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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以礼》

内容概要

这本小书收录了戴燕近十年来所写的有关中国和日本的随笔、书评和游记。书中大部分文字与日本的
中国学有关，偶尔也涉及别国汉学；还有一部分谈论中国的书，有关乎文学史的，也有零星的学术断
想。最有一篇《枇杷树》则详细记录了作者丈夫葛兆光先生入院治疗眼疾的点点滴滴，读来情真意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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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以礼》

作者简介

戴燕，女， 祖籍安徽芜湖市，生于合肥市。“文革”期间，先后就读于合肥市屯溪路小学、向阳路小
学、第十五中学、第十四中学。1978年初入读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1982年初大学毕业，分
配到北京中华书局从事古籍整理的编辑工作，所编徐震堮著《玉台新咏校笺》、俞绍初辑校《建安七
子集》等曾获得过“国家图书奖”古籍类的奖项。1986年入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
生，1989年毕业获硕士学位，此后再度回到中华书局任编辑、副编审，策划编辑有《名家精译古文观
止》、启功、张中行、金克木合著的《说八股》等。1993-94年赴日本京都大学做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
。1995年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历任《文学遗产》杂志编辑部副编审、编审。2004年赴香
港城市大学做为期半年的客座研究员。2005年转往同文学所古代室任研究员。2006年9月调任复旦大学
中文系教授，并任博士生导师。丈夫为葛兆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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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以礼》

精彩短评

1、多看限时畅读。差三章看完全书。“一向倾心周作人”到千年万里两薪传。
2、请问这本书又怎么敏感了！下午手机愣是发不出来
3、实习读毕
4、今晚读此，感怀更深。
5、前半本差不多就是京都学派汉学家记胜，闲书一本
6、羡慕这样的学术伉俪&他俩的文字感觉忒像了
7、录有葛兆光住院事
8、怎么评分这么低，难道豆瓣上读过这本书的都是日本中国学的大佬⋯⋯多是序跋，但又是很好的
文献综述，吉川幸次郎、高桥和巳、松枝茂夫、兴膳宏、高本汉，在叙其理论生平的同时又援引多家
，不做太多评价，很长见识。同时也是很好的指引书目。几篇记事的也很清洁，比林文月不知道高到
哪里去了。
9、点赞
10、涉及到日本中国学这样专业性比较强的文章，作为一个门外汉，如果不从兴趣出发，也许保有一
种多方涉猎、增广思路的功利目的，是明智之举。
11、整体上像浸水衣服，时时刻刻都想把它甩干。书中写京都书店、高桥和巳、松枝茂夫、兴膳宏、
高本汉、文学史、逯耀东，看得出作者文人情结。所引逯耀东的感叹，有意思。《往来以礼》提到引
入日本中国学，“述而不作”也有价值，只“述而不作”流于浮泛也不好，有感触。末篇《枇杷树》
，写葛治疗眼疾的经过，比其他文字，显得更有生气。贴近观察的记录，总是不一样吧。
12、戴燕94年到京都访学，这次再来不知道会不会再写出一本往来以礼w
94年经常去的在高野川的24h营业的丸山书店在11年就闭店了。朋友书店和中文书店都在北白川，朋友
书店的黑西装营业员还是会推着小车来送书给我们挑，只是要么是三代目了，要么就是雇来的年轻小
哥。
一部现代中日学术交流史（主要是汉文学学术）真是大牛辈出的时代。又看了一遍戴燕写的高桥和巳
，戴燕其实也想做高桥，就像高桥想成为司马迁一样。
枇杷树真的好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感觉，只是主动牵起手的是女汉子戴燕而已。
13、文章收录的时间跨度太大了。。。个别篇章有补缺的作用。
14、随笔字集，可以略窥京都的人情与故事，让人心温。尤其日本的书店还有伙计给教授送书送到办
公室里来的。里头有张古书祭的插图竟然是苏枕书摄，我眼睛太尖了。
15、赠书。
16、在医院里读到最末一篇，深有感触。出院后买了一本，几篇关于高桥和巳的非常有价值。
17、那汉子与葛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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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以礼》

章节试读

1、《往来以礼》的笔记-可感的物质与想象的文化

        据说对日本知之甚深的戴季陶梗直接了当地指出，日本民族性格中富于幽雅精致，缺乏伟大崇高
，认为《徒然草》所谓”花间黄莺“、“水中青蛙”，究竟气局褊小。而之所以有这种评价，实在是
因为他的心中一惊有了一个预设，即首先确立了大陆中国也就是自己这一方有着伟大崇高的品行，再
将岛国日本视为一个具有对立品行的他者。物质是可感的而文化是想象的，物质因此具有普遍的使用
价值，可以共享，文化却是独一无二、无法复制的，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文化，总让人记起内与外、
我与他的区别，它们因此有时更起到使人疏离的作用。香港已是一个相当国际化的地方，但是我依然
能在这个开放的城市，时时感到这种文化及文化国家的差别意识。
抽象的文化难以形成具象的印象，因此，人们只得通过比较确立自身的认同，因此形成文化国家的差
别意识⋯⋯这种文化隔阂，是好的还是坏的呢？

2、《往来以礼》的笔记-闲话日本教科书

        日常与架空的文化标志
我觉得插花、茶道、俳句，甚至还有自杀，因此都被当做日本文化的某些标志，悬置在热烈的现实生
活之外，被讲得太哲理、太玄妙、尤其当他们被介绍给外国人时。像能这种有着较长的历史和宗教背
景的戏剧，固然很可体现日本文化独特的“幽玄”境界，可是又有谁能否认是开放的剧场和随意的观
众，与舞台上的演出共同构造了一个特殊的氛围呢？因为樱花的骤开骤谢，最合乎他们认为世事无常
的心境。记得一百年前有位叫做文延式的中国人，在神户和上野看过樱花后说，樱花的好看在于：每
连植数千万株，花时如云，绵蔓十里，故无能与之匹者“，如果只有一两株栽在人家庭院，也不过如
丁香、海棠，聊供赏玩，再若于深山野地偶植几株，则必不及空谷幽兰，芳香自远也。而这种精神文
化的建设，有时是不免要以牺牲和压抑某些事物为代价，以突出另外一些事物的，有时还免不了有脱
离真实和现实的虚构，这在任何国家也都一样。好比这几十年，外国人提起中国便想到京剧、武术，
中国人也把他们当做”国粹“，可实际上京剧才有多少呢的历史，练武术的又真有几人？

3、《往来以礼》的笔记-第156页

        清少纳言的《枕草子》里就说，凡细小之物皆美，一千年的作品，却讲述了许多令人感动的人和
事务，像朝阳下的菊花上的雨露，像火盆上斜斜放置的夹碳的筷子，像故意不着裙装，却穿一件开衫
，挂着香袋，带子长长地拖下，斜倚构栏，轻扇掩面，惹人怜爱的女孩^

4、《往来以礼》的笔记-第159页

        
今天生活在地球各个角落的人，无不乐意接受任何国家生产的方便耐用的物品，也无不乐意享用同样
优良的诸如酒店这样的服务，然而这些不同国家人民的精神灵魂，却是安置在不同的文化空间的。
物质是可感的而文化是想象的，物质因此具有普遍的使用价值，可以共享，文化却是独一无二的，无
法复制的。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文化，总让人记起内与外、我与他的区别，它们因此有时更起到使人
际疏离的作用。
香港已经是一个相当国际化的地方，但是我依然能在这个开放的城市，时时感觉到这种文化及文化国
家的差别意识，也许就是这一点意识，使香港的年轻一代无论多么热衷于日本的漫画、日本的明星，
但是在钓鱼岛问题上，他们中的一部分，却是时刻睁着大大的眼睛。

5、《往来以礼》的笔记-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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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以礼》

        第2页第11行，“淳久堂”
第81页第5行，多一假名“い”
第135页第3行，“探源”

6、《往来以礼》的笔记-可感悟的物质与想象的文化

        关于细节与美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他那篇以流行服装杂志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流行体系》（Systeme de la
Moed）中表扬“细节最具有生命的模式"是很有见地的，他认为恰恰是哪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细枝末
节，把一些毫无意义的东西变成了最有意义的东西。在统一性日渐取代了特殊性的现代都市，的确好
像也只剩下勉强可供细节点缀的空间，尚能让现代人伸展一下他们违背车体泯灭和同化的个性、创造
力。清少纳言在《枕草子》里就说过：“凡细小之物皆美。“像朝阳下的菊花上的雨露；火盆上斜斜
放置的夹碳的筷子；像故意不着裙装，却穿一件开缝的含山，挂着香袋，袋子长长地脱下来，斜倚构
栏，轻扇掩面，惹人怜爱的童女；还有八九月里盖着经了一夏的棉被，穿了生绢做的单衣，任风任雨
吹过来的感觉。刚嫌这单衣有点热，想要脱掉，却不料天气凉下来。
清少纳言笔下的这些人和事物，无不是在一些秀巧精致的细节衬托下，才显出他们不同凡响的美丽的
，若非有观察细节的习惯和捕捉细节的能力，大概一般人很难欣赏到它们的美，更不要说将这种美感
经验诉诸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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