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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暧昧的日本人》

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剖析日本人文化性格的书。
“暧昧”并非日本人独有，然而，它在日本神伤热播表现得如此极端，是以成为其民族性的“品牌”
。他们尚武又爱美，封闭又开放，自然又人工，顺从又反抗，视“瞬间”为“永恒”，模仿中有创造
⋯⋯但是，一旦涉及大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和根本利益，日本人从来不“暧昧”，不含糊；其“暧昧”
，往往是清晰到极致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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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暧昧的日本人》

作者简介

李兆忠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日本东京大学访问学者，著名的日本文化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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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暧昧的日本人》

精彩短评

1、民族性上的一些考据
2、矛盾，幸亏我不是日本人。
3、非常非常非常。。。片面。（对我就是个亲日派==）
4、非常中肯···
5、文中多有菊与刀提及的⋯⋯╮(╯▽╰)╭菊与刀着实经典呐
6、看了五分之一，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作者把日本的种种特性都简化到一个原因上，岛国。狭隘的
神道，狭隘的爱国，狭隘的种种。因为岛国所以狭隘。诸如此类。话说爱国本身就是狭隘的，不狭隘
的那个叫国际主义精神嘛。
7、还不错。
8、太阳旗下的人民是个神奇的民族 但为什么老美的菊与刀能写的那么透彻 此书相比逊色了些
9、作者虽然名不见经传，但是，他对于日本和日本人的把握却是十分独到，文中不乏诙谐幽默但又
一针见血的评论。该书主要是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看日本，不足之处在于，作者在文字多
样性方面表现的有如过山车一般，一会五彩斑斓，一会又捉襟见肘反复重复。
10、很经典的一部日本社会分析类的书，值得一看
11、必然会出现以传统中国价值观去评论日本的情况，但是仍然是一部很好的对日本性格的阐释。
12、那年我还是个高中小五毛⋯⋯这是最早接触到的一本关于【日本】的书，书里的【真相】让我傻
掉了，开始了长达数年的精神折磨，从此努力跋涉在理性中正的道路上却时常走入迷途，后来我变成
了一个动漫宅
13、了解日本文化的好书
14、好多地方给人一种没有搔到痒处的急不可耐的感觉啊~~
15、在日企工作时候读的
16、虚无必定导向感伤，感伤进一步加深虚无。这句话印象很深。
17、我是当科普看的
18、好多地儿多重复的 不过作为入门读物还是不错
19、废话太多
20、边看边联系，好看。不过还是觉得内容有些重复了。
21、盛唐，文化输出东瀛，如今这种情况反过来了。出于某种恶性循环，我们国家的文化失掉了创造
力，影响力日益低迷，而日本文化最大的消费者莫过于当年的中华。
  日本是亚洲最大的异类，甚至是世界上的怪胎，他们究竟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看待这个星球上的同
类，又怎么看待他们自己的人生？这真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这本书可以说是一个了解我们这个又爱又恨的邻居一个很好的窗口，从他们的扭曲上又映射出我们
的将来，况且不才以为，如今的天朝帝国才是最扭曲的存在，然而看着对他人的指指点点总是暗爽的
，这算是悲哀么？
22、过时的书，若非经典，还真是难读。
23、感觉这本书更贴近现实，毕竟《菊与刀》有点太古老了
24、最后谈日本语言那几章才是亮点
25、对日本的分析很透彻。
26、有点受时代制约...................
27、感觉不客观
28、一个例子是要重复讲多少遍呢⋯⋯
29、许多结论过于主观，比较适合愤青的口味
30、看的电子版，有些地方有重复
31、在外部晃悠的人永远无法理解什么才是日本和日本人。文化介绍，并止于文化介绍，很好的文化
介绍。
32、感觉没有太多作者自己的新的想法，而像是对他人的总结，使之更加连贯了⋯⋯
33、带着怨气写的书
34、几年前读的，觉得剖析得还可以，想了解日本文化的不妨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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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暧昧的日本人》

35、参考文献不解释。
36、前面有些说的好偏激啊。不够客观。另~后面那段我怎么没印象！难道我看的是不完全版本！？
37、哎，太肤浅了。翻翻看看算了
38、总结、分析很到位，感觉比菊与刀更流畅，更吸引我。
39、电子版。下午看的时候就在犹豫是给一星还是两星⋯⋯
40、小威的书，至今没有还给他⋯⋯
41、这个人，“以后”都要写成“以降”，是怎样，你要假装日本人了呐。
42、日本人倒茶不一杯杯的倒，因为那样每杯茶的浓度就不一样了
43、日本之贱，只仰强者鼻息。
44、颇有教益的导读作品，入门必看。
45、2012.3.24
46、2007年看的一本书，留着最后一节，6年才看万结尾。案例新颖、语言流畅无比、陈列的日文词汇
也很有说服力。 
47、无意中的收获= =⋯⋯
48、很一般
49、精辟且不枯燥
50、内容30%左右赞同。可惜作者的口吻充满着对于中华文明的骄傲和对于日本文化的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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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暧昧的日本人》

精彩书评

1、这本书中最常看到的是引用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和赖肖尔的《当代日本人》里面的文字，阐
述的有见地的观点几乎都摘自这两本书。包括其最后论述的日语的语言的见解，第一次看觉得很佩服
他的新颖观点，后来发现原来主要还是来源于《当代日本人》。而带上个人感情色彩的观点则显得有
些偏颇，论述这些观点的论据也主要来自其在日本打零工时的见闻，若非站在中国人立场上很难赞同
，毕竟没有融入主流社会生活的视点的比较片面的。如果对日本几乎一无所知的读者，这本书还是可
以一读，作为入门。不过如果对日本有所了解的话，看了之后会很失望。
2、这本书实在不怎么样，错误又那么多，很多言论都是重复的。上杉谦信写成了上彬谦信，日语坳
音的大小不分。什么樱花只有两种颜色，乱讲！切腹也不是只有十字刀一种吧。总之作者并没有那么
了解日本到可以写书的程度吧~
3、资料和经历丰富，大小事件众多。但是此书并非停留于此，而是对每个大小事件进行了大量的分
析，并且严密结合日本的地理特征来分析原因，形成了自己对日本体系化的认识和论点。一方水土养
育一方人，有什么样的地理条件，就有什么样的群体性格。这点作者把握得非常好。是一本认识日本
的好书。
4、昨天晚上看完了《暧昧的日本人》，与之前看过的《雪国之樱》相比，内容上更加的深入具体，
角度更加的鲜明；虽然书中的有些观点偏颇，缺乏必要的客观性，但总体来说还是一本比较不错的日
本研究专著，在此推荐之。注：书中有四处排版错误，分别是在第230、243、281、302页。
5、看完《菊花与刀》之后再看的此书，自然有个高下对比。总的感觉，是信息含量不如《菊花与刀
》丰富，常常是一个例子被引用几次，或借用《菊花与刀》的事例、观点，且一些地方分析的不够深
刻透彻，觉得像是用各种资料拼凑而成。当然也没说烂到无法成读，至少从叙述语言上讲，《菊与刀
》多少有些学术气息，行文较晦涩，而此书则直白的多，有时甚至十分的口语化，感觉像面向青少年
的读物。因是中国人写的，文字中自觉不自觉的都会带上中国人的视角，选用的词句，隐含着好恶偏
颇，没有《菊与刀》那么客观。独到之处，最大的是最后几章对语言的见解，日本人对外语的态度，
为什么说不好英语，对外来词汇的大量日语化，反哺汉语，以及等级烦琐的敬语，这几部分倒还吸引
人。前文讲到“技”与“道”，樱花，狗，“和”之精神，以及各种宗教等处，用中国加以对比，也
可算是有价值的地方。
6、首先，值得肯定的是，这本书没有同类书艰涩难读，很适合放在床头作为休闲读物，让读者对日
本有了比较基础和完整的认识。但是，从书的架构来看，作者虽然给出了特定主题的章节，有利于读
者对日本有一个较为丰富的认知，但是却不能通过这些章节建立起一个清晰的架构，很是散乱。再者
，书中的观点或是例证较多的引用了《菊与刀》以及日本社会学等方面的专家论点，引用的篇幅较多
。虽然如此，读者还是会在阅读中发现作者的观点左右摇摆、前后矛盾，甚至在有些地方牵强附会，
将一些人性中的弱点，硬是描述成日本人特有的劣性，甚至在言辞中十分明显的表达了作者的个人倾
向，这一点在文中随处可见。例如，不必要的重复、带有情感偏向的用语。
7、日本文化大约确是迷人，外来者也常常沉醉其中。小泉八云、周作人自不必说，鲁迅、丰子恺亦
屡有赞美之辞，直至好莱坞《最后的武士》，对日本文化都投射为一种纯净、片面的想象。在浩如烟
海的日本描述中，本书作者独赏其中两种：旅居日本有年的戴季陶所撰《日本论》，从未到过日本的
本尼迪克特所著《菊与刀》。两种书都指明了日本文化的暧昧、模糊、矛盾。自川端康成的“美丽”
到大江健三郎的“暧昧”，日本文化在国际空间的自我表述似乎也印证着这一洞见。《暧昧的日本人
》并非要与这两部经典竞雄，而是从“暧昧”的大前提出发，于细微处入手，将个人体验与资料记传
参照发明，往往从熟悉的材料中发现出人意表的结论。如开篇即讲到：中国的英雄传说模式，总是妖
魔为祸人间，英雄除暴安良。而日本民间故事中最出名的桃太郎，打败海岛上的恶鬼，并非为了拯救
人民，而是将恶鬼的财宝搬回了家。而不管是桃太郎、五分次郎，还是皴太郎、一寸法师，日本传说
中的英雄都是很小的身材，却能以小搏大。熟悉日本近代对外史的读者，读到这里，想必已发出了会
心的微笑。这类细微处的分析与比较，全书在在皆是，举凡传说、器物、饮食、语言、娱乐、礼仪，
无所不包。对于不了解日本的普通人而言，这些细致入理的文化观察，应该能够帮助他们构建更接近
事实的日本想象。
8、日本人之间所谓的暖昧，光看这本书仿佛还是不能了解很透彻。于是拜读研究日本人始祖的本尼
迪的菊与刀便成了非常有必要的事。但此书的入门比较浅,适合大众阅读，故事性强烈不会很乏味，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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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暧昧的日本人》

了最后几页像单词表的关于日语的介绍，毕竟是中国人写的，発想是一致的。但是接连看完关于日本
史和这个国家的文化这个民族的根性研究后，一种讲不出的压抑感萦绕于心，所以我决定暂时换一下
阅读口味，转向欧洲⋯
9、《暧昧的日本人》用比较通俗的语言介绍了日本国情、国民性的方方面面。虽然很多论述带有很
强烈的个人经验色彩，但总体来讲还算全面、客观。说道日本人的“暧昧”，我的综合理解是日本人
在物质上极度排外、在精神上极度包容的一个基本矛盾。说到物质的排外，是跟日本孤立无援的岛国
心态息息相关的。比如日本的很多民众只愿意吃国产的本地大米，比如微软的XBOX在日本永远滞销
⋯⋯等等。日本自身的物质资源非常有限，所以会本能地对外来的物质“入侵”产生畏惧甚至恐慌。
当年日本的PC工业，就是因为不愿意与西方IBM的产品标准化同步，而一度衰落下来的。而物质方面
的极大约束，必然造成日本人在精神层面的极大渴求。日本人的性格可能是全世界最奇怪的，因为他
们甚至可以同时信仰好几种宗教。美国人说日本人是“菊与刀”的双重性格，我认为这其实并不是一
种极端失衡，而是因为日本人可以同时包容“菊”与“刀”这两种看似水火不容的价值观。日本人所
宣扬的“和魂”精神，其实也就是一种发挥到极致的包容性，包容到可以同时接受诸多原本对立的理
念、价值观和信仰。而这种极度的包容，在外人看来自然就表现成一种难以理解的“暧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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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暧昧的日本人》

章节试读

1、《暧昧的日本人》的笔记-第36页

        正藏下定决心、树立信念之际，正是主体世界自
我扩张、潜能调动之际，它破除了蒙蔽在主人公心理上的种种积垢，去掉自卑和
萎琐，使人的精神爆出火花，焕发出奇异的光彩。正藏的故事，也是对日本人特
有的能力观的最好诠释，日本人从不强调人与人之间先天能力上存在的差别，而
更看重后天的努力和刻苦进取的精神，学校教育也不提倡竞争，优先培养尖子，
而是一视同仁地对待学生， 鼓励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这样做，
对那些弱者无疑是一种激励和鼓舞

2、《暧昧的日本人》的笔记-第84页

        以前用武力没有达到的目的， 现在用经济的手段都达到了。东瀛列岛并未沉没，向外扩张倒是变
成了事实。

3、《暧昧的日本人》的笔记-第42页

        。但不管种族来源多么复杂，经过千百年与外界隔离，日本早已成为一个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单一
的民族

4、《暧昧的日本人》的笔记-第72页

        。日本人已经养成这样一种习惯，凡事都要从最坏的方面去考虑，从不敢掉以轻心

一位名叫糸川英夫的东京大学老教授写了一本书，叫《日本危机》。此书以另一种方
式制造了一个日本危机的神话，它从当今日本社会生活大大小小的各个方面，诸
如石油危机啦，高科技的弊端啦，高龄化问题啦，日本交响乐队演奏水平低啦，
年轻人胸无志向啦，银行存款卡的防盗啦，等等，向日本人敲起警钟。其表述方
式也颇为独特：你们说日本现在已经很富裕，我偏说富裕使日本人萎靡不振，精
神空虚；你们说日本已是全世界数得上的老人长寿国，我偏要证明日本人的平均
寿命正在下降，五十岁一代的社会精英正在大批死亡，山梨县的某个长寿村正在
出现短命化；你们都说日本的高科技水平世界领先，我偏要指出日本的新技术都
是从外国批发来的，韩国的高科技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过日本；你们都说现在的日
本人重视体育运动，增强体质，流行网球、滑雪、美式自由体操、游泳、高尔夫
球等等，我偏把它称作“体育公害” ，并竭力证明：运动过度导致心脏病、脑溢。。。

我想，正是这些大大 小小的警报器，构成了一套性能极佳的超敏感报警系统，时时提醒日本人，不要
得意忘形，要有杞人忧天的精神，防患于未然。

5、《暧昧的日本人》的笔记-第44页

        。
可见，明治维新成功的真正原因，在于“现代化”领导权的及时转移和在此基础上
迅速实现了全民意志的统一，而这一切，与日本是个单一民族、拥有“万世一系”
的皇统有极大的关系。 而中国的“戊戌变法” 是在满清皇朝的权力背景下发生的，
这个少数民族政权当初以铁蹄征服全中国，曾给汉族人民造成深重的创伤，经过
二百余年的统治，它本身已经腐败到了极点，在革命派眼里，它已经丧失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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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合法性， 更不用说领导中国走富国强兵的近代化之路了， 中国要富强独立，
首先必须推翻这个腐败的异族政权

6、《暧昧的日本人》的笔记-第60页

        “天皇及其朝廷始终没有被废除而得以延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历代幕府将军需要借助天皇的精
神权威。无论天皇，还是幕府将军，他们都没有能像中国皇帝那样，把世俗的权力
和宗教权威集于一身。天皇作为精神偶像具有至尊的权威但没有至强的权力，而
幕府将军虽有至强的权力却没有至尊的权威

7、《暧昧的日本人》的笔记-第41页

        中国人“有爱族、爱乡之心，而无爱国、救国之心” 。其实，正是这种爱族、爱乡，构成了传统
中国人爱国心的鲜明特色。

8、《暧昧的日本人》的笔记-第33页

         
这个岛国民族的血液里，流淌着一种天狗吞月亮的疯狂，它相信精神具有无
边的威力，可以创造人间奇迹。也许是海浪的狂暴，台风的肆虐，地震的威猛，
火山的壮烈造就了这种性格吧。身居孤岛的人们，容易养成破釜沉舟、决一死战的心理，对于这一点
，人们必须有充分的认识。 

9、《暧昧的日本人》的笔记-第81页

        行文至此，不能不叫人感慨万千。比起日本这个近邻，我们中国人显得何其
的迟钝和麻木！鸦片战争的惨败和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没有唤醒中国人；长达
14 年的太平天国内乱，没有真正触动昏聩的大清政府；甲午一役，堂堂的天朝
帝国败给了东瀛蕞尔小邦，惊动朝野，但对广大的中国民众来说，日本仍然是一
个陌生的存在；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意义不可谓不大，但这个运动仍然局限于
少数仁人志士；甚至连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主要也限于知识分子，而大多数中  
国的民众仍然处于蒙昧状态，直到日本侵略者的炮火烧到中国全土、刺刀架在每
一个中国人的脖子上的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人才真正摆脱麻痹的状态。还是毛
泽东说得对：要不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中国人
民就不会觉悟，不会团结，不会武装起来进行斗争。一个如此从容不迫、感觉迟
钝的民族，与日本这样一个超敏感、进取心十足的国家为邻，实在让人担忧！ 

10、《暧昧的日本人》的笔记-第70页

         
      毕竟是个岛国，只能产生神国的自醉，而产生不了恢弘的理性。不过这没有
关系，岛国特有的自然风土，在孕育“神国”狂信的同时，也培养了日本人无以伦比的忧患意识——
这一克服困境的法宝。 

11、《暧昧的日本人》的笔记-第27页

        就像日本政府过去同外国打交道时动不动就称自己是“大日本帝国”一样；日本人的自卑和自大
的双重性格， 由这些身材臃肿的大汉（相扑选手）得到了最形象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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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暧昧的日本人》的笔记-第28页

        相扑手后天的技道和意志的磨练，比爹妈先天给予的身体更加重要；力量悬殊的对抗，比起势均
力敌的较量，往往更饶有兴味

13、《暧昧的日本人》的笔记-第11页

        一个小民族要想发展进步，尚武是一个最必要的习性

14、《暧昧的日本人》的笔记-第39页

              日本人爱国，早已名扬四海。        
      每当同日本友人聊起国外的事情，我一个最深的感受，就是他们那种不加掩
饰的民族优越感和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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