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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之间》

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多年的日本评论文章结集，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诸多领域，全书分四部分：中
日之间、文化风土、历史纵深、制度文明。篇幅最大的是第一部分或也是中国读者最感兴趣的部分，
有梳理近代中国革命史中日本因素的文章，也有还原中日建交时具体用词的考证，谈历史上中日文化
的交流，也剖析如今日本经济被中国赶超后的种种心态。作者在日本留学、工作多年，亦有深度结交
诸阶层日本朋友，故写日本入木三分，作者也谙熟历史，洞悉世象，不为许多表面的浪花所迷惑，写
中日关系厚道中正、入情入理，只说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不畏权力、不媚浮言。
《中日之间》深入分析中日热点问题，余世存专文推荐
《中日之间》将政治、文化、国际关系等诸多问题融会贯通，一气呵成
刘柠先生是近年来活跃在中日两国媒体间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以布衣之身致力于解读中日问题，他
的阐述便是文明对话的“活广告”。他的关切和忧思让人们感受到一个中国作家推进两国国民亲善的
情怀与用心。
——余世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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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柠，60年代出生，作家、学者。大学时代游学东瀛,后服务日企数年，以对日本深度细致的观察著称
，国内诸多媒体的日本评论文章皆出其手，自称“独立学者，普罗作家”。已著有《穿越想像的异邦
》《、“下流”的日本》、《前卫之痒》、《竹久梦二的世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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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知识小品
2、前面还蛮好看的看到后面不知道是看累了还是什么觉得有点不同意【关于美国的一些事⋯各有各
的看法吧
3、第一部分的日本友人篇非常好！#20140407
4、突然有想了解日文化的冲动
5、专栏随笔集，太短，没有展开来讲，不解乏
6、补补常识
7、有一些有意思的历史细节，但浅尝辄止。
8、有助于了解一点常识的资料汇编
9、虽然浅尝辄止，但也别开生面！
10、对核电的理解还是文科视角
11、很好的书，读完对于日本可正视听
12、常识
13、视角还是那个视角，不过有新东西，小枯燥确有值得一读。毕竟不能老做愤青。
14、我喜欢看这种揭秘历史小八卦类的书，如果文风能再轻松点就好啦。每天晚上练完实务再看一会
儿这个简直就是催眠必备神器＝ ＝
15、文章多有虎头蛇尾之感，感觉总在不该结束的地方结束。难道是被删节了。。。还是作者本来就
是这么写的。。。
16、都是短文 不够解乏
17、在今天神剧漫天，舆论高压的环境下，常识的了解很需要。
18、一位一期不落地看《文艺春秋》的作者，常识和细节都还在。
19、文章合辑，难以苛求贯穿全书的主心骨，但信息量和评论还是很不错的，值得一看。
20、挺好的，当随笔看。文笔一般但流畅，内容对了解日本也有帮助。谁叫我喜欢霓虹呢。。。
21、外围人员觉得蛮有意思的，特别喜欢那个谁谁说的：我也是人，喜欢活着这件事情。怪可爱的。
22、关于文化、历史和人物方面的分析比较有启发，关于经济和制度方面的分析要逊色一些。可能跟
个人知识构成和阅读面有关系吧，无论是作者的还是读者我本人的。
23、若干涉及日本左翼及日共的介绍文章是以往所未注意到的，尤其开首数篇。
24、我感觉这本书不同于李长声式的随笔、漫谈，多数文章的背后都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谈日的目的
在于反观中国。
25、很爱这类关于我国与他国关系的社科书~也许这辈子没机会改变世界，可是，只愿在短短的此生
，能理解世界的一丁半点~
26、孙中山，李大钊等人的日本友人故事还是令人震惊的。日本共产党和中共的串联，对辛亥革命的
支持这些事都是头一次听说。也算是理解了一衣带水的含义。不过二，三部分就略微没劲了。
27、不如李长声
28、内容琐碎，深度有限。另此书有香港完整版。
29、范围很广，惜不深入。不过这本书让我学到了挺多新知识。
30、逛图书大厦时发现的一本书，看了目录很有兴趣就从首图借来读，结果因为太喜欢还是从京东上
买了一本自留。可能这本书从深度上讲没什么建树，但是题材广泛，涉古猎今，信心量很大，尤其是
对侵略战争之前中日人士间的交往以及日本战后体制的形成做了多篇目介绍，令我很开眼界，只能感
叹自己的无知。今天走在上班的路上，突然有了这样一种思考：“我”究竟是由什么构成的？国家从
小教育我们勿忘国耻，媒体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日本人坏到骨子里，新媒体的舆论大潮也越发呈现
一边倒局面。而我却自己无意间打开了一扇不一样的窗，给了自己一个了解世界的全新的切口，从这
里我看到了高雅、凛冽、亲切和绚烂。两种现实对我的撕裂让我对“国家、媒体、事实”有了属于自
己的认识，但也增加了我的悲观色彩和无力感。因此对我而言，人生已经没有softzone了。
31、文化上的中日关系，很细节，但不够深入(也不是，逻辑怪怪的)
32、中日之间，准确地说是作者夹在中日之间，写作没有找到自恰的感觉。没有专业的学术训练是硬
伤，看完后让人有一知半解，是这么回事吗的疑虑。最大的问题在于思想，语言，分析方法都仍有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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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的中共教育影响
33、一直不能正视日本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盲点，在开眼看世界后一百年的时间里都没能真正理性的
看待一个国家，可谓是绝无仅有的。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的是日本在受中国影响以外自身所产生的独特
宗教和文化，要认识二战前后日本的巨大变化，还要认清日本近一百多年里对中国现代的真实影响，
最后更要认清日本从文化到人口及军事经济各方面的体量，打破我们根深蒂固的误解。
不过，我们只有先有勇气正视自己，然后才可能冷静的面对别人。
34、视角亲民，易读但值得一读！
35、很多文章再深入谈谈不好么？比如医改和社保的题材。感觉有点说着说着就忽然断了的意思。另
外，废话少一些，多一些干货会更好吧。真是很严肃很浅显啊。
36、涉及中日近现代史的第一部分，提供了不少新颖的史料与信息，其他部分则几乎是当下涉及日本
的各种舆论背书。
37、文虽不错，但有些淡然无味，看多了想要睡。还有不可原谅的字误，甲午战争成了现代战争。
38、了解了關於那段歷史一些新的層面。是隨筆性質的嗎？作為學術論述來看是不是講的不夠詳細。
不知為何，隱隱地感覺到字眼之間作者的一些個人偏向，如果是隨筆集那不中立完全可以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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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看了这个人参加的一期访谈节目，发现他的思维和表达就是一团浆糊，老奶奶裹脚布送给他再合
适不过了。看了这个人参加的一期访谈节目，发现他的思维和表达就是一团浆糊，老奶奶裹脚布送给
他再合适不过了。看了这个人参加的一期访谈节目，发现他的思维和表达就是一团浆糊，老奶奶裹脚
布送给他再合适不过了。
2、刘柠多年日本评论文章结集，囊括文化、政治、人物、历史等诸多方面。缺点是浅与短，因文章
皆属杂志、报刊谪取的小块文字，篇幅自然受限，无法对具体问题有多深入的剖析，常常读至痒处，
往前一翻，没了。但好处是杂与碎，丰富了书的角度与层次。想要知晓异国人民的生活，与其去读硬
邦邦自上而下的学术著作，不如去了解他们衣饰的样式，用餐的礼仪，交往的习俗，娱乐的偏好，观
一叶以知秋，比象牙塔里艰涩的定义要来的直观有趣的多。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本评论集，读者有
必要在阅读中搞清作者本人的倾向，从而对一些可能不够真实的信息进行筛选过滤。从刘柠第一部分
介绍的近代中日人物，大多是左翼或国际主义者，他本人的评价和态度可以基本判定他应该是中间偏
左的。
3、其实每每谈起中日、中美、中朝等等关系的时候，我都有一种无所谓的感觉，可能是天生的对政
治不敏感，或者说完全不感冒，一个天空下划分出一块块领土，国家，就像个村落，更像个人，每个
人都有不一样的特质、不一样的习惯，而不同阶级的人民就像是每个器官，有不同的作用，一个人如
果因为饥饿吃掉另一个人，在不排泄的情况下，体重会增加，被吃下去的人会转化为食人者的营养，
被各个器官吸收，也可能进化或者变异产生新的器官，甚至变质腐坏；我们可以评价一个人的行为，
却不能去说别人的价值观和喜好以及品位，把国家看成个人，再去看待一些事情，也许可以抹去很多
整体之上的看法，更可以不让微观的东西去影响宏观的思考。
4、之前购买过刘柠老的《“下流”的日本》，大感不值。因其内容可能过于深入日本当代社会内部
，像我这样对日本了解不足的读者，难以理解，更不能激发兴趣。当时，对刘柠的感觉也相当不好。
这次的《中日之间》，是在单位图书室意外发现的。看标题应当宏观一些，就顺手借来，简直耳目一
新、喜出望外！作为一篇文集，首篇《日本道歉了吗》就借日人之口，阐清一四十年之久的谜题——
田中角荣当年有没有诚挚道歉。答案是肯定的，但误会也不是没来由的。第二篇《流亡中国十八载的
的日共党员》更激发起我无穷的阅读兴趣，不禁换位思考作为一名坚定的日共党员如何认识中国
自1957年至1973年那段运动不断的历史。读到这里，我已经手不释卷了。其他内容不再剧透，大家可
以自己体验。可以说，本书是一本内容深刻而不晦涩、观点清晰而不偏激的好书。五星推荐。

Page 8



《中日之间》

章节试读

1、《中日之间》的笔记-第159页

        中国以血缘为纽带，构成了庞大而扩展的放射性社会关系网。这一传统与日本主要并不以血缘而
是以行业、集团、地缘、村组来维系和延续名义上的家族和社会关系，颇为不同。在日本，从古至今
，经常可以看到由无血缘关系的养子来继承家业，保护门户。在中国，非血缘的继承多属例外性质。
可以说，中国更重以血缘为基础的实质的“家”，日本更重以主从为基础的名分的“家”；前者强调
亲族间广泛而自然的纵横联系，后者重视集团内人为而严格的等级秩序。

2、《中日之间》的笔记-第137页

        源于灾害频仍、资源匮乏的自然环境的危机意识，与生俱来的无常观和武士道的生死观，的确对
日本民族的性格塑造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危机意识，使日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处处防
患于未然，懂得积极生活；佛教的“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的无常论，在日人那里成了超越宗教的人
生观，赋予他们在灾难面前从容、淡定的心态与力量；而武士道的生死观，“重‘洁’的精神”决定
了人在直面死亡抉择时的选择，本质上是一个美学问题。

3、《中日之间》的笔记-第156页

        毋庸讳言，在《叶隐》卷帙可观的记述中，最震慑心魄的核心内容无疑是关于武士应如何面对死
亡的阐释——人何以在紧急关头果断、决绝、毫不留恋地选择死。对于通常人对生命的执着，武士道
持否定态度，认为只有死是真诚的，其他功名利禄都是梦幻一场。当一个人舍弃名利，以“死身”义
勇奉公时，就可以看到这世间的真实。“所谓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于生死两难之际，要当机立断
，首先选择死。没有什么大道理可言，此乃一念觉悟而勇往直前。”

对为“上方风”（指大阪、江户等地的浮华之风）的轻薄武士道所诟病的所谓“无目标的死，毫无意
义，似犬死”的说教，《叶隐》的回答是：“生死两难时，人哪里知道能否按既定的目标去死？以目
标来考量生死，就会以死不了来解脱自己，从此变得怕死。”“死就是死，勿为目标所制，若离开目
标而死，或许死得没有价值，是犬死或狂死，但不可耻。死就是目的，这才是武士道中最重要的。”

在常朝众多的关于死亡的理论预设中，没有什么比“常住死身”（Jyojyushinimi）一语更富哲学意味，
也更光辉的了，这令人联想到现代生命哲学中加缪的那个著名命题（“唯一严肃的哲学问题是自杀问
题”）。常朝在这里搁下的，不是诸如在重大关头死给人看的话，其判断的前提是，在任何时候，都
有必要做死的觉悟。正因为有如此“必死”之觉悟，其在《叶隐》那段著名的“武士道者寻觅通向死
亡之路”的记述中如此归纳道：“每朝每夕，念念悟死，则成‘常住死身’，于武道乃得自由⋯⋯”

4、《中日之间》的笔记-第5页

        1972年9月25日，北京时间11时30分

当晚，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盛大欢迎晚宴。中日双方出席者逾600人，大大超过了尼克松访华时的规
模。中方的准备工作极尽周到。军乐团现场演奏日本国歌《君之代》和《佐渡小调》、《金比罗船船
》和《鹿儿岛小原节》（分别为田中、大平和二阶各自家乡的民谣）等日本歌曲。周恩来亲自执箸为
田中布菜，斟茅台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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