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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魂与和魂》

内容概要

本书通篇均采用以小见大，逐层深入的手法，以中日两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传说、轶事为切入点，谈到
《封神演义》，讲到两国人民对狐狸精的迥然态度，聊到日本裸体祭祀活动的缘来⋯⋯夹叙夹议，娓
娓道来，全无枯燥说教和乏味空谈。生花妙笔之下，艰深晦涩的理论有了鲜活生动的形象。读之，如
观庖丁解牛，令人拍案叫绝。 此书以比较文化的视角写成，既有可读的趣味性，又有殷实的学术性；
一本比较文化之书可以在中日两国出版，可见作者自信没有文化歧视为特征的民族主义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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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ＮＨＫ?視点?論点?、[当代聚焦]。 朝日電視熱点特集「徹子屋」。 NHK广播电台节目「心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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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禹，共同体
2、第一部同根异株。通过滴水藏海的论证介绍中日文化虽起源相同确发展各异。其中以狐狸精起笔
能够第一时间的引起读者的注意。第二部借鉴日本，参照中国。更多讲的是中日文化中的共通部分以
及现代当代中日文化的交流。全书通过文化的视角客观的展现了中日之间的文化异同。然而掺杂了过
多作者的主观思想，与《菊与刀》等书还是有差距，不过仍然不失为一部不错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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