创始人是室町时期的

京都僧侣、立花名人池坊专庆
⑦
。使插花艺术理论化的是池坊专

应, 他在室町时代末期写有传书 ( 佾
でん

书
し ょ

) , 强调插花艺术把自然美

置于身边欣赏的重要性。当时插花艺术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在集

会或招待客人时较为正式的“立花 " , 另一种是在日常生活中欣

赏、较为自由的“投入花" , 这两种类型的插花艺术虽然不断变化,

但其定型与不定型的特色基本上一直延续至今日。池坊流派是立

花的代表, 在元禄时期鼎盛, 至今仍是最有影响, 而且也是最大的

流派。

未生流派是由江户末期的未生斋一甫创立的, 1816 年出版

“本朝插花百练" , 对插花艺术的大众化做出了贡献。未生流派吸

取儒家的天地人合的理念, 使基本花形成为体现天圆地方的两个

等边直角三角形, 技法简洁明快, 关西一带拥有众多弟子, 在现代

花道界也是较大流派之一。

另外, 明治末年由小原云心创立的小原流派、战后兴起由敕使

河原仓风创立的草月流派, 也是当今日本花道界有影响的代表性

流派。

5 . 茶道

12 世纪末期, 在中国宋朝学习禅宗的日本僧侣荣西 ( 1141 ～

1215) 从中国带回了茶叶的种子以及饮茶器具等, 茶叶开始在日

本栽培, 并广泛被人们饮用, 饮茶的仪式也逐渐变得符合日本人的

习惯。但给予饮茶仪式精神升华的是日本室町时代的村田珠光

( 1422 ～1502) 。村田珠光主张茶与禅宗的精神统一, 创造了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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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室静寂的佗茶( 侘
わ

び茶
ち ゃ

) 仪式。16 世纪末期 ( 安土、桃山时期) ,

村田的第二代弟子千利休 ( 1521 ～1591) 完善了这一仪式。由千

利休完成的这一佗茶仪式, 形成了精神与形式相伴随的茶道美学。

茶道所追求的是一种清、净、和、寂的精神境界, 茶道还强调人

与人之间的和谐联系。所谓茶道, 其基础是茶会, 没有茶会也无所

谓茶道。茶会即人们的聚会, 参加茶会的人们通过茶道的途径, 摆

脱凡俗现实社会的制约, 在追求清、净、和、寂的精神境界的同时,

以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融洽, 心灵相互沟通。另外, 与茶道流行

发展的同时, 还使得茶室、茶器、庭院艺术等得到了发展。

茶室分书院式茶室和草庵式小茶室两种。在鎌仓时代末期,

茶室本来是从中国传入的两层式建筑, 房间内部也相当明亮, 但经

过种种变迁, 到室町时代中期, 开始出现书院式茶室, 房间较大, 又

由茶人珠光创造了纯日本式的草庵茶室, 房间较小 ( 四张半草

垫) , 以后又有更小的茶室出现。同时, 又有与正房完全隔离, 叫

作“数奇屋”( すきや) 的茶室出现, 标志着茶室日本化的完成。现

在的茶室一般以四张半草垫大小的茶室为标准茶室, 大于四张半

草垫的茶室为“广间”( 庀
ひ ろ

间
ま

) , 小于四张半草垫的茶室为“小间"

( 小
こ

间
ま

) 。茶室里一般都有壁龛( 床
とこ

の间
ま

) 和地炉, 壁龛处悬挂字轴

或画轴, 下面摆设花瓶花卉。地炉的位置决定室内草垫的铺设方

式, 一般客人都坐在操作者的左手, 称为顺手席。

茶器在这里主要指茶道所使用的工具, 一般有釜 ( かま) 、柄

杓( ひしゃく) 、风炉 ( 风
ふ

炉
ろ

) 、茶碗( ちゃわん) 、茶巾( ちゃきん) 、

茶筅( ちゃせん) 、水差( みずさし ) 、茶杓( ちゃしゃく ) 、建水 ( け

んすい) 等等。“釜”是烧水用的, 一般为铁制。“柄杓”是把烧的

水倒入茶碗的用具, 一般为竹制品。“茶碗”是饮茶用的, 一般为

陶瓷制品, 是茶道中重要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器具。因在茶道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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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有一重要内容就是对茶器的欣赏, 其中对茶碗的种类、形状、色

彩等的欣赏是所有参加茶会的人们所期待的。“茶巾”是擦拭茶

碗用的。“茶筅”是搅拌粉末茶 ( 抹
まっ

茶
ち ゃ

) 的一种竹制圆刷。“水差”

是盛放往“釜”里加的水或洗“茶碗”和“茶筅”时用水的器具, 一

般为陶瓷器。“茶杓”是往“茶碗”里放茶的竹制小勺,“建水”是

盛放洗完“茶碗”等不要的水的器具。

茶室的庭院也很有日本特色, 进入这个庭院就仿佛脱离开凡

俗世界, 身心清静, 有种精神的超脱感。通往茶室的小路叫“露

地”( ろぢ) , 一般由卵石等铺成, 走过“露地”有一“手水钵”( 手
ち ょう

水
ず

钵
ば ち

) , 客人在此洗手、嗽口, 然后再进入茶室。

茶道的礼法一般分为三种, 即炭礼法、浓茶礼法和薄茶礼法。

其中炭礼法包括为烧沏茶水的地炉准备炭的程序, 浓茶礼法为茶

道中最郑重的礼法, 饮茶之前, 要请客人先吃叫作“怀石”( 怍
か い

石
せ き

)
⑧
的简单却是精雕细琢、充满美感的饭菜。薄茶礼法是茶道中

最基本的礼法, 一般学习茶道都先从薄茶礼法开始。茶道中使用

的茶为粉末茶, 是将四月末五月初采集的优质嫩茶, 经洗、蒸、干燥

后再研磨成粉末状后而成。在茶道的礼法当中, 最受重视的是叫

作“点前”( てまえ) 的表演, 是指在茶室的固定位置, 按规定摆放、

使用茶具, 为客人沏茶的一系列动作。同样, 客人饮茶时也有规定

的顺序及一系列动作。

茶道的流派也有很多, 以千利休为始祖的“千家 ( せんけ ) 流

派”, 至今已有 400 多年的历史。在代代相传中,“千家流派”又分

成“表( おもて) 千家”、“里( 悰
う ら

) 千家”和“武者小路( むしゃのこ

うじ) 千家”三个流派, 虽然他们的一些礼法规矩不尽相同, 但还

是继承了千利休的传统, 时至今日也是日本茶道的主流。除此之

外, 还有“薮内流派”、“远州流派”、“宗鮂流派”等众多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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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浮世绘

在日本江户时代( 1603 ～1867 ) , 为下级武士及平民百姓所创

造、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世俗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 其中描写妓

楼、歌舞伎等庶民生活风俗的绘画及版画作品被称之为浮世绘。

万治宽文( 1659 ～1673) 年间, 菱川师宣创造出单页( 一
いち

枚
ま い

摺
ず

り)
⑨

版画, 成为浮世绘的起源。随后, 怀月堂一派和鸟居清元、清倍、清

满、奥村政信等人创造了很多描写美人、艺人的优秀版画, 从而奠

定了浮世绘发展的基础。版画从单一墨色逐渐演变为二色、三色,

至明和二年( 1765) , 由春信等人创造出多色版画。天明宽政期,

鸟居清长、胜川清章、喜多川歌 、东洲斋写乐等人, 留下了不少优

秀作品, 迎来了浮世绘的黄金时代。文化文政后期, 歌川丰国、国

贞、国芳、歌川一门、溪斋英泉等人, 创造了表现幕府末期颓废美的

美人画及艺人画受到人们的欢迎。另外, 葛饰北斋、安藤广重开辟

了风景版画的新领域。可是, 伴随着幕府末期到明治时期的社会

动荡, 这一艺术也逐渐衰退、消亡了。

7 . 邦乐

邦乐指日本在近世, 特别是江户时代以来, 在平民百姓中间发

展起来的筝( こと) 曲、三弦( 三味 ) 音乐、箫( 尺
し ゃく

八
は ち

) 吹奏, 类别

有雅乐、能乐、俗乐等。邦乐的称呼是相对于在明治时期传入日本

的西方音乐即“洋乐”而言的。

邦乐的特点是只有 5 个音符, 而西方音乐有 7 个音符。另外,

西方音乐每一拍节的长度是相同的, 可邦乐的拍节长度是不同的,

一般 2 拍、4 拍的偶数拍子较多, 几乎没有 3 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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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日本的传统体育

1. 相扑( 相
す

扑
もう

)

相扑运动被称为日本的国技, 其起源可追溯到上古时代, 开始

相扑只是占卜丰收的一种农耕礼仪, 当获得丰收时, 在神前举行

“奉纳相扑”( 奉
ほう

纳
の う

相
ず

扑
もう

) 来表示感激之情。后来进入皇宫, 作为

宫中仪式表演。据《日本书纪》记载, 皇极( 皇
こ う

极
ぎょく

) 天皇元年( 642

年即位, 为第 35 代天皇) 7 月为款待百济
⑩
的使者, 召集相扑健儿

举行了相扑比赛。天平六年( 734) , 圣武天皇观看相扑比赛, 因此

有了“天览相扑 " ( 天
てん

痎
らん

相
ず

扑
も う

) 的称谓。战国时代 元龟元年

( 1570 ) , 武将织田信长 ( 1534 ～1582) 非常喜欢相扑运动, 因此有

了“将军观相扑" ( 上
じ ょう

痎
らん

相
ず

扑
も う

) 的称谓, 即在将军面前进行比赛。

庆长元年( 1596 ) 诞生了职业力士团, 原本在人群中进行的相扑运

动开始转变成在“土絳”( どひょう )
�11
上进行。到了江户时代, 有

了等级划分, 18 世纪末期, 出现了“横纲”( 横
よ こ

纲
づな

) 的称号。

相扑的历史悠久, 相扑的精神也符合日本民族的国民性。相

扑的最重要的精神就是注重礼节, 始于礼而终于礼。比如即便获

胜, 考虑到败者的心情, 也不许有任何高兴的表现。

现在的相扑竞技是在直径为 5. 55 米的圆形“土絳" 内进行,

参赛的力士都梳着固定的发式( 髷
ま げ

) , 身上只系兜裆布 ( 褌
ふん どし

) , 登

场后先要按照传统仪式在比赛开始前的限定时间内( 幕内级
�12
为 4

分钟) , 双脚用力交替踏地, 用水漱口, 用纸擦嘴, 再往“土絳 " 上撒

盐, 以示驱邪净身。然后根据裁判( 行
ぎ ょう

司
じ

) 的指示, 身体下蹲, 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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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触地后, 比赛开始。比赛的胜负以身体的一部分( 除脚掌 ) 触地

或者是身体的一部分先出“土絳" 的一方为负。

相扑有专门的竞技招术 ( 决
き

まり手
て

) , 共有 70 种, 其中以推、

拉、冲、撞为主。日本的专业相扑选手目前大约有 800 人左右, 由

专业相扑选手所举行的日本全国性相扑比赛叫作“大相扑”( 大
おお

相
ず

扑
も う

) , 每年举行 6 次, 每次 15 天, 其中每天最后一场比赛叫“结尾

赛”( 结
む す

びの一
い ち

番
ば ん

) , 最后一天的比赛叫“千秋乐”( 千
せん

秋
し ゅう

蚲
らく

) 。1

月举行的比赛叫“初赛场 ( 初
は つ

场
ば

所
しょ

) , 3 月举行的叫“春赛场”( 春
は る

场
ば

所
し ょ

) , 5 月举行的叫“夏赛场”( 夏
なつ

场
ば

所
し ょ

) , 7 月举行的叫“名古屋

赛场”( 名
な

古
ご

屋
や

场
ば

所
し ょ

) , 9 月举行的叫“秋赛场”( 秋
あき

场
ば

所
し ょ

) , 11 月举

行的叫“九州赛场" ( 九
きゅう

州
しゅう

场
ば

所
し ょ

) 。其中,“初赛场”、“夏赛场”、

“秋赛场”的比赛都是在东京国技馆进行,“春赛场”在大阪, 另外

两场比赛分别在名古屋和福冈。“大相扑”的比赛深受日本人的

喜爱, 每次比赛包括电视观众大约有几千万人观看。

专业相扑选手的等级、地位, 叫作“番付”( 番
ば ん

付
づけ

) , 在“大相

扑”中, 根据实力, 从下到上依次划分为序口 ( 序
じ ょ

の 口
く ち

) 、序二段

( 序
じ ょ

二
に

段
だ ん

) 、三段目( 三
さん

段
だ ん

目
め

) 、幕下( 幕
ま く

下
した

) 、十两( 十
じ ゅう

鳑
り ょう

) 、幕内

( 幕
ま く

内
う ち

) 。其中幕内为“番付”的最高级别, 这一级别里又从下到

上依次有平幕( 平
ひ ら

幕
ま く

) 、小结( 小
こ

结
ゆい

) 、关胁 ( 阌
せき

脶
わ け

) 、大关 ( 大
おお

阌
ぜ き

) 、

横纲( 横
よ こ

纲
づ な

) , 其中横纲为力士中的地位最高者。其中除横纲和大

关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有所保障外, 以下等级的选手都按每个赛

场的成绩升降其地位, 胜负世界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在相扑比

赛中, 是以“星”来表示选手成绩的, 胜者为“白星”( しろぼし )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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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星”( 勝
かち

星
ぼ し

) , 败者为“黑星”( くろぼし) , 如果平幕的力士战

胜横纲那就是“金星”( きんぼし ) 。每个专业相扑选手都有自己

所属的派系 ( 部
へ

屋
や

) , 每个派系里又都有指导训练生活的“前辈”

( 亲
お や

方
か た

) , 同一派系的相扑选手不进行比赛。平时, 力士们都在早

上五六点钟起床, 进行第一次训练。然后洗浴, 上午 11 点左右吃

饭。饭后一定要午睡。下午 6 点左右再吃第二次饭, 每天基本上

只吃两顿饭, 但每次吃得好多, 吃的饭菜叫作饭菜鱼肉等一锅烩

( ちゃんこ锅
なべ

) , 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饭菜。所有这些, 都是为

了增加体重。成为专业相扑选手的基本条件, 是要必须完成义务

教育, 身高 173 公分、体重 75 公斤以上的男性。因为没有国籍限

制, 在日本的相扑选手里还有很多外国力士, 1993 年外籍相扑选

手曙太郎( 美籍夏威夷出身, 现已入日本国籍 ) 获得横纲称号, 成

为第一个外籍横纲。到目前为止, 300 多年间获得横纲称号的只

有 67 人( 截止 2002 年 5 月) 。

2 . 柔道

柔道起源于日本古代的“柔术”, 在明治时代初期, 当时是东

京大学学生的嘉纳治五郎 ( 1860 ～1938) , 对“柔术" 很感兴趣, 学

习了各种流派, 并吸取各种流派的长处, 又赋予精神修炼、强身自

卫的教育意义, 于明治十五年( 1882 ) , 在东京文京区开设讲道馆,

创立了作为新“柔术" 的柔道。昭和二十四年 ( 1949 ) , 日本成立全

日本柔道联盟, 1952 年又成立了国际柔道联盟 ( IJF) , 昭和三十九

年( 1964 ) , 在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第一次被指定为奥林匹克的

正式比赛项目, 1974 年又第一次举行了大洋洲女子柔道锦标赛,

目前已有 177 个国家和地区加入国际柔道联盟, 柔道得到了世界

性的普及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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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道的比赛, 日本国内是在 50 张草垫子见方( 9. 1 平米) , 国

际比赛是在最大 10 平米, 最小 8 平米的正方形场地内进行。比赛

分个人赛和团体赛, 个人赛又分“无级别赛 " 和“体重级别赛 " 。

“无级别赛" 是与体重、身高、段位、年龄等无关的比赛,“体重级别

赛" 是分别按男女七个体重级别而划分开来的比赛。除此之外,

还有分段位、年龄的比赛。比赛时间, 日本国内比赛为 3 分钟至

20 分钟不等, 国际比赛为男子 5 分钟, 女子 4 分钟。柔道的竞技

基本上是以摔、擒拿、拳打脚踢为主, 如果细分, 总共有 80 多种招

数。比赛的胜负以选手使出的招数水平、效果而定。裁判为三人,

一人为主裁判, 二人为副裁判。

从事柔道运动要穿柔道衣, 柔道衣分“上着”( 上
うわ

着
ぎ

) 和“下

穿”( 下
し た

穿
ば

き) , 传统的柔道衣为白色, 但为了便于裁判和观众识别

选手, 平成 9 年( 1997) 10 月国际柔道联盟决定, 在比赛时一方穿

白色柔道衣, 另一方要穿兰色柔道衣。除柔道衣以外, 选手还都系

有腰带, 腰带还是选手段位、级别的标志。其中段位共有 10 段, 最

高段位 10 段及 9 段系红色腰带, 8 段至 6 段系红白色腰带, 5 段至

初段系黑色腰带。段下分为 5 个级别, 1 级为最高, 1 ～3 级都系茶

色腰带, 4 级至初学者系白色腰带。

柔道运动也非常注重礼节, 强调始于礼终于礼。礼法分“立

礼”和“坐礼”, 练习与比赛时根据需要区别使用。由于柔道运动

通过进攻与防御的练习, 不仅可以强身健体, 又可以通过柔道礼法

在与对手的接触中, 尊敬对方的人格, 调整人际关系, 达到提高自

身精神修养的目的。因此, 柔道在日本深受人们的喜爱, 目前在日

本全国从事这项运动的有 160 万人以上。

3. 剑道

剑道是日本一种古老武技, 原本使用刀剑, 后逐渐演变成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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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这种武技而达到锻炼身心的武道。一般认为在室町时代中期

以后形成, 到江户时代初期已有 200 多个流派, 其中以德川家御家

流的柳生新阴流派和与其抗争的伊藤一刀斋的一刀流派为最有

名。现在的剑道流派有被称之为剑道元祖的小野一刀流派, 北辰

一刀流派和由此派生出来的众多流派。明治时代以后, 警察剑道

成为主流, 还被引进学校, 作为学校的体育课教学内容。第二次世

界大战以后, 在美军占领时期, 曾经一度被禁止, 昭和二十七年解

除禁令。现在, 作为日本国民体育运动, 有全日本剑道选手大会、

大学剑道选手大会、高中剑道选手大会等比赛。

剑道是一种对抗性运动, 练习剑道不仅可以强身健体, 更重要

的是培养自己高度集中的精神, 同时锻炼观察对手的能力。比赛

时要穿戴叫“面”( 面
めん

) 、“笼手”( 笼
こ

手
て

) 、“垂”( 垂
た れ

) 的护具, 使用

“木剑”( 木
ぼっ

刿
け ん

) 和“竹刀" ( 竹
し

刀
ない

) 对打。比赛时间为 5 分钟, 如果

不能决定胜负, 再延长 3 分钟。通常比赛以 3 分决定胜负, 三名裁

判中有二名认为有效进攻就得 1 分, 犯规 2 次减掉 1 分。基本进

攻方式为上部、中部、下部进攻。根据水平也定有段位级别, 段位

分初段 ～10 段, 10 段为最高段位, 段下级别称号依次分为“练士"

( 鍊
れ ん

士
し

) 、“教士" ( 教
き ょう

士
し

) 和“范士" ( 范
はん

士
し

) 三种。

目前, 剑道运动不仅在日本得到普及, 自 1970 年世界剑道联

盟成立以来, 剑道已成为世界性体育项目, 1976 年在英国举行的

第三次世界剑道锦标赛时, 参加国就已超过 20 多个国家。现在能

参加世界锦标赛的为 40 个国家和地区, 从事这一运动的已达 700

多万人, 有段位的就有 110 万人, 而且女性日趋增加。我国的香

港、澳门、台湾早有剑道馆, 2001 年 7 月在北京也出现由日本人教

授的剑道俱乐部( 参见 2001 年 12 月 7 日《北京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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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空手道

空手道起源于中国唐代传入日本冲绳的中国拳法, 在冲绳, 古

时候有种称为“手”( 手
て

) 的护身术, 后来就把从唐朝传入的中国拳

法称之为“唐手”( 唐
か ら

手
て

) 。从公元 14 世纪开始, 冲绳的统治者就

发出了禁止携带武器的“禁武政策 " , 人们为了护身自卫, 开始秘

密修练“唐手" 。第一次把“唐手" 公布于世的是冲绳的教育家船

越义珍( 1870 ～1957) 。大正十一年 ( 1922) , 船越义珍赴京公开了

“唐手" 的武功, 人们对其威力惊叹不已。随后, 以宫城长顺为首

的“唐手" 名家, 陆续从冲绳赴京, 使“唐手" 这一拳法迅速在日本

全国普及。昭和十年( 1935 ) , 船越义珍基于禅教精神, 亲自把“唐

手" 改称为“空手道" 。

空手道的招术主要以拳打脚踢为主, 练习时分为“基本”( 基
き

本
ほ ん

) 、“型" ( 型
か た

) 、“组手" ( 组
くみ

手
て

) 。“基本" 是指基本动作, 比如站

立法、行走移动法等。“型 " 是指假设四面八方都有对手时, 所要

使用的各种拳法套术。“组手" 是指与真正对手实际练习。一般

平均通过 3 ～5 年这样一系列的练习, 可以取得初段资格。空手道

的比赛, 男子为 3 分钟, 女子为 2 分钟, 比赛胜负以在对手面前所

停止招术时的有效性来决定。

空手道的流派以前主要以少林流派和昭灵流派为中心, 现行

流派有松涛流派 ( 始祖为船越义珍 ) 、刚柔流派 ( 始祖为宫城长

顺) 、糸东流派 ( 始祖为摩文仁贤 ) 、和道流派 ( 始祖为大冢博纪)

等。空手道的日本全国性组织是“全日本空手道联盟”( 全
ぜ ん

空
く う

连
れ ん

) , 1981 年, 空手道已作为日本国民体育大会( 国
こ く

体
た い

) 的正式比

赛项目。而且, 空手道也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 世界空手道联盟

( WKF) 目前已有 164 个国家加盟, 其中具有段位的选手已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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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人。

5 . 射箭( 弓
き ゅう

道
どう

)

日本的射箭也是与柔道、剑道一样, 是从古代武道发展起来的

一项日本传统体育项目。据传原来在太古渔猎生活时期, 是作为

一种生活手段的武技, 后来随着火枪的传入, 逐渐失去威力, 演变

为武士用以修身养性的运动。到了近代, 才被作为体育项目普及

流传。

射箭的竞技分远靶竞技和近靶竞技两种, 一般近靶竞技为多。

近靶竞技的射程为 28 米, 靶的直径为 36 公分, 以射中率决定胜

负。比赛有个人赛与团体赛, 作为一种体育的爱好和提高个人生

活品位而受到人们的喜爱。日本全国有 2500 多射箭场 ( 弓
き ゅう

道
ど う

场
じ ょう

) , 具有段位的练习者达 40 多万人, 其中 20% 为女性。

第三节 深受日本人喜爱的大众艺术

1. 书法( 书
しょ

道
どう

)

书法在日本称为“书道”, 它起源于用汉字抄写从中国传入的

佛经。“书道”原本也是来自中国, 中国的书法最早传入日本是在

奈良时期, 但自平安时代日本发明假名以后, 便产生了与中国书法

有着不同风格的假名书法, 还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流派。而且, 从没

有学校制度的时候开始, 书法就成了儿童早期教育的重要内容, 练

习书法被视为提高自身修养的必修课。到了江户时代, 由于书法

的普及, 大大提高了日本人的识字率, 不光是武士阶层, 就连平民

百姓也都因练习过书法而认识很多汉字。

现在的日本学校已将书法教育作为必修科目, 社会上有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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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教室( 书
し ょ

道
ど う

教
きょう

室
し つ

) , 经常举办书法比赛与展览, 甚至连每年

日本最大的节日———新年, 都特定一天( 1 月 2 日) , 为一年中第一

次试笔( 书
か き

初
ぞ

め) 日, 即用毛笔第一次写字, 中小学生几乎每年都

要举行大规模的新年试笔大会, 另外, 在社会上书法教室的私塾里

练习书法的人越来越多, 有的大学还设有书法专业, 可见书法在现

代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

2. 流行歌曲( 歌
か

镠
よう

曲
きょく

) 与“演歌”( 演
え ん

歌
か

)

流行歌曲是以西洋乐器伴奏而演唱的歌曲。“演歌”也是主

要以西洋乐器伴奏, 但其旋律有着日本独特的韵味, 不管是流行歌

曲还是“演歌”, 都深受日本男女老幼的喜爱, 在此基础上, 日本人

还发明了“卡拉 OK”
�13

, 并传到国外。广播电视大赛不断, 特别是

一年一度的 NHK
�14
新年红白歌会( 男女两组歌手演唱比赛晚会) ,

备受人们欢迎, 有着很高的收视率。

3 . 相声( 漫
ま ん

才
ざ い

) 与“落语”( 落
ら く

语
ご

)

相声在日语里称为“漫才”, 日语里的“落 ”为单口相声。早

在日本镰仓、室町时期, 每逢新年, 头戴黑漆帽, 身穿武士礼服的艺

人( 太
だ い

夫
ぶ

) 与捧哏( 才
さ い

藏
ぞ う

) 结伴而行, 挨门串户地表演一些滑稽的

歌舞, 意在驱邪迎新, 称之为“万岁”( 万
ばん

岁
ざ い

) , 因日语的发音相近,

后来逐渐演变为现在的相声( 漫
ま ん

才
ざい

) , 成为大众曲艺表演的一种。

在明治时代中期前后, 作为“万岁”的一种变形, 先从关西地区出

现, 后来受到全国上下的喜爱, 逐渐普及, 1934 年才开始改称为相

声。近来还出现了由三人表演的相声, 广播电视里经常有相声节

目, 深受欢迎。

单口相声( 落 ) 的由来是从滑稽的俏皮话( 落
おと

し 话
ばな し

) 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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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的。称为“落 ”是在昭和以后。曾把笑话文学的原型编辑

成《醒睡笑》( 共 8 卷 ) 的安乐庵策传( 1554 ～1642 ) 是单口相声的

鼻祖, 现在的单口相声, 大部分都取材于《醒睡笑》。1786 年, 立川

焉马( 1743 ～1822) 在江户向岛的餐馆里表演自己创作的俏皮话

( 落し话) , 成为今天单口相声表演的基础。之后盛行将近半个世

纪, 幕府末期一度衰退, 进入明治时期以后, 因三游亭圆朝等艺人

的出现, 再次兴盛。可以说, 圆朝是近代单口相声的奠基人。

单口相声的表演一般在叫作“寄席”( 寄
よ

席
せ

) 的小型剧场, 自明

治时期开始, 表演者通常手拿一把扇子, 跪坐在一块垫子 ( 座
ざ

布
ぶ

囵
と ん

) 上演出, 目前, 由广播电视转播的节目为多。

4 . 漫画

漫画是目前在日本最为流行, 兼有文学、艺术、娱乐、消遣、爱

好等多功能的读物, 每年的发行总量约为 21 亿 6000 万册, 占日本

出版物总数的三分之一。有一本名为“少年ジャンプ”的漫画杂

志, 销量达 600 多万册, 为世界第一。在日本, 不仅小孩, 大人也都

喜欢阅读漫画, 很多漫画还改编为动画片。近来, 还出现了不少历

史及经济的漫画书, 还有人把日本的古典“源氏物语 "、“枕草子"

等也改编成漫画。另外, 政府一些宣传出版物也使用漫画形式。

可以说, 漫画已不仅是单纯的娱乐消遣读物, 也是一种信息传播的

工具了。近年来, 介绍到中国来的日本漫画及动画片也有很多, 如

“铁臂阿童木" 、“机器猫" 、“蜡笔小新 " 、“樱桃小丸子 " 、“神奇宝

贝”( 宠物小精灵) 、“数码宝贝”等等。但是, 对漫画这一形式也有

持否定态度的, 认为它使人们越来越远离文字, 令人担忧。

第四节 深受日本人喜爱与盛行的体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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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棒球

棒球运动本来源于英格兰的板球( cricket, クリケット) 运动,

19 世纪初, 由英国移民传入美国, 明治六年( 1873) , 在日本开成学

校的美国教师教给了当时的日本学生, 以此为契机, 后来逐渐普

及, 目前已成为在日本最为盛行的体育运动。大正时期, 京都的铃

鹿荣根据棒球规则还创造了日本独特的软式棒球 ( ソフトボ�

ル) 即垒球运动。现在, 日本的学校, 不管是小学、中学、高中、大

学, 日本的公司企业, 也不管其规模大小, 一般都有自己的棒球队

或垒球队, 业余、休息日里, 经常可见练习棒球和垒球的人们。可

以说棒球运动已成为日本的全民性运动。

从战前开始, 每年夏天都在甲子园
�15
举行全日本高中棒球比

赛, 特别受到人们的喜爱。高中棒球比赛首先在春季由各都、道、

府、县举行选拔赛, 在选拔赛中的获胜者, 再分别代表各都、道、府、

县, 参加夏季的甲子园全国比赛。比赛时都有各地组成的声援助

威啦啦队, 广播电视实况转播, 收视率很高。高中棒球比赛中表现

优秀的选手, 大都成为各职业棒球队的选拔对象。

日本的职业棒球比赛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 现有的两个联盟

创立于 1950 年, 其中一个是中央联盟 ( セントラルリ�グ) , 另一

个是太平洋联盟( パシフィックリ�グ) , 每个联盟各有 6 支球队,

在总共 12 支球队的分组循环赛 ( 总计 130 场 ) 后, 两个联盟的冠

军队再争夺日本第一的总冠军。

2. 围棋、将棋

围棋起源于中国, 8 世纪初期传入日本, 开始在宫廷贵族之间

流传, 到 13 世纪前后, 逐渐在日本普及。现在的“本因坊"
�16
就是

从德川时代的棋院( 砉
ご

所
ど ころ

) 发展而来的。大正十四年( 1925)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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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棋院成立, 迎来了围棋的昌盛期。昭和四年 ( 1939 ) 创立全国

“本因坊赛" , 另外还有名人赛、十段赛、天元赛、棋圣赛等多种比

赛。现在日本围棋人口多达 1000 万, 职业棋手有 500 人左右。

将棋起源于印度, 在日本奈良时代, 经遣唐使从中国传入日

本, 战国时期在武将之间盛行, 到了江户时代, 逐渐在百姓中普及。

1607 年, 德川幕府开设将棋所, 1924 年, 成立东京将棋联盟, 1948

年成立了社团法人日本将棋联盟, 成为日本将棋界的权威机构。

日本现有将棋人口 2000 万人, 职业将棋棋手约有 140 人, 每年全

国主要大赛近 10 种。将棋虽从中国传入, 但现已不同于中国的象

棋了。日本的将棋棋盘横竖 10 道线共划分出 81 格, 棋子双方各

8 种 20 个, 吃掉对方的部分棋子可以归己使用, 最后以抓住对方

王将为胜。

围棋、将棋的段位都是从初段到九段, 九段之上还有名人、棋

圣和十段等, 初段之下又有 1 级、2 级、3 级。

3. 足球、网球、高尔夫球、滑雪及水上运动

足球在日本原本并不怎么受欢迎, 但自 1993 年成立职业足球

联盟 J 联盟以后, 人气大旺, 从大人到小孩都开始喜欢起足球了,

广播电视的体育节目转播时间现已同棒球大致相同, 而且商家也

不断打出与 J 联盟相关的产品, 可见足球现在所受欢迎的程度。

目前 J 联盟共有 14 只球队, 每年从春季到秋季分两个阶段进行联

盟赛。在 2002 年 6 月举行的第 17 届韩日足球世界杯赛上, 日本

队历史上第一次进入 8 强。

网球运动是在日本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发展起来的, 现在日本

全国已有 1000 多家网球俱乐部, 从事网球运动的人口达 500 多万

人, 尤其受到年轻人及情侣、家庭主妇的喜爱。

高尔夫球在战前的日本只是一部分上流社会人们的运动, 战

后逐渐开始普及, 现在从事高尔夫球运动的人口达 1200 万。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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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作为社交活动, 也经常以打高尔夫球为首选。现在日本全国已

有高尔夫球场 1400 多处, 高尔夫球俱乐部更是数不胜数, 还出现

了 24 小时营业的高尔夫球练习场。另外职业高尔夫球也很盛行,

涌现了不少世界著名的高尔夫球选手。

滑雪运动的盛行得利于日本的自然环境, 在日本的北海道及

北部日本海沿岸一带, 冬季多为积雪气候, 使得人们能经常从事滑

雪运动, 有的中、小学校还把滑雪作为体育课目, 近年来, 在城区还

出现不少人工滑雪场, 使得喜爱滑雪的人们一年四季都可就近从

事自己喜爱的运动。另外, 1972 年、1998 年分别在札幌、长野举行

过两次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水上运动包括游泳、冲浪、快艇等运动, 首先游泳在日本相当

普及盛行, 曾被称为游泳大国, 在第十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上,

日本游泳队几乎取得全部冠军。因日本四面环海, 有众多的天然

海滨浴场, 加之日本的所有学校, 包括中小学校几乎都有游泳池,

要上游泳课, 因此使得游泳运动有很大的发展。近年来在海滨浴

场又开始盛行冲浪及赛艇运动, 特别受到年轻人的喜爱。

思考题:

1. 传统的日本艺术与体育都包括什么, 它的形成、发展及现

有特色。

2. 受中国影响的日本艺术与体育都有什么, 它的传入、发展

及现有特色。

3. 受西方影响在日本盛行的艺术与体育都有什么, 它的传

入、发展及现有特色。

4. 日本插花艺术的精神追求及三个共通的基本理念是什么?

5. 相扑运动的重要精神与选手的等级划分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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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  位于岛根县大社町 , 始建于中世时期 , 在日本神社建筑中被称之为

最古老的神社样式。

②  “三味 ”( 三弦) , 原本是西亚乐器 , 16 世纪中期经琉球传入日本 ,

多使用猫皮及狗皮蒙鼓。

③  散乐: 与宫廷正式的雅乐对应 , 也称俗乐 , 是曲艺和模仿表演等的总

称。

④  猿乐: 日本中世艺能之一 , 起源于中国散乐的滑稽模仿表演。

⑤  田乐: 在插秧季节 , 为祈祷丰收而举行的田间歌舞祭祀活动。

⑥  节: 日语为“ 节
ふし

”, 在此为曲目之意。

⑦  池坊专庆( 池
い けの

坊
ぼう

跶
せ ん

庆
け い

) , 生年不详 , 15 世纪中期的华 ( 花 ) 道家 ,

京都顶法寺六角堂的僧侣 , 被认为是池坊流派华( 花) 道的始祖。

⑧  在茶会上招待客人的简单饭菜 , 以应季的新鲜优质材料为主 , 有着

体现四季寒暖 , 追求简洁美的特色。

⑨  也称“ 一
い ち

枚
まい

纴
え

”, 指印在一张纸上的浮世绘 , 只印一张纸的版画。

⑩  朝鲜三国时代半岛西南部的国家。

�11  相扑比赛的场地。正式的相扑比赛的场地是在高约 36 公分 ～54

公分、一边约为 5. 4 米的正方形高台上 , 围有直径为 4. 55 米的圆

圈 , 比赛就在这圆圈内进行。

�12  相扑比赛中排名在最前的力士级别。一般指平幕 ( 平
ひら

幕
まく

) 、也称

( 前
ま え

头
がし ら

) 以上( 含平幕) 的选手。

�13  “カラ”为“空”,“オケ”是“orchestra”的略语 , 意为供练唱或演唱用

的歌曲伴奏录音及录像。

�14  “日本放送协会”( 日本广播协会) 的罗马字标音略语。

�15  位于兵库县西宫市 , 其甲子园棒球场因每年举行日本高中棒球全国

比赛而闻名。

�16  江户幕府棋所之一 , 以京都寂光寺本因坊的僧侣算砂( さんさ、1558

～1623) 为始祖 , 至第 21 代传人秀哉引退 ( 1939) 为止 , 后成为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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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界实力派冠军的称号。

主要参考文献:

1. 佐々木瑞枝著《日本事情入 》, 日本アルク出版社, 2000

年。

2. 大森和夫等编著《日本( 上、下) 》, 大连出版社, 1997 年。

3. 周平等编著《日本风情录》, 东方出版社, 1996 年。

4. 苑崇利编著《日本概观》, 外文出版社, 2001 年。

5. 平凡社 《マイへディア日本百科辞典》, 1996 年。

6. 梅棹忠夫等 修《大事典 desk》, 日本 谈社, 198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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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日本风俗习惯

日本人在一年的生活中有各种节日活动和祭典活动。在这些

节日活动中, 既有二战后国家新规定的国民的节日, 例如 10 月 10

日的体育日, 它是为纪念在东京举办的奥运会而设立的节日 ( 日

语叫“祝日" ) , 还有像正月、盂兰盆节、女孩节等自古以来就与日

本人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传统节日( 日语叫“年中行事" ) 。

日本节日之多, 在世界上堪称第一。这些节日是传统文化和

现实人生的纽带, 在日本现代社会中起着重要作用, 成为人们亲

近、传承传统文化, 增强日本国民的凝聚力的重要形式和手段。

日本的传统节日多同农耕仪式、日本的宗教观、季节观有密切

联系, 其中几乎所有的节日都可在某种宗教里找到渊源。比如说,

新年是神道式的, 中元是佛教式的, 盂兰盆节是佛教和神道二者兼

而有之。现代日本年轻人虽然通过节日活动参与了很多宗教活

动, 但当中大部分人并非是信仰某一宗教的教徒。

与这些节日祭日相关联, 形成了日本独特的风俗习惯。

第一节 一年中的主要节日活动

1. 新年( 正月)

日本的正月是迎接年神、祈祷丰收的年初仪礼, 同盂兰盆节一

起, 是祭祀祖灵的的两大例行年祭。顺便说明一下, 与中国不同,

现在日本的这两个节日及其他节日, 都是按公历进行。

日本人过正月, 有很多独特的风俗习惯, 下面一一作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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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初次参拜  除夕之夜, 一家人喝着屠苏酒, 吃着“越岁

面”, 并一边欣赏着红白歌会
①
等丰富多彩的电视节目, 等待零时

钟声的响起。佛教认为人生有 108 个痛苦与烦恼, 敲响 108 下钟,

就会去掉这些烦恼。由于现在有很多寺院在除夕之夜, 允许一般

民众敲响除夕钟, 在寒风中, 人们排着长队等待自己敲响除夕的钟

声。元旦零时, 在寺院的大钟敲响 108 下后, 便迎来了新的一年。

人们在钟声敲响的同时, 或清晨一早前往附近的神社或寺院进行

一年中的“初次参拜" , 以求一年的幸福和健康。初次参拜是日本

新年重要活动之一, 最近很多人都去有名的神社或寺院, 因此从

12 月 31 日至元旦, 整晚都有运行的电车和公共汽车, 参拜的人群

熙熙攘攘, 热闹非凡。

稻草绳·门松·镜年糕 过去, 日本人认为正月里年神会降

临到每个家庭, 保证他们的幸福生活。因此, 日本新年有在门上挂

稻草绳的风俗, 表示是神降临的清洁的地方。有独门独院的家庭

在家门两侧摆放门松。现在保持这种习俗的主要是关东地区和大

城市家庭以及地方各町村的学校、机关, 其他各地也有摆放其他树

枝的, 但都表示迎接年神降临, 祈祷新的一年的好收成。正月里,

日本人家中摆放镜年糕( 圆形大年糕) 供奉神佛, 祈求年神带来这

一年的丰收和福德。

贺年卡·压岁钱 日本人素有在正月向老师和平时受到各种

关照的亲朋好友以及邻居互致问候的礼节, 从 1899 年 ( 明治 32

年) 实行贺年特别邮政制度以后, 人们开始使用贺年卡互致问候,

一般在 12 月 15 日 ～28 日期间寄出的贺卡, 元旦集中投递到各

户。当人们收到亲朋好友寄来的厚厚一打贺年卡时, 真可谓欢喜

激动不已。贺年卡分为两种: 一种是印有各种风景等图案的; 一种

是邮局出售的印有中奖号码的明信片式的, 中大奖的可得到电视

机、照相机等奖品。压岁钱日语叫“年玉 " ,“年玉" 原指为祝贺新

年赠送的礼品, 过去新年时孩子从父母那里、佣人从主人那里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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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新年礼物, 统称为“年玉" 。现在,“年玉" 是指父母、亲戚在正

月给孩子的压岁钱。

“节料理”·煮年糕·屠苏酒 中国过阴历春节, 日本过阳历

正月, 虽然一个月后才立春, 但在日本, 把阳历正月视为最重要的

节日, 因此正月吃的料理也叫“节料理”。“节料理”是煮成微甜的

蔬菜、鱼等食物, 装在精美的漆器盒中以备新年食用。最近, 大商

场也卖成套的“节料理”。煮年糕日语叫“杂煮”, 顾名思意, 是将

年糕放入蔬菜、肉、鱼等汤中煮的食物, 是正月不可少的主食, 因地

方、家庭不同使用的材料和调味方法也不同。屠苏酒是在甜酒中

放入几种草药制成的酒。在元旦那天全家喝, 祈望一年不得病。

据说从平安时代开始就有喝屠苏酒的风俗。

日本式纸牌(“百人一首歌留多" ) 日本正月里传统的游戏有

放风筝、玩陀螺、拍羽毛毽子、玩扑克牌及日本式纸牌。现在玩这

些传统游戏的越来越少了, 但日本式纸牌———“百人一首歌留多"

仍受欢迎。百人一首是指将一百名歌人的各一首和歌编辑成的歌

集, 其中以镰仓时代藤原定家编选的“小仓百人一首 " 最为有名。

“歌留多 " 汉字也写成“骨牌" , 即纸牌的意思。“百人一首歌留

多" 由一百张印着和歌和作者肖像画的画牌以及另外一百张仅印

有和歌下句的字牌组成。玩法是由一个人朗读画牌上的和歌, 几

个人从摆好的字牌里快速找出朗诵的那首和歌字牌, 找出最多者

取胜。“百人一首歌留多" 不仅在家庭里很受欢迎, 每年 1 月还举

行全国性比赛大会。

新年试笔 把新年( 1 月 2 日开始) 初次写字、做画等称为新

年试笔。写的字也是有新年气氛的, 一般小学生多写些“梦" 、“希

望" 、“和平"、“春" 等。每年一月初各地还举办新年试笔大会。

成人式 1 月的第二个星期一( 原来为 1 月 15 日) 全国各区、

市町村的地方自治体都为满 20 岁的男女青年举行成人仪式。这

一天, 女孩子们穿上漂亮的和服, 男孩子身着西服, 接受人们的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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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这天开始意味着本人已经成为大人, 有了选举权和饮酒吸烟

权, 也开始担负起成人的各种义务。

2. 春天传统节日

“节分”( 立春的前一天)  节分指季节的转换期, 如立春、立

夏、立秋、立冬等, 特别是指立春前一天, 2 月 2、3 日前后, 为迎接

春天的到来, 各地在神社寺院普遍举办撒大豆除恶魔活动。这天,

各家庭炒好大豆, 边喊“鬼出去" 边向门外撒, 边喊“福进来" 边往

家中撒。因为人们把灾祸比作鬼, 撒豆可以驱除鬼。神社和寺院

会邀请当年天干地支八字好的名人来撒豆, 烘托仪式气氛。在家

庭撒豆后, 拾起与自己年龄相同数的豆子吃, 据说可一年不生病。

情人节 2 月 14 日是情人节。在日本, 这天女孩向男性赠送

巧克力, 以表达对这个男子的善意好感。这种习惯从昭和 30 年代

前期, 由生产巧克力公司宣传发起, 到昭和 40 年代已普及。据说

现在一年巧克力的总销售量的 12% ～13% 集中在情人节。节日

前, 百货商场和超市都设有巧克力礼物专柜。

女孩节  3 月 3 日是日本的女孩节, 又称雏祭, 它与 5 月 5

日、7 月 7 日一样都是起源于中国的传统节日, 但在日本经过长时

间的历史演变, 已变成日本式的传统节日。3 月 3 日这天, 女孩子

家中准备好一个台阶式的搁板架子, 上面铺上红垫子, 再摆置各种

精致的小偶人, 这些小偶人被称为“雏人形" , 让这些小偶人 ( 雏人

形) 与女孩子们共享节日快乐。早在平安时代, 一到 3 月初, 人们

把做成跟真人一般大小的偶人放在小竹伐上, 作为灾难的替身, 顺

着江河漂走, 以此保佑女孩平安长大。到了 18 世纪江户时代, 3

月 3 日成为洋娃娃 ( 装饰性“雏人形 " ) 的洋娃娃节 ( 日语叫“雏

祭" ) , 偶人小而精美了。此前曾是身份高贵的人们的活动, 随之

在普通百姓中普及开了。

五月黄金周 黄金周是指从 4 月底到 5 月初的集中休假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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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4 月 29 日是绿色日, 5 月 3 日是宪法纪念日, 4 日为国民休息

日, 5 日是男孩节, 这样这一周内法定休假日有 4 天。有的公司将

法定休假日和双休日都算在内, 可以连续休假 8 天左右。加之气

候转暖, 正是去游玩的季节。父亲们平时忙于工作, 很少有时间陪

孩子玩耍, 可以利用这一长假陪孩子去游乐园、动物园等游玩。日

本人在黄金周期间去海外旅行的人也很多, 特别是在 1995 年前

后, 由于日元升值, 去海外观光旅行比较经济, 一时成为一种时尚。

男孩节 5 月 5 日是男孩节, 也叫端午节。这一天日本人也

吃日本式粽子和糯米粑, 但与中国的粽子不同, 是一种甜点心。这

一天有男孩的家高高挂起鲤鱼旗, 这是源于中国鲤鱼跃龙门而化

为龙的传说故事, 寓意男孩们能英勇无畏地健康成长。这天在家

中摆放武士木偶、甲胄、刀枪等, 希望孩子能像坚强的武士一样健

康茁壮成长。这天男孩的洗澡水里要放上菖蒲药草, 相传菖蒲的

气味可以预防疾病和除邪, 以此保佑孩子健康成长。

母亲节 5 月第二个星期日是母亲节。这个节日始于美国的

教会, 由于日本基督教会的努力, 1949 年开始过母亲节。这天很

多人给母亲送红色康乃馨, 也有人送礼物, 在一些幼儿园和小学校

里, 老师让孩子们画母亲的画像, 给母亲写感谢信以表示对母亲的

敬爱。

3. 夏天主要节日

祗园祭 日本全年各地共有三十个影响最大的祭典活动, 京

都八坂神社的祗园祭是现代最大的祭典活动之一。八坂神社位于

京都东山, 在明治以前叫祗园。祗园祭源于平安时代贞观十一年

( 869) 。这年京都流行瘟疫, 为驱除疫病奉勅搭建起 66 基山车和

神舆一起送往神泉苑, 迎来祗园的神, 举行一系列的祭神灵活动,

这便是祗园祭的由来。平安时代中期至室町时代, 由于民众经济

实力的增强, 规模逐渐变大, 山车越来越豪华, 配有鼓笛伴奏和田

962



乐、猴乐舞等, 非常可观。现在的祗园祭已成为京都乃至日本的一

大风景, 每年从 7 月 1 日到 31 日举行各种市民性的祗园祭活动,

特别是 7 月 17 日, 用五颜六色装扮起来的山车和身着古代服装的

参加者( 多达五千人) , 伴着雄壮有力的鼓乐, 在街上行进, 场面宏

伟、壮观。可谓各路神聚集, 共祭祗园神; 民众齐参祭, 共庆传统

节, 形成神人和乐的欢乐场面。

盂兰盆节 盂兰盆是梵文 ullambana 的汉字音译, 意译为“救

倒悬" 。《盂兰盆经》说, 为了拯救受倒悬之苦的死者, 需在夏历 7

月 15 日备百味饮食, 供养十方僧众。中国梁代开始仿行, 后来除

设斋供僧外, 还加进了拜忏、放焰火等活动。
②
在中国已没有这个

节日了, 但在日本仍是一个盛大节日, 只不过佛教色彩已不那么

浓, 主要活动是扫墓和祭奠祖先。过盂兰盆节的时间因地方不同,

分为 7 月盂兰盆和 8 月盂兰盆。因此, 7 月中旬到 8 月中旬是日

本电车客运和高速公路运行的高峰时期之一, 尤其 8 月 13 日至 8

月 15 日( 很多公司在此期间放暑假) 离开家乡的人们举家回故

里, 形成“民族大移动" 场面。盂兰盆活动持续四天, 13 日燃火迎

祖先灵魂, 过去主要在墓地、十字路口、院门口等地燃火, 现在这种

风俗已渐渐不见踪影, 变为在家中佛坛点燃明灯, 指引祖先的灵魂

回到家。14 日、15 日祭祖先灵魂, 16 日送祖先灵魂。15 日前后的

晚上, 人们跳盂兰盆舞, 通常在空地中央搭起高台, 上面的人敲鼓、

奏乐、歌唱, 大家围着高台跳, 不仅意味供养祖先灵魂, 而且主要成

为一大娱乐形式。

七夕( 乞巧节)  牛郎和织女被隔在银河的东西两岸, 只能于

每年 7 月 7 日晚相会。日本的七夕节就是这一中国传说与日本古

老习俗相融合的产物。据说在日本, 七夕节始于圣武天皇天平六

年( 734) 。江户时代以后, 这一节日通过市民子女学校得到普及。

这一天, 人们把写有诗歌或心愿的彩纸系在竹竿上。到了近代, 这

一节日主要表现为幼儿园、小学、裁缝学校的祭星。现在, 主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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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和幼儿园的孩子为中心过七夕节。近来, 商店街为招揽顾客,

在七夕节把商店街装饰得漂漂亮亮, 使七夕节为观光和商业服务

了。仙台的七夕节装饰得最是豪华气派。

中元 正月 15 日称为上元, 10 月 15 日称为下元, 7 月 15 日

被称为中元。中元前后亲朋互相赠送的礼品也称为中元。因为 7

月 15 日按阴历算, 正值盂兰盆, 过去人们就有回故乡看望长者的

习俗, 这时要带一些土特产作为礼物相送。这个时期, 很多百货商

场都设中元专卖场, 还办理送货业务。

暑期问候(“暑
し ょ

中
ち ゅ

見
う み

舞
ま い

”)  日语“暑中”是夏天炎热期间之

意, 一般把立秋前 18 天, 即 7 月 20 日 8 月 7 日这段时间称为“土

用" , 在这期间日本人要互相寄明信片至, 互致暑期问候。如果暑

期问候的明信片在立秋后寄到, 就是残暑问候, 日语叫“ 殕
ざ ん

暑
しょ

見
み

舞
ま い

"。每年邮局都出售专用的暑期问候明信片。从 1986 ( 昭和

61) 年开始也带有抽奖号码。平时不怎么写信的人, 至少要写贺

年片和暑期问候明信片。

原子弹爆炸纪念日(“原爆記念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

1945 年 8 月 6 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 造成约 14 万人死

亡。9 日在长崎投下原子弹, 造成约 7 万人死亡。这些数字还不

包括后来因受核辐射而死亡的人。为反对核武器和祈望和平, 日

本把 8 月 6 日定为原子弹爆炸纪念日, 每年 6 日在广岛、9 日在长

崎举行祈望和平仪式, 仪式上参加者为祈祷死者冥福和世界和平,

默哀 1 分钟。市长宣读“和平宣言" 。电视每年都做实况转播。

4. 秋·冬主要节日

日本四季变化明显, 尤其秋天被誉为读书的秋天、体育的秋

天、艺术的秋天、游玩的秋天。同时由于又是各种农作物收获的季

节, 所以又被誉为味觉的秋天。在一些地方的观光果园和农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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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进行采摘活动。

敬老日 9 月 15 日是国民敬老日, 1966 年制订实施。这一

天, 为了对长期给社会做出贡献的老人表示敬爱, 祝他们长寿, 各

城镇乡村都要把老人召集在一起, 举行演艺会并馈赠纪念品。

体育日 1964 年 10 月 10 日, 为纪念在东京举办的奥林匹克

运动会所设立的国民节日。

京都时代祭( 10 月 22 日)  每年 10 月 22 日在京都平安神宫

举行的祭礼。1895 年, 为了纪念把京城从奈良迁来京都即平安京

建都 1100 周年, 在京都市内新建了平安神宫, 同年 10 月把迁都之

日定为祭日。这天, 将平安时代京都建都后至明治维新 1000 多年

来历代的风俗习惯, 用游行队列历史画卷式地加以展现。是京都

的三大祭之一。

文化日 11 月 3 日是文化日, 1937 年制定, 这天在皇宫举行

文化勋章授予仪式。现在, 由文部大臣任命的 10 名委员组成审查

会, 决定获奖人选。每年由审查会选出 5 人, 文部大臣向首相推

荐, 经过首相审查后在内阁会议上最后决定。至 1994 年为止, 共

颁发了 56 次, 获奖者 271 人, 其中女性 6 人, 获奖者平均年龄 72. 7

岁, 最年轻的一位是 1943 年获奖的 36 岁的物理学者汤川秀树博

士( 1949 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

七五三 七五三是祝福孩子们健康成长的仪式, 男孩儿是三

周岁和五周岁、女孩儿是三周岁和七周岁。11 月 15 日被定为七

五三日。这天, 父母给孩子们盛装打扮, 到附近的神社去参拜, 买

“千岁糖" 给孩子吃。“千岁糖" 表达了人们希望孩子长寿的愿望。

这种参拜神社的风俗, 是从江户时代以东京为中心的关东地区的

城市中开始流行的。皇宫、朝廷、武士家的习惯, 随着孩子的长大,

要举行祝贺孩子成长的仪式, 分别有“留发" 、“齐发 "、“穿和服裙

裤( 日语叫‘裤’) ”、“换穿系腰带和服" 等仪式。平安时代, 男女孩

1 至 3 岁要剃光头, 从 3 岁春天开始留发, 并举行留发仪式。室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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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 从 3 岁到 7 岁之间, 举行第一次穿和服裙裤仪式, 时间定在

11 月 15 日, 江户时代以后, 这一仪式为男孩所专有。从室町时代

开始, 有了“换穿系腰带和服" 的风俗, 把原来穿的系绳的儿童和

服, 换成系带子的大人和服, 来祝贺孩子长大。这一仪式原来男女

孩都在 9 岁时举行, 江户时代起, 改为男孩 5 岁, 女孩 7 岁时举

行。
③

岁暮 人们说日本人是喜欢赠送礼物的国民, 最有代表性的

是中元和岁暮。岁暮的风俗是年末为表示 1 年来得到别人关照的

感谢之情, 晚辈给长辈、同事·朋友之间互赠礼物, 时间一般在 12

月 27、28 日到 31 日之间。可是, 近年来从 11 月开始, 各百货商场

就开始出售岁暮礼物了, 因此送岁暮礼物的时间也随之提前了。

岁暮礼物大多送些过年的酒类、饮料食品等。

忘年会 过去, 一到年末, 家人、佣人、亲朋好友等忘掉一年的

辛苦, 高兴地聚在家里, 为健康、顺利地度过了一年而互相祝贺, 因

此称这种聚会叫“忘年 " 。过去的“忘年 " 就是现在的忘年会的雏

形。现在的忘年会专指工作单位同事们的宴会, 这种宴会从日本

处于经济高度增长期的 1960 年前后开始盛行。一般在日式酒店

的大“榻榻米" 房间, 大家喝酒、唱歌、聊天, 忘掉一年的工作辛苦

和烦恼, 尽情欢乐。大范围的宴会结束后, 关系好的人又去酒吧或

咖啡店第二次聚会, 甚至还有第三次聚会。因此, 到 12 月下旬左

右, 夜晚街上常看到喝醉酒的人。

圣诞节 在日本即使不是基督教信徒, 都知道圣诞节是为纪

念耶稣基督诞生的节日, 它已经成为日本人的一种生活习俗。主

要表现是, 在家里装饰圣诞树, 吃烤鸡和圣诞蛋糕, 赠送圣诞礼物。

很多孩子们相信圣诞夜晚, 圣诞老人会来送礼物。对孩子们来说,

吃蛋糕和得到礼物是非常高兴的事, 因此, 有小孩子的家庭大都过

圣诞节。圣诞节对大多数日本人来说, 虽没有宗教性的意义, 但已

成为一年中重要的节庆活动之一。圣诞节临近时, 商店街、繁华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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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布置了圣诞节的装饰, 店员穿上圣诞老人的衣裳卖蛋糕烘托圣

诞气氛。餐厅准备圣诞大餐, 宾馆举办圣诞晚宴, 设法招揽顾客,

年轻人更是期望和恋人一起度过圣诞夜。

第二节 婚葬习俗

1. 婚俗

相亲结婚 谈到结婚, 日本最有代表性的是相亲结婚。相亲

不是根据本人的自由恋爱缔结婚姻, 而是媒人把愿意结婚的男女

双方介绍在一起, 如果双方中意, 就为他们引针穿线, 直至成婚。

大致情况是, 进入婚期的子女的父母亲把子女的照片和为结婚而

写的履历书交给朋友或媒人, 请她们帮助找对象, 找到合适的对方

时, 男女双方和家长进行会面相亲。在会面时, 双方就兴趣爱好和

对家庭的想法等进行交谈, 由此来判断对方是否适合做自己的结

婚对象。尽管现在恋爱结婚的人数在增加, 但是年轻人平常忙于

工作, 有的与异性接触的机会不多, 相亲结婚仍占相当的比例。

结婚仪式 在法律上, 双方向所在市区町村政府提出结婚申

请后, 正式夫妻关系才成立。结婚年龄男 18 岁, 女 16 岁。结婚

后, 法律上规定姓氏可以随夫妻任意一方。而现实生活中 98. 9%

( 1980 年 NHK《现代日本的主妇》) 以上家庭的妻子婚后改随丈夫

姓。现在日本人的结婚仪式都在专门的婚礼场所或饭店举行。秋

天办喜事的人较多, 尤其是吉利日子结婚的人更多, 这就需要提前

预约, 据说在东京要提前半年以上预约才行。结婚仪式有神前结

婚、教会结婚、佛前结婚, 也有不带任何宗教色彩的人前结婚, 但是

人数不多。神前结婚: 新郎新娘、媒人夫妇、家属亲戚出席, 神官向

神位朗读祝词之后, 新郎对神位起誓结婚。然后新郎新娘要共同

饮一杯酒, 分三次饮尽, 共饮三杯, 称为“三三九次杯" 。两人共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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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酒, 意味着两人已正式结合在一起, 成为夫妻。最后全体在场

亲属举杯共祝两家结缘。这种神前结婚约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教

会结婚: 兴起于明治时代, 流行于 20 世纪 70 年代。明治时期基督

教在日本被承认, 教徒激增, 他们模仿欧美的作法, 在基督教会司

祭主持下举行结婚仪式。从 70 年代经济高度增长期以后, 即使不

是基督教徒, 也流行在教会举行结婚仪式, 教会也从经济角度出

发, 承认了这种做法。现在很多婚礼场所既可以举办神前结婚, 又

可以进行教会结婚, 根据顾客需求提供服务。

结婚喜宴 结婚喜宴日语叫“披露宴”, 结婚仪式后大家到宴

会厅参加结婚喜宴。在喜宴接待处有新郎新娘的朋友负责接待,

来宾在专门设计制造的喜庆纸袋里装上贺喜钱, 交给接待处并签

名。金额避开日语中不详数字 4 和 9, 另外要注意拿干净或新纸

币。喜宴开始先由介绍人介绍两人的经历, 一般由公司领导做介

绍人, 然后由主要来宾( 一般是新郎新娘最重要的客人 ) 祝词, 大

家举杯干杯后, 开始切结婚蛋糕, 之后开始进餐。在祝词中忌讳使

用日语“切"“完了"“离开" 等词。另外还有同事、朋友、学生时代

的老师等讲话。在这期间, 新娘要换 1、2 次服装 ( 日语叫“色

し”) 。喜宴结束客人走时, 主人要给客人们赠上礼品。

2. 葬礼

守夜 日本人大多选择佛式葬礼。程序如下: 首先, 是在死者

的灵前守夜。在葬礼前一天夜里, 一般认为死者的灵魂还没有离

开, 亲友们聚在一起, 在灵前守夜, 日语叫“通夜" 。最近在人死的

当天夜里为死者守夜的做法渐渐多起来。过去守夜一直通宵陪伴

死者, 现在, 到一定时间客人也回去。守夜与告别式不同, 都是与

死者非常亲近的人聚在一起, 大家边吃些素酒菜, 边聊一些关于死

者的生前事, 以缅怀死者。

告别式 守夜第二天举行告别式。告别式会场外设接待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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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人在接待处写上名字, 另外要递上装有钱的信封, 日语称之为

“香典" 。所谓“香典" 原来是指为送死者的灵魂而带去的香, 现在

指参加葬礼时送的钱。一般装在写有“御佛前" 或“御灵前" 文字

的纸袋里, 在下面写上名字, 以便遗属在日后赠送“香典 " 的回礼。

这一天死者入棺, 被放在祭坛上, 祭坛前挂上遗像, 请来僧人在棺

前诵经, 悼念死者。参加告别式的人来到祭坛前, 鞠躬后, 进香、双

手合十, 并向遗属默致哀悼。然后出棺火化。从告别式到火化的

过程一般称为葬礼。

忌日 火葬后死者的灵魂才渐渐离去。为此, 每 7 日为一

“忌日" , 最初的忌日叫“初七日" , 请僧人为死者念经, 并为来参加

祭奠的人准备饭菜。现在, 大多在火葬的当天, 回到家里一并进行

“初七日" 的祭奠, 此后在三十五日、四十九日进行祭奠。特别是

第四十九日, 是重要日子, 这一天要给亲朋们赠送“香典 " 的回礼,

安放遗骨, 拆去祭坛。以后在第一年的盂兰盆节( 7 月 15 日或 8

月 15 日) , 要为死者进行祭奠。再以后分别在第 1 年的忌日 1 周

忌、第 2 年的忌日“3 回忌"、第 12 年的忌日“13 回忌" 、第 16 年的

忌日“17 回忌" 时进行祭奠活动。

日本人就是这样经历各种仪式, 走完自己的一生。

思考题:

1. 为什么说日本人即使不是宗教信徒, 一生中也参与了许多

宗教活动?

2. 请谈谈日本人是怎样过正月的?

3. 日本有哪些孩子的节日? 内容分别是什么? 这些节日的

共同点是什么?

4. 日本人为死去的亲人送葬的过程, 与中国有哪些不同之

处?

5. 在一年例行的节日中, 哪些节日是受西方国家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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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  红白歌会: 除夕夜 , 日本 NHK 主办的歌唱晚会 , 演员分成红白两组

进行比赛 , 红组为女歌手 , 白组为男歌手。能参加这台晚会的歌手 ,

都是活跃在当年歌坛上的人气旺的歌手。因此 , 节目收视率很高。

②  王文元著《日本经济奇迹之根源·樱花与祭》, 第 298 ～199 页。

③  关于七五三起源主要参考了日本 MSN 网上的资料。

主要参考文献:

1.《日本 教育用罽穞パネルバンクⅣ行事シリ�ズ解

书》, 国 交流基金日本 国 センタ�。

2.《日本事情シリ�ズ日本人の一生》, 日本 教育学会, 昭

和 63 年 10 月。

3. 王文元著《日本经济奇迹之根源·樱花与祭》, 北京出版

社, 1993 年 3 月。

4.《日本风情录》日汉对照, 东方出版中心, 1989 年 6 月。

5. 田中宣一、宫田登编《三省堂年中行事事典》, 三省堂, 1999

年。

6. 弓削悟 著《新版日本の年中行事》, 金 社, 1999 年 11

月。

772



第十三章  日本料理

“料理”一词在日语中最初的意思是处理。公元十世纪初编

纂的《延喜式》
①
中出现了“料理御膳”

②
“料理神御饌”

③
等词语,

这里的“料理”已经带有烹调、加工食品的意思。在这之后,“料

理”一词作为动词使用时, 包含烹饪的意思; 作为名词使用时, 带

有饭菜的意思。“日本料理”即是日本饭菜的意思。这个词传入

中国之后, 作为一个固有名词已被广泛接受和使用, 本文也使用

“日本料理”一词来谈日本饭菜。

民以食为天, 食乃人类生存繁衍之最基本活动, 也正因为如

此, 一个民族文化上的许多特征都会在它的饮食习惯中有所体现。

作为文化范畴的饮食其涉及范围非常广泛, 它同自然环境的变迁、

人类的进化演变密切相关, 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各民族之间经

济交流、文化融合紧密相连。由于篇幅有限, 本章只对日本料理的

形成过程及有代表性的饭菜做一概括性介绍。

第一节 自然与人文环境中的日本料理

1. 日本料理的取材

温暖多雨的气候环境使日本列岛植被茂盛, 种类繁多, 为鸟禽

和哺乳动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 在日本的近海水域生活着三

千八百多种海洋动物。大自然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提供了丰富的

食物资源。

温暖多雨的气候为种植水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日本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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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稻米之国, 大米成为日本人最基本的主食。历史上, 人们除

了在有限的平原、盆地种植水稻以外, 还利用山地和平地交界地带

种植水果、蔬菜、麦类、薯类、玉米、大豆等农作物。日本各地区之

间的气温差别较大, 能够种植不同品种的水果、蔬菜。这些人工种

植的农产品也是日本人食物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多雨的气候不适宜在山地、高原发展畜牧业, 因此, 历史上日

本并没有畜牧业, 只是在近代随着西方文化进入, 日本才出现了养

牛、养猪、养鸡等饲养业, 使人们的食物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但在

传统的日本料理中动物蛋白的来源仍然以鱼类等海产品为主。

2. 日本料理的文化特征

日本地处欧亚大陆最东端的海上, 它虽然面对太平洋, 但在美

洲大陆被发现之前, 日本列岛几乎没有受到来自太平洋彼岸的文

明、文化波及, 日本列岛文明的形成、发展在历史上主要受到来自

中国、朝鲜以及传入中国的印度、中亚、欧洲文明的影响。但是由

于日本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 这些文明在其传播过程中, 受到了一

定程度的阻断, 与此同时, 不同时期的统治者们对待异文化也采取

了不同的态度, 因此, 阻断与传播、抵触与接受、保守与进步、锁国

与开放等等相互对立的人文因素和日本列岛独有的自然环境因素

交织在一起, 影响着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 创造出今天独特的日本

文化。

今天的日本料理也同样是在上述环境中产生、发展而来的, 它

的一些特点, 如: 清淡、精巧、俭约等, 在日本的文学、建筑、戏剧等

其它方面也可以看到, 可以说它们是日本文化特征在人们日常生

活中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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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日本料理的演变

如果仅就文化自身而言, 不同地域、不同种族的文化之间不应

有优劣、先进落后之分, 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 不同地域、不同种

族生产力的发达程度会有所差别。从文化传播的特点来看, 生产

力较为发达的地域、种族的文化处于强势, 而生产力发达程度较低

的地域、种族的文化则处于弱势。虽然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

融合的现象, 但强势文化通常被看作主流, 受到推崇和效仿。综观

日本历史, 日本文化始终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在中国衰落沦为半

殖民地以前, 受强势的中国文化影响较大; 明治维新, 脱亚入欧, 强

势的欧美文化又大量涌入。尽管如此, 面对强势的外国文化各个

时期也始终存在着完全不同的态度。当某个时期减少或断绝同外

国的交往, 纯粹的日本文化就会有长足的发展, 反之外国文化的色

彩就会多一些。日本料理的发展也遵循了这样的规律, 这一章我

们将对日本历史做简单回顾, 并从中找出日本料理的形成轨迹。

1. 原始时期

公元前 6000 年至公元前 200 年是日本的“绳纹时代”。根据

考古学的考证, 这个时期的“绳纹人”已经使用弓箭打猎、使用鱼

叉、鱼网等捕鱼并采摘野果。食品中有熊、狐狸、兔子等多种哺乳

动物, 以及山鸡、野鸭等鸟类, 水产品中有各种贝类和加吉鱼、鲈鱼

等海鱼以及鲸鱼、海豚, 植物中有核桃、栗子、葡萄等。在食品加工

方面,“绳纹人”用一些石器切割、碾磨食物、用火烘、烤、煮食物,

并且制造了各种形状的陶土器皿。

2. 早期外来文化影响时期

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三世纪, 日本进入了“弥生时代”。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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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期, 水稻栽培技术和青铜器、铁器传入日本。以水稻种植为主

的农业生产普及, 大米逐渐成为日本人的主食。粮食不仅解决了

当时人们的温饱, 还出现了剩余。从剩余粮食的积蓄开始, 产生个

人贫富差异, 出现所谓“豪族”以及“豪族”统治某一地区的现象,

地区势力的扩大形成国家。在考古学上, 把公元三世纪末至七世

纪日本社会贫富分化、国家形成的这个时期称为“古坟时代”。主

食和副食的分离是这个时期日本人饮食上的一大变化。另外, 当

时还种植了小米、大麦、小麦、荞麦以及甜瓜、葫芦、萝卜、韭菜等粮

食作物和蔬菜。肉类中, 野猪、鹿、鱼鹰、鸽子较多。水产品中, 深

海鱼类有所增加, 鲣鱼、鲍鱼、螃蟹以及淡水中的鲫鱼、鲤鱼等都是

当时日本人的鱼类食品。在食品加工方面, 除了有蒸、煮、烤、炒以

外, 还有酿造和腌制。最初用糯米发酵的甜酒主要在祭祀活动中

饮用; 米、麦、豆发酵后做成的“谷酱”发展成现在日本料理中的酱

油和豆酱; 用盐腌制动物、鸟类的“肉酱”是“寿司”等日本料理的

原型; 用盐腌制的果实、植物和海藻逐渐演变成了今天日本料理中

品种繁多的咸菜。这个时期, 日本人利用海藻加工食盐、在食品中

使用糖、干果、姜等作料。

“古坟时代”佛教传入日本, 同中国隋朝、唐朝政府建立交往

之后, 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律令

制的完善没有缩小社会中的贫富差距, 农民承担着沉重的课捐杂

税、劳役和兵役, 而统治阶层的生活却越发奢侈。到了公元八世纪

的“奈良时代”( 710 ～784) , 在饮食方面出现了贵族和农民的极端

分化。贵族阶层崇尚、效仿唐朝文化, 律令制从材料的栽培、养殖、

调拨调配、加工制作到管理等各个方面, 满足了贵族阶层的膳食奢

求。在贵族阶层的膳食中除了有一些日本原有和唐朝引进的在日

本国内可以生产的粮食作物、油料作物、蔬菜、水果以外, 还有从各

国进口的各种动植物、干货、调味品。大米是贵族阶层的主食, 而

广大农民的主食是小米和稗子, 以及麦子、荞麦、大豆、小豆。“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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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时代”佛教与政治结合在一起, 历代天皇按照佛规下令禁止杀

生食肉, 动物肉类食品从贵族食谱中逐渐消失, 而饮用牛奶、食用

奶制品等, 成为贵族们的一种营养补充。但是, 在享用不到牛奶和

奶制品的百姓中, 佛教的影响力还很有限, 根据需要老百姓仍然会

捕捉自然中的禽兽用来食用。这个时期酿酒技术提高, 制造出

“清酒”、“浊酒”、“糟酒”和“粉酒”四类; 腌制食品、干货的种类明

显增加; 贵族食谱中出现了多种油炸面点等点心; 餐具的质地和品

种丰富多彩, 有陶瓷、金属、玻璃、动物角、漆器, 日本人开始使用筷

子吃饭。在饮食方面的一系列变化中, 佛教和中国文化的影响是

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到了公元 794 年, 日本进入长达四百年的“平安时代”。在这

个时期, 佛教与政治逐渐脱离, 律令制又维持了约二百年之后便被

废止, 公元 897 年日本停止派遣“遣唐使”, 公元十世纪后半时期

至十一世纪前半时期, 以藤原氏一族为中心的“摄关政治”控制了

日本, 到了十二世纪, 武士阶层的势力逐渐扩大。在“平安时代”,

贵族和平民百姓的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 贵族生活注重陈规旧习,

无休止地举行各种仪式活动。当时, 不同的仪式活动都配置了相

应的食品, 而这些饮食偏重菜肴的拼摆形式, 忽略其营养和口味,

成为“观赏性食品”。这对后世的日本料理注重色彩的特点颇有

影响。

3. 日本料理形成、完善时期

12 世纪至 14 世纪初是日本历史上的“镰仓时代”, 武士政治

代替了朝廷的贵族政治。武士中的大部分是农民出身, 他们的生

活不追求华丽的形式, 朴实而又实际。在饮食方面, 他们经常食用

狩猎到的兽类、鸟类, 摄取丰富的动物蛋白, 积蓄能量。“镰仓幕

府”在衣食住行方面提倡朴素节俭, 无论是武士个人的日常生活

还是正式举办的宴会都不追求奢华。随着贵族的没落, 对牛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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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减少, 牛更多地被利用于农耕而不再被食用。饮茶盛行是镰

仓时代的一大特点。著名僧人荣西二度到宋朝留学, 把茶种带回

日本, 并著有《喫茶養生記》介绍中国的种茶、制茶技术和饮茶习

惯以及茶的效用。到了“镰仓时代”末期, 举行茶会比赛看谁品出

的茶叶种类最多是上流社会常有的活动。荣西等发起的禅宗带动

新兴佛教兴起, 许多将军、大名都信奉新佛教, 禅宗在武士中的感

召力很大。被称为“精 料理”的素食在寺院中发展起来, 并逐渐

传入民间, 为日本料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4 世纪中叶, 日本进入“室町时代”。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水平

显著提高, 大米不仅是贵族、僧侣、武士们的主食, 普通百姓也能经

常吃到大米。烹调方法也有了进步, 仅副食的加工方法就有“生
な ま

物
も の

、汁
し る

物
も の

、煮
に

物
もの

、煎
い

り物
もの

、炙
あ ぶ り

物
も の

、蒸
むし

物
も の

、渍
つけ

物
も の

”( 生吃、调汤、煮、干

炒、烤、蒸、腌酱制) 。从“室町时代”开始“渍物”( 腌酱制食品) 被

称为“香
こ う

の物
も の

”, 成为日本料理中不可缺少的内容。豆腐在“镰仓

时代”由宋朝传入日本, 到了“室町时代”被广泛食用, 豆腐和“纳

豆”( 蒸后发酵的大豆制品) 是“室町时代”“精進料理”的代表食

品。这个时期贵族、武士阶层把鱼类、鸟类的肉食品视为上等食

品, 蔬菜次之, 而兽类肉食品被视为低级食物。这种饮食观念深深

影响了日本料理基本风格的形成。作料的广泛使用也是这个时代

的饮食特点,“室町时代”末期酱油一词出现, 酒、砂糖在这个时代

开始用于烹调中。日式正餐“本膳料理”基本形成, 成为日本料理

的雏形。举行小型茶会, 日语叫“茶
ち ゃ

の湯
ゆ

”, 在这个时期成为上流

武士阶层的生活时尚, 武士们逃离残酷的现实躲进幽静而狭小的

茶室中静心品茶。奈良的禅宗僧人村田珠光将禅宗的精神和百姓

的饮茶习惯结合起来, 创立了茶道。

16 世纪后期( 1568) 至 17 世纪初( 1603 ) 的三十几年被称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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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历史上的“安土·桃山时代”, 出身低下而实力非凡的织田信长

和丰臣秀吉先后统治了日本。当时与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荷兰

之间开展的所谓“南蛮贸易”非常活跃, 西瓜、南瓜、辣椒、马铃薯、

菠菜、西红柿、香蕉等蔬菜、水果被带进日本, 丰富了日本人的食物

种类。所谓“南蛮料理”也随之传入日本。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

是“テンプラ”(“天麸罗”、裹面油炸食品 ) 。食用牛肉也是受到

“南蛮料理”的影响而流行起来的。另外, 由于“南蛮料理”常用猪

油炸制食品, 饲养生猪也从这个时期开始普及。“南蛮贸易”还给

日本带来了更多的砂糖, 随之出现了更多的甜点,“カステラ”( 荷

兰人带入日本的一种蛋糕 ) 就是其中之一。另一方面, 日本料理

在吸收外来文化精髓的同时也逐渐步入自身完善的阶段。小型茶

会, 即“茶の湯”进一步普及到町人等更加广泛的阶层, 织田信长

和丰臣秀吉也都对茶道抱有浓厚的兴趣, 并设立“茶头”一职专门

负责茶道。著名僧人千利休曾任丰臣秀吉的“茶头”, 他完善了村

田珠光开创的茶道。在利休风格的茶道中, 茶室、茶器、茶会、料

理、品茶人的服装等都不再拘泥于复杂的形式, 而是更加简洁、清

新。千利休使茶道变得大众化、日本化。

日本料理的代表“懷石料理”就是伴随着茶道的发展而诞生

的。在小型茶会, 即“茶の湯”上主人要为客人点几道茶, 正式品

茶之前为客人准备的饭菜就是“懷石料理”。“懷石料理”和茶道

有着共同的理念, 追求闲寂、朴素, 这同当时的战国大名们举行的

宴会料理“本膳料理”形成鲜明对比。“懷石料理”一般是“一汁二

菜”或“一汁三菜”, 从种类上看似乎有些过于简单, 但是其烹调过

程确是非常考究的, 另外, 上菜的方法以及每道菜的吃法也很讲

究。

1603 年德川家康建立江户幕府, 由此, 日本进入长达 260 年

的江户时代。这一时期日本国内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普及到

各个阶层。江户幕府完全控制了日本全国, 实行锁国政策, 在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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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文化传入的条件下, 纯日本文化迅速发展起来。在耕地面积

扩大、农作物品种改良、农业和渔业技术进步的背景下, 日本料理

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体系。城市中出现了各种餐馆, 开始是一些露

天的饮食摊位, 逐渐发展成“茶
ち ゃ

漬
づけ

屋
や

”( 茶泡饭馆∶ 提供拌进茶叶

的米饭、豆腐汤、煮菜) 、荞麦面馆、面馆、鳗鱼馆、寿司店等。

4. 近、现代外来文化影响时期

1867 年 10 月, 以明治天皇为中心的明治政府成立, 实行对外

开放政策, 制定宪法, 在政治、外交等各个领域进行改革, 通过学习

西欧各国的先进技术, 提高日本的科技水平, 进而带动经济发展。

一系列的变革给日本人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活跃的对外贸

易使日本人的食物种类、烹饪方法更加丰富, 外来文化使日本人有

了科学、合理摄取营养的意识。其中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很多人改

变了对牛肉的鄙视, 开始食用牛肉。在这个学习西方的热潮中, 日

本料理也发生了变化。日本料理中出现了牛肉饭、牛肉面、牛肉火

锅和生牛片等使用牛肉以及牛奶、鸡蛋的菜肴。

饮食习惯的改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明治、大正时代西方文化

对日本料理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东京、大阪等大城市, 以及能够直接

接触到外国文化的上流阶层、中产阶级的饮食生活中, 生活在乡村

和地方的普通百姓的饮食一直保持着传统的习俗, 这种状况一直

维持到昭和时代初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1946 年底, 日

本的文部省、厚生省、农林省联合发出通知, 全面恢复面向在校学

生的学校配餐制度,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美国政府等一些国家、

机构的援助下,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 在日本全国各中小学完全实现

了学校配餐制度。在这个过程中, 面包、牛奶、汉堡包等大众化的

西餐得到普及。尽管如此, 米饭、大酱汤、腌萝卜干仍然是大多数

日本人每天不可缺少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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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有代表性的日本料理

17 世纪日本料理完全确立之后, 在外来文化、现代文明的影

响下, 不断发展完善。特别是日本料理合理的营养结构和独特的

色彩, 受到了世界的瞩目。下面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日本料理。

1.“本
ほん

膳
ぜ ん

料
り ょう

理
り

”

“本膳料理”就是正式的日本宴席。“室町时代”“本膳料理”

的形式和内容基本固定下来,“明治维新”时期传统形式被简化,

直到今天, 日本人结婚、作法事宴请亲朋好友时, 还是经常采用

“本膳料理”这种形式。

在“本膳料理”中, 各种菜肴摆在带有四个腿的长方形漆器食

案上, 每上一案就叫“膳”, 丰盛的宴席菜肴可上到七案, 也就是

“七の膳”。第一案叫“一の膳”或“本膳”, 包括醋拌生鱼丝或生

蔬菜丝等, 日语叫“ 脍
なま す

”; 还有,“本
ほ ん

汁
じ る

”( 第一道汤 ) 、“香の物”

( 咸菜) 、“煮物”和米饭。每样饭菜要用固定形状的餐具盛放, 还

要放在固定的位置上。( 参见下面的“本膳料理”示意图) 。

“向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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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膳”

膾         香の物

本汁

煮物         飯  

“二の膳”

和え物        盛り合せ

二の汁

  

2.“会
かい

席
せ き

料
り ょう

理
り

”

“会席料理”是将“本膳料理”简化的酒宴形式。据说最开始

是一些俳句诗人举行俳句会之后聚餐时常采用的形式, 在江户时

代中期颇为流行, 现在一般指比较丰盛的日式酒席。“会席料理”

包括米饭、汤 (“汁
し る

”) 、凉拌配菜 (“附
つけ

合
あ わせ

”) 、腌菜 (“香の物”) 、

烤鱼、生鱼片或醋拌凉菜、蒸蛋羹等。吃的时候, 饭菜放在一个边

长为 36. 4 cm 的正方形漆器盘中端上餐桌。品酒是“会席料理”的

中心内容, 所以, 米饭和汤要最后上, 其他可以配酒的菜肴先上。

3.“怍
かい

石
せ き

料
り ょう

理
り

”

前面简单介绍过“怀石料理”的产生, 这里再做一些补充。

“怀石料理”中的“怀石”原意是指修行中的僧侣为忍受饥饿将一

块烘热的石头放入怀中。“怀石料理”的质朴同禅宗所追求的境

界也许有着某种共同之处。

“怀石料理”凝聚了日本料理的基本特点。第一是量不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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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要估算好客人的饭量, 保证客人正好能吃完。同时, 切忌使用

不能食用的装饰。第二点就是要在主人和客人之间构筑起一种非

语言的交流, 以此达到共同的精神境界。

“怀石料理”包括“ご飯
は ん

、汁、お菜
な

、香の物”, 也就是米饭、汤、

菜和咸菜。一般是主人先端上米饭、汤和第一道菜, 日语称为“ご

飯、汁、向
む こう

付
づ け

”。客人先吃米饭、喝用海产干货熬出的高汤以及日

式黄酱(“みそ”) 精制而成的素汤; 当客人喝完汤, 饭碗中只剩一

口米饭的时候, 主人会送上酒。客人们喝了酒才吃第一道菜, 即

“向付”。“向付”一般都是用盐、醋、高汤等和鱼丝、鱼块拌制的凉

菜。盛“向付”的餐具一直要留在餐桌上用来夹菜。因此, 主人会

在这件餐具上下一番苦心。接下来是第二道菜, 即“煮物”。“煮

物”是“怀石料理”中非常重要的一道菜。要选择时令的海鲜产

品、蔬菜等, 根据“阴阳五行说”来搭配菜色, 盛菜用的木制碗上的

图案也要充分表现出季节性。“煮物”是一道热菜, 先将时令海

鲜、蔬菜等油炸或煮熟, 之后, 摆入相对大一些的木制碗中, 最后将

加热的用海产干货熬制的高汤冲进木碗中。第三道菜“烀
や き

物
も の

”, 是

一些烤制的鱼、鸡和蔬菜等。吃完“烀物”, 主人和客人要互相敬

酒。之后, 主人为客人端来“香の物”( 咸菜) 。“香の物”包括二、

三样颜色、口味不同的咸菜, 这几样咸菜和盛菜的小碗要体现出季

节性。和“香の物”一起端上来的还有“湯
ゆ

桶
とう

”, 是一小壶泡着锅巴

或者炒米的热水, 这个热水用来把留在饭碗中的一口米饭冲成泡

饭, 和“香の物”一起吃。

品尝“怀石料理”是“茶の湯”茶会的一个部分, 在日本, 茶道

有很多流派, 各个流派的“怀石料理”在拼摆、用料等方面会有些

不同。但“一汁二菜”或“一汁三菜”这一基本格式是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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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刺
さし

身
み

”

把金枪鱼(“まぐろ”) 、鲆鱼 (“ひらめ”) 、鲷鱼(“たい”) 、墨

斗鱼(“いか”) 等海鱼切成片、块或丝, 沾着酱油和山嵛菜泥(“わ

さび”) 吃的日本料理。

在酱油制作工艺还不发达、没有上等酱油的时代,“刺身”是

沾着生姜醋、辣椒醋、山嵛菜泥醋等吃的。现在“刺身”主要使用

新鲜海鱼, 所以常被翻译成生鱼片。其实, 在“江户时代”初期, 不

仅有生鱼片还有生禽片、生菜等, 在日本的一些地区现在也食用马

肉或牛肉制作的“刺身”。

5.“寿
す

司
し

”

用盐、糖、醋把米饭拌成甜酸饭, 配生鱼、黄瓜、鸡蛋等食品做

成的日本料理。“寿司”的做法和吃法很多。常见的有 ( 1 )“握り

ずし”, 把用醋等拌好的米饭用手捏成椭圆形之后加一片生鱼的

饭团; ( 2)“蜅きずし”, 用一张紫菜把用醋等拌好的米饭加上黄

瓜、蟹肉等卷成长条, 之后切成段的饭卷; ( 3)“押しずし”, 用模子

把用醋等拌好的米饭押成块, 上面放上生鱼片食用; ( 4 )“散らし

ずし”, 在用醋等拌好的米饭上, 撒上青菜、鱼松、炒鸡蛋丝、紫菜

等做成的寿司饭; ( 5)“五目ずし”, 在用醋等拌好的米饭里面再加

进蘑菇、葫芦干等拌成的什锦饭。( 6)“いなりずし”, 油炸豆腐中

包上用醋等拌好的米饭。

6.“おむすび”、“おにぎり”( 饭团)

手心沾点儿盐, 用手将米饭捏成椭圆形或者三角形。捏成饭

团之后, 可在外表沾点儿黑芝麻、或包一小块紫菜, 有时也可以把

表面稍微烤一下, 使其表面略显焦黄。

日语中原来将捏成饭团的米饭叫“屯食( とんじき ) ”,“江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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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改为“おむすび”, 现在日常生活中常用“おにぎり”的名称。

江户时代盛行看戏, 在还没有食堂、餐厅等设施的年代,“おむす

び”是最好的携带食品, 直到今天, 外出郊游等时候, 还有很多日

本人喜欢带上“おむすび”或者“おにぎり”。

7.“おでん”( 素烩)

把炸过的豆腐块和萝卜块、芋头块、鱼丸子、以及用魔芋粉加

工好的魔芋块串在较短的竹签上, 放在事先调配好的高汤中炖制

的菜。

8.“たくあん”( 腌咸萝卜)

把萝卜晾干, 用盐、糠腌制成的咸萝卜。“たくあん”是日本

料理中不可缺少的一道配菜。

第四节 日本料理中的餐具和菜肴的拼摆

日式餐具主要有漆器制品、竹制品、陶瓷制品等。漆器制品耐

热耐湿, 在气候湿润的日本, 用漆器制作的碗、筷等成为一种经久

耐用的理想餐具。竹制品也是适合日本气候的天然材料。日式餐

具中陶瓷制品的颜色、图案、形状种类繁多。在颜色上, 除了有青、

白、朱红、藏蓝等等各种颜色之外, 还有一些突出黏土坯子等材料

原有色彩的制品; 图案中有花草、山水, 也有描绘海浪的波纹; 在形

状上, 有原形、方形、长方形、鱼形, 也不乏不规则的造型。从日本

料理中餐具的使用上, 我们可以找到日本文化追求与自然相融合

的特点。

在日本料理中, 餐具的选用讲究同节气、四季变化相呼应。例

如: 元旦喝屠苏酒的时候要用印有鹤、龟等吉祥物的酒盅; 二月, 在

日本是梅花开放的季节, 日本料理中常使用印有梅花的漆器方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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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 三月是各种贝类海产品最鲜美的季节, 日本料理中常会用一些

贝壳形或菱形的餐具; 四月是樱花的季节, 自古以来日本料理常在

此时使用一种称为“云锦”的瓷器, 这种瓷器上印有樱花和红叶;

五月有男孩节, 餐具的色彩随之变得明快起来; 六月、七月和八月

是闷热难熬的季节, 日本人常选用质地较薄的、白色或淡青色调的

大盘、大碗盛放凉面等凉爽、清淡的菜肴; 九月是菊花开放的季节,

被称之为“菊月”。另外, 芒、桔梗等七种草也在九月开花, 带有这

些花草图案的盘、碗成为这个月份日本料理中常见的餐具; 十月,

茶道称之为“名残月”, 这个时期日本料理不使用色彩鲜艳的餐

具, 追求一种闲寂的氛围; 十一月十五日是七岁、五岁、三岁孩子们

的节日, 这时候, 孩子们的家人要捣年糕、做红豆饭, 菜肴中的鱼都

要带头、带尾。这之中充满了大人们对孩子的爱和期盼。餐具常

选用青磁器、配上带有红色等鲜艳色彩的餐具; 十二月是吃海鲜火

锅的季节, 各种砂锅陶器为人们凭添几分暖意。

使用餐具的时候, 日本人也很注意表现材料的天然美。比如:

为了表现出竹器的天然色彩, 有些竹筷上保留着绿色的竹皮和竹

节, 在使用之前, 还在水中浸泡一会儿, 使其更显湿润光泽。夏季

为增加一些凉爽的感觉, 在拼摆菜肴之前, 用茶道使用的圆筒竹刷

沾些凉水, 弹到漆器餐具上, 这在日本料理中称作“露打”。

在拼摆菜肴的时候, 日本料理很注重余白的利用, 菜肴和余白

的比例可为五比五、七比五、六比四不等, 根据不同的需要选择不

同的比例。比如∶ 夏季, 为了增加凉爽的气氛, 日本料理常在浅而

大的餐具中留出充分的余白; 另外, 使用托盘、食案时, 日本料理也

很注意留出余白。

日本料理给人带来的视觉上的美感常会被提起, 有人甚至称

之为画。这种色彩美来自于材料的选用、加工, 同时也和餐具的选

择、使用、菜肴的拼摆密不可分。日本料理从一个侧面为我们展现

了日本文化清淡、精巧、简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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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 自然环境对日本人饮食习惯产生了何种影响?

2. 日本料理的发展主要经过了哪几个阶段? 各个阶段日本

料理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3. 常见的日本料理有哪些?

4. 你吃过什么日本料理吗? 吃后对日本料理有何印象?

注 释:

①  公元 907 年 , 当时控制日本政治的实权人物藤原时平下令编纂的书

籍 , 全书共五十卷 , 用汉文详细记载了宫廷中一年四季的活动、百官

的礼仪等。

②  《交替式 弘仁式 延喜式前篇》, 第 153 页。

③  《交替式 弘仁式 延喜式前篇》, 第 154 页。

主要参考文献:

1.《日本食品生活史》, 渡边实, 吉川弘文馆, 1984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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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日本的世界遗产

日本的世界遗产有着独特的文化个性, 本章带你去领略一下

它的魅力。

第一节 世界遗产

一、世界遗产的起源

20 世纪 60 年代, 埃及在尼罗河上游修建阿斯旺水坝, 水坝建

成, 两座千年神庙却不复存在。人类用神庙换来水利效益, 却留给

子孙永远的遗憾。而那些被两次世界大战、地区争端和内乱的战

火毁灭的古迹, 被大型工程和旅游开发所创伤的名胜, 更是不计其

数。为此, 1972 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了《保护世界文

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启动世界文化遗产工程。其宗旨在于促进

各国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合作, 为合理保护和恢复全人类共同的遗

产作出积极的贡献。

在《公约》中, 国际社会首次将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的概念结

合在一起。1985 年, 中国成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缔

约国。截止到 2000 年 12 月, 全世界共批准 529 项世界文化遗产,

138 项自然遗产。

《公约》对文化和自然的标准作出了明确规定, 确认了世界遗

产的存在, 并申明它们属于全人类所有。《公约》是在全球范围内

制定和实施的一项具有广泛和深远影响的国际准则性文件, 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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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任务是确定世界范围内的自然与文化遗产, 将那些被认为具

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的古迹和自然景观, 让全人类承担起保

护的责任。在 21 世纪, 随着人类生存理念的更新转变, 珍视自己

的生存环境, 保护世界上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 的人类文化

和自然遗产一定会受到国际社会更为广泛的积极支持和参与。

二、世界文化遗产公约

1. 自然遗产

《公约》给自然遗产的定义是符合下列规定之一者:

( 1 ) 从美学或科学角度看, 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由地质和生

物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面貌;

( 2 ) 从科学或保护角度看, 具有突出, 普遍价值的地质和自然

地理结构以及明确划定的濒危动植物物种生态区;

( 3 ) 从科学、保护或自然美角度看, 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天

然名胜或明确划定的自然地带。

2. 文化遗产

《世界文化遗产公约》规定, 属于下列各类内容之一者, 可列

为文化遗产:

( 1 ) 文物: 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 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

建筑物、雕刻和绘画, 具有考古意义的成分或结构, 铭文、洞穴、住

区及各类文物的综合体;

( 2 ) 建筑群: 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 因其建筑的形式、同

一性及其在景观中的地位, 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单独或相互联系

的建筑群;

( 3 ) 遗址: 从历史、美学、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 具有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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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价值的人造工程或人与自然的共同杰作以及考古遗址地带。

三、日本的世界遗产

日本于 1992 年 6 月经国会批准签订了世界遗产条约, 成为第

125 个缔约国。截止到 2000 年 12 月, 日本共有 11 项被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其中, 文化遗产 9 项, 自然遗产 2 项, 现在仍无混合遗

产。日本的世界遗产申报工作不是由个人、地方自治体推荐申报

的, 全部由国家推荐申报, 并且受到文化资源保护法、自然环境保

护法及自然公园法等的保护。以下为日本世界遗产名录。

日本的世界遗产名录:

自 然 遗 产

序号 名称 所在地 批准列入时间

1 .白神山地 秋田县
青森县

1993 年 12 月

2 .屋久岛 鹿儿岛县 1993 年 12 月

文 化 遗 产

序号 名  称 所在地 批准列入时间

1 法隆寺地区的佛教建筑 奈良县 1993 年 12 月

2 姬路城 兵库县 1993 年 12 月

3

古都京都的文化遗产( 17 处)
贺茂别雷神社( 上贺茂神社 ) 、贺茂

御祖神社( 下鸭神社)
教王护国寺 ( 东寺) 、清水寺、延历

寺、醍醐寺、仁和寺、平等院
宇治上神社、高山寺、西芳寺 ( 苔

寺) 、天龙寺、鹿苑寺( 金阁寺)
慈照寺 ( 银阁寺) 、龙安寺、本愿寺

( 西本愿寺) 、二条城

京都府
滋贺县

199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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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白川乡五个山的人字木屋顶建筑村落

岐阜县白川村荻町、富山县平村相
仓、富山县上平村菅沼

岐阜县
富山县 1995 年 12 月

5 广岛和平纪念公园( 原子弹爆炸遗址) 广岛县 1996 年 12 月

6 严岛神社 广岛县 1996 年 12 月

7

古都奈良的文化遗产( 8 处)
东大寺、兴福寺、春日大社、春日山

原始林、元兴寺、药师寺、唐招提寺、平城
宫遗迹

奈良县 1998 年 12 月

8 日光的神社和寺院( 3 处)
二荒山神社、东照宫、轮王寺

枥木县 1999 年 12 月

9

琉球王国古城及相关遗产群( 9 处)
今归仁城遗迹、座喜味城遗迹、胜连

城遗迹、中城城遗迹、首里城遗迹、园比
屋武御岳石门、玉陵、识名园、斋场御岳

冲绳县 2000 年 12 月

此外, 还有暂定名录。所谓暂定名录, 就是为了列入世界遗

产, 在 5 ～10 年内准备推荐的遗产名录。现在列入日本暂定名录

的文化遗产有古都镰仓的寺院、神社等 5 项。

第二节 自然遗产

一、白神山地

白神山地是面积达 13 万公顷的山岳地带的通称, 位于本州岛

北部, 距日本海 15 公里, 横跨青森县和秋田县, 人迹罕至, 保留着

丰富的自然景观资源, 有日本最大规模的山毛榉原始森林分布。

在这片山毛榉森林中, 共生着各种各样的植物群, 生长着许多动物

群, 生态系统完全保持着自然形态, 并有日本特有的日本鬣羚和日

本猕猴在此栖息。整个地区是一处国家森林, 于 1992 年在自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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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法里被列入自然保护区。于 1993 年 12 月被列入日本的首批世

界自然遗产名录。

该区海拔 100 米到 1243 米, 占地 450 平方公里, 包括陡峭崎

岖的山脉, 山峰高度在 1000 到 1200 米之间。山脉于第四纪时突

然隆起, 大规模的地质运动在该区极为频繁, 50% 以上的地区拥有

深谷, 山谷陡峭, 斜度都在 30 度以上。因靠近日本海, 冬季的暖湿

气流和西伯利亚的冷气相交汇在该区形成大量降雪。该区水资源

丰富, 许多小溪和河流都发源于此, 地区河流的源头位于草木葱翠

的野山之中, 并延伸到广阔的山毛榉林地。由于十分陡峭, 远离都

市, 使这一地区至今还没有遭到人类的砍伐, 原生的山毛榉林得到

保存, 白神山地是日本稀有的自然森林遗迹之一。

二、屋久岛

屋久岛位于鹿儿岛县南部, 是大隅诸岛中的岛屿, 面积 503 平

方公里。岛上最高处为地跨熊毛郡屋九町、上屋九町的九州最高

峰———宫之浦岳( 1935 米) , 与永田岳、黑味岳、投石岳等高峰被称

为八重岳, 也有海上阿尔卑斯山脉之称。于 1993 年 12 月被列入

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岛周围的低地年平均气温为 20℃左右, 很温暖。森林占总面

积的 90% , 其中 80% 为国有林。可见到珊瑚礁, 岛上生长着榕树

等植物。并且降水量大, 有些地方平地年降水量在 4000mm 左右,

山地超过 8000 mm。因此, 在山地地带, 随高度变化植物也呈现出

不同。在海拔 700 ～1000 米以下生长着橡树等常绿阔叶林, 到

1500 米附近为屋久杉, 在更高处为药用细竹带。特别是以屋久杉

闻名, 树高 20 米, 直径达 1 ～2 米的超过 90 % 。在屋久杉的大树

中, 有 2800 年树龄的白谷大杉, 还有树根周围达 32. 5 米的威尔逊

杉、42 米的大王杉、43 米的绳纹杉等, 木纹美丽, 适用于高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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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材和工艺用材。屋久杉原始森林被指定为特别天然纪念物。在

海拔 1600 米附近的花之江河作为高地湿原尤为珍贵。

这里动物种类繁多, 除著名的屋久猴和屋久鹿外, 还有日本歌

鸲等动物在此栖息。山地部分和海岸的一部分属于雾岛屋久国立

公园, 栗生川上游被指定为自然环境保护地区。该岛还有花之江

河湿原、屋久杉乐园、千寻瀑布、大川之瀑布、尾之间温泉、汤泊温

泉、热带果树园和亚热带植物园等旅游名胜。

第三节 文化遗产

一、法隆寺地区的佛教建筑

法隆寺是位于奈良县生驹郡町的圣德宗的总寺院, 也称法隆

学问寺、斑鸠寺, 公元 607 年, 推古天皇根据先帝用明天皇的遗命

与圣德太子一起修建了法隆寺。建筑设计受中国南北朝建筑的影

响, 寺内有 40 多座建筑物, 保存着数百件 7 ～8 世纪的艺术精品。

在奈良县的法隆寺地区, 有 48 座佛教建筑, 这里一直成为佛教徒

朝拜的重要中心, 它们代表了日本最古老的建筑形式, 是木质建筑

的杰作, 同时世界最古老的木质建筑就在这个地区。其中的 11 座

建筑修建于公元 8 世纪之前或公元 8 世纪期间, 它们标志着艺术

史和宗教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再现了中国佛教建筑与日本文

化的融合。

现存庙宇群由西院、东院和很多附属庙宇组成。建于 670 年

的五重塔, 是日本最古老的佛塔。建于 620 年的金堂内供奉着中

国北魏风格的释加牟尼青铜佛像和药师如来像, 这是日本最古老

的佛像。东院后面的中宫寺珍藏着一尊木刻弥勒佛像, 这是奈良

雕刻的登峰造极之作。法隆寺地区被普遍认为是日本文化和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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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这些建筑展示了从早期到现在的日本佛

教历史。虽然法隆寺建于公元 7 世纪, 但现存仅有一座三层宝塔,

修建于公元 706 年。同西院的建筑结构一样, 这座宝塔成为早期

佛教木质建筑风格的典范。

二、姬路城

姬路城位于兵库县南部姬路市, 城堡建造在海拔 45. 6 米的姬

山之颠, 雄伟而辉煌, 南北 1709 米, 东西 1564 米, 面积为 233. 7 公

顷。白色的城墙, 纯白亮丽, 展翅欲飞, 好似一只高雅的白鹭, 所以

又称白鹭城, 被认为是规模最大、最为美丽壮观的城堡。

据说, 1333 年, 南北朝时代的武将播磨守护赤松则村( 1277 ～

1350) 建城寨, 其子赤松贞范于 1346 年始建。1600 年, 安土桃山

时代的武将德川家康的女婿池田辉政 ( 1564 ～1613 ) 因关原之战

的战功成为城主后, 1601 年开始耗时 9 年, 总共动用约 3 千万人

进行了大规模扩建。池田辉政兴建城堡的工程浩大, 用木材 387

吨, 还用 75000 块重达 3048 吨的瓷砖, 以及大量每块重一吨的巨

大岩石。姬路城原本是为战争的需要而建造的, 但城堡的设计, 巧

妙地糅合了军事需要和艺术取向, 这在日本城堡建筑中是个创举。

姬路城的石垣呈陡斜状, 这种特点被称为“扇形斜坡”。石垣的上

部向外翘出, 使人难以攀登, 这种设计也是日本式城堡一种独特的

审美意识。到了 17 世纪, 日本近代城堡建筑开始成熟、定型。同

时, 日本也在那时进入了持续了 270 年之久的和平时代, 城堡的防

御和统治功能也因而开始衰退, 城堡更多地成为武士精神的象征。

姬路城建成后有 13 个家族先后入住, 历时 530 年, 是 16 世纪

日本城堡建筑幸存最好的典范, 也是日本防御建筑技术达到巅峰

的一个标志, 同时也体现了日本城堡建筑的精致和固若金汤的战

略防御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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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都京都的文化遗产

古都京都位于近畿地区北部, 历史悠久, 从 794 年桓武天皇迁

都称平安京起, 到 1868 年迁至东京为止, 一直是日本的首都, 特别

是平安、室町时代, 是日本的文化、政治、经济中心。素有“三步一

寺庙、七步一神社”之称的京都, 有寺院 1500 多座, 神社 2000 多

座, 也是日本的宗教中心。

京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文化古都, 市内历史古迹众多, 建筑古朴

典雅, 庭园清新俊秀。全市有列为“国宝" 的建筑物 38 处, 定为重

要文物的建筑物 199 处。

1. 贺茂别雷神社( 上贺茂神社)

京都市北区的上贺茂沿着从北到南流向的贺茂川, 纵贯市内。

在上贺茂有上贺茂神社。祭神为贺茂别雷神。它是与 7 世纪后半

叶建成的下鸭神社齐名的京都最古老的神社, 已经被列入世界文

化遗产。在其巨大的神社内除了本殿、权殿之外还另建有 34 栋建

筑物。初夏举行的葵节是京都的三大节日之一、从 6 世纪中叶起

延续至今的祈愿作物丰收的传统的节日。

2. 贺茂御祖神社( 下鸭神社)

位于京都市左京区下鸭泉川町, 通称下鸭神社。1863 年建造

的东西本殿是国宝, 1629 年建造的币殿、四脚中门、回廊、楼门等

多数社殿被指定为重点文物。定期的祭祀为 5 月 15 日的葵节。

3. 教王护国寺( 东寺)

位于京都市南区九条町, 是东寺真言宗的总寺院, 山号八幡

山。教王护国寺是现在的宗教法人名, 通称东寺。但在平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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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明治时代, 东寺一直是正式的名称。796 年, 桓武天皇为了镇护

平安京, 在罗城门左右创建了东寺和西寺。823 年, 嵯峨天皇将此

寺赐给空海, 被定为真言密教的修行道场。饱经天灾战乱, 建寺时

的建筑已荡然无存, 所有建筑都是镰仓时代以后再建的。现存有

在密教美术史上极为珍贵的绘画、雕刻以及大量的古籍。南大门、

灌顶院、北门、东大门等被指定为重要文物, 金堂、五重塔、莲华门

等国宝众多。东寺的五重塔高为 56. 9 米, 为现存古塔中最大的

塔, 是京都的象征。此外, 讲经堂里安置的 21 尊佛像, 作为对密教

经典的立体表现而闻名。

4. 清水寺

清水寺坐落在东山山麓, 为北法相宗的寺院。创建于 798 年,

后由德川家康将军于 1633 年重建。清水寺在音羽山半山腰, 依山

而建, 正殿( 本堂) 建在悬崖边, 是京都首屈一指的木造高架寺院。

前部宛若一座大舞台, 又名清水舞台, 清水寺大殿下面由 139 根高

大圆木支撑, 高 15 米。下方有一音羽瀑布为寺内的清泉, 流水清

冽, 据说饮用泉水可以治百病, 清水寺寺名也由此而来。

5. 延历寺

位于滋贺县大津市, 为天台宗的总寺院, 山号比睿山, 也称山

门, 是比睿山屈指可数的大寺院, 东望琵琶湖, 西瞰京都。785 年,

在东大寺受戒的最澄感到世间无常, 登上比睿山, 结草为庵, 788

年创建延历寺, 804 年 7 月, 入唐学习, 回国后创立天台宗。重要

文物有东塔的大乘戒坛院堂、西塔的转发轮堂及开山堂等。国宝

众多, 有最澄入唐牒等。

6. 醍醐寺

位于京都市伏见区, 是以醍醐山全部区域为寺域的真言宗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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醐派的总寺院, 也是有名的赏樱胜地。山内现在还保存有京都府

最古老的建筑物三宝院等, 三宝院有高度约为 50 米的五重塔, 还

有葵之堂、秋草之堂和敕使之堂等许多珍贵的建筑物, 在这些房间

内可欣赏到画在墙壁和隔扇上的 16 世纪下半叶桃山时代的壁画。

7. 仁和寺

位于京都市右京区御室大内, 是真言宗御室派总寺院, 山号大

内山。886 年, 光孝天皇下令开工兴建, 888 年竣工。904 年, 宇多

天皇出家后入寺, 故是一座被称为御室御所的门迹寺院。在寺内

有两座重要的国宝建筑, 分别是五重塔和国宝金堂, 其中供奉孔雀

明王像和阿弥陀三尊像, 每年四月下旬赏樱时节, 寺中近两百株御

室樱一齐开放, 因花期较其他樱种来的晚, 为京都最晚的赏樱景点

而闻名。

8. 平等院

位于京都府宇治市, 为天台宗和净土宗寺院, 山号朝日山, 原

为源融别墅, 后为藤原道长山庄, 藤原赖通继承后于 1052 年改为

寺院。院内入口处的草地, 为源赖政自杀处。凤凰堂和阿弥陀如

来像为国宝。铜钟为日本三大名钟之一。

9. 宇治上神社

位于京都府宇治市宇治山田, 祭祀应神天皇、仁德天皇等, 曾

经和宇治神社一起作为平等院的镇守社繁荣过。一般认为该寺为

平安时代后期建造, 本殿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神社建筑。拜殿是

镰仓时代初期修建的, 是现存最古老的拜殿。本殿和拜殿都是国

宝级文物。寺内古杉老松繁茂, 宇治七名水之一的桐原水从拜殿

旁边喷涌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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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高山寺

位于京都市右京区, 山号�尾山, 是古义真言宗的特别总寺

院。红叶特别有名。镰仓时代初期, 此地的天台古刹度贺尾寺由

神护寺的文觉重建, 成为神护寺的分寺。但不久就荒废了。1206

年, 奉后鸟羽上皇之命明惠重建。在茶道史上, 因明惠在此栽培的

茶称为“本茶" 而闻名。国宝级文物众多, 有石水院、佛眼佛母像、

明惠上人座禅像、《鸟兽戏画》等。

11. 西芳寺( 苔寺)

位于京都市西京区, 是临济宗天龙寺派的寺院, 山号洪隐山。

奈良时代草创, 是 49 院之一, 在室町初期 1339 年, 梦窗疏石复兴

此寺, 并将寺名由西方寺改为西芳寺, 建造庭园, 因园内长有 50 余

种青苔, 故俗称苔寺。庭园被指定为特别名胜古迹。

12. 天龙寺

位于京都市右京区嵯峨, 是临济宗天龙寺派的总寺院, 山号灵

龟山。1339 年, 足利尊氏为祈后醍醐天皇冥福, 在仙洞御所遗迹

兴建此寺, 梦窗国师是开山祖, 最初叫历应寺, 翌年改为现名。该

寺前后历经八次火灾, 现已被指定为第一号国家特别史迹与世界

文化遗迹, 加以细心维护, 天龙寺的庭园为梦窗疏石所设计的回游

式庭园, 将京都贵族文化的优雅和禅风的幽玄完美融合, 在方丈房

中的天顶有铃木松年的名作《云龙图》。

13. 鹿苑寺( 金阁寺)

位于京都市北区, 是临济宗相国寺派寺院, 山号北山。原为西

园寺恭经的别墅, 后给足利义满。足利义满于 1397 年修建山庄,

足利义满死后, 根据遗言改为禅寺, 取名鹿苑寺。是北山文化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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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因其中有一金阁立于镜湖池畔, 为一贴满金箔的三层楼阁, 第

二三层的外墙用金箔贴成, 远远望去, 金光闪闪, 故通称金阁寺。3

层高的金阁寺, 每层都象征着不同时代的风格: 第 1 层是平安时

代, 第 2 层是镰仓时代, 第 3 层是禅宗佛殿的风格。塔顶尾部装饰

着一只金铜合铸的凤凰, 堪称一绝。原来的金阁毁于 1950 年的一

场大火, 现有金阁为 1955 年所重建, 倒影于镜湖池中华丽夺目的

金阁景致, 已成为京都著名的代表景观, 金阁寺的庭园也被指定为

国家级特别史迹和特别名胜。

14. 慈照寺( 银阁寺)

位于京都市左京区银阁寺町, 是临济宗相国寺派寺院。1489

年, 由足利义政按金阁寺造型修建, 与金阁寺齐名。银阁寺原来也

是别墅, 兴建时曾计划把外壁饰以银箔, 但建造完成时未镀上银

箔, 改名慈照寺, 俗称银阁寺。优雅的庭园中, 有两座被称为银沙

滩与向月台的白沙枯木山水, 每当月亮出现于月侍山头时, 沙丘会

反射出月光照亮庭园, 银阁为仿照东山宫殿造型, 下层为书院造型

的心空殿, 上层是称为潮音阁的佛殿, 园内还有一座称为同仁斋的

国宝建筑。

15. 龙安寺

位于京都市右京区, 是临济宗妙心寺派的寺庙, 山号大云山。

1450 年, 细川胜元请义天玄承创立。应仁之乱烧毁, 1488 年, 细川

政元重建。方丈的前院相传为相阿弥作, 是特别名胜。

16. 本愿寺( 西本愿寺)

位于京都市下京区, 是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的总寺院。对于真

宗大谷派总寺院的东本愿寺, 称为西本愿寺, 是本愿寺的通称。起

于战国时期, 亲鸾上人的女儿觉信尼创建御影堂于东山大谷, 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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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1 年, 丰臣秀吉特别捐助将西本愿寺移至现址, 其内仿照伏见

城兴建的书院, 以及由该城遗迹移来具中国风味的唐门, 皆属重要

国宝, 其主殿为飞云阁雕梁画栋, 与金、银阁并称洛阳三阁, 属桃山

文化的代表, 寺内大书院中的虎溪之亭和全日本最古老的能剧舞

台, 也值得一看。

17. 二条城

位于御所的西南侧。1602 年, 受德川家康之命始建, 1603 年

完工。初为德川家康到京都的下榻处, 后因德川庆喜在此处决议

奉还大政而闻名。1886 年成为天皇的行宫, 1939 年归属京都府。

城堡以巨石做城垣, 周围有东西长 500 米, 南北长 300 米的护城

河, 河上有仿唐建筑。主要建筑有本丸御殿、二之丸御殿等。城内

的二之丸御殿是 1626 年改建的, 作为向世人展示当时建筑风格的

珍贵建筑物而著名。殿内的墙壁和隔扇上有狩野派画师所绘的名

画。壁画《八方对视狮子图》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 画上的狮子均

面向正面, 不仅有壁画和雕刻等豪华的室内装饰, 还有行走时会发

出黄莺啼声的走廊, 暗藏护身卫士的武者隐身处等防御外敌的机

关也颇值得一看。御殿内用偶人等再现了当时的情形。

四、白川乡五个山的人字木屋顶建筑村落

位于岐阜县和富山县, 于 1995 年 12 月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包括岐阜县白川村荻町、富山县平村相仓、富山县上平村菅沼。

白川乡位于岐阜县西北部白山山麓, 是四面环山、水田纵横、

河川流经的安静山村。在那里, 茅草铺顶的人字形木屋———被称

为合掌造的民家, 共有 110 多栋连成一片。在野外博物馆的合掌

造民家园里, 25 栋在白川乡各地使用过的合掌造房屋被移建、保

存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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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山是位于富山县西南部, 庄川上游的平村、上平村和利贺

村三个村落的总称。平和上平两村分布在庄川边上的山谷盆地,

而利贺村则在庄川支流的利贺川流域。这个地方的民家以人字撑

构造法建造。这个人字撑构造形有 3 ～4 层, 为了防止积雪, 屋顶

造成 60°的斜面, 寸钉不用。因为它景观独特, 已被列为世界遗

产。人字撑构造法的村落可在平村的相仓和上平村的菅沼见到。

五、广岛和平纪念公园( 原子弹爆炸遗址)

该遗产位于中国地区中部、面对濑户内海的广岛湾边上的广

岛市内。1945 年 8 月 6 日, 广岛市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原子弹爆炸

地, 当时, 四周的房屋建筑都被炸毁, 只有一座圆顶建筑物却奇迹

般地保留了下来, 它就是在 1915 年建成的广岛县产业奖励馆。原

爆圆顶上被烧弯了的钢筋裸露在外, 外墙已塌落, 这座建筑一半被

毁, 它向今天的人们诉说着当时的惨况。和平纪念公园在原爆圆

顶旁边、是被夹在夹地太田川和元安川两条河流之间的土地上经

整修而成的公园。

这里有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几座和平纪念碑、凭吊原子弹受

害者的供养塔和慰灵碑及上面点亮着和平之灯的泉水池等, 还成

群放养着象征和平的鸽子。这座唯一保存着的原爆圆顶和广岛的

名字一起作为和平城市广岛的象征, 作为负面遗产, 它让今天的人

们认识到战争的罪恶, 了解原子弹爆炸的恐怖, 珍惜和平的可贵,

祈愿永远和平, 具有特殊的历史教育意义。

六、严岛神社

宫岛是广岛县西南部位于宫岛町的严岛的总称, 朱红色的神

殿与山色海景十分协调, 整个岛屿是遍布史迹的名胜地。它与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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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县的松岛、京都府的天桥立齐名, 为日本三景之一。据传公元

593 年, 推古天皇就位时在此建造了严岛神社, 翻开了宫岛的历

史。位于广岛县西南部、宫岛町的严岛神社是一座建在海上的神

社, 世界上也许找不到第二座这样的神社了。它的寝殿以庄严华

丽的建筑风格而著称, 耸立在海上的大鸟居牌坊是宫岛的象征, 它

和有着红柱、白壁的神殿与周围的绿色森林、蓝色的大海形成鲜明

的对比。神殿已被列为国宝, 它的大部分建于 12 世纪。以总神社

为中心, 周围有 21 栋建筑物, 其间还有表演能乐的舞台等。各建

筑物用红色回廊连接, 将正殿围在当中, 东西两边加起来总长度达

300 米左右。这些建筑物的布局相当考究, 从广岛那边望过来, 就

像一只展翅飞翔的大鸟。

七、古都奈良的文化遗产( 8 处 )

奈良古称平城京。710 年至 784 年为日本都城。710 年, 回国

的遣唐史仿照中国唐都长安, 按 1 /4 的比例修建了平城京。平城

京遗址在现奈良市的西北。当时的平城京东西宽 4. 3 公里、南北

长 4. 8 公里。都城的东西南北, 每隔 400 米都有大路相通, 纵横的

大路将城区分成许多方块, 形成整齐的棋盘街。奈良是日本古代

文化的发祥地, 名胜古迹众多, 作为与中国和朝鲜文化交流的结

晶, 古都奈良充当着特殊证人的角色。

1. 东大寺

位于奈良杂司町, 是佛教华严宗总寺院, 始建于公元 745 年,

当时的寺名为总分国寺, 由圣武天皇仿照中国寺院建筑结构建造。

大佛殿东西宽 57 米, 南北长 50 米, 高 46 米, 相当于 15 层建筑物

的高度,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木造建筑。大佛殿金堂的宇宙佛毗

卢遮那镀金铜佛坐像, 高达 16. 21 米, 是日本第一大佛、世界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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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铜佛, 称为奈良大佛。殿东的大钟楼建于镰仓时代, 也是仿造天

竺式样的建筑。楼内有日本 752 年铸造的最重的钟———梵钟, 高

3. 86 米, 直径 2. 71 米, 为日本国宝。殿西松林中的戒坛院, 是为

中国唐代鉴真大师传戒而建, 他是日本第一个授戒师。

2. 兴福寺

位于奈良公园的西部, 是法相宗的总寺院、南都七大寺之一。

710 年, 平城迁都不久藤原不比等建立。原为藤原氏家庙, 势力很

大。曾数次发生火灾, 多次重建, 现存的国宝级建筑仅有镰仓时代

以后重建的三重塔、东金堂、五重塔等。这些建筑是承袭了天平以

来传统日本建筑风格的代表。雕刻有天平时代的旧西金堂十大弟

子立像等, 平安时代的四天王像、药师如来座像等。藏有《日本灵

异记》的最古老抄本等众多史料。

3. 春日大社

位于奈良市春日山西侧山脚下, 据说是由藤原氏在平城京迁

都前创建的, 是日本最古老、最著名的神社之一。后被战火烧毁,

现在的建筑都是江户时代重建的。春日鸟居、春日形石灯笼等造

型独特, 石佛、铠和胄等国宝级文物众多。每年在春日大社举行社

火活动, 千余只驯鹿漫步其间, 原始森林与春日大神殿融为一体,

成为文化风景的典范。

4. 春日山原始林

位于奈良市东部, 有春日大社、东大寺、奈良公园、兴福寺等名

寺古刹。春日山一带被生长着约 1000 种植物的原始森林覆盖。

山内有很多记述自古以来春日山信仰的小祠和石佛。此外, 春日

山还曾是祈祷遣唐使航海安全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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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元兴寺

位于奈良市, 是日本古老的寺院。6 世纪, 苏我马子在飞鸟建

立了正式的佛教寺院, 称为飞鸟寺, 也称为法兴寺。平城迁都后,

718 年, 作为该寺的分寺建立了元兴寺。1451 年, 该寺在农民起义

时被烧毁, 极乐坊残存下来, 被指定为国宝。

6. 药师寺

位于奈良市西京町, 是法相宗的总寺院、南都七大寺之一。

680 年, 天武天皇为祈求皇后病愈修建, 持统天皇时代完工。最初

建在飞鸟, 后移至藤原京, 平城京迁都后, 718 年迁至现址。寺内

的珍贵文物有东塔、东院堂、铜铸如来佛坐像、观音菩萨坐像等。

金堂的药师三尊像是奈良时代初期的铜像, 在日本雕刻史上是屈

指可数的名品。该寺以建于 698 年的东塔闻名。东塔高 37. 9 米,

是仅存的奈良时代初期的古建筑。这座塔建造奇异, 塔身 3 层, 大

屋顶下又分出小屋顶, 大小屋顶形成和谐组合, 看上去像是 6 层

塔。

7. 唐招提寺

位于奈良五条町, 是律宗的总寺院。气势雄伟, 具有中国盛唐

的建筑风格。759 年, 根据圣武天皇敕命, 唐僧鉴真大师创建。至

今仍保留着奈良时代寺院的风貌。据说鼎盛时期有 3000 余名学

僧在此学经求法。寺院大门上红色的“唐招提寺" 横额, 是日本效

谦女皇仿中国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字体书写的。鉴真大师的坐

像供奉在御影堂, 这尊塑像是 763 年鉴真大师圆寂后, 他的赴日弟

子忍基制作的, 被尊为日本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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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平城宫遗迹

位于奈良市的古代宫殿平城宫的遗迹。平城宫从 710 年至

784 年营造, 中间曾中断 8 年之久, 存在了 70 年。南北约 1 公里,

东西 1. 3 公里, 是天皇的住所, 同时也是当时律令国家的中央政府

机构所在地。据推断, 平城宫由平城宫门、内里、朝堂院、官衙区

域、东院等建筑构成。784 年山城的长冈宫 ( 京都府向日市) 迁都

后一直到 9 世纪初, 仍作为平城天皇的行宫等使用, 但 9 世纪被废

弃, 不久变成了水田。由于发掘工作的进展, 平城宫 8 世纪的风貌

将会不断展现在世人面前。

八、日光的神社和寺院 ( 3 处)

日光市位于枥木县西部, 作为二荒山神社、东照宫和轮王寺的

寺院前商业区———门前町而逐渐发展繁荣起来。日光的神道神殿

和佛教庙宇构成了一幅完美的图画, 反映了江户时代的建筑风格。

几个世纪以来, 日光的神殿和神庙与它们周围的自然环境一直被

视为神圣之地, 并因其杰出的建筑和装饰而闻名于世。日光山内

的建筑物与周围的山林地区一带, 作为建筑物与自然融为一体的

文化资产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1. 二荒山神社

790 年, 胜道上人开始修建本宫神社, 现在殿内除了正殿等最

为古老的建筑物外, 化灯笼、大国殿等建筑物都是后来扩建的。明

治时期, 根据神佛分离的法令, 这里改称为二荒山神社。社内著名

景点有神乐殿、亲子杉、正殿、化灯笼、日枝神社、大国殿朋友神社、

二荒灵泉等, 被指定为国宝级文化财产的有 23 处。在大国殿附近

有一块巨大的圆石, 是江户时代人们供奉在这里的自然石头, 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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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健康和长寿。二荒山神社据说很灵验, 可助人招福、结缘, 喝了

里面的二荒灵泉据说可以返老还童。

2. 东照宫

建于 1617 年, 是 17 世纪江户时代的将军德川家康在死后被

人祭祀的地方。江户幕府的开创者德川家康死后, 幕府的二代大

将军秀忠根据家康的遗言, 将他埋葬在日光山下, 并着手修建了宫

的正殿, 当时的风格还比较简明朴素, 后由家康的孙子、三代将军

德川家光进行了大规模改建, 才形成了今天所见到的这种豪华精

致的风格。宫内共有雕刻、绘画、阳明门等 55 处建筑物被指定为

国宝级文化财产。座落在宫门口的五重塔是由杉木建造的唐式宝

塔, 高 36 米, 始为若狭藩主酒井忠胜所建, 后因火而毁, 又由其后

人酒井忠进依原样重建。绕过五重塔, 跨过一道朱红色的正门, 就

进入到了东照宫内。宫内设有三神库、神厩房、御水房、经藏、本地

堂、阳明门、唐门、坂下门神道建筑, 还有回运灯笼、南蛮铁灯笼等

神道器物。其中阳明门有极尽奢华的雕刻和金碧辉煌的色彩, 令

人叹为观止。另外, 神厩舍上的三猿雕刻和唐门上的睡猫雕刻等

都是非常有名的艺术品。

3. 轮王寺

日本天台宗三处发祥地之一。山号日光山。据传奈良时代由

胜道草创, 并从 12 世纪至 14 世纪的镰仓时代经过扩建。现寺内

设宝物殿、护法殿、紫云阁等处, 环境优雅, 在寺外塑有胜道上人

像。别具风格的三佛堂、有着维妙维肖的升龙绘画的大护摩堂以

及宝物殿都是值得一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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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琉球王国古城及相关遗产群( 9 处)

琉球王国古城及相关遗产群包括今归仁城遗迹、座喜味城遗

迹、胜连城遗迹、中城城遗迹、首里城遗迹、园比屋武御岳石门、玉

陵、识名园、斋场御岳等 9 处, 位于冲绳县。冲绳在日本列岛的最

南端, 县厅设在那霸市。

琉球王国古城位于冲绳县那霸市首里当藏町, 也被称为御城,

首里曾是都城, 东西 400 米, 南北 270 米, 具有悠久的历史, 中国传

统文化在此有着很深的根基。据说建于 14 世纪末期。

首里城位于那霸市, 是琉球王国的都城。15 世纪中期第一尚

氏时期建成。1945 年, 在冲绳之战的战火中倒塌。琉球大学曾设

在该城遗址内。

守礼门建于尚清王( 1527 ～1555 年在位) 时期, 现在的守礼门

是按原样复原重建的, 挂有“守礼之邦”匾额。它是冲绳的象征,

也是琉球建筑技术的代表作, 具有琉球建筑的特色, 酷似中国的牌

坊。

识名园是位于首里城南约 2 公里的庭园, 在 1800 年左右作为

琉球国王的别墅建造的。把首里琦山的御茶屋御殿称作东苑, 所

以也把识名园称作南苑。在以草写的心字形水池为中心的庭园北

侧有水源泉的育德泉, 在园的西南侧有一处好景致, 称为劝耕台。

曾在 1941 年和 1976 年被国家指定为名胜。

思考题:

1. 截止到 2000 年 12 月, 日本共有多少项世界遗产?

2. 举出法隆寺地区的佛教建筑。

3. 说出姬路城的别名及建筑特点。

4. 广岛原子弹爆炸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意义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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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请举出严岛神社的建筑特色。

主要参考文献:

1.《世界大百科事典》, 平凡社, 1998 年。

2. 松村明编《大辞林》第二版, 三省堂, 1999 年。

3. 尚学图书编《国語大辞典》第一版, 小学 , 1982 年。

4.《現代用語の基礎知識》, 自由国民社, 1999 年。

5. 松村明编《大辞泉》, 小学 , 1995 年。

6. 新村出编《庀辞苑》第五版, 岩波 店, 1998 年。

7. 大森和夫、大森弘子、曲维著《日本》( 上 ) , 大连出版社,

1997 年。

8.《 imidas》, 集英社, 2002 年版。

9. http: / / www. unesco. org 等相关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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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日本的汉文化与翻译文化

本章重点介绍日本的翻译文化, 同时, 也想从翻译的角度介绍

一下日本的“汉文化”。

第一节 日本人是怎样翻译汉字的

“翻译”是指两种乃至多种语言文字间的意义转换, 这种意义

转换做得多了, 就会产生翻译文化。

在古代东亚, 日本地处偏僻海岛, 与中国大陆的文明程度相差

千年以上; 当曹操称霸中原、周瑜鏖战赤壁、孔明智夺西蜀的时候,

日本刚刚进入女巫酋长联盟的“邪马台" 时代。因此, 到了 6 世

纪, 当日本产生了统一的国家政权, 而且这个国家政权十分清楚地

意识到了与中国大陆之间的这个巨大的文明差距的时候, 他们便

百折不挠地向中国派遣了“遣隋使" 和“遣唐使" , 急迫而虔诚地吸

取了大量的隋唐文化。于是, 日本的翻译文化便翻开了第一页。

当然, 在隋唐以前, 日本的许多酋长小国都曾向中国皇帝朝贡

称臣,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肯定已有翻译行为出现。但是, 那时的

翻译行为规模甚小, 还不足以使日本产生翻译文化。因此, 我们认

为, 日本的翻译文化是日本统一的国家政权向中国派遣了“遣隋

使”和“遣唐使”以后才产生的。

日本自古有语言而无文字, 所以日本人吸取隋唐文化是从学

习汉字开始的。日本人学习汉字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

段是以汉字音标写日语音, 第二阶段是翻译并使用汉字, 第三阶段

是简化汉字, 创造“片假名”和“平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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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5 世纪开始, 日本人把汉字作为表音字母来标写日语。到

7 世纪为止, 汉字表音字母主要是用于标写固有名词, 但 8 世纪以

后, 便开始用于标写韵文了。因为日本的第一部和歌集《万叶集》

中的许多和歌都是用这种汉字表音字母写成的, 所以它也叫“万

叶假名" 。

“万叶假名”分为“音假名”和“训假名”。“音假名”的特点是

去汉字字义而取汉字字音, 而“训假名”的特点则是取汉字的日语

训读字音。一般说来, 在韵文中,“音假名”和“训假名”是相互混

用的。

  籠毛与美籠母乳布久思毛与美夫君志持此岳尔菜採須 家告閑名

告紗根虚見津山跡乃国者押奈户手吾許 居師吉名倍手吾己 座我許

背 告目家呼毛名雄母

这是《万叶集》的第一首和歌, 以上这些汉字就是“万叶假

名" 。这些“万叶假名" 记录了日本传说中的第 21 代雄略天皇外

出巡游, 向一采菜少女求婚时所作的“御歌" , 它的日语古语译文

如下:

  籠もよ  み籠持ち  ふくしもよ  みぶくし持ち  この岡に  菜

摘ます腘  家告らせ  名告らさね  そらみつ  大和の国は  おしな

べて  我こそ居れ しきなべて  我こそいませ  我こそば  告らめ

 家をも名をも  ( 小岛宪之、木下正俊校注翻译《新编日本古典文学

全集 6 万叶集①》小学馆 , 1994 年 5 月)

与译文做一比较我们便可看出, 这首“万叶假名”和歌虽然是

“音假名”和“训假名”混用, 但大多数“音假名”和“训假名”都是

“一字一音”。其实, 在《古事记》、《日本书纪》的韵文部份和《万

叶集》中所使用的, 主要就是这种“一字一音”的“万叶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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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翻译的角度看,“万叶假名”是建立在了解汉字发音, 理解

汉字字义基础之上的表音字母,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日本人翻

译汉字的初始阶段。随着“万叶假名”的使用, 日本人对汉字的理

解不断加深, 7 世纪以后, 汉字的翻译便正式开始了。下面, 我们

就依据日本国语史专家松下贞三先生的研究成果来看一下日本人

翻译汉字的具体过程。

松下贞三先生在《从汉字“爱”及其复合词看日本国语史》( 阿

波龙出版社, 1982 年 9 月) 中指出, 七八世纪是日本人正式翻译汉

字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 日本人把“爱”读做“え”、“うるは

し”、“はし”、“まな”、“おもふ”、“めぐし系”、“うつくし系”、

“いつくしむ”、“いとほし”、“めづ”,“めずらし”、“このむ”、“よ

みす”, 除“怜 ”“爱河”等几个双音词汇以外, 日本人并不把

“爱”读做“あい”。由此可见, 在翻译汉字的第一阶段, 日本人主

要是翻译汉字的意思, 并不注重把汉字的发音导入日语。

但是, 9 世纪以后, 随着中国文化以及佛教经典的大量传入,

日本人逐渐养成了音读汉字的习惯。于是,“爱”也开始被读做

“あい”。汉字的音读极大地丰富了日语, 日语的拗音、拗长音和

促音由此而产生, 汉语双音词汇以及四字成语也由此而融入日语,

并在日语中担起了核心词语的重任。学过日语的人都知道, 如果

从日语中去掉音读, 去掉汉语双音词汇以及四字成语, 日语的语言

功能将减去大半!

9 世纪以后, 日本人一方面大量使用汉语双音词汇, 但另一方

面也按照自己的习惯创造了一些非汉语双音词汇。日本平安时代

出现的“爱娇”( あいきょう) 、室町时代出现的“爱相”( あいそ)

和明治时代出现的“爱想”( あいそ) 都是例证。这些例证告诉我

们, 9 世纪以后, 日本人已经相当熟练地掌握了汉字, 翻译汉字的

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

17 世纪以后, 日本庶民文学兴旺发达起来, 从而出现了“玩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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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的现象。例如, 把“かはいい”写成“可 い”, 把“なれなれし

い”写成“爱爱しい”, 把“あいらしい”写“爱らしい”。这就充分

证明, 17 世纪以后, 对日本人来说汉字早已不是翻译对象, 而变成

了翻译其他不同语言的武器。

1873 年,《圣经》传入日本, 给日本带来了西方的“ love" 。于

是, 日本人便拿起“汉字" 这个武器, 把“ love" 译成了“爱情" 。“爱

情" 这两个字, 既体现了汉字作为翻译武器的作用, 也显示了日本

人的翻译才干。

综上所述, 日本人翻译汉字的步骤及其特点大致可归纳如下:

( 1 ) 借汉字音标写日语音。

( 2 ) 仅译字义。

( 3 ) 翻译字义, 模仿发音。

( 4 ) 自造汉语词汇, 且游戏汉字。

( 5 ) 以汉字为翻译武器, 创造性地翻译西方语言。

第二节 日本人是怎样翻译汉文的

要想吸取先进的隋唐文化, 仅仅翻译汉字是不够的, 还必须翻

译汉文。读不懂汉语文章, 认识再多的汉字, 也无济于事, 至多也

只能多写几个“万叶假名”而已。

翻译汉文的前提是理解汉语语法, 并把它迅速而准确地转换

成日语。在这方面, 日本人显示了极其卓越的才能。他们不仅以

“返点”符号解决了中日文语序相反这一根本问题, 而且还对所有

的古代汉语虚词进行了定型翻译。这样一来, 日本人就能够非常

迅速地把汉文翻译成日语的“書き下し文”了。

日本人把他们发明的这种用符号翻译汉文的方法称为“汉文

训读法”。“汉文训读法”中的“一二返点”发明于 8 世纪晚期, 最

早的文献资料是 783 年的《华严刊定记》。“上中下返点 " 发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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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世纪。“雁点”或者说“レ点”发明于 12 世纪末, 定型于 16 世

纪。“汉文训读法”中的“一二返点”用于倒读双音词汇或两字以

上的词组;“上中下返点”用于倒读中间包含“一二返点”的词组;

“レ点”用于倒读单音词汇。从这些“返点”的发明顺序和作用来

看, 在翻译汉文的过程中, 日本人最先要解决的是整体语序, 而不

是个别词序。

在粗略地介绍了汉文训读史以后, 我们就来举几个例子, 具体

地看一下日本人是怎样翻译汉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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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ず
レ

待タ

人 ヲ

レ

。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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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を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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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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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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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不待人”———按照“汉文训读法”, 翻译这句话时, 首先

要在“不”和“待”的左下角分别加一个“レ点”, 以表示“不”、“待”

和“人”都要自下而上地倒读。然后, 要在“岁月”的右下角写一个

片假名的“ハ”, 以表示“岁月”是主语; 在“待”的右下角写一个片

假名的“タ”, 以表示“待”的训读读音; 在“人”的右下角写一个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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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名的“ヲ”, 以表示“人”是宾语。这句话译成日语就是“歲月は

人を待たず”。

“不与恶人言”———翻译这句话时, 要使用“一二返点”和“上

下返点”。首先, 在“言”的左下角写一个“上”字, 在“不”的左下

角写一个“下”字, 以此表示先读“言”, 后读“不”。接下来, 在

“人”的左下角写一个“一”字, 在“与”的左下角写一个“二”字, 以

表示先读“恶人”, 后读“与”。第三步, 在“言”的右下角写一个片

假名的“ハ”, 以表示“言”的训读读音。因此, 我们可以把这句话

译成“朘人と言はず”。

通过以上两例我们可以看出, 用“汉文训读法”翻译汉文时,

文字的左下角要写“返点”, 右下角要写确定单词发音的“送假

名”, 即动词的语尾变化。

为了不影响“書き下し文”的自然语流, 日本人对于“而、于、

于、乎、矣、焉、兮”等虚词的翻译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 所以这些

虚词被称为“置字”。当然, 既然是翻译, 就不可能完全置之不理。

其实,“置字”的意思只是“取其义而不译其字”而已。现以“三人

行必有我师焉”这句话为例, 这里的“焉”字就是“置字”, 可以不

译。因此, 这句话的译文是“三人行へば、必ず我が師有り”。再

举一个例子,“青取之于蓝, 而青于蓝”中的“于”字也是“置字”,

所以, 我们可以把这句话译成“青は之を蓝より取りて、蓝よりも

青し”。

汉文的翻译不能影响“書き下し文”的自然语流, 但也要尽可

能完整地译出汉文的全部意思。因此,“汉文训读法”中既规定了

“置字”, 同时也规定了“再读字”。汉文翻译中常用的“再读字”

有以下九个:“未"“将 "“且"“当 "“应"“宜 "“须"“犹 "“盍" 。按

照“汉文训读法" 的要求, 翻译“再读字" 时要分两次读解, 即先读

出它们的副词意思, 然后再读出它们的助动词意思。“再读字" 的

标准译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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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いまダ⋯⋯( セ) ず”。

“将” →“まさニ⋯⋯( セント) す”。

“且” →“まさニ⋯⋯( セント) す”。

“当” →“まさニ⋯⋯( ス) ベシ”。

“应” →“まさニ⋯⋯( ス) ベシ”。

“宜” →“よろシク⋯⋯( ス) ベシ”。

“须” →“すべかラク⋯⋯( ス) ベシ”。

“犹” →“なホ⋯⋯( ノ·ガ) ごとシ”。

“盍” →“なんゾ⋯⋯( セ) ざル”。

标准译法中的“平假名”表示汉字所含的读音,“片假名”表示

汉字未含的读音, 即“送假名”。有了“返点”“置字”“再读字”这

些基础知识, 我们就可以试着翻译“汉诗汉文”了。

国  破  山  河  在

城  春  草  木  深

感  时  花  溅  泪

恨  别  鸟  惊  心

烽  火  连  三  月

家  书  抵  万  金

白  头  搔  更  短

浑  欲  不  胜  簪

杜甫的这首《春望》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 在日本的知识界也

可谓众人皆知。《春望》的一、二句很容易翻译, 不用加任何“返

点”, 顺译成“国破れて山河有り、城春にして草木深し”就可以

了; 三、四句要在“感”“溅”“恨”“惊”四字的左下角分别加一个

“レ点”, 译成“時に感じては花にも湄を濺ぎ、别れを恨みては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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にも心を驚かす”; 五、六句的“连三月”和“抵万金”也需要倒读,

但请注意, 因为“三月”和“万金”都是双音词汇, 所以倒读它们时

要用“一二返点”, 而不能用“レ点”。因此, 这两句应该译成“烽火

三月に連なり、家書万金に抵たる”; 第七句不用加任何“返点”,

顺译成“白頭�けば更に短く”就行, 但第八句要在“欲”“不”

“胜”三个字的左下角分别加一个“レ点”, 译文是“渾て簪に勝へ

ざらんと欲す”。总而言之, 只要我们掌握了“レ点”和“一二返

点”的用法, 我们就能够轻松地把《春望》译成日语。

下面, 我们再来看看白居易左迁江州司马, 闲居庐山香炉峰草

堂时所作的著名诗篇《香炉峰下, 新卜山居, 草堂初成, 偶题东

壁》。

日  高  睡  足  犹  慵  起

小  阁  重  衾  不  怕  寒

遗  爱  寺  钟  欹  枕  听

香  炉  峰  雪  拨  帘  看

匡  庐  便  是  逃  名  地

司  马  乃  为  送  老  官

心  泰  身  宁  是  归  处

故  乡  何  独  在  长  安

这首诗意境闲适, 对日本古代贵族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也着

实令现代都市人羡慕不已。现在, 我们就把这首诗译成日文。

日高く睡り足りて猶ほ起くるに慵し

小閣に衾を重ねて寒を怕れず

遺愛寺の鐘は枕を欹てて聽き

香廬峰の雪は簾を撥げて看る

匡廬は便ち是れ名を逃るる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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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は乃ほ老を送るの官たり

心泰く身寧きは是れ䎬する�

故 何ぞ独り長安に在るのみならんや

这首诗翻译起来确实比《春望》难一些, 因为它的第一句和第

八句都不是一般的肯定叙述。第一句中的“犹”虽然是“再读字”,

但是, 在没有比喻含义的情况下不必再读。以“兄弟犹左右之手”

这句话为例, 因为这句话中的“犹”字有比喻含义, 所以它必须再

读。因此, 这句话应该译成“兄弟は猶ほ左右の手のごとし”。

“犹”字后面的“慵起”也不好译。因为“慵起”不是一个词,

而是形容词“慵”加动词“起”, 表示对“起”感到很“慵”, 所以“慵

起”不能译成“慵起す”, 而应译成“起くるに慵し”。

第八句中的“何”字因为是表示“反问”的虚词, 所以在“汉文

训读法”中有固定的译法, 即“なんゾ⋯⋯セン ( ヤ) ”。“何”字后

面的“独”字是表示“限定”的虚词, 在“汉文训读法”中也有固定

的译法, 即“ひとリ⋯⋯ノミ”。由于这两个字都有特殊的固定译

法, 第八句的译文句尾就变成了“のみならんや”。如果我们译不

出“のみならんや”这个与“何独”两字相呼应的部份, 那我们的汉

文日译就不能算是过关。因此, 要想真正掌握汉文日译, 我们就必

须在学好上述“返点”“置字”“再读字”的同时, 对汉文中表示“否

定”“疑问”“反问”“假定”“比较”“限定”“累加”“感叹”“被动”

“使役”等虚词的日语固定译法也要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下面, 我

们就按照上述顺序择要列举一些汉文虚词的固定译法:

1. 否定:

( 1 ) 不( 弗) →セズ

( 2 ) 不可→スベカラズ

( 3 ) 不能→スル( コト) あたハ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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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不必→かならズシモ⋯⋯セズ

( 5 ) 不敢不→あヘテ⋯⋯セズンバアラズ

( 6 ) 非( 匪) →ニあらズ

( 7 ) 莫非→ニあらザルハなシ

( 8 ) 勿( 毋) →スル( コト) なカレ

2. 疑问:

( 1 ) 乎( 乎哉) →スル( ナル) か

( 2 ) 何( 胡、曷) →なんゾ⋯⋯スル

( 3 ) 何以→なにヲもっテ( カ) ⋯⋯ナル( スル)

( 4 ) 安( 焉) →いづクンゾ⋯⋯スル

( 5 ) 盍→なんゾ⋯⋯セざル

3. 反问:

( 1 ) 谁( 孰) →たれカ⋯⋯セン( ヤ)

( 2 ) 何→なんゾ⋯⋯セン( ヤ)

( 3 ) 焉( 安) →いづクンゾ⋯⋯セン( ヤ)

( 4 ) 岂→あニ⋯⋯ナラ( セ) ンヤ

4. 假定:

( 1 ) 若( 如、倘) →もシ⋯⋯セ( ナラ) バ

( 2 ) 苟→いやしくモ⋯⋯セバ

( 3 ) 纵→たとヒ⋯⋯ストモ

( 4 ) 虽→トいへどモ

5. 比较:

( 1 ) 于→⋯⋯ハ⋯⋯ヨリ( モ) ⋯⋯ナリ

( 2 ) 不如→⋯⋯ハ⋯⋯ニしカ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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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与其⋯⋯不如→そノ⋯⋯よりハ⋯⋯ニしカズ

( 4 ) 与其⋯⋯宁→そノ⋯⋯よりハむしロ⋯⋯セヨ

( 5 ) 况⋯⋯乎→いはンヤ⋯⋯ヲや

( 6 ) 而况于⋯⋯乎→しかルヲいはンヤ⋯⋯ニおいテヲや

6. 限定:

( 1 ) 耳( 尔、已、而已、已矣、而已矣) →のみ

( 2 ) 唯→たダ⋯⋯ノミ

( 3 ) 独→ひとリ⋯⋯ノミ

7. 累加:

( 1 ) 不唯( 独) →たダニ( ひとリ) ⋯⋯ノミナラず

( 2 ) 非独→ひとリ⋯⋯ノミ⋯⋯ニあらズ

8. 感叹:

( 1 ) 呜呼( 于嗟、嗟乎、吁、嘻、唉) →ああ

( 2 ) 哉( 也乎、矣乎、矣夫、也乎哉) →かな( や)

9. 被动:

( 1 ) 被( 见) →セらル( る)

( 2 ) 为⋯⋯所→⋯⋯ノ⋯⋯スルところトなル

10. 使役:

( 1 ) 使( 令、遣、教) →ヲシテ⋯⋯セしム

( 2 ) 命→ニめいジテ⋯⋯セシム

除了“返点”“置字”“再读字”以外, 如果再掌握了这些固定

译法, 那我们就可以相当从容地翻译汉文, 到那时, 我们也就能够

真正地理解“汉文训读法”的奥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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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我们用“汉文训读法”翻译了两首“汉诗”。接下来, 我

们再用“汉文训读法”翻译一篇“汉文”。

唐代的大文章家韩愈写过一篇并非杂说的《杂说》:

此文的“书き下し文”如下:

  世に伯蚲有りて、然る後に千里の马有り。千里の马は常に有れ

ども、伯蚲は常には有らず。故に马有りと虽も、秖だ奴馉人の手に辱

められ、糟枥の间に骈死して、千里を以て称せられざるなり。马の千

里なる者は、一食に或るいは粟一石を尽くす。马を食ふ者は、其の能

の千里なるを知りて食はざるなり。是の马や、千里の能有りと虽も、

食饱かざれば、力足らずして、才の美外に见れず。且つ常马と等しか

らんと欲するも、得べからず。安くんぞ其の能の千里なるを求めん

や。之を策うつに其の道を以てせず。之を食ふに其の材を尽くさし

むる能はず。之に鸣けども其の意に通ずる能はず。策を执りて之に

临みて曰はく、「天下に马无し」と。呜呼、其れ穞に马无きか、其れ穞

に马を知らざるか。

在这段译文中,“千里を以て称せられざるなり”、“其の能の

千里なるを知りて食はざるなり”和“且つ常马と等しからんと

欲するも”这三句话是不好翻译的。要想把“不以千里称也”译成

“千里を以て称せられざるなり”, 就要用“上下返点”, 在“不”的

左下角写一个“下”, 然后再在“称”的左下角写一个“上”, 只有这

样,“不”才能读在“称”的后面。其他两句也是一样, 只有在“不知

其能千里而食也”的“不”字左下角写一个“下”, 然后再在“食”字

左下角写一个“上”,“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才能译成“其の能の

千里なるを知りて食はざるなり”; 只有在“且欲与常马等”的

“欲”字左下角写一个“下”, 然后再在“等”字左下角写一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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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欲与常马等”才能译成“且つ常马と等しからんと欲する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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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 翻译汉文确实比翻译汉诗难多了。但是, 从翻译学的角

度看,“汉文训读法”无疑是极其简便的外语翻译方法。正是因为

古代日本人发明了“汉文训读法”, 所以他们才能那么顺利地翻译

了隋唐两代几乎所有的重要文献以及佛教经典。

前面说过,“汉文训读法”中的“一二返点”最早出现于 783

年。这就说明, 到 8 世纪晚期为止, 日本人不仅已经能够读懂汉

文, 而且对古汉语语法已经理解到了能用简单符号来显示其结构

的深入程度。

751 年, 日本人编辑了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 其中收录了上

至天皇, 下至群臣及僧侣所作的 117 首汉诗。其序云:“余以薄官

余闲, 游心文囿, 阅古人之遗迹, 想风月之旧游, 虽音尘眇焉, 而余

翰斯在" 。正是能写出如此漂亮汉文的朝廷命官编辑了这部汉诗

集, 可见当时日本朝廷官员的汉文水平已经相当高了。

814 年, 受嵯峨天皇之命, 小野岑守、菅原清公、勇山文继等人

编辑了敕撰汉诗集《凌云新集》, 收录了天皇及群臣所作的汉诗 91

首。

818 年, 嵯峨天皇再次敕命编撰一部汉诗集, 题为《文华秀丽

集》, 又收录汉诗 143 首。

827 年, 淳和天皇也敕命编撰了汉诗集《经国集》。这部汉诗

集规模空前, 长达 20 卷, 收录了 178 位作者的汉诗及汉文。但可

惜的是现在仅存 6 卷。

“汉文训读法”“一二返点”出现的 30 年前《怀风藻》问世, 其

后 50 年间又连续出现了三部敕撰汉诗集。由此可以看出, 奈良时

代晚期至平安时代早期的这 100 年间是日本汉文化的鼎盛时期。

究其原因, 恐怕与“汉文训读法" 的发明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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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片假名" 和“平假名" 是怎样产生的

日语的文字叫“假名”。“假名”的“假”即“假借”,“名”即“名

述万物之载体”。因此,“假名”就是“假借来的文字”。

“假名”从何假借而来? 当然是从汉字。根据日本著名学者

小林芳规先生的研究成果,“片假名”产生于 9 世纪初, 由翻译汉

文时在汉文旁边所注的训点演化而来。那时的“片假名" 多为“音

假名" 或“训假名" 的行草体或只写偏旁的汉字简略体, 其写法也

不统一, 个人随意性很强, 所以还不具备文字所应有的社会性。

进入 10 世纪后,“片假名" 中的汉字简略体大量增加, 一个

“片假名" 表示一个音节的原则也逐渐确立起来, 而且表示同一发

音的各个“片假名" 之间也出现了统合归一的倾向。12 世纪以后,

作为汉文训点标记的“片假名" 终于有了统一的写法, 从而变成了

真正的文字。12 世纪后日本之所以能产生“和汉混合体 " 这一新

文体, 是与作为汉文训点的“片假名" 的完全文字化密不可分的。

“片假名" 之所以叫“片假名 " , 就是因为它只是“片面地" 假借了

汉字的一部份。“片假名 " 的“片 " 在日语中就是“一半 " 或“一部

分" 的意思。

“平假名”产生于 10 世纪初, 它产生时只叫“假名" , 后因女子

多用它来书写, 所以也叫“女手" , 但决不叫“平假名 " 。1604 至

1608 年, 耶稣教会传教士罗德里格斯编写了一部《日本大文典》,

在那里, 他第一次使用了“平假名" 这个名称。以后, 与“片假名"

相对称,“平假名" 这个名称便普及开来了。“平假名 " 的“平" 即

“简单平易" , 也就是说它不像汉字那么难写。现在, 汉字与汉字

之间加写“平假名" 是日语的正式书写体。

8 世纪末,“万叶假名" 的用字开始简化, 而且出现了行书化趋

势。9 世纪中叶,“万叶假名" 的用字更加简化, 而且大多写成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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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10 世纪初,“万叶假名" 的草书体进一步简化, 从而产生了“平

假名" 。日本有一种说法, 认为“平假名 " 是日本书法大师空海和

尚个人创造的, 其实并非如此。与“片假名" 一样,“平假名" 也是

在文字的长期演变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

935 年, 纪贯之假托女子, 用刚刚产生的“平假名" 写了一篇

《土佐日记》。《土佐日记》开日本日记体文学之先河, 功不可没,

但男人假托女子写日记这一行为也告诉我们,“平假名 " 还只是表

述个人感情的非正式文字, 正式的文字仍然是汉字。

“片假名”和“平假名”产生以后, 国学大兴, 汉学随之衰微。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汉字汉文从此被逐出日语。从翻译的角度看,

国学的兴起和汉学的衰微倒使汉字汉文以更自然的形式更深入地

融入了日语。例如, 由于假名文章的流行, 大量的汉语词汇被正式

接纳为日语词汇; 另外, 在“和汉混合体”等新文体中, 汉文的四字

节奏和对仗等修辞手法也都作为日语的节奏和修辞手法继续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汉字问题, 我们已经在第一节谈过, 所以下面只重

点介绍一下“和汉混合体”等新文体中的汉文效果。

1212 年, 鸭长明以“和汉混合体" 创作了《方丈记》。

  ユク河ノナガレハ、绝エズシテ、シカモモトノ水ニアラズ。淀

ニ浮カブウタカタハ、カツ消エカツ结ビテ、ヒサシク留マリタルタメ
シナシ。世中ニアル人ト栖ト、又カクノゴトシ。( 佐竹昭广、久保田

淳校注《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 39·方丈记  徒然草》岩波书店 , 1989 年

1 月)

《方丈记》一开始就向我们诉说了“人世无常”。

  河水流逝 , 滔滔不绝 , 而水决非原水。淀处浮泡 , 且消且结 , 从不久

留。世间人家 , 亦如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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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方丈记》的开头译成这样的汉文。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这段文章的基本节奏是汉文的四字节奏。

1220 年前后, 日本的长篇话本《平家物语》终于整理成书。这

在日本小说史上是一件大事, 其意义不亚于中国元代的《三国志

平话》。

  祇 精佘の钟の声、诸行无常の响あり。纱罗双 の花の色、盛者

必衰のことわりをあらはす。奢れる人も久しからず、唯春の夜の梦の

ごとし。たけき者も遂にはほろびぬ、偏に风の前の尘に同じ。( 楯原

正昭、山下宏明校注《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 44·平家物语上卷》岩波书

店、1991 年 6 月)

这是《平家物语》的开首八句。四字节奏、对仗以及比况, 这

些汉文的修辞手法在这八句里被运用得淋漓尽致!

当然, 汉文效果不仅体现在上述散文中, 在俳句等韵文作品里

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被称为“俳圣”的松尾芭蕉( 1644 ～1694 ) 作

过这样一首俳句:“云の峰、いくつ崩れて、月の山”; 堪称俳句亚

圣的与谢芜村 ( 1716 ～1783) 也作过一首充满诗情画意的俳句:

“菜の花や、月は东に、日は西に”。这两首俳句之间虽然存在着

强调时间与强调空间的差异, 但有一个共同点, 即对仗。在松尾芭

蕉的俳句中,“云の峰”与“月の山”对仗; 在与谢芜村的俳句里,

“月は东に”与“日は西に”对仗。日本的传统文化本来不讲究前

后照应, 左右对称。日本传统庭院的格局就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

所以, 日本的传统文学一般也是不讲究对仗的。但是, 以上这两首

俳句却不同。对于这两首俳句来说, 对仗已经成了它们最基本的,

同时也是最精彩的修辞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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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日本人是怎样翻译“兰学" 的

在日本的江户时代( 1603 ～1867) ,“兰学" 特指荷兰医学。日

本与荷兰的交往可以追溯到 16 世纪。16 世纪 70 年代, 葡萄牙耶

稣教会的传教士首先来到日本传教, 随后, 荷兰的商船也闻讯赶

来, 在长崎一带开展贸易活动。因为他们从南方海上来, 再加上当

时的日本模仿中国, 以“小中华 " 自居, 所以他们就被统称为“南

蛮" 。

在这些“南蛮”传教士和商人中, 有一些精通医术的人, 他们

在传教和通商活动中有时也要为当地日本人看病。到 16 世纪为

止, 日本医师所依靠的主要是中国的汉方医学。但是, 因为汉方医

学没有建立起完正的外科系统, 所以, 日本人当看到“南蛮 " 医师

用外科手术治疗病人的时候, 便感到十分新奇; 当看到垂死的病人

因外科手术而奇迹般地活过来的时候, 又感到万分敬佩。

1639 年, 日本政府实行锁国政策, 全面禁止基督教的传播。

这样以来,“南蛮" 中的葡萄牙传教士便被驱逐出日本。但是, 荷

兰商人因只通商而不传教, 再加上他们有高明的医术, 所以不但没

被驱逐, 反而得到了地方长官和中央政府的保护。因此, 17 世纪

中叶以后,“南蛮流医术" 就逐渐变成了专指荷兰医学的“兰学" 。

“兰学”的精髓是解剖学。要治此学, 首先就要学习“兰语”。

18 世纪中叶以前, 长崎的“通词" ———今天称之为翻译———在这方

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682 年, 长崎“通词" 本木良意翻译了

荷兰语的《人体解剖》, 并为此书起了两个标题, 一个是《详解内景

钞》, 另一个是《阿兰陀经络筋脉脏腑图解》。在这部译著里, 他以

汉字为武器翻译出许多以前闻所未闻的医学新词, 例如,“盲目

肠”、“指十二幅肠”、“髓筋”、“太鼓の音する膜”等等。当然, 这

些词汇后来为《解体新书》所译的“盲肠”、“十二指肠”、“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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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膜”所代替, 但显而易见, 这些新词汇几乎皆源于旧词汇, 所以

本木良意的首创之功是不可抹煞的。

18 世纪中叶,“兰学 " 终于从偏僻的长崎传入都城江户。其

实, 从这个时候起,“南蛮流医术" 才被正式称为“兰学" 。在江户,

“兰学" 始于新井白石及青木昆阳, 成于杉田玄白。新井白石著有

《采览异言》和《五事略》, 青木昆阳则编著《和兰文字略考》《和兰

话译》等外语工具书, 所有这些, 都为日后的翻译“兰学" 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新井白石和青木昆阳都是江户幕府的重臣, 所以他们

治“兰学" 不但提高了“兰学" 的地位, 也为日本的知识界指出了一

个新的方向。

1774 年, 杉田玄白在江户正式翻译出版了荷兰语解剖著作

《解体新书》, 把西方近代解剖学的精华以及实证主义科学精神介

绍到了日本。杉田玄白在《兰学事始》中说,《解体新书》的翻译历

时 4 年, 译稿反复修改了 11 次。他在翻译此书时有时“翻译 " , 有

时“对译" , 有时“直译" , 也有时“意译" 。仅从这四个词的辨析

中, 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日本人翻译“兰学" 的艰辛。

当然, 翻译《解体新书》的意义还不仅停留在语言上。杉田玄

白在翻译了《解体新书》后的第二年, 以问答体写了一篇译后所

感, 题为《狂医之言》。其中他这样写道:

  友人问曰:“荷兰人不欺否? " 答曰:“然。" 问曰:“何以知之?" 答

曰:“余生于医家 , 别无所学 , 所学者唯医家之书也。夫为医者医人, 医

人者不知人则不能。故初欲质之 , 必先剖刑死而观之。古云肺六叶两

耳凡八叶 , 或云形似人肩 , 二布叶数小叶 , 中有二十四孔。今直观之 , 则

左右各二或三 , 不过五也; 古云肝左三右四凡七叶 , 或云肝有二布叶一

小叶 , 如木甲之拆象。今直观之 , 如一大肉块 , 中间有小沟; 古云心有七

孔三毛 , 或云形如未敷之莲花而中有九空。今直观之 , 有四脉管相连。

( 中略) 。是其大异者也。且古之未说者 , 有大机里尔奇缕管及下隔膜

等 , 是其大异者也。至于其小者 , 不可枚举也。校于荷兰之书 , 则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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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毫; 质之于物 , 亦不违 , 是乃不欺人也。" ( 转引自杉本次头姆著《探求

江户的翻译文化解体新书的时代》)  早稻田大学出版部 , 1987 年 2

月)

这段引文中所说的“古”是指古时传入日本的《素问》《灵枢》

《难经》《千金方》《外台秘要》等汉方医书, 在这里, 杉田玄白以实

证主义的科学态度指出了汉方外科医学的“欺人”之处。其实, 不

仅是杉田玄白, 凡是学过西方解剖学的人都会有此同感。例如, 中

国的大文豪鲁迅早年在日本学过解剖学后, 便认定中医“不过是

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呐喊·自序》) 。他的这种感觉是与

杉田玄白相通的。

杉田玄白发过上述议论之后, 进而得出了“废支那之书而独

取荷兰之书”的结论。看到这个结论, 作为中国人我们会感到很

不舒服。但是, 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中医在外科解剖学领域实在是

太无建树, 它对人体内脏的描述也实在是太随意了。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 日本政府彻底屏弃了效仿中国的国策,

转而全面学习西方, 在日本实行“文明开化 " 的新政。随后, 福泽

谕吉等“知识精英" 又提出“脱亚入欧" 的口号, 希望日本能够早日

加入“西洋列强" 的行列。其实, 日本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这种

新倾向并非突然出现, 早在一百年前的杉田玄白那里就可以看到

它的端倪了。

第五节 日本人是怎样翻译西方近代文明的

1868 年, 日本明治维新成功, 这标志着日本正式步入近代社

会。

日本学者龟井俊介在《日本的近代与翻译》( 龟井俊介编辑、

中央公论社 1994 年 1 月出版《近代日本的翻译文化》所收 ) 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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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指出, 日本是有翻译传统的“翻译大国 " , 近代以前大量译介中

国文化, 近代以后又大量译介欧美文化。日本之所以有这种翻译

传统, 是因为日本自古在地理和文化上一直处于“边缘 " 位置, 不

得不向位于世界“中心" 的大国学习。

龟井俊介的意见是对的。翻译文化的有无或繁荣与否, 实际

上是与文化水平或者说文明程度的高低密不可分的。近代以前日

本大量译介中国文化, 是因为中国位居世界“中心”, 中国文化领

先于世界; 近代以后日本大量译介欧美文化, 是因为欧美文化超过

了中国, 并从中国手中夺到了世界“中心" 的位置。

明治维新以后, 日本政府为了详细地了解西方, 并使日本尽快

地追上美英等“西洋列强”, 1871 年 12 月至 1873 年 9 月派考察团

赴欧美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考察完毕以后, 考察团向政府提交了

长达百卷的考察报告, 即五年后正式出版的那部《特命全权大使

美欧回览实记》。

  「ガラントホテル」ハ、屋ノ高サ五层ニテ、一ノ支街ヲ悬架シテ、

鳑区ノ地ヲ占タリ、造蠋颇ル精工ニシテ、当 ニ多ク见サル庀厦ナリ、

食堂ノ庀サ百二十坪ニ及フ、三百人一时ニ食案ニ就キテ余裕アルヘ

シ、建筑ヨリ年ヲ绖ルコト漶ケレハ、部屋客座ヲ饰リタル华毯美榻、烂

灿トシテ目ヲ眩シ、未タ光汊ヲ失ハス、第一层ニハ大理石ヲタタミ、十

分ニ磨礲ヲ加ヘタレハ、履ヲ滑ラサントス、( 中略) 第二层ヨリ最上层

マテ、皆房ヲ分ツテ旅客ヲ待ツ、番数 百ニ及フ、各房ノ内、大ナルハ

客座〈「シッチングル—ム」亻ニテ「サロン」〉寝室〈ベットル—ム〉浴室

〈バスル—ム〉及ヒ�圂〈「ウォ—トルクロセット」皆具ス、大镜ハ水ノ

如ク、氍�ハ华ノ如ク、上に氘灯ヲ钓下シ、昼ハ稜 ノ玻瓈 色ヲ幻

シ、赝金粉ノ光ト相射ル、夜ハ螺旋ヲ弛メテ火ヲ点スレハ、五曜七曜环

匣シテ、光ヲ白玉ノ中ニ辉ス、窬ニハ綦�ノ幔〈「レ—ス」ハ纱ノ如ク

花纹ヲ组织セル布ナリ〉ヲ捱ケ、霞ヲ隔テ花ヲ见ルカ如シ、其小房モ

亦我八鼒ノ室ニ比スヘシ、寝床ハ螺旋ノ锏ニテ其底ヲウク、茵蓐ニ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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テ身ニサハラス、衣ヲ捱ルニ衣箱アリ箪 アリ、颜ヲ洗フニ水盘アリ

テ、机ヲ弛ムレハ、清水迸リ出ツ、奴婢ヲ呼ニ电綦アリ、指头叆ニ触レ

ハ、铃声 步ノ外ニ鸣ル、案アリテ书スヘク赗ムヘシ、镜アリテ锞ムヘ

シ、石�緌巾引火奴嗽碗火罏 瓶便器ノ琐末マテ各房ニ皆备レリ、

凡ソ西洋旅馆ノ景況ハ、此ニ记セルヲ以テ、他ハ概推スヘシ、( 久

米邦武编、田中彰校注《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第一编第三卷。

岩波书店 , 1977 年 9 月)

以上这段引文是日本政府考察团对美国旧金山大饭店进行的

精彩考察。1871 年旧历 12 月 6 日, 当日本政府考察团的官员们

目睹这一切的时候, 他们是何等的惊奇, 又是何等的欣羡呀! 也许

就在那一瞬间, 他们心中学习西方的决心就变得坚如磐石了。

日本政府考察团首先到了美国, 然后又从美国到了英国。

1872 年旧历 8 月 30 日, 日本政府考察团参观了利物浦的造船厂。

  鹤颈秤ノ起重机ハ、前後ニ屡 セルカ如ク、西洋ニテ凡港头、船

厂、工场、镛口等、缏テ重荷ヲ积卸シスル场所ニハ、此机械ヲ设ケサル

ナシ、诸货输出入スル地ニ于テハ、最モ必需ノ器械タリ、我日本ハ�

来 易ノ开ケサルヲ以テ、诸港ニ荷物ヲ待受ルニ、用意甚タ鸧ナルコ

ト、一二ヲ以テ摘搿シ难シ、殊ニ港头ニ起重器ノ设ナキハ、甚タ商业

上ノ仳位ニ响キ、大ニ利益ヲ损スルヲ觉フ、西洋ノ人ハ、肩ニテ重キ

ヲ运スルコトナキノミナラス、抑モ马脊ニテ重キヲ运スルコトモナ

シ、必ス车轮ノ力ヲ借ル、故ニ一�ノ荷モ、往往重サ一吨ニ及フヲ常

トス、以テ日本ニ运シ来レハ、多人集リ扛ケ、互ニ辨争シテ喧嚣シ、荷

物ヲ掷チ、时间ヲ耗シ、往々ニ手足ヲ伤リ、竟ニハ力屈シ欧 ノ智ヲ

抑ク、又本邦ヨリ綑シ出ス荷ハ、大ナルモ百斤ニ过キス、荷造モ多ク

薄弱ニテ、以谓ク他ノ荷物モ、亦如此キニ过スト、以テ西洋船ニ积入

レハ、数 千斤ノ荷ヲ、器械力ニテ积入レルニヨリ、薄弱ナル小綑ハ、

其重力ニ挫砬セラレ、常ニ货物毁损ス、因テ谓フ西洋船ハ荷物ヲ损ス

ト、宓ハ船ノ咎ニアラス、荷作リ坚固ナラサルニ因ル、然レトモ亦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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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ニ注意シテモ、港头ニ荷物ヲ积卸卜ス、起重器ノ设ケナケレハ、运

搬 由ナラサルヲイカンセン、今此ニ鹤颈秤ノ大理ヲ略说スヘシ、
( 第二编第二十七卷)

以上这段文字真实地记录了日本政府考察团对利物浦造船厂

的考察。他们看着高高的塔吊, 心中万分感慨: 日本与英国同属岛

国, 海外贸易极其重要。但是, 日本自古贸易不开, 港口简陋, 至今

还靠人挑肩扛, 真是太落后啦! 今后, 我们也要造这种鹤颈般高高

挺立的“起重机" !

从以上这两段引文中可以看出,《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

记》是用汉文训读体写成的, 而且它的核心词语都是汉语固有词

汇。从这个意义上讲, 明治政府翻译吸收西方近代文化时所使用

的武器, 依然是“兰学家”们所使用的“汉字汉文”。当然, 许多反

映西方近代文明的器物在被译成汉语词汇的同时, 也被译成了片

假名外来语,“バスル—ム”“ウォ—トルクロセット”“レ—ス”

“クレイン”等就是例证。这样一来, 片假名外来语也就被赋与了

官方色彩, 再加上日后日本社会的全盘西化以及日本人“汉学”教

养的降低和“洋学”教养的提高, 日本人在翻译西方近代文化时便

逐渐采用了片假名外来语, 以至今天片假名外来语“泛滥”成灾,

使许多日本人为此忧心忡忡。

  ここに、新次元のドライビング———新开窎の电子制御 AWDシ

ステム

マルチプレックス·コンピュタ—システムと连动し、状况に庥

じて常に最适に4 轮をコントロ—ル。

パワフルな走りと低燃费を宓现するエアロダイナミクスデザイ

ン。

エキサイティングと安全の鳑立: スポ—ティな3スポ—ク·ステ

アリングに、61Lものデュアルモ—ド·エアバッ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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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高水准のボルボ·インテリジェントセ—フティ。

さらにダイナミックになった4ドア·スポ—ツク—ペ、ボルボ

S60AWD。ぜひ、ご自身でご体 ください。

这是 2001 年 10 月 26 日刊登在日本《朝日新闻》第 10 版上的

超豪华轿车 VOLVO2002 年新款 S60 AWD 的广告, 广告中的核心

词语几乎都是片假名外来语。当然, 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 但

从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 片假名外来语已经有了将要占据日语核

心词语位置的势头, 在不远的将来, 日语恐怕又要迎来一次继汉语

词汇大量融入以后的巨大的变革了。

第六节 日本人是怎样翻译西方近代思想的

明治维新前后, 西方近代思想开始传入日本, 于是, 许多新的

思想概念在日语中便应运而生了。

“自由”是西方近代思想的核心, 译自英语“ freedom”和“ liber-

ty" 。1866 年, 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开始著述他的第

一部启蒙著作《西洋事情》。他在初编卷一中这样写道:

  自主任意、自由の字は、我浥放荡にて国 を恐れずとの义に非

らず、缏て其国に居り人と交て氘兼ね远虑なく自力丈存分のことを

なすべしとの趣意なり。英语に之を「フリ—ドム」又は「リベルチ」

と云ふ。未だ的当の�字あらず。

从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 福泽谕吉把“ freedom”和“ liberty”译

成“自由”时是有所顾虑的。因为作为汉语词汇的“自由”多用于

“随意行事”和“自由放任”的场合, 而无“个人独立自主”之义。

同时代的中国人曾把“ liberty”译成“自主 "“自专"“自得"“自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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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宰"“任意"“宽容"“从容"等词, 但福泽谕吉认为, 这些词都

“未足以尽原语之意义" 。所以他虽然认为把“ liberty" 和“ free-

dom" 译成“自由" 尚欠妥当, 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这个词。

1871 年, 日本的另一位启蒙思想家中村正直翻译出版了题为

《自由之理》的启蒙著作。这本书对后来发生的“自由民权运动"

起了很大的作用,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自由" 这一近代思想概

念是由《自由之理》这本译著确立起来的。

1875 年, 曾在江户幕府翻译所任职, 明治维新后又出任明治

政府太政官翻译局局长的箕作麟祥在启蒙杂志《明六杂志》第九

期上发表《自由之说》, 认为“自由" 的含义就“在于使人民不受他

之束缚而自由行使己之权力" 。至此, 作为西方思想核心的“自

由" 已经被阐述地极其清楚了。

随着“自由”思想的普及, 1875 年以后, 日本全国各地逐渐掀

起了“自由民权运动" 。“自由民权运动 " 的理论家是中江兆民和

植木枝盛, 中江兆民的《民约约解》( 此书是卢梭《社会契约论》的

翻译) 和植木枝盛的《民权自由论》是该运动的指导理论。1881、

1882 年间,“自由民权运动" 达到高潮, 从而产生了主张“主权在

民" 的自由党和主张“君民合体 " 的改进党。1884 年,“自由民权

运动" 基本结束。1885 年, 明治政府废除太政官制而改用内阁制,

伊藤博文出任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

前面已经说过,“自由民权运动”这一名称中的“自由”一词是

英语“ freedom”和“ liberty"的合译。那么,“民权 " 一词又是由何而

来呢?

1896 年, 前面提到的明治政府太政官翻译局局长箕作麟祥在

明治法律学校开学典礼上做了一次有关民法民权的讲演, 其中他

讲了这样一段话:

  其时分、「ジロワ、シビル」と云ふ字を、私が民榷と�しまし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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が、民に榷があると云ふのは、何の事だ、と云ふやうな议论がありまし

て、私が一生悬命弁护しましたが、なかなか激しい议论がありました。

汉译为: 那时 , 我把 droit civil 这个词译成了“民权" , 但引起了这样的议

论:“你说民有权 , 你到底是何居心? "于是 , 我拼命解释 , 为“民权" 辩护 ,

但有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民权" 一词 , 争论非常激烈。(《箕作麟祥

君传》)

由此可知,“民权”一词由箕作麟祥所译, 它的词源是法语

droit civil。“自由民权运动" 发生以前, 当这个极具民主主义色彩

的法律用语被翻译出来的时候, 明治政府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一些具有传统儒家思想的人质问箕作麟祥: 你把 droit civil 译成

“民权" 是何居心? 难道“民 " 也有什么“权" 吗? 是啊, 在东亚儒

学文化圈里,“民"自古被称为“草民" 或“小民" , 是没有什么“权"

的。当他们受到别人的欺负, 感到冤屈时, 他们就去找“官" 喊冤,

请“官" 为他们做主, 所以“官 " 自古又被称为“父母官" 。即使是

今天, 在东亚的许多地方不是仍有一些官僚把西方的“民主 " 误解

为传统的“为民做主" 吗?

明治初期, 虽然封建幕府被打倒了, 但是, 上述的这种传统的

官民关系却没有改变。因此, 要想让当时的日本政要接受“民权”

这一思想概念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尽管如此, 后来发生的“自

由民权运动”证明,“民权”这一思想概念毕竟在日本扎下了根。

在这里, 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翻译的伟大力量。

由于日本明治政府实行“文明开化”政策, 积极地翻译吸收西

方的近代思想和文明利器, 1890 年以后, 日本作为近现代国家初

具规模, 国势已经超过了“中体西用"的大清国。1894 年,“甲午战

争" 爆发, 日本海军彻底击垮了大清国的北洋水师, 一直鄙视日本

的大清国这时才认识到日本明治新政的厉害。1896 年, 大清国终

于向日本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 以期“师夷长技以制夷 " 。19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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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 日本的明治新政被具体地介绍到中国来, 明治时代日本人在

翻译西方文化时创造的许多汉语新词也就随之大量融入汉语。自

由、民主、政党、议会、警察、拘留、资本、商品、信托、公证、经济学、

文学、文化、思想、哲学、理念、理性、抽象、具体、美学、美术、建筑、

图书、电池等等, 这些我们今天常用的词汇其实都是明治时代日本

人创造的汉语新词。因为这些新词都是汉语词汇, 所以我们中国

人使用起来没有任何抵触。但是, 细想起来, 这不能不说是中日两

国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7 世纪至 19 世纪中叶, 日本从中国翻译

吸收了大量汉语词汇, 但 20 世纪以后, 中国又从日本导入了许多

日本人创造的汉语新词。作为 21 世纪的中国人, 难道我们不应该

深思一下这是为什么吗?

思考题:

1. 什么是“返点" ?“返点" 共有几种?

2. 日本人是怎样翻译“自由" 的?

3. 在汉语里,“自由" 原本是什么意思?

4. 从翻译的角度看, 汉语词汇和片假名外来语各有什么优

势?

主要参考文献:

1. 小林芳规著《图说·日本的汉字》, 大修馆书店, 1998 年 11

月。

2. 小岛宪之、木下正俊校注翻译《新编日本古典文学全集 6

·万叶集①》小学馆, 1994 年 5 月。

3. 松下贞三著《从汉字“爱 " 及其复合词看日本国语史》, 阿

波龙出版社, 1982 年 9 月。

4. 青木五郎监修《基础学习系统·必修汉文》, 数研出版株式

会社, 1987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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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语学会编《国语学大辞典》, 东京堂出版社, 1980 年 9

月。

6. 佐竹昭广、久保田淳校注《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 39·方丈

记徒然草》, 岩波书店, 1989 年 1 月。

7. 楯原正昭、山下宏明校注《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 44·平家

物 上卷》, 岩波书店, 1991 年 6 月。

8. 杉本つとむ著《解体 书の时代———江户の翻�文化をさ

ぐる》, 早稻田大学出版部, 1987 年 2 月。

9. 龟井俊介编辑《近代日本の翻�文化》, 中央公 社, 1994

年 1 月。

10. 久米邦武编, 田中彰校注《特命全榷大使米欧 痎宓记》,

岩波 店, 1977 年 9 月 ～1982 年 5 月。

11. 进藤 子著《明治时代语の研究———语勷と文章》, 明治

书院, 1981 年 11 月。

12. 柳父章著《翻�とは何か———日本语と翻�文化》, 法政

大学出版局, 1976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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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审后记

这本书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和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协议出

版的系列教材之一。

这本书是集体分工合作的成果。在一本小书里尽可能全面地

介绍日本的方方面面, 这是我们的尝试。

我们的写作方针是“史”“论”结合, 显现个性。目的达到与

否, 还望读者评判。

我们恳切地期盼着大家的批评指正, 联系地址为:

邮编: 100037 /北京西三环北路 83 号 /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

院

网页: www2 . fli. cnu. edu. cn /lali

中日文化交流和中日友好源远流长, 近现代虽走了一段弯路,

但中日两国人民要友好要和平的心愿是共同的。今年适逢中日邦

交正常化 30 周年, 我们以书明志, 在新的 21 世纪共筑中日友好和

世界和平的彩虹之桥。

最后, 我们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郭力和沈浦娜老师, 她们

为这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作。

还要感谢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研究生郭颖同学为

部分章节所做的校订工作。

编审者

2002 年 6 月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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