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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雪鸿泥》

前言

　　“东亚人文·知日文丛”缘起　　与异国的风土、文化亲近是一件有趣的事。在一块土地上生活
的时间长了，那里的风土、习惯、文化会从知识变出滋味，引你品尝它的丰富和浓郁。　　说一件有
关“咸菜”的小事。初到日本，正值樱花满开的四月，第二天我就随丈夫去富山长庆寺参加赏樱会。
赏樱的雅致且束之高阁，却说那“美丽”的套餐最后，还上来了一碟儿咸菜。我大惑不解：中国人不
会用咸菜招待客人啊。但是，黄瓜茄子白萝卜鲜润适量，碟儿又朴素别致，我愉快地接受了，那浅渍
的甘爽成为我舌尖长久的记忆。那之后，我时常会收到咸菜礼物，一包一袋的，京都的千枚渍、奈良
的桂瓜渍、福岛长久保的紫苏卷，甚至盛暑和年底还有外地的朋友寄一两盒来。我好奇怪：日本人干
嘛这么迷恋咸菜?后来，我去了很多地方，走到哪里，都看得到大大小小的咸菜屋，我也学着日本人的
样子，每去一个地方就买些咸菜送朋友，自称为入乡随俗。日子长了，去日本人家做客的次数多了，
我发现日本人收到咸菜，晚餐桌上就会摆出一盘来。一家人围坐着，边吃饭边聊上一阵子咸菜的话题
。一家人吃着咸菜聊着咸菜，对寄咸菜的人怀着感谢之情。那份儿安恬，如口中的咸菜淡而醇，让你
品味到“送送咸菜”背后自然而深厚的东西。　　“送送咸菜”毕竟是小事，但道理相同。了解日本
社会、日本文化、日本人的心理，都不是从书上看两眼，到日本掠一眼就可以获得的，需要生活在那
个环境中咂摸的过程，需要把书本中的和个人理解的日本与身边的日本联系、认证并深化的过程，否
则，你眼中、笔下的日本就很可能是“咸菜的颜色和碟子的形状”等外观的东西，而外观会不断“改
观”的。　　从深入了解出发的研究必将是切实、深入的。研究的终极境界是文化的相互丰富、融合
，但是，必须承认，我们尚行走在中途，研究的明确目的是为了本国的利益。众所周知，日本从古代
开始就花大气力学习中国文化，从书本学习，派留学生现地学习。藤原佐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存
录的汉籍就有1 568部，17209卷之多，那还是公元9世纪。之后一千多年过去了，日本人一直关注中国
，日积月累，日本的汉学成了全世界中国研究的重镇。一架架有关中国的研究图书，从政治制度到文
化习俗到语言文学到物产甚至到游戏，为日本人了解中国铺就了条条路径。《孙子》云：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相当一段时间，这个岛国，居然在和中国的交锋中占尽先机，这和日本人迅速而虚心地向
西方学习有关，更和对中国的充分了解、研究分不开。　　回过头来反观中国人对于日本的了解和研
究，直到今天也只能说仍不尽如人意。很多重要的领域依旧留有大量的空白，误读与表面化解读、从
自己方便的立场解释日本，或在误读之上一厢情愿地“深入分析”等问题仍然存在。虽然1 9。O年前
后也曾经出现过留学日本的高潮，但我们留学日本，重点并不在于对近邻日本的重视和研究上，正如
张之洞所说，是因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
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
行，事半功倍。”图的是多快好省曲线吸收西洋的知识，而把日本作为自己的关照对象加以认真研究
的，不过数人而已。　　这种情况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有了很大改观。很多青年学子乘着第二次中国
人留学日本的浪潮，走出国门到日本留学。他们或学业有成，归国服务，或扎根扶桑，成为新侨。就
是从这批留学生中间，涌现出了一代新学人。“东亚人文．知日文丛”的作者就属于这一代学人。他
们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一是旅日时间长，多者近20年，少者也有数年以上，有丰富的现地生活经历；
二是赴日前大都已经打下深厚的学术基础，学有专攻，看世界看问题各有视角；三是大都把自己研究
的焦点对准日本本身。他们能够把“深入了解”的日本在重新阅读史料和思考中将细节的日本提升到
深入的研究层面。日本有个说法叫“石上十年”，可以说如今他们都到了收获的季节。把他们的果实
采摘到一起呈现给社会，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东亚人文”是“清华东亚文化讲座”着手编辑
的系列丛书。这套丛书包括学术研究、典籍资料、文化译丛等，“知日文丛”是其中有关日本的文化
随笔系列。“清华东亚文化讲座”从2。04年创立起，便着力从多种角度来讨论东亚问题。伴随世界经
济的区域化发展，伴随中国的文化复兴，在新的世界格局中重新思考东亚问题，是“清华东亚文化讲
座”致力探索的方向。我们深知，如何对待历史，如何面对今天，如何面向未来，这些存在于中日之
间的大问题，并不是这套“知日文丛”能够解决的，我们只是期望这套丛书的编辑和出版，能够给愿
意思考这些问题的读者朋友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和参考。　　秦岚　　2007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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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雪鸿泥》

内容概要

中日两国有着悠久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历史，只是日本极少数人在上个世纪和前些年制造了新与旧的不
光彩的事件，给中国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给日本人带来了伤痛，造成两国人民之间的某些隔阂。目
前两国政府正在“破冰”、“融冰”，志在沟通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建立彼此的互信和互惠战略关
系。互知才能互信，互信才能做到互惠。此时推出“知日文丛”，由几位留日或旅日的作者，从历史
和文化、从政经和中日关系，也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细微处，以切身体验，展现了他们眼中的日
本、真实的日本。在那里，有真情的实感，也有哲理的思考。“知日文丛”架起了一座互知互信的桥
梁，通向美好的彼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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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雪鸿泥》

作者简介

　　张石，1982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1988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外语系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
。1988-1992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94-1996年任东京大学客座研究员，1998至
今历任日本《中文导报》主笔、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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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雪鸿泥》

书籍目录

灼灼桃花两样红——中日文化比较篇恋父与弑父卡拉OK的启示日本文学中爱的承传性握笔的不同方
式与文化“哀而不怨”的日本人过程和结果唐朝的“斯纳库”日本集团中的渺小个人北京故宫和京者
御所读欧阳修的《日本刀歌》骂人中的文化俳句与写生悲秋与颂秋“丙午女”的悲剧和日本文化的矛
盾中国的啬日本的墙人是世界与集团的补充？对未来的深切责任感和温柔祝福名字中的文化朋友及其
他常识与天才“一叶知秋”与“风来知秋”中国的鬼和日本的鬼中国“霞”与日本“雾”樱花与“绊
”听蝉苔藓文化莲荷意象自然中的人和人中的自然谭嗣同与月照红白杜鹃菖蒲文化白马与青马蟋蟀声
声拜庙不拜神的日本人黑与白中日“巨根潭”发现唐朝日本的杜甫朱元璋与日本和尚蛙跃古池内静潴
传清响——谈芭蕉的俳句的禅趣蝶与云一簇樱花一缕魂——日本风物篇通往无限的鱼趣“聆听悲鸣”
的心灵误区谅解的魅力相见不如相识笠井先生感动不只在人间日本“型文化”的危机电脑所永远无法
取代的新米日本人的“怨灵恐惧”百计不如一诚现代政治需要情感伸出我们亮丽的手收钞机和日本文
化吾道一以贯之不可忘初心天城山十重文化空间——日本的电车和地铁不要叫“养父母”人在异域心
海深——哲思篇不要为准备人生而失去人生“清高”与“消费”精神病世界中温馨的永恒君子知易而
不占生命的核心中有一个仁慈的死承认软弱允许失败生命是如此的偶然追求无惧的人生火药的悲歌万
物的灵长宇宙的垃圾红炉上一点雪万物与我同根虚己从人人生是一个圆敢于“不会”的哲学主动文化
和被动文化风动？幡动？还是心动？羚羊挂角何处——谈艺篇关于文学的性描写影与文学诗与愁美存
在于破碎与非碎之间道不出天凉好个秋心随朗月入北辰——抒怀篇中年留学畅想曲我是出挣钱的父亲
学会徒劳转换一下我们对年龄的看法不要向孩子撒娇无限透明之蔚蓝的破碎田鼠的回忆师长的眼睛笑
卷愁夜疏星白——幽默篇我家的老猫张五鸡场风波一堂生动的狗的道德教育课一个公园两个猴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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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雪鸿泥》

章节摘录

　　北京故宫和京都御所　　刚来日本时，朋友告诉我有个中央大学，我觉得这一定是一个国家直属
的一流大学，正像我们的中央音乐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一样。后来我才知道中央大学既不是国家直属
，也不是一流，是个普通的私立大学。而在街上闲逛时，我发现到处都有冠以“中央大楼”的建筑，
甚至破烂不堪的三、四层建筑，也胆敢赫然挂出招牌，写着“中央大楼”。我觉得这简直可以说是“
亵渎神明”。在中国，“中央”这个词，可不是随便用的，它往往是“至高无上”的象征，一提起“
中央”这个词，中国人想到的首先是最高权力机构，而在日本语中，这个词远没有它在中国语中那样
神圣。　　在中国，处于“中央”这个位置的事物，也往往是至尊的，如果我们走进故宫，就会发现
这一点。故宫里皇帝专用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等，都从南到北，在中央线上排列，而熙和门、
协和门、弘义阁、体仁殿等建筑，都对称着排列在两侧，簇拥着这个象征无限权力的中心。但日本传
统的皇宫——京都御所，却完全不是这样的。从朱雀门进去，是正面的八省院，绕过八省院，沿右侧
通行，内侧有很大的空地，稍靠右的地方，是建礼门，穿过建礼门，是天皇的生活空间——紫辰殿，
也就是内里。内里没有建在南北中央线的正中，只是西侧压在了中央线上，在紫辰殿的西侧，原有很
大的空地，紫辰殿本可建在南北中央线的正中，却特意偏东而建，留下了“空虚的中心”。　　为什
么中日间的建筑会有这样的不同，我曾百思不解其意，后来似乎想通了一点，如不能算一家之言，就
暂且算作“管中窥豹”吧!　　中国式的以中央为至尊的建筑，是一种相对封闭、完成度很高的建筑，
一旦至尊的中心确定，就很难改造、增建。试想：如果在故宫的太和殿、中和殿等建筑的两侧再增建
什么，那皇帝专用的宫殿就偏了中心，作为儒家“中为至尊”理念的再现的故宫，就失去了其作为文
化符号的意义。在故宫中，除非整个建筑群解体，要不然增建是很难的。要是随便增建了什么，不就
是让皇帝“靠边站”了吗?那不是大逆不道了吗?　　而从历史上看，日本人不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
，也不把中心看成至尊。另外，没有“至尊的中心”的建筑，由于没有严格的对称性的格局，无论怎
样增建也不会发生格局的崩溃，因为这种建筑本身就有极大的“未完成性”。与中国人喜欢“完成”
与“解体”相对，日本人喜欢“变化”与“接续”；与故宫建筑已完成的文化主题相对，御所的文化
主题的出场被延期，它始终存在着补充、缺席与空间，它是一个可接续的“意义链”，可以在固有的
建筑所代表的文化符号的基础上，无限地演绎下去。　　故宫是如此的完美，“布列有序，不爽尺寸
。妙合化工，莫究窥测”，“三光临耀，五色璀璨。壮丽穹窿，莫磬名赞”，正像我们曾是那样完美
的文化。然而，过度的完美，也会使我们在面临崭新的世界时，陷入一种痛苦的抉择：破坏旧世界?迎
接新世界，还是维持旧世界，摒弃新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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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雪鸿泥》

精彩短评

1、挺好，了解日本习俗！！！！
2、前面很好，后面有点。。。
3、人生感悟太多
4、一直很喜欢这类的与日本相关的书。前半部分很吸引人，看到后半部分的时候 居然有一些厌恶了
作者不停的引用诗句 但是耐心看下去 就能理解 就被打动了 不是没有原因的文绉绉 尊重这本书的点点
文字 尊重作者 一个民族的底流 总是美好的 谢谢你！张桑！樱花很美，你会获得归属和爱。而且我也
多少理解了一些，作为中科院研究员的你不如在日本步履蹒跚艰苦打拼的你对日本理解深。我见到了
一个美丽的国度，也见到了一些温暖一些幸福，还有一些无奈。
5、是先看到林少华的读后，十分感兴趣，才买来看了。老实说，觉得不如林少华那短短的读后来的
妙，不过还是可以一看的
6、挺好的书评分这么低⋯不可理解⋯
7、b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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