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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留学忆记》

内容概要

★  一段东京留学生活的真实记忆，一种 日本社会人情风物的全景式展现。
★  图文并茂，理性的审视思考与感性的人文情怀在笔端自然流露，阐释了另外一种日本论的可能。
----------
这是一部关于过往生活的记忆，故事发生的场景主要在日本。书中讲述了作者在东京留学期间点滴生
活片段，从一个对异域文化的旁观者到一个融于异国社会生活的亲历者，心境与观念所发生之变化。
在这本回忆性质的随笔集中，他用一种观察者与体验者交织的视角观察日本社会和国民生活，小到对
日本友人的言谈、处事的描绘，大到对日本的政界更迭、社会事件的评议，虽平淡、细微，却是日本
现实生活的真实呈现。
--------------
他乡生活与故乡情境的重叠、个体人生际遇与天下国家的交错、理性与情感的紧张⋯..这一切都以某
种圆融无碍的方式嵌入于作者在日本多年亲历的修学生涯之中。书中大多写的只是一些普通人，以及
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故事，在其平淡可亲的笔调之下，日本社会生活的本质特质已然得到全景式的展现
。作者对于这段记忆的重新书写，带有鲜明的个人化色彩，这种对文化的自我叙述方式也即重新书写
从个体到群体的生命状态；它既是漂泊在外的游子心中共同的“乡愁”，亦能勾起人们对内心深处的
“故乡”与“家园”的寻觅与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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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永晶，社会学博士；先后毕业于吉林大学数学系（1997年）、东京大学文学部（2001年）、东京大
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2008年）。现供职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
究中心，研究领域为现代社会理论、古典政治思想、近代国际关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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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还不错
2、总的来说文字比较克制，情绪也往淡了处描写，总觉得这冷静劲过了头。
3、文字自然朴实，从东京生活的点滴着笔，描绘出了一幅生活气息浓厚的现代日本风情画
4、随笔集。完完全全在夸日本的好，不过我是想日本的不足也能了解
5、对于日本，与之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仅仅羡慕嫉妒恨，只能反映出自己内心的自卑与无奈。只
有认真全面向人学习，才有可能真正开始人类意义上的进步。
6、笔者语言朴实流畅，满是感情，读到几处竟然潸然泪下，很久没有如此感动，上一次是读龙应台
的1949时了。
7、开始对日本这个国家有兴趣，简单了解一下
8、提供了了解日本社会和文化的另一种角度。
9、应该算作一本回忆录吧，从侧面增进了对日本的了解
10、值得一看，但书中的语气让我有点反感
11、以朴素的语言来解读日本人文风情
12、本书是作者留日多年的杂感，涵盖生活，学习，政治诸多方面，作者相当优秀，特别是诗词歌赋
让人印象深刻。
13、最近找到很多写日本生活的书，放在ipad里，在下班高峰的2号线里读。好像做了一个关于鸭川和
东京塔的梦，就到家了。
14、和自己在东京的生活有点共鸣~
15、久居象牙塔的人写的文字，不知人世险恶及辛酸，看着并不舒服
16、很不错的书 对日本的一些文化写得很透彻 我也学习到了许多 
17、有意思。推荐一个
18、不谈什么崇洋媚外之类的标签，日本人的确很多方面都值得我们去学习。典型的纪实类文字。
19、李老师真是我见过最有范的男老师。
20、“自己记忆深处的故乡，怎会遭逢在他乡的日本？”
非常好看，文字虽不惊艳，却也讨人喜欢。对日本的了解能够加深很多。
21、作者语言给我感觉很亲近，每次，每次读到“我妻子...”时，都是惊讶和恍然觉察，哦，是男学
生啊。
22、購入的是精裝版本。不是學理分析，而是留學中真實的所見所聞。
23、一个社会学家的思考，一个负责的出版社，
24、触摸得到的生活 鲜活的对比
25、日本归来之后，就更加认同作者了。尤其是初到京都，其干净的道路、有礼的市民、闲适的环境
，都令我诧异万分。归国已有一段时间了，但仍是十分怀念，好想再走一趟。
26、和上一本书差不多平铺直叙的文字，也没有特别浓烈的情感，可能在日本待久了的文人都是如此
的文字风格，清淡，文雅，不浓烈，其实到很合我的胃口。三天左右的时间读完，也激起了我很多东
京游玩的记忆，如果能有机会在日本生活一段想必会更好地能去感受那一个世界的风土人情，世间百
态吧。只是思考还是略有浮于表面，总是没有深挖的感觉，希望作者能有其他更深入思考的文章。
27、作者文笔很好。文中印象最深则是日本学者对于学问的钻研态度，求深、求细，求理解。
28、不知道是不是在一个地方呆久了，还不讨厌的话，就会不自主给这个地方辩护。我现在应该会对
广州无条件辩护。
29、没什么可看的东西
30、这学期上李永晶老师的“中国社会思想史”，老师整个人散发着儒雅的气息。从学姐那儿得知老
师在东京留过学还出过随笔。读完，感觉文如其人。
31、极为迅速过完大半本书，相当勤勉而执着的李老师。好多对于日本的国民精神和民主运行方式都
让我想到台湾，只有短短五十年却渗透到了骨子里的某些精神素养。
32、三星半，但读起来很舒适，夜里特别温暖。
33、以为是美女写的，原来是男的，对日本的感受很细腻，也很有理性，每天晚上读两章，不觉得枯
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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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虽说直观，但也客观，不熟悉日本的人，可能觉得有些媚日。
35、留学日本，很多篇幅集中在日本的学术界相关人物，也算从自己的角度提出来某些思考。
36、值得一看 日本人内心戏好多给我感觉又辛苦又可爱
37、可能是作者目的和读者期待的差距，没看到想看的那种作为社会学者对日本日常埋伏的肌理的剖
析，情感上也不够浓烈，像一本尽职的种草集。
38、确实比其他留日的人写的好 
39、我对丢了东西能找回来的那章比较惊讶。。。在中国能做到这样，何年何月呢？
40、“从可忆及的生活细节出发，描述自己在现代日本社会中的生活观察与感受。”对日本国民性格
和中日关系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剖析。我读的似乎是另一个版本？紫色封面那个~装帧做得也很漂
亮。
41、以回忆的方式记录东京的留学生活，每篇文章是一个人物或者热点事件的讨论。作者对于日本有
着深厚感情，第二故乡也不过如此。
42、读后不禁向往
43、另一个故乡，另一种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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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文字优美、社会学视角隐匿其中。读起来很容易，也很让人喜欢。 值得一看。以下正文：对日本
的接触，首先是起源于对日本动漫和电影的偏好，而后逐渐接触到日本文化，电影和动漫镜头里那些
似有似无的哀愁、美丽的富士山和樱花、日本民众的淳朴、职人的敬业带给我许多印象，这让我对以
往在媒体和教科书宣传下形成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好战分子印象不禁产生了怀疑。因为没有亲自去日本
的经历，虽然读过一些关于日本风物的书，对日本到底如何仍是一片茫然。恰好本书的作者有在日本
留学十年的经历，又是一个切实可触的对象，阅读本书时不免抱有作者带我旅居日本的感受，读起来
似乎都是生活里的小景邻人，却让人见微知著，窥探到日本社会的一些独特之处。 本书主要写了作者
在旅居日本求学十年生活里一些人和事，可以称的上是一部关于过往生活的记忆。本文通过29个算是
独立的叙述串联起来，展开一副关于日本的图景。文章从到东京大学研究室的梅田小姐开始，最初对
梅田小姐的印象是不知所措的，因为她的入时俏丽的装扮和研究室的古朴沉稳似乎格格不入，研究室
的人包括作者在内都对她抱有好奇却又敬而远之；随着梅田小姐逐渐融入研究室，她也洗去铅华变得
朴素起来，让作者逐渐看到了梅田小姐单纯的性格。作者对梅田小姐的感受正如初到异国的感受一样
，从不知所措到逐渐适应了解，或者说作者本人何尝不是另一个“梅田小姐”呢？从海外异乡求学到
一个知性孤岛，逐渐受到日本东大学术浓厚的影响，从浮躁渐渐变得朴素沉稳起来，成为一个洗净铅
华的学者。从第二个故事开始，就是作者初来东京了，从初遇的语言学校黑田校长开始，作者逐渐介
绍了他在东京十年间因为生活学习的琐事而遇到的各种社会角色，他们在作者的生活中或者扮演了过
客，或者充当了导师，每个人都似乎只是普通的日本民众的一员，但是他们每个人身上又都显示出日
本文化的深深烙印。黑田校长是作者到日本最先遇到的日本人，她尤其重视礼仪，这传承的文化在中
国早已经不太受重视，她更因为作者本人能够入学东大而对其重视和尊重，由此可以窥见日本社会对
于知识的尊重。吉羽老人是曾经的神风特工队员，为了保卫国家的号召参军，在当时可以算上是日本
的“精英”，从他身上可以看到凝聚的日本民族精神，日本近代立国的两大主要纲领文件是《教育敕
语》和《大日本帝国宪法》，这两大文件规定了近代日本的国民道德，从吉羽老人身上可以看出日本
国民“独立自尊”的文明精神。御厨是有着传统日本职人的敬业和朴素的助人品格，佐藤教授更是将
这种职人精神融入治理学问······除了身边人，还有作者在日常生活中遇到或者观察到的琐事
，然而每个国家正是在这些琐事的构筑和推动下不停的运转，共同形成了日本民族和社会的个性。在
“君子动口”的故事中，我们可以大概想象日本日常生活里人际间的克制和冷淡，迷惑文化中地铁里
两人大家或争吵首先克制是否会给别人带来麻烦，也正是这种文化特性使得日本甚少发生公共冲突，
高度的国民自律在文化的约束下自然形成，为了不给他者带来麻烦，在公共场所显示出日本社会的秩
序和安全感；对比中国当前状况，常见新闻播报某某公交车箱内又有冲突，宣传的道德口号没有形成
国民无意识，国民往往没有自我与他者的界限感，在公共场所毫无责任意识，殊不知媒体和民众口诛
笔伐的对象正是大众自己。“食品安全事件”展现了日本对于国民安全的责任感，“江户风情”里建
筑的保存，传统与现代的共生也是日本民族独特的现代生活方式，而“萤之光”和“北国之春”这样
的民歌则承载着日本国民的共同的情感，无论历史变迁如何，文化和国民共同的情感不会消失。    我
对于“北国之春”这首歌曲十分感兴趣，在这篇小文的引导下，找寻到了若干个版本，除了日文原版
，还有不同的中文版本歌曲，在最贴近原版的译词里，我听蒋大为老师用从容的声音缓缓唱出歌词，
思绪不禁飘走，回到故乡农村的景象，这首歌词虽然描绘的是日本的景象，但是在北国碧空，独木桥
自横这样简单的景色里，我听到的确是最淳朴的日本民族的情感，有关亲情、爱情、友情，以及青年
对未来的畅想······或许我们在媒体的长期影响下，把日本妖魔化了，区分政治和普通民众，
正如李先生在“青春十八”里写到的，日本民众也想看到中国国民对日本的态度一样，我们需要更了
解我们的邻人日本。或许是日本已经成为一个后现代发达国家，高度晚辈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教健全现
代民主制度已经成为日本国民不以为奇的事实。“民告官”事件在中国几乎很少，我们能想到的除了
戏文里“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古老故事，大多只有受到苛待的农村老百姓迫不得已拉横幅静坐的场景
，更多的是“告官”“官不应”，反倒是苦主被送到监狱去关押了。而像文中这种大规模的民众因政
府失职而集体状告政府要求赔偿事件则是几乎没有的。日本的人民敢于状告政府，并且状告还能得到
胜利，不得不说归结与日本的健全的民主制度，在一个政府对人民负责的国家，人民才有我是国家真
正的主人的意识。“警察物语”一篇中，作者在通过自行车的一系列事件中给我们勾画出谨慎敬业、
友善待人的真正国民公仆形象；“偶遇天皇”一篇展现出日本天皇在现代民主制度下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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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作为皇室成员所代表的身份行为，还是作为日本国民所表现的朴素谦恭，天皇一家对于国民精
神的指引和教育都是不可缺失的；“首相列传”里频繁更迭的首相背后隐含的是健全而稳定的行政制
度和体系；“官卑民尊”在日本社会已经成为一种“常识”，政府人员和首相都应该为人民尽责。除
了日本社会的优秀的品质，国民自杀率过高、女性在职场中过少、迷惑文化导致的国民之间过于“冷
漠”等，也是作者关注的社会问题。日本是生活条件十分优渥的国家之一，然而常常出现的自杀新闻
，居高不下的国民自杀率和忧郁症率和生活条件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国家干预民众的自杀行为，社区
人员互相照看援助等稍微减少了自杀成功事件，但是国民对于自身生命的漠视和寻求自杀的极端方式
让人叹惋。一方面，日本国民性格中本身有多愁善感的特性，这从日本文学家的作品可见一斑，这种
敏感的国民性格造就了许多文学家诗人，也让许多人选择了死亡；另一方面，迷惑文化中不想麻烦别
人的这种品质使得日本民众遭遇生活中的困难时往往选忍气吞声或者向自我寻求救赎，这大概是自杀
率居高不下的一点原因了吧。除此之外，作者毕竟是旅居异地，在字里行间往往透露出异乡羁旅之思
。或许是作者著文之时早已回国，或许是十年的留学旅居，往往是回忆他乡时候，不知他乡是故乡；
身在他乡，又思故乡了。这种混杂的故乡他乡之感，不禁让我想到，作者在回国之后是否还是和身处
异乡时候一样，在夜深人静之时难免心起飘落思绪呢？城市社会中往往有许多迁移飘落故事，到几千
里之外去求学，更不知工作室一纸调令就要走向何地，假若幼时生在乡下遭遇拆迁变幻，那便真的只
能是“我心安处是吾乡”了。在读完本书之后，我感到意犹未尽，又胡乱在图书馆寻找了几本日本作
者所著的描写日本日常风情的书籍，也是管中窥豹，在中日作者的不同角度之中企图看到一些对日本
社会新探视。加藤新一所著的《日本的逻辑》一书和《东京留学忆记》都关注了日本社会频频更迭的
政权,和本书关注日本政权更迭背后的社会稳定不同，加藤新一关注的是政权更替能否给日本政治带来
突破和改变。日本由于从传统社会改革过度而来，政治门阀相当严重，政治家往往有几代的政治背景
和人脉，优秀的平民想进入日本政权十分困难，日本期待在政治更替中能够打破原有的局面，引入优
秀的人才，达到日本长治久安的目的。而非在愚民政治中走向迷失。加藤在这里更多的表现出对本国
政治前途的一种忧虑，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也是日本国民所共有的，正是由于日本国民常常居安思危
，日本才能在国民的兢兢业业中走向世界大国地位。北正史所著的《东京下町职人生活》则着重描述
了日本现代社会中还存在着的日本职人角色。日本职人多从事家族传承的生意，手工制作费事耗力，
在现代社会中往往难以为继，但是日本职人们往往不愿意偷工减料，他们宁愿少做成品，也不愿因为
不好的成品毁掉自家的招牌和信誉。在职人们看来，自己的工作代表着家族的荣誉和自身的信誉，对
自己的产品负责是职人传承的一种责任和敬业态度。正是由于日本人这种职人品格，使得他们在工作
中格外上心，因为敬业，日本的精细制造业才能位居世界前列，因为负责，日本产品的质量和信誉才
能让人放心。无论是治学还是工业，职人品格已经深入到日本的国民性格中。正如李先生所说，日本
常常出现过劳死现象，往往不像中国是公司逼迫员工，而是员工自行加班而献身职业。另一方面，职
人的竞争环境恶劣，生存条件困难是北正史在叙述中力图呈现给读者的。日本国民的忧患意识，从社
会学家的不同视角都可以看出。《东京留学忆记》从日常小事入手，记录的往往是事实而非评述。作
者似乎在娓娓道来一个个故事，又仿若在和你们促膝长谈夜话趣闻，却让我们可以在故事中间产生自
己的认知和思索，引发相似的联想和看法，对于日本社会从小处去了解，是一部与众不同的日本论。 
2、日本现代著名的美术家与美食家北大路鲁山人（1883-1959）虽然吃遍山珍海味，对料理饮馔，器
皿杯盘的讲究与品味，可谓行家中的行家，最近日本京都国立近代美术馆为了庆祝“和食”（日本菜
）入选联合国文教基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特地举办了一个展览展出北大路先生的陶瓷食器作品集
。作品精妙雅致，与和食相得益彰，至此，我才完全体会到北大路先生对现代料亭的怀石料理影响深
远。今天怀石料理食物与食器天衣无缝的搭配，形成具体四季自然意象的美感，往往让食客在视觉与
味觉的挣扎两难之中，以一期一会的心态完成饮食之作法（礼），这样洗练精致美学体验的成熟，北
大路先生居功厥伟，难怪此次展览的副标题便是——和食的巨人，真是实至名归。可是这么一位有品
位的老饕，在曾经沧海巫山以后，吃过大鱼大肉之后，却对茶泡饭（お茶漬け）情有独钟。茶泡饭，
顾名思义，就是将咸鲑鱼、海苔或梅子等几种食材置于碗内米饭之上，之后以日本煎茶或烘培茶或玄
米茶等倒入碗中，稍微搅和后，即可食用；这是一道简单的速食。可是北大路先生却为茶泡饭写了七
八篇文章，其中一篇题为《茶泡饭的滋味》，一开头，他就说饱食丰盛大餐后，有时突然会有想吃茶
泡饭的欲望，而且挥之不去，之后滔滔不绝，反复阐述茶泡饭平淡的精微。我平常阅读绝大多数都是
专业学术著作与历史文献，亦可谓是精神上的大鱼大肉，但是这回应邀写《东京留学忆记》的书评时
，我尚未过目，也不认识作者，等电子书到手后，一读居然一气呵成而读完。我马上想到上面提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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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路先生的茶泡饭。在平平淡淡之中，作者回忆在东京求学的往事云烟，这些文字没有抢眼的标题，
没有刻意渲染的情节，没有夸大的感情，更没有肆意突出中日差别来挑动读者神经，一切似乎极其平
淡，笔墨黑白，细细咀嚼后，犹如茶泡饭一般，令人回味无穷，一章复一章读来，仿佛吃过好几道不
同食材的茶泡饭，滋味越发深刻多样，而不是茶加饭味而已。“另一种日本论的可能”此书其实极富
深意，而且在序言标题就透露作者寄意——“另一种日本论的可能”。我初读时，觉得有点异样，为
何一本留学回忆劄记要提升到日本论这样的高度，未免言过其实，读后，果真如作者所言，在回忆的
断片中，编织嵌入作者铙富学养的日本论。这些回忆的断片实际上是首尾一贯，章节次序亦非如乍看
之下，随意编插，而是有层次，有先后，有深浅，有结构；这个结构是作者选择的叙述，从人（第一
章《梅子小姐》）开始，最后归结在人世间的《王道乐土》（最后一章的标题），中间充满人文情怀
与作者的终极关怀。第一章《梅子小姐》，从时间顺序而言，并不是作者到日本以后最早的一段故事
，而是进入东京大学社会学系以后“邂遘”的一位日本女性。第二章《黑田校长》才是作者刚到日本
，在语言学校读书到鲤跃龙门上东大的经历。为何会有这样时间顺序颠倒的安排呢？我以为大有深意
。梅子小姐是作者在东大社会学系读书时系办公室的秘书。这位日本小姐如同不少日本女性，有自然
而然，令人愉快着迷的神情与性格，同时打扮入时，更令社会学系不少男同学有些憧憬，作者应该不
是没有，但梅子小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作者而言，毋宁就是一个谜。尽管如此，梅子小姐的开朗笑
声，她的阵阵香气，在作者笔下，读来有如亲历。我猜想作者的用意，自然不是主动暴露青春时期的
朦胧情愫，而是在凸显直到他在东大遇到梅子小姐，他才对异乡的日本人有了完全人对人的感觉；在
那刹那，对作者而言，中日两国历史恩怨与现实差异产生的无形障碍，才俄然春暖冰融。交叉轴呈现
的张力全书的主题在第三章《神凤特攻队员》里展开。作者经由他打工的餐厅老板口里，首次听到日
本战前无所不在的《教育敕语》正文时，才恍然大悟，原先对传统的认识，特别是儒学传统在日本现
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没有予以足够的正视。所以，在文中，作者特别引用《教育敕语》正文的
前半部，如：“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深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此
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节录）。让读者无法逃避，同时，作者提醒读者，日
本近代国家的两大支柱，其一就是《教育敕语》，其二，《大日本帝国宪法》。这是理解自明治维新
以来近代日本的基础知识，因为这两份政治宪法文件承前启后，无比重要。这段布下传统与现代、中
国文化与日本文化、儒学传统与现代生活等几条光谱的交叉轴。这几条光谱交叉轴呈现的张力，在之
后一些篇章中继续发挥，比如《女教授》一章，提到作者与日本著名中国明清史学家岸本美绪的一些
往来。最有意思的是作者刻意平淡无奇地道来，他自己第一次读《荀子》，就是在岸本美绪这位日本
女教授的课堂里，而且连《大清律例》也是头次一并学习。一位在中国读完本科的中国人，第一次读
《荀子》竟然在异国由日本教授指导，这要回到清末民初时，仍然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连主张废
读经的蔡元培可能都无法预睹这近百年后的怪状，然而这种怪状在今天的中国却已是恬然不以为怪。
日本中国，中国异国，扑朔迷离。另外一章《江户风情》对此有另一个维度的笔触：作者津津乐道他
的居住地——根津的点点滴滴，这地方便是日语中所谓的下町，近乎北京的胡同。他提到根津倖存至
今，固然是历史的偶然，但亦有历史之必然，作者自道：“日本对于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价值的理
解与尊重使日本实现了后来令人心生敬意的现代生活”。读着读着，须臾间，想起了中国各地大大小
小的现代北京。中日和解、传统与现代融合的茶泡饭第三章《神凤特攻队员》中同时开出另一主题：
近代日本侵华撕裂中日两国的悲痛历史与中日两国的和解。在此章中，作者借由他老板之口忏悔、道
歉日本在近代侵华的错误与对中国的忘恩负义。这个主题与先前的传统／现代几条光谱交叉轴，在最
后一章《王道乐土》里汇合而升华。作者从考察“王道乐土”一词，再带入中日历史与文化的纠缠，
指出中日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过去的历史恩怨中，在旅日求学中，作者对王道乐土有了一番
新的体会，因为，“留学生活激起了我对美好社会为何物的反思，却是意外的收获。古典中国，那是
我们永恒的故里”。这才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执笔至此，又令我想起日本电影巨匠小津安二
郎1952年的一部电影《茶泡饭的滋味》，片中两位来自贫富截然不同身份背景的夫妇，一直由于这些
差异相处不来，两人的磨合何其困难。就在这前途茫茫的夫妻关系似乎了无曙光之刻，本来因任性赌
气出去玩而不回家送行的太太，直到丈夫出门后才赶回到家；本来因公务要到乌拉圭出差的丈夫，由
于飞机故障打道回府，夫妇两人于是在家里重聚，这时贫困出身的丈夫忍不住想吃茶泡饭，夫妇两人
在一同吃茶泡饭时，终于和解。《东京留学忆记》就是一碗中日和解、传统与现代融合的茶泡饭，我
由衷希望读者也来品尝体验这一碗细心沏出的茶泡饭，而我现在则很期待作者的怀石料理。（文/蔡孟
翰 旅日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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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东京留学忆记》的笔记-第70页

        积极地接入他人的生活，即便介入者处于良好的珠光愿望，但也可能导致给他人额外增添“麻烦
”的后果——对方可能要在感情与道义上背负“感恩”债务之虞。因此，在日本“助人为乐”并不能
无条件地成为美德。恰当地界定自己与周围其他人之间的户主关系，这是“迷惑文化”的核心。

2、《东京留学忆记》的笔记-第9页

        愈是在有传统的社会，各种礼仪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就愈突出，因其赋予生活与秩序某种超越凡
俗的色调与意蕴。
这么看来，礼仪就是文化，而文化首先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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