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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面对战争的日本人任何文化在传统上对战争的看法都是独立的。而西方国家在战争正统观念的
差异中都存有某些共同点。在战争中它们的表现很是相同：在号角吹响时那就是政府在告诉大家要全
民皆兵了；在局部战役失败后政府一般会鼓舞士兵的士气；在伤亡人数达到一定比例时政府就会考虑
投降；在和文化差异不大的其他国家作战时，政府在对待战俘问题上应遵守哪些被公认的行动规则等
。   而日本人对战争的看法，则完全表现在他们的人生观以及对个人所要担当的责任上。在系统地研
究日本的文化和日本人的行为时，他们和我们的战争观念所形成的差异无足轻重；相对于他们所提出
的我们必须予以回应的与日本人有关的性格问题来说，无论是哪种行为都可能是重要的。 美国和日本
在评判战争正义性的标准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他们在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上也必然有所不同。美国
人觉得轴心国的侵略行径是整场战争的罪魁祸首，德意日三国对于世界的征服行动是在蓄意践踏世界
和平。当轴心国在“满洲里”、埃塞俄比亚或波兰攫取那里的权力时，就开始推行他们压迫弱小民族
的邪恶政策。他们公然违背“共同生存”或至少是违背自由企业“门户开放”的国际法。而日本人对
于这些却有完全相反的看法。他们觉得各国拥有绝对的主权是世界处在无政府状态的真正根源。因此
他们必须建立起一种等级制度——这当然是在他们的领导之下，因为在日本人看来，日本是真正的唯
一和彻底的等级国家，因而只有他们才最能理解在世界上“各守本分”的必要性。日本实现了国家的
统一，也平定了叛乱，还完成了公路、电力与钢铁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据日本官方的统计，国内的青
少年在公立学校接受教育的比例是99.5%。所以日本人觉得到了帮助他的中国兄弟一把的时机。日本
和“大东亚”各国同属一个人种，因此他们要把美国、英国与俄国人从该地区赶走——“滚回老家”
。日本还认为东南亚各国应统一在一个用国际等级制稳固下来的世界中。我们将在下一个章节考察日
本这种等级思想在其文化中的深层含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人最喜欢的幻想。可不幸的是
，那些被日本占领的国家并没有此种幻想。即便是在战败之后日本也未从道义上否定其建立“大东亚
共荣圈”的这一理想，就连那些热爱和平的士兵也没有去指责日本在大陆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的这一理
想。今后日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势必还会保持某些与生俱来的思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等级
制度的信仰与崇拜。对于崇尚自由的美国人而言，这种想法简直不可理喻，可我们必须去了解日本人
所谓的等级制度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日本人认为的等级制度在他们那里起到了哪些积极的作用。同样
，支撑着日本取得战争胜利的基础仍旧是不能让美国人所理解的。日本人鼓吹精神必定能战胜物质，
认为美国只不过是个有军备优势的大国而已！日本人告诉我们，他们对这些早已了解，可他们从不在
意。有份日本人常看的报纸《每日新闻》，这份报纸版面常登这类的话：“如果我们害怕那些数字我
们就不会开战，敌人的无穷资源并不是因为这场战争才被创造出来的。” 即便是在日本打胜仗之时，
他们的政治家、高级统帅以及军人也一再这么说，这场战争不是军备较量，而是美日两国的物质和精
神两种信仰的决斗。当美国赢得战争的胜利之时，他们仍然强调，在这场决战中物质力量必将失败。
这一信仰理所当然地成了日本在塞班岛和硫黄岛战败时的一种常见的托词，可它并非是专门为他们的
失败而杜撰的借口。在连战连胜的数月间，这一信仰是日军的进军号角，而且早在他们偷袭珍珠港之
前就已成为尽人皆知的一个口号。20世纪30年代，前陆军大臣荒木大将是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他
在《告日本国民书》里写道：“日本的真正使命是弘扬和宣扬皇道，使之传播四海。力量悬殊不是我
们要关心的事，我们有什么必要担心物质呢？” 可事实上日本人也和其他从事侵略战争的国家一样为
战备储备担忧。20世纪30年代，日本税收中用于军备的费用呈天文数字迅速增长。日本在偷袭珍珠港
时，动用了全国税收的一半用于陆海军建设，而民用支出只占了政府财政总支出的17%。由此可知，
与西方各国的不同并非是日本对物质军备的漠不关心。在日本人看来：军舰和大炮只不过是不灭的“
日本精神”的外在呈现。这只是种象征，好比武士的刀是武士道的象征一样。 与一贯崇拜实力的美国
相同，日本在鼓吹非物质资源这一方面是一成不变的。和美国一样，日本也在实施全民增产运动，而
这种运动的前提是建立在它独特的精神基础之上的。在日本人看来精神意味一切，是永恒不变的。物
质虽然必要，但却是次要的，也是短暂的。日本的广播电台曾宣扬：“物质资源历来是有限的。但从
来就没有永不改变的物质，这就是世间真理。”这种对精神的信仰在战争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日军手
册上的口号是“以我战士之精锐对敌人数之众多，以我血肉之躯对敌装备之精良”，这种军队的指导
思想是传统的，而非专门为这场战争设定。日军手册的第一页就用大字印着“阅之必胜”。那些对美
国军舰进行自杀式攻击的日本飞行员就是精神优于物质的最好说明。日本人称这支部队为“神风特攻
队”。“神风”的这一说法来自13世纪曾让日本本土免遭成吉思汗入侵的那股飓风，那阵从天而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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飓风摧毁了成吉思汗的船队，并解救了日本。     日本的精英阶层也把崇尚精神高于物质的这一信条对
民众进行宣扬。譬如，当一个日本人在工厂连续工作了12小时，又让彻夜的轰炸弄得筋疲力尽时，他
们就会教导说，“人越累，他的意志与精神就越发昂扬”，“越是疲惫的时候，也是越能锻炼人的意
志力的时候”。当国民在冬天的防空洞挨冻时，日本体育组织就会通过无线电广播号召人们做体操御
寒，还会说做体操不仅能代替供暖设备和被褥，还能替代不再能维持国民正常体力且十分匮乏的食品
，“当然，只怕有人会说，人连饭都吃不饱，还做什么体操啊？不！人越是吃不饱，就越要用其他办
法来增强体质。”说白了就是，要通过额外的体力消耗来增强自我的体质。美国人计算人的体力可供
利用时的标准，是要看这个人昨天睡了8小时还是5小时，他的饮食营养是否符合标准，是否存在寒冷
等其他客观因素。可日本人就根本不相信体能的储备，恰恰相反，他们认为美国人的那套就是物质至
上主义。日本在战争期间的广播更是极端，居然说战斗中人的精神甚至能战胜死亡这一自然现象。有
家电台播放过一位飞行员英勇征服死亡的奇迹：“空战结束，日机以小编队返回机场。一位上尉是最
先回来的一批。他跳下飞机后，用望远镜观察天空，一架一架地数着部下的飞机陆续返回。他脸色苍
白，神情十分镇静，一直数到最后一架飞机着陆，并立即写了一份飞行报告，紧接着他向司令部走去
，向司令官作了报告。可他刚报告完就突然倒在地上了。在场的军官们马上上前帮忙，但他已经死了
。检查时才发现他的身体已经凉了，致命伤是由一颗击中胸部的子弹造成的。按照常识，刚断气的人
身体是不会凉的。可上尉的身体冷得像冰一样。他必定是早就死了，支撑他作完飞行报告的是他的意
志与精神。所以可以肯定的是，上尉身上所具有的强烈责任心创造了这个奇迹。” 很显然，美国人会
认为这只是个荒诞的笑话，而受过高等教育的日本人却并没有对此类广播付之一笑。首先他们指出这
个上尉的英雄事迹确实是个“神奇的事实”。为什么就不能出现这类奇迹？人的精神和意志是可以训
练的。很显然，这个空军上尉是受过精神意志训练的高手。假如说全日本都了解“完美的精神意志是
永垂不朽的”，那么在这个把“责任”看做是自己全部生命的空军上尉的身体中，这种精神意志怎么
就不能停留数小时呢？日本人一直相信，人的精神意志是能够通过特殊的修炼达到至高无上的境界的
。很明显，这位空军上尉正是习练了此道，才有了如此卓越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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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日本是个极其矛盾的民族，柔美的花与刚烈的刀可以同时被人尊为至美而刚柔并济⋯⋯美国著名社会
学家本尼迪克特所著的《菊与刀》，在对日本文化深感好奇的西方人中影响力最为深厚。她着力阐述
日本传统文化之二元陛，她也领悟到了这种矛盾性。    ——日本文学大师三岛由纪夫    日本人既好斗
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
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在种种矛盾的极端对立中，却又令人难
以置信地保持着统一。    ——鲁思·本尼迪克特    著者的学识能力让人称奇。尽管她一次也没有到过
日本，却搜集了这么多如此重要的事实。虽然都是些一目了然的日常事情，可著者正是根据这些事实
生动确切地描绘出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风貌。在此基础上，还推导出关于日本文化最基本，而且
最具决定意义的各种特征。    ——日本著名评论家川岛武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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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菊与刀(彩图典藏版)》编辑推荐：现代日本学第一书，全球销量3000万！深层次、全方位揭示日本
人的性格隐秘！世界公认现代“日本学”之源！研究日本民族特性的最权威读本！研究日本民族性的
必读书！1、《菊与刀(彩图典藏版)》是一部阐述日本民族文化的著作，在众多研究日本文化的著作中
，可谓扛鼎之作，被认为开了“日本学”之先河。2、《菊与刀(彩图典藏版)》从日本人生活方式和典
型事件入手，于生动的叙述中进行有力论析，语言富有智慧和幽默感。读之既启人深思，又引人入胜
，是了解日本民族绕不过的经典读本。3、本次再版精装，除了在翻译上修订错讹，通畅语言，而且
精选出与文字内容相关的珍贵图片作为本书插图，既提高了《菊与刀(彩图典藏版)》的可读性、收藏
性，又更方便读者的理解、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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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日本是个极其矛盾的民族，柔美的花与刚烈的刀可以同时被人尊为至美而刚柔并济⋯⋯美国著名社会
学家本尼迪克特所著的《菊与刀》，在对日本文化深感好奇的西方人中影响力最为深厚。她着力阐述
日本传统文化之二元性，她也领晤到了这种矛盾性。 ——日本文学大师 三岛由纪夫 日本人既好斗又
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
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在种种矛盾的极端对立中，却又令人难以
置信地保持着统一。 ——鲁思·本尼迪克特 著者的学识能力让人称奇。尽管她一次也没有到过日本
，却搜集了这么多如此重要的事实。虽然都是些一目了然的日常事情，可著者正是根据这些事实生动
确切地描绘出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风貌。在此基础上，还推导出关于日本文化最基本，而且最具
决定意义的各种特征。 ——回本著名评论家 川岛武宜

Page 9



《菊与刀》

精彩短评

1、日本是我们的邻国，我们却对日本人不了解，这本书应该看看。
2、发货真的很快，比较好用
3、书的目录分了章节之后就直接翻译了文章完了就没了。排版让人很不喜欢。还没细细看翻译的水
准怎么样，但是封面还比较讨喜，后面那堆推荐要是没了的话我觉得更好。菊与刀有超级多的版本，
要淘到翻译不错，装帧也是值得收藏那种级别的书的话，还是有点难阿！
4、这本书看了一个星期，很不错的分析日本民族性格的一本书。
5、说实话真的是一本无趣的书，心累。星星给这个我喜欢的国家。
6、不错啊 很经典
7、不错哦
8、了解日本的一本好书。
9、先说书的质量 很好 再说价格 很便宜 内容暂时还没看 应该很不错 值得珍藏
10、一个人类学家，未去过日本，刻划之淮确。近七十年前著此经典，本身就是一个经典。
11、自我约束与自我修炼
12、书籍不错，内容超赞。
13、如果想了解日本文化的人呢 可以仔细看看
14、有插图，挺好
15、放心买，是正版。想了解日本的就买这本书没错
16、书的质量还是很好的，精装。内容还在阅读中。
17、乏味
18、书是给女儿买的，因孩子很喜欢日本动漫，听老师说这是一本介绍日本人的一本书，就非要看看
。他觉得这样就更能理解日本动漫创作的心理了。
19、翻译不错，但内容不太好理解，如果通晓日本文化，则或许好理解些～
20、还不错，看着就挺好的。。。
21、剖析日本的人性方面确实挺好的，不错，赞一个！
22、日本的根本性认识，很透彻~
23、能把日本人分析成这样，不容易
24、外观就不错了
不知道内容如何呢
想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但是好像缺货呢
25、"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又背信弃
义，而在种种矛盾的极端对立中，却又令人难以置信地保持着统一。"
26、对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剖析的很到位
27、有点难读懂，没有看完，有种看不下去的感觉
28、还没拆封  有点厚
29、挺适合了解日本的历史，不错。
30、早知道就买平装的了，内容还是不错的
31、对日本文化是一个很好的介绍
32、书的质量没的说，很好。书的内容也很精彩、
33、这本书是硬皮的、把包装的外皮拿掉，书是白色的，纸张是奶黄色的，看着很舒服、、、书本的
内容感觉也不错，很有意思
34、印刷质量不错，还没开始看呢，不过那书皮有点鸡肋，要是黏在一起就好了
35、翻译很到位。通读之后最强烈感想就是尼玛照书里头写的这些观点来看我就是一明治时期的日本
人吧= =
36、内容没的说 很精简 翻译的也不错 
是精装的哦
质量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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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所谓的彩图是扯淡的 只是在整个书中加了几张没有意义的插图而已 呵呵
37、值得一读的好书，很不错了啦
38、我买的这本书真的很好 对于考研来说 物超所值 真心觉得很棒
39、包装的很好，字太小，内容与我以前看的不一样，精美的插图也很少，有也是浮世绘与书中内容
联系不大
40、很精彩的小说，个人推荐
41、观点独到分析很透彻是了解日本人矛盾民族性格的好书
42、没有风评那么好，难道是我不喜欢美国人的文风？
43、了解日本，从本书开始。
44、正准备看，书写的很深奥很政治，希望我会看下去
45、总体不错，字体有点小。
46、我社长很喜欢啦
47、感觉还好吧，暂时还没看
48、好
49、好吧说句实在话它真实地让我对泥轰这个民族感到了恶心
50、日本人相信人的肉体和精神是可以分开的，像死人一样活着的人最伟大，因为他已经脱离了肉体
的束缚
51、也许一本书不能让我们了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至少这本书让我想要去了解这一切。
52、书本包装不错，插图也没多少，所以还是看文字吧。其他都还行。
53、了解日本不错的书
54、拿去外包纸，封面是白色的。
55、封皮不好，而且是单独一张纸，没有贴在书上。
56、我觉得翻译的不是很好 太为了贴近英文原版不够照顾中文自然的连贯性 但是确实是本好书
57、书不错，翻译看着有点吃力⋯⋯可能是我水平有限⋯⋯
58、分析的挺透彻，但对我来说影响收获不大，只是了解了。
59、很不错，不过对于对日本历史，人文历史了解不深的人，有点难以理解。
60、书写的真的很好，名字取得也很到位⋯⋯大爱的⋯⋯
61、日本的天性就是摇摆于顽强和消沉之间，日本根源的东西基本上能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找到根源，
但在日本的土地上结出了完全不同的果。与作者基于美国文化背景来认识日本不一样，有一种似曾相
识又物是人非的分裂感。主观还是不喜欢日本这种即强烈压抑和自我约束、同时视“人情”为理所当
然的性格。
62、菊与刀（彩图典藏版）
63、日本人说他们小时候使用的“粗重的尿布”导致他们都成了罗圈腿？父亲不会制止对母亲发脾气
的小男孩？很小就会和伙伴玩些性游戏，家长并不会提出异议？
64、对于日本人来说可以读一读
65、不错，帮朋友拍的
66、日本文化是浓缩变质的中国文化，有精华，有糟粕，有相同也有不同。像是祖国母亲在外面不知
道和哪个人结的珠胎，之后放任不管任其细胞分裂。说实话真心觉得日本人纠结啊！
67、还行吧，，，就是粘胶不太好。。继续改进吧
68、插图令人失望
69、表面上看还可以，至少在，第一印象中，打开后噩梦就开始了，，首先封壳是不相连的，，很容
易就掉，结果就剩一堆空白。里面的排版也不好，字比较小，而且行间距比较大。不知道还以为是盗
版的，，，，
70、如传闻中，自然尤其独到的价值，值得一读
71、之前就买过《丑陋的日本人》听说这本也还行
72、现在仍然是读到一半，内容时而好时而平乏的，也有些文字挺能深入人心吧，描写的日本人的心
理有独到之处，但是有些章节觉得都快看不下去了，是在太过乏味，但是还在坚持看，后面的比前面
的内容精彩
73、书的手感很好 内容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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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可以了解到日本这个民族多面的形象，更利于我们全方位了解日本这个矛盾的民族。
75、虽然还没看 但是充满了期待 纸张还不错 应该是正版的
76、日本人就是受虐倾向严重
77、正如封底上一位日本评论家说的：“著者的学识能力让人称奇。尽管她一次也没有到过日本，却
搜集了这么多如此重要的事实。”作者对日本文化对解剖过程仅仅是从一批封闭的文本集合到另一封
闭对文本。
78、大学时老师介绍的一本书，正在看，还可以。就是第一章好像翻译的不是很好，看着别扭
79、图不是很多哦
80、外国人眼中的日本~~~略有力
81、掌上秒杀的，便宜啊
82、大爱我大霓虹
83、&,正好象征了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和日本文化的双重性???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穷兵黩武而又崇尚
美感;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不二而又心存叛逆;勇敢而又怯懦???这些浅易
的评价在过多的著作和文章中已经被大量的引用,甚至成为了一种覆盖在日本民族外表上的袈裟,然而,
此书的价值并非提出了日本民族性中的矛盾和令人困惑的复杂,而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日本人进行分
解,去探求这些复杂和矛盾的形成原因。虽然日本在历史上曾多层次%克隆&中国文化,但实际却贬抑中
国人道德价值观的核心。而在对比中日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揭示了日本文化的本质。 在作者这个美国人
看来中日道德伦理有着本质的区别,让人非常震撼。中日都重视:%忠&、%孝&,但区别是:%忠&、%孝&
在日本人看来是无条件的,而对中国人来说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仁&。对中国人来说,统治者不%
仁&,大家可以揭竿而起;父母不仁,孩子可以以死拒之,甚至大义灭亲。而这在日本是绝不可能被接受的
。由于信奉无条件的%忠&、%孝&,日本从未改朝换代过。所以看今朝,跳槽在日本也是难以被人接受
的;另一方面,日本的婆媳关系、夫妻关系至今仍非常传统。 战争时期的日本,常常提到武士精神,而这种
武士精神是与%忠&紧密联系的。中国的民族性包容为先,但日本人对于恩惠和侮辱的感受则是刻骨铭
心的,可谓%睚眦必报&。他们爱惜名声,履行对自己名声的情义。因而,对于别人的诽谤和侮辱进行或者
选择报复,或者选择自杀,其他的非极端做法恐怕都难以淡然处之。仅此一例就足以在战争中让它的对
手难以捉摸,西方国家认为,即使是在战争中,也应该遵循一些符合基本人性的战争惯例,但在日本人眼里
却没有这些概念。借%神风&之名,进行无谓徒劳的顽抗,如果没有独特的精神支柱,恐怕是常人所难以做
到的。 %仁&,随着时代的变迁从本质上又依附了自由、平等、人权的概念。而为什么在%仁&、%爱&
的精神在当今世界越来越成为主流的同时,日本人的文化本质中却从未改变呢?这也许有以下这些原因:
二战失败后,天皇与美军主动配合,使日本迅速把自己的目标从武装扩张调整为经济建设和经济扩张,避
免了在文化层面上的全社会反省;美国并没有给日本足够的压力和帮助促使他改变;日本文化中根深蒂
固的传统,比如武士道精神,在全世界范围流行,却隐藏了日本文化中落后的一面。 从这方面来说,日本民
族太沉溺于自己传统文化中的美,太沉溺于个体经济的发达。战后日本政策在美国人看来是空前的成
功,亦是美国人收拢人心的骄傲。这些在国学虚热、经济虚高的今天,值得日本国人反思。?? 三、日本文
化的标准及其影响 各按本分是日本人最基本的行为模式,换句话说日本人喜欢在一个既定的等级模式
下生存,他们习惯于寻求束缚中的相对自由和得体,拒绝跨越等级的变革,在他们心中认为这是一种无力
的行为,而这种习惯模式让他们对于安全感的定义不是一种对自由的追求,而是一种获得庇佑的平和。
因此日本文学往往会对于日本传统教育下的等级观和如今崇尚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形成的矛盾进行探
索。 恩与报恩是日本文化中另一个独有的特征,与中国的滴水之恩涌 泉相报不同的是,日本人强调的是
等价交换和睚眦必报,报恩和报仇同 样被视为君子的行为。日本人接受了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印度的佛
教思想,但是儒家思想中最最精粹的仁在日本文化中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中国的儒教以仁作为基础
发散出来的种种美德,譬如宽容,豁达在日本文化中失去了根基,日本人很想当然的认为重视自己的内心,
把自己的全部表达出来才是对待对方的最好方式,因此恩的含义是宽泛的,它包括了对于恩情合理的回
馈和仇恨适当的回复,这一点也是日本文化与华夏文化同样儒家面纱下最本质的不同。 义理,名誉和人
情是日本文化中最重要的几个分支,然而义理是一个日本文化中最为模糊和难于解释的概念,名誉和人
情则体现了日本人的一种复杂的心理。所谓日本文化的矛盾性启示在于一种范围界定的模糊。忠,孝,
义理,恩情??每一种品德之后都形成了一个范畴,也就是我们说的圈,可是每个圈之间的定义和要求往往是
矛盾的,类似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义不能两全,而日本人往往痛苦的根源也来与此,因此多数人会在忠,
孝,义理之间进行痛苦的抉择,然而无论怎样,他们都会辜负另外的一方面,因此死亡可能成为了他们唯一

Page 12



《菊与刀》

的解脱方式,这也是日本人的自杀率一向是世界最高的原因。除去社会本身的压力,传统的价值观也起
到了很大的影响。 道德与修养讲究了日本文化的标准,然而这个标准就是没有统一的标准,日本文化除
去天皇,并没有真正的文化精髓,因此日本人可以选择自己爱好的东西,尚武,花道这些奇特的相悖的东西
再没有统一文化的前提下得到了一种奇妙的统一。而在没有统一宗教的限制下,日本人对于人性的追求
发挥到了极致,肉体的放纵并没有严格的限制,他们认为人的精神往往和情操相关,而情操并不与人对于
原欲的释放关联,由于这种奇妙的理论形成了所谓日本民族矛盾性的种种。 而涉及到自身修炼的问题
时,有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吃苹果如果咬到一条虫子,日本人通常认为吐掉它不是好的处理方法,好的方法
是心中默念???它是红烧肉,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把它当作红烧肉咽下去了。听起来有一些%怪癖&,但事实
上,在日本,培养%能力&的自我修炼,就是在改善一个人管理自身生活的能力。如果放弃修炼,就不会快
乐,就像一把长久没有磨砺的剑,难免日久生锈。无论是名誉、人情、道德或是文化教育。 关于儿童的
教育,值得一提得是,日本的教育和美国是相反的,不同于美国自由度的N型曲线,日本人的自由呈现一
种U型图,儿童和老人拥有最大的自由,而成年人则被各种事物所束缚,他们认为人只有在束缚下才能发
挥出精神力量的极致,这与其他地区是截然不同的。?? 四、结语 此书令人惊叹的噱头是作者鲁斯本尼迪
克特从来没有踏足过日本一步???所有结论都是从现有资料和对在美国的日本人了解研究得出的。书中
忽略了日本传统历史对于日本文化的影响。但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为了确定对日政策,美国却扎扎实实
地做了系统研究。这种科学的研究精神值得我们借鉴。?菊与刀 这本探索日本文化及民族本质的人文
著作,其价值是巨大的。从这点可以看出,深刻的社会及人类科学研究对国家和民族是极为有用的工具
。总而言之,无论是名誉、人情、道德或是文化教育,日本的民族文化中既有代表皇室家徽的%菊&,也有
象征武士道文化的%刀&。日本人屈服于强者,但不屈服于强硬者。
84、天天说日本、但却不懂的日本这是很多人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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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本书无疑是解读日本的经典 虽然已过去多年 但是许多观点依旧不过时 他提出的日本人属性在各
种程度上至今通用 难以想象作业仅仅是通过资料收集得出这些结论 完全没有踏足日本一步而现在 应
该有一本可以和这个媲美的作品 那就是内田树《日本边境论》 虽然《菊与刀》作者认为本国的人无
法对本国进行客观评价 其实 这个是不一定的最无语是我舍友问我这本《菊花刀》是不是基情小说来
的...
2、原谅我的孤陋寡闻，来到豆瓣才发现：原来这书有那么多的版本！不知道那一版翻译得更好些，
但自己看的这一版还是很不错的吧。这应该不是我读的第一本关于社科类的书，但当一个不同于自己
的民族、一种不同于本族的文化，随着作者抽丝剥茧般的叙述到最后，慢慢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
的心还是为之一颤。应该是因为第一次吧——第一次被震撼了。 从地理位置上，日本这个国家离我们
很近；但从文化上 我觉得还是很远的。作者也同意：这种文化确实是异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种其他文
化的。全书可以说把日本人的性格的特点及其来源、发展，民族文化的形成、源头、近现代的微妙的
变化都剖析得极为透彻，甚至深化到每一个生活的极小的细节。确实，估计连日本人自己也难以为清
楚地意识到自己原来是这样。”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吧~当”忠“、”孝“、”情义“、”等级制
度“、“耻辱感”等等融入日本人自己生活的时候，他们生活的也真挺”艰难”了。（当然，他们自
己必定不这么认为~）难在何处？我个人觉得最难得就是他们要不停地抉择，不停地在“夹缝中”求
生存。当然，社会现实早已为他们的归宿，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完成完成完成。这其中当然要忍耐，要
克制，要压抑。怎么说，很变态吧。（不过他们在某些方便到是很放得开~~）这本书值得好好研究、
好好揣摩。试着用着书中的一些观点来看待日本的一些影视、文学作品，你会发现真的是另一番品味
，真的是另一个世界。加油！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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