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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日本时间》

内容概要

此书是作者在日本神户居留一年期间，所游所思所观所感。所游之地都在日本的关西地区，就是京都
、神户、奈良、大阪、滋贺县、三重县、兵库县、四国等，这里被称为是最有日本文化味道的一个区
域。尤以留存的古都、古城风貌而闻名于世。从古代到近代，奈良、京都等地曾经是首都，同时这里
也是文乐、歌舞伎、茶道、插花等艺术的发祥地。
这份游记，虽然也写山水美景、个人游踪、思乡之情，但始终存在着一份对日本民族古典文化的观照
和对望，对于日本人的生死观、民族性、日本美学、民间故事以及历史传说等都有深入的观察和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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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何时能修得这样一双敏眼？和洪老师一脉相承的对自己立场以及由此带来的好处和缺陷都了然于
心，由此生成的写作自然澄明如秋水。可惜对这样一套思维方式无所了解的读者，读这本书能受惠几
何呢？
2、虽然作者在日本访学，但是对日本了解不是很多啊⋯⋯
3、不一样的目光 不一样的日本
4、有生之年一定要去日本住一年。作者是在完全不了解日本不会日语的情况下去日本教汉语的，也
算是个别样的角度，可想而知观察得比较粗浅，最常用的句式是 大概......吧，有思考，没结果。不过
我喜欢她的真诚
5、脑残粉不解释
每次看一篇 看一篇少一篇
6、物。
7、景色是西日本的景色，人，是整个日本的人。
8、2014-8：大致读了一遍，只是深深的觉得在行笔和旅行的时刻，并没有看到一种可以吸引作者的东
西，她只是在看、在对比、在评论。虽然对文化的深入理解和对比分析需要冷静的思考和敏锐的洞察
力，但是如果在获取第一感官资料的时刻怀着一颗冷冷的心，也许就已经阻碍了对资料的获取，自然
也就会影响到后来的分析。
9、先读了后记和毛尖的序，很有意思。贺老师把自己的职业身份和活动与私人生活及交往区分得那
么好，职业伦理真的很正！
很好的旅游指南~~
10、做理论研究的人 写随笔都是那么严谨充实
11、作者不通日文，且只在日本神户呆了一年，但感觉她有一种想在一年内最大化了解日本的心态，
所以免不了过多的主观感受以及以偏概全的刻板印象。
12、通篇共鸣。
13、书里涉及的城与乡、青春记忆与当下生活等等，读起来很有共鸣。写到中日的差异，也可以让人
以同样的中国人的身份，少些隔膜，感受的真切些。不过，就像毛尖在序里提到的，作者以“局外人
”的角度观看西日本的日常生活，描写了许多细微的场景，极其生动，不免在脑中想象一番。可惜的
是，这类场景，还是看不够，希望作者能多写一些。看的时候，就常常想到田川的《东京记》、90年
代拍的纪录片《在日本留学的日子》，这几样配起来看，也蛮有趣的。另外，看完这本书，很想看看
王安忆写去美国的文章；再就是，想看看木下惠介、多看点小津。
14、夹叙夹议的日志，对很多话题只是点到为止而不强行介入。可作为关西日本旅游指南。
15、读着读着就犯困了，大多是一目十行啦，跟想象中的随笔不大一样
16、14/35 西日本时间 by 贺桂梅
其实这样先入为主地看某个地方的游记肯定是不好的，初始印象容易跟着作者走，从而失去了初见的
乐趣。

但是整体看下来很舒服，发现小样未来的导师即贺老师蛮有意思，习惯性地将自己所见所闻提升到理
论层面去考量，其中不乏跨领域的社会学、人类学知识。

作为结果，这些小文比起一般的游记，更加私人化、去旅游化；加上作者本身并不是去旅游，而是居
住，故有足够一段时间去冷静下来去思考总结。

看完之后，发现当作者在对相应景观的背景进行考究与介绍时，自己会不自然地略过，我真正在意的
还是其独特的个人感受与非旅行性质的生活类描述。总结下来，还是对相应地方的“生活”感兴趣，
确切来说，是生活背后的文化与思维，但这点很难通过几日的游玩得以理解，更多时候须诉诸于久居
及交谈
17、与之前的日本随笔不一样，更多的是作者对事物背后本身的思考
18、对随笔没什么兴趣，不过对书里面描写的西日本很感兴趣。大河剧的那一部分也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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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理性冷静
20、读这本书的时候很诡异，因为现在就住在贺老师在日本所住的地方，每天出入于她曾经教学的地
方，这时读这本书，感觉她就在身边跟我们一起生活着似的。。。到处都是我们熟悉的场景。啊啊啊
！我还老见到她书里的那只猫！
21、真应该在去之前读
22、有点小小的遗憾吧。
23、同为知识女性，同写旅居日本的生活点滴，贺桂梅的文章意境却更胜林文月和张燕淳许多。稳重
而理性的笔锋使她的思考更能感染读者同去思考，但又避免学术化的深入或铺陈过多与自我体验无关
的论说。自称“烟鬼”，不会日语，作为交换教师的身份只身前往这个邻国。通过十多个月的观察和
游历，以一个在场的局外人的感触和体会，时远时近地写活了西日本的人与物。她并没有强烈的融入
冲动，也绝非刻意保持一种距离。她笔下的或寻常和不平淡便由此而耐读，并毫无疑问地清晰出了“
纪叙”的分量。
24、读得很认真
25、去日本前读读，比一般游记好看
26、后记里写的阳子和秀树的后续，或者说整本书恰恰因为有了阳子夫妇的存在，才更有一种实感和
崇高，可惜还是太少。读完却有一种林黛玉批评陆游的感觉。毛尖独具慧眼指出的那一处：“回想起
来，那已经使我青春期的尾声了”104确实让人心有戚戚。
27、贺佳梅是洪子诚先生的高足，毛尖是王晓明先生的高足，看毛老师给贺老师作序，凑在一起也是
怪有意思的事情。想象中，贺佳梅的随笔应该就是这幅笔墨，她看日本，看旅游业与日本传统的双向
构造，这个角度是很可说的。看她写儿子，也想起毛尖写儿子，这两位老师，一遇到儿子，就化了，
也是自在与真情吧，
28、无论从游记还是散文看都不是佳品。可以拿来分析文人心态。
29、关注点在关西，可参。
30、贺老师实力诠释“内面”与“风景”的辩证法。
31、关西归来再看此书感觉作者对于文化的理解并不深刻，而且感受不到她的喜爱之情。所有的文章
都太过理性，文笔也过于成熟。过于平淡的描述对于随笔和游记来说都流于表面，并没有太多文化深
处的东西掺杂其中。
32、时不时的拿出局外人的洞察姿态，审视着日本的各种。各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自有规律，不在
高低，观察、比较、体验就好；那么高的姿态难道是北大的传统？
33、神户，京都，奈良，丰冈，赤穗，宇治，大阪，东京，富士，神奈川，川崎，凝物之物的方式来
叙述外国见闻很不错，而日本偏远小城中的日本青年对中国人的排斥，让我印象深刻，历史就是历史
，无法抹去亦无法磨灭，多了解日本，可以让我们跟更看清这个曾经的敌国的文化，这一点，很有必
要
34、有时候好深奥⋯
35、文笔优美，思想深邃，这应该是我心目中所向往的学者式游记。贺桂梅在看日本写日本，也在看
自己写自己，她始终保持冷静的思考和深邃的洞察力，以一个他者或局外人的身份思考日本的日常景
观、文化形态，也在反思着中国文明。当中国不在场的时刻，日本成为了可说的对象。她的立场是温
和而中立的。
36、在游记的外表下，穿插了日本历史和地理，还有作者对于两国的比较和思考。不同于一般游记，
有自己的观点。遗憾只是一带而过。
37、Well written book about Kansei region of Japan, although I was lost in the many descriptions of Buddhist
temples.
38、很好看，忠武藏和日本空寂文化两篇很喜欢，贺老师抽烟的样子倒是没想到。
39、2014年底，为了采访止庵先生，做的功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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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端午节去了三联的海边图书馆，就是那个号称全国最孤独的图书馆。其实也没感觉到孤独，只觉
得咖啡和水都很贵，还好，有自助的免费白水。点了杯唯一有的美式，然后翻起这本书。为什么选了
这本呢？因为实在是没有什么正经书呀。读着读着，跟卖咖啡的小女孩要了白纸，记下一些书中的话
。1.那些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信徒保罗2.在东京打
拼，在大阪挣钱，在神户过日子。——日本城市名言。3.一种发达后的常态是：你不是永远感觉到生
活在别处，以为自己的生活如同资本一样四处流动，而是可以在自己生活的地方停下来，经营出一种
更好的生存环境。4.在日本，住在靠近山的一面的人家往往是富人，住在靠近海的低地上的人家，则
大多是普通人。5.看似无常的投入中带来的丰厚收益（是说日本随处可见的免费旅行小手册）6.忠臣藏
的故事（赤惠四十七义士，所以日本语假名有47个），假名手本（榜样）忠臣藏（仓库），电影《最
后的武士》7.（评价小津安二郎）那种由凝视之眼所见的静态构图美感，与隐含着某种不伦之情的情
绪内核，其实正是日本古典美学“物哀”的真正内涵。在图书馆看海的感觉：1.很多时候，我们能够
清晰记住的，往往不是去过的那些了不起的地方，或者自己做过的那些了不起的事情，而是，那些静
下心来经过的瞬间，一个陌生环境里度过的一本书或者那时候的咖啡香。2.凝视一片海，或者深切地
关注一座山，总会让我觉得，一些忧虑或者烦恼很多余。3.你究竟在烦恼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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