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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自我的稻米》

内容概要

食物是否塑造了我们？它如何揭示出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与他人的关系？为什么人们对自己的家乡味道
有很高的忠诚度而排斥他者的饮食之道？通过对稻米在日本人生活中的重要性的记述，本书考察了人
们是如何用主食这一隐喻概念化了自我和他人的关系。大贯惠美子回溯了日本人自我观念的变迁正对
应了历史上不同的他者——中国人和西方人。通过日本的例子，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对自我和他我的
跨文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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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大贯惠美子（Emiko Ohnuki-Tierney），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人类学系教授，以历史人类学、象征
人类学见长。早年研究底特律的华人，后转向阿伊努人，再转向日本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多
次获古根海姆等其他学术奖。主要作品有：《神风特攻队日记：反思日本学生兵》（2006）；《神风
特攻队、樱花与民族主义：日本历史上美学的军国主义化》（2002）；《作为自我的稻米：日本人穿
越时间的身份认同》（1993）；《穿越时间的文化：人类学的路径》（主编，1990）；《作为镜子的
猴子：日本历史与仪式的转化》（1987）；《当代日本的疾病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1984）；《
萨哈林岛阿伊努人的疾病与治疗：一个象征解释》（1981）等。
石峰，人类学博士，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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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自我的稻米》

精彩短评

1、印刷太差，有几页都快要重影了。倒是很喜欢作者研究末世论、乌托邦与稻米、经济义务的象征
关系章节。【译者对日语不熟悉，有些术语翻译得很别扭】
2、从食物看自我认同。我要从饮食选择看自我认同，嗯！
3、还是从《金拱向东》知道的这位作者。对日本学界懵懂感兴趣中，另外自从看过海婶演的boss之后
，对“大***子”结构的人名毫无抵抗力。【读后：大贯姐姐思路清晰可学，我觉得下学期我可以去研
究一下HB，是研究不是做，嗯。】
4、    《作为自我的稻米》，（美）大贯惠美子著，石峰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3月第1版。很专
业化的学术论文性质。感觉有些牵强。当然，术业有专攻，对这方面确实不了解。

5、食物是自我，是认同，是象征，是隐喻，是仪式，是发明的传统，是想象的共同体，是身体感，
是炫耀式消费，是弱者的武器，是赤裸生命，是诗化政治，是隐形构序⋯⋯#减什么肥，吃起来吧#
6、好看！好吃！
7、历史人类学
8、最后一章撑起整个构架之后特好看
9、享保年间变成了巨峰时代、丰国大明神变成了丰国大名人、朱庇特之妻、警戒者朱诺变成了朱诺
·莫涅塔，麦当劳变成了大麦克，“ええじゃないか”倒还真是没有个统一的译法，森见登美彦的书
里是不是译做“不好吗骚动”来着？
10、深刻分析日本人對於稻米與鄉村關係的象徵意義與民族認同，說真的並不好讀，個人主要認為是
在翻譯的問題，滿多語句在理解上有困難。但撇開這些，這本還是有些有趣的論點可以跟生活作映證
，譬如到過日本旅遊的會發現，像吃拉麵，都會附上一碗白米飯，以中國人的思維，通常會覺得多此
一舉，畢竟吃麵就飽了為什麼還要有白飯？但這本書就會回答了，因為米飯是日本人認同的主食，任
何食物都是米飯的配料，作為主體的米飯亮不一定要多，但沒有它，會覺得沒吃過一頓正常的正餐，
並且愈是精緻，米飯愈漂亮，愈能體現餐點的價值。又或者近期非常火熱的《你的名字》，其中純樸
但落後的鄉村，與繁華但冷漠的城市，有著鮮明的對比，為何日本會喜歡強調這點？本書也有回答一
些深層的文化因素。十分推薦對日本文化有興趣的朋友們觀看，是很不錯的入門書
11、给寒假读剩下的收了个尾。了解一点历史、神话、以及日语可能会更好。
12、切腹因为灵魂所在，而稻米住在神的肚子里。我喜欢长粒米，我为南京米代言
13、当感受到外来民族的先进文明后，日本人会吸收其优点，努力学习从而追上他者。在与他者持续
的交往过程中，会产生我是谁的疑问，作为财富力量象征的稻米成为了思考的载体。日本人这点真是
值得学习！另外只有我一个人觉得翻译别扭嘛？一句话里同时嵌了时间、人名、日语？还是因为不习
惯这种方式？好难读，要吭哧半天才知道啥意思。
14、很会抓主题，可是写的一般。
15、对了解霓虹人的性格有所帮助⋯⋯后面有点读不下去了⋯看来我并不想读社会学
16、‘大麦克’—巨无霸；‘冰雪皇后’—DQ冰淇淋；‘麦根汽水’—树根汽水；‘百吉饼’—贝
果面包。译者一定是吃了半辈子食堂长大的
17、最喜欢食物了，之前读过西敏司的糖，现在是稻米，之后应该是马铃薯吧。食物作为身份的象征
，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还有关于外来神的讨论都十分有趣。中国对于五谷，对于大米的理解也应该有
别样的故事吧。
18、很好玩的一本人类学小文  
19、讲了日本的稻魂仪式，结合之前看的《布洛陀》的祭谷魂，东南亚祭稻魂习俗。有一个想法，猎
头的逻辑是这样的：稻谷有魂，人吃了稻谷，谷魂就没了，所以要猎头，在田里祭头，把魂还给稻谷
，获得新一年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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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自我的稻米》

精彩书评

1、在20世纪90年代，围绕是否放开日本国内稻米进口，美国和日本展开了博弈。日本国内稻米价格比
美国贵好几倍，如果让美国的稻米流入日本国内市场，可以极大降低日本民众消费成本。但是，日本
消费者却强烈反对这一提案，出于政治考量，日本政党对于这一问题也很谨慎。与日本民众对进口稻
米的顽固反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外国昂贵的奢侈品却在日本受到消费者热烈欢迎。为什么会形成这
种非理性的消费观念和行为？为什么日本人对稻米进口持如此强烈的反对态度？美籍日裔人类学家大
贯美惠子认为需要回到稻米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来考察这一问题，“稻米进口问题，其政治上的考
量，是建立在广泛的涉及稻米意义的文化问题上的。对日本稻米的理解，要求对广泛的文化与历史面
貌的理解，稻米与稻作农业的意义体现其中。”（P32）那么，神奇的稻米是如何在日本的文化传统
和认知体系中扮演这一重要角色的呢？关于日本文化及其国民性的研究，我们深受本尼迪克特《菊与
刀》一书的影响。本尼迪克特将日本民族文化的矛盾性形象地概括为“菊”与“刀”，并由此入手分
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得出了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罪感文化”的“耻感文化”的结论
。同样是进行日本国民性研究，美籍日裔人类学家大贯美惠子选择从稻米出发，采用长时段和历时性
分析视角，以日本各社会群体或作为整体的日本人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为切入点，展示日本人的自我概
念在历史上遭遇不同的他者时如何呈现不同的轮廓，以及稻米与稻田在这个过程中是如何作为思考的
载体（P4）。大贯美惠子通过稻米来论述日本人的身份认同建构过程及如何重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
在日本膳食传统中，稻米从没有在数量上成为所有日本人的主食，但总是仪式场合使用的食物。稻米
的象征意义已经深深根植在日本精英与民俗的宇宙观里面了。作者采用象征主义人类学的研究路径，
并结合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视角，从作为灵魂的稻米到作为神的稻米，再到作为自我的稻米，层层剥开
稻米在日本文化体系中的认知实践过程。日本稻米文化与古代皇室制度有关，皇室制度也是诞生在稻
作农业的基础上。早期日本的天皇担任萨满的角色，在象征丰收仪式的大尝祭中，天皇将各种食物祭
献给神，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稻米做成的食品。在日本的神话传统中，灵魂被认为居住在腹部，这也是
日本自杀文化中经常出现切腹自尽的文化源头，而稻米被认为起源于腹部。日本传统文化认为每一粒
稻谷都有灵魂，通过消费稻米，日本人内化了神的力量并成为身体和其生长的一部分（P65），因此
，稻米消费被当做一种宗教行为，具有很强的象征文化意义。在日本民间故事和民间宗教传统中，稻
米是作为神的财富的象征。“作为神的礼物，财富得到宗教的认可。因为是神圣的，它被形容为金色
的稻谷或金子本身。”（P79）在中世和近世早期礼物交换和商品交换过程中，稻米被建构成为干净
的钱，而作为货币的金钱是脏的，此时，稻米作为交换媒介的意义保留了原初的宗教性。正式因为稻
米油如此神奇的力量，其成为政治权力的象征，稻税制度建立，使得稻米成为藩主财富的象征和表达
，日本民众也利用稻米作为起义暴动的符号标志。在日本传统文化中，一直试图将日本建构为一个农
业国家，“农业日本”成为支配的表征，“农业意识形态”成为独尊的思想，完整的“农业日本”画
面其社会和法律基础已完全建立（P103-104）。农业已经渗透到日本的国民精神文化生活中，日本民
俗学之父柳田国男的研究对象从常民转向农民研究，特别是稻农研究，其实就是日本人将稻米作为自
我文化表征的一种学术研究的自觉和表达。一直到近代，农业成功作为日本的表征，但是与此前不同
的是，此时农业的象征意味不再依赖于皇室制度，这主要归功于日常实践中稻米和稻田的象征意义，
依此它们成为集体自我强大的隐喻。建立在这种强大意识形态下的农业及稻米意象，就将日本非农人
口边缘化了，通过建构这些“内部他者”的不洁，来突出农业和稻米的洁净及其背后的神圣观念。因
此，“在历史进程中，稻米和稻田已成为日本社会内部社会群体从最小的单位家到全体日本人的集体
自我的象征。”（P119）稻米在日本文化传统中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主要隐喻
，稻米在日本关键历史时刻反复出现在对自我的深思中。贯穿整个历史过程，日本人在与其他民族交
往时定义和再定义自己，而稻米已成为关键隐喻。（P123）历史上，中日之间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
日本文化吸收了很多中国文化的特色，此时的中国也是日本主要打交道的对象，他们在定义日本人身
份的时候，也会努力将稻米作为一个区分中国这个“他者”形象的手段，他们以土壤作为区分的标志
。在明治时期的小说《矿工》中，中国米和中国虫象征矿井下凄凉的生活，而矿井外的生活才合适日
本人。他们贬低中国种植出来的稻米是“下等米”，日本民族因为吃日本土壤种植出来的稻米而显得
高贵。到了近代，日本面对的主要对象不再是一衣带水的中国，而是那些带着洋枪大炮的欧洲人。他
们发现欧洲人是吃肉的，而深受佛教影响的日本的膳食主要是稻米、鱼和蔬菜。面对自己落后西方世
界的现实，有部分人主张放弃稻作农业改为饲养动物，以从身体素质上赶上日本，但是，也有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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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自我的稻米》

反对模仿西方，强调稻作农业的重要性和稻米饮食的优越性（P128）。到了二战时期，日本国产米成
为了象征着日本人的自我纯洁性。为了激发士兵的斗志，他们会将国产白米有限发给作战部队，并允
诺随着战争的胜利，他们会进入美好的白米时代。到了近代，很多日本人都不再将大米和灵魂、神和
皇室制度联系起来。但是，稻米仍然在日本人的意识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随着全球化和市场化的
到来，当美国迫使日本进口加州稻米的时候，却遭到日本社会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加州稻米是从日
本国产米引进过去，种植出来的都是短粒米，但是它是外国土壤种出来的，生产过程中使用过化学品
，因此这种稻米象征着国外的污染，会造成对日本自我纯洁性的威胁。因此，稻米在日本历史进程中
扮演了一个凝聚民族性的核心意象。《作为自我的稻米》一书语言活泼、文字简练、视角独特、论述
深刻，是一本兼具学理阐释和阅读观感的著作。笔者觉得该书颇有新意，略述如下：一、随着后现代
的影响和民族志的反思进程，人类学研究形成两条路径：深入挖掘文化事项背后的意义系统，用个案
来反思已有的研究理论和范式。这两者都需面对如何将自己研究对象背后的文化意义与更大的社会进
程和文化系统联系起来的问题，而象征人类学成为很好的研究路径。既有的象征人类学一般都是讨论
小而精的研究话题，很少关注国民性层面的的问题。一般认为，由于地域、文化习惯、族群关系等因
素，国家内部的有很多意义象征体系，却忽略了这些不同的因素是如何组成一个民族国家的。而本书
提供一个很好的研究个案，通过研究稻米形塑日本人的身份认同过程，来看日本人的自我、族性、民
族性的变迁。二、本书不仅关注稻米与日本国民性的关联性，而且也历时梳理了不同历史阶段，稻米
是如何通过自身的反结构特征来建构日本的身份认同。更为重要的是，作者没有就日本论述日本，而
是通过跨文化的视野观察，认真梳理了作为食物的稻米意象如何建构日本自我与外在他者的关系。既
有历时性脉络考察，也有共时性的深度描写，将历史人类学与象征人类学很好结合在这项研究中。三
、20世纪60年代以后，哲学日益转向日常生活，萨特、本雅明、福柯、列斐菲尔等人都将日常生活作
为自己哲学的基础。人类学界也深受影响，日常生活不再是田野调查背景性材料，很多学者认识到一
个社区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意义不仅体现在其节日庆典、宗教仪式、族群斗争等具有明显时间节点的实
践活动中，而是渗入到日常生活，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都交织在日常生活的脉络中。但是，如
何就日常生活来做人类学研究，目前还存在很多理论瓶颈和实践困难，本书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
的研究思路，日常生活中隐而不彰的食物有如此多的“奥秘”，通过稻米意象就能发掘出诸多日本文
化传统和透视日本的民族国家进程。【美】大贯惠美子：《作为自我的稻米：日本人穿越时间的身份
认同》，石峰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发表于《民族论坛》2016年第7期
2、日本民俗学创始人柳田国男曾经对“何谓日本”这一问题，只作出两点归纳：“岛国”及“种稻
”。除此之外，我们还能说出日本的许多特点，比如集体荣誉感，比如武士道，但有一点，我一直没
想通，日本武士在战败捍卫尊严时，为何要“切腹”？——同样是自尽，他们为什么不选择自刎。这
个问题看起来有些多余，谁会在意是切腹还是割喉呢？但别说，还真有人关心这个问题。美国日裔人
类学家大贯惠美子有一本书，叫做《作为自我的稻米：日本人穿越时间的身份认同》从某种程度上解
开了我的这个困惑。当然，从名称上看，这本书的重点不是说切腹的，而是说吃稻谷。环视亚洲，莫
不食用稻米，以小麦为原料的各类面食，毫无疑问皆是西亚输入的舶来品。关于水稻的起源究竟是东
亚、东南亚，还是南亚尚无定论，中国在稻作起源的考古证据方面暂时领先，但水稻（大米）是亚洲
的原生作物则是没有争议的。既然作为亚洲的主要粮食作物，而日本人的祖先又是从东亚大陆迁居海
岛的，那么，日本人爱吃稻米的事情，就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有意思的是，在日本人心中，稻谷非
同寻常。因为稻谷是有“稻魂”的，而且稻魂不像一般动物、植物的灵魂，它和人的灵魂本质上是一
类。这种稻魂有什么作用呢？作者举了一个日本皇室的例子，来说明稻魂的重要性：一切可以追溯到
一个名叫“大尝祭”的皇室仪式，这个仪式是在水稻丰收时由日本天皇主持的。它源自“尝新祭”，
意思是品尝新米。天皇要吃新米的原因在于，天皇的“灵魂”经过一年时间，“在冬天膨胀春天萎缩
”，灵魂容易离开人体，要得到补充，才能重获健康。采补灵魂的方法，共有两种。第一、要么直接
采自他人，作者引用了一个非常有震撼力的观点，在历史上，日本天皇去世、新皇即位时，“新皇通
常会咬已死天皇的尸体，以使后者的灵魂能够进入他的体内。”这让我不由联想到包括巴布亚新几内
亚在内，太平洋岛民在上世纪还流行的分享过世亲属尸体的习俗——为了让死者的灵魂在后代体内延
续。另一种方式，相对没有那么惊人的方法，靠的就是食用稻谷来补充灵魂。天皇的“尝新祭”的本
意，就是需要用稻谷中蕴含的“稻魂”充实自己的灵魂，所以这个仪式的重要性就可想而知了。而在
日本人的观念中，灵魂并不位于脑袋或者心脏，而是在肚子里。在古史《日本书纪》中有一个各种食
物起源的传说，保食神被杀死的时候，“各种食物从尸体内涌现出来，腹出米，眼出黍，肛门出麦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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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稻米起源的位置恰好就位于腹部——灵魂和胎儿的居所。看到这里我恍然大悟，日本古代文化
中非常实际地认为，稻谷之魂补充人体之魂的交换区正好就是具有消化功能的肠胃。“灵魂被认为居
住在腹部，因此，著名的男性自杀文化，就是男人剖开腹部以释放他的灵魂。”怪不得，日本武士自
尽时，以切腹最为庄严，其实背后是有这样一种信仰体系。切腹之后，生理上讲，是失血过多及外部
感染而亡，心理上讲，则是灵魂的流失，离开身体散逸而去。这样来看，这本书的题目就能说得圆满
了——作为自我的稻米——因为稻米中的谷魂构成了人的灵魂，那么稻米就不同于其他的食物，稻米
在日本人的心中地位神圣，不是其他，而是组成“自我”的一部分。所以，延伸到现代日本社会来看
稻米，来解读日本人观念中对西餐或面食的态度，就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日本人倒不是仅仅觉得西餐
纯粹是外来事物、舶来品，口感不佳，不适合日本口味，而是非常本质地认为，西餐里的确很少有“
米”。没有米，就没有“稻魂”，没有“稻魂”，就无法给“自我”提供补充灵魂的力量。这种观念
真是很有意思。说到这里，我又想到中国稻米产区居民就餐时常挂在嘴边的话：吃饭的时候，吃再多
菜、再多点心、面食，没吃上一碗米饭，就感觉是没吃饭，没吃饱。细想一下，这句话背后的含义，
或许就不仅像表面上的这句修辞呢！本文来源于南都周刊2015年度第21期 发行日期：2015年11月1
日http://dy.qq.com/article.htm?id=20151101A00VEH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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