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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日本文化二元特征及其成因

黄 华

t内江师范学院监审处，四川内江641112

    【摘要〕日本丈化的二元特征。在丈化樱式上，外在开放性与内在封闭性共存;在丈化规范上，内莱性和
扯他性处有;在丈化心态上，自率感与优越感并存。由于日本的地理生击坏境和“边雄地带”丈化交泣棋式，日

本人的生存方式与特珠的“丈化内旋”形式，形成T日本丈化二元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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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一走近日本文化，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其

二元性或二元结构.几乎从日本文化的每一构成层面上，都可以
看到这种二重性，诸如日本文化的开放性与封闭性，自卑感与优越

感，内聚性与排他性，固守传统的保守性和好奇的进取精神等等.

如果我们再继续细究这种二元性的形成，又会发现，这矛盾的两个
侧面:一方面被外来文化强烈的同化，另一方面则是自身的复兴和
强有力的肯定.我认为日本文化的二元性及其和谐的结合，正是

日本文化的待征.下面试从文化学角度来阐释日本文化的二元特
征及其成因.

    一、日本文化的二元特征

    (一】文化模式:日本文化的外在开放性与内在封闭性
    日本文化的模式，我们可用对外的开放性与对内的封闭性来

概括，这是日本文化形态发展的基本形式.
    纵观日本文化的发展史，日本文化始终取一种对外开放的性

格，敞开大门积极吸收先进的外来文化.古代日本主要是依靠吸
收中国的文化，来丰富、发展自己的文化，对中国文化实行全方位
的开放，以至于使日本的传统文化表现出浓烈的中国文化的色彩，

人们常常把日本的传统文化说成是古代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传
人日本，始于绳纹时代后期。其时，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通过朝

鲜半岛先后来到日本列岛，给日本带来了稻米，铁器和青铜器.金
属文化和稻作农业的传人，一方面使茹毛饮血的日本人脱离了原始

状态，另一方面也使其拜倒在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脚下.这样，日本
在形成自己的文化之初，就莫定了其文化的对外开放性的特征.

  公元五、六世纪以后，随着日本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开放度更

加扩大，从吸收文化器物发展到吸收文化制度和观念.据传在公
元五世纪初的应神天皇十六年，百济人王仁将《论语》带人日本，贾
学开始传人日本.紧随擂学之后，印度佛教也经中国传人日本.

到圣德太子时，许多贵族都以习汉文为时尚，达到了研习诸典籍无

不通晓的地步.以这种全方位开放为文化背景，出现了圣德太子
依据擂、佛原理制定的官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这些文件都充

滋着浓厚的儒学色彩，如十七条宪法便强调“国靡二君、民无两主，
率士兆民，以王为主”(第十二条)，“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天搜地

载，四时运行，，与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如出一辙.即便是“宪法，
文体所用的四字句，也是受中国六朝时代流行的“四六骄俪体”的
影响所致.被视为日本文化发展里程碑的大化革新，在某种程度

上，可以说是日本文化开放发展的产物。当时革新的智囊高向玄

理，僧昊，都是从唐朝留学回国的，他们所实行的断政，也基本上以
隋唐制度为蓝本.例如，二官人省制是仿唐的三省六都制，班田收

授法是取法唐的均田制，《近江令X养老令》等律令格式，则直接参
照唐的《武德令》，《贞观令》等等.
    到了近代，日本文化的发展，又经历了两次开放，一次以1868

年发生的明治维新为标志，一次则以1945年的战后民主改革为主

要内容.在明治维新之初旧本政府发布的治国大绍一 伍条誓
文”明确提出了“求知识于世界”的原则，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日

本文化转而对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全面开放.在明治政府
的“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放”三大政策的指导下，从

1“8年到18弱年，日本在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社会制度、学术思
想乃至生活方式等各方面，都有选择地学习和移植了西方文明，在
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中，建成了近代日本资本主义文化，并使日本很
快成长为世界五强之一。19朽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以后，受到
了美国的占领，美国在占领期间，对日本文化是实施了重大的外科
手术，大量地移植了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文化制度.令人感到惊奇
的是，日本对美国的占领及随之而来的改造，表现出了良好的合作
态度。从文化角度而言，不能不说是日本文化本身的开放性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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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文化以一种罕见的开放态度，在其历史活动中，先是吸收 奴!呱幻日本文化正是在这个悖论中获得迅疾的发展.
了中国的汉文化，特别是先秦孔儒的实践理性精神，后又消融了西 t二)文化心态:自卑感与优越感并存
方欧美文化.铸成了本身的开放机制.然而，日本文化的开放性， 美国人类学家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花与刀》~书中，将日本
并没有使其成为一锅煮的大杂绘，在其对外开放、广泛吸收的背 文化说成是“羞鞋感文化特征的形成，一方面与日本人的荣辱生死

后，还存在着一个更为深刻的内在的文化容纳选择机制和交胜、同 观有关，另一方面与日本文化的‘自卑感’也有很大关系.自卑感
化过程，这从相反的方面铸成了日本文化的封闭性.关于这一点，使日本人殊言自我，甚至可以达到‘无我’的地步.
日本精神的主要体现— 神道教是很好的例证. 日本文化的自卑感早在古代日本文化形成初期就表现得淋鸽
    神道教是日本土生土长的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精神的 尽致.据《汉书.地理志，所载，“夫乐浪海中有餐人，分为百余国，

体现.在佛教传人之前，神道教与日本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以岁时来献见云一当时文化上还很落后的日本人，十分羡慕中土
仅是一种自然、精灵祟拜的原始信仰形态，[lj包括太阳、山脉、树木 教化，乃携大量“牲口，(奴隶)来讨好高攀中国皇帝，并祈求中国皇
及生殖等自然现象都作为氏族或部落的图腾受到祟拜，面且在人 帝对他们的赏踢。回国后，他们便利用中国皇帝的踢品，狐假虎
和自然之间也没有明显的界限，人的祖先同样受到祟拜。这种原 威，在列岛上以老大自居，甚至来自中国大陆的舶来品:“镇、剑、

始的信仰形态，同其他原始氏族的图腾祟拜一样，是简单而带任意 玉”，后来竟成了日本天皇用以表现自己权威和地位的三种“神

性的.奇怪的是，日本的这种原始信仰形态并投有像其他民族的 器”.对中国的毕恭毕敬与回国之后的大肆炫堆形成鲜明的对比.

图腾崇拜，随着氏族公社的瓦解而自然消亡，相反在濡学和佛教传 这是一种典型的自卑感.至近代以后，随着西势东渐，日本又为西
人后，获得了飞跃般的发展.首先神道与天皇制的政治统治形式 方的“坚船利炮.所倾侧。一方面他们拜倒在西方文明的脚下，打
结合起来，成为天皇制的理论依据之一 这主要体现在八世纪初 出“脱1人欧”的旗帆，走欧化的道路，对西方列强在日本的强权百

期完成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其次，神道在佛教这一成熟 般忍让，甚至不借把自己打扮成欧洲人，演出了一场“鹿鸣馆”的闹

的宗教形式的刺激下，开始形成独特的理论体系，摆脱了原始的传 剧;在另一方面，他们又用从欧洲学到的东西来向东方国家炫堆，
说性质.平安时期是基于神佛一体观的“本地垂迹说”，到镶仓时 对东方国家大动于戈.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就在1871年寻求强

期，正式出现了伊势神道和吉田神道。在吉田神道的经典《唯一神 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机会，在其欲望未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转
道各法要集》中，特别突出地强调了神道的特殊性。神道几乎无所 而向朝鲜挑衅，逼其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此后，日本更是

不在，故为“纯一无杂“唯一神道，.本来神道所用以阐发理论的 不断地向亚洲国家显示其优越感.
概念，大都来自于中国的儒家经典和佛教原理，然经其阐发之后，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自卑感与优越感往往是同时并存的，是
神道竟成了“万法之根本”，儒佛则统统处于次要的地位，神道理论 一物的两种面孔.因为自卑感会经常地造成一种紧张状态，人不

由是形成.至江户时代以后，神道经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傲 可能长期地忍受这种焦躁不安的状态，因此，为了达到内心的平
的努力，更成为一个封闭的复古神道体系，它排斥一切外来的价值观 衡，人们会从相反的方面，用一种优越感来自我调解，这种优越感

念.近代以后，神道被定为国教，整个理论充斥着敬神爱国、崇祖忠 有时是客观存在，但更多的时候是人自己杜撰出来的.早在古代，
皇的迷信忠君思想，不仅使神道的封闭性达到了登峰造极，而且使日 日本在向隋唐称臣的同时，就建立起了自己对朝鲜半岛各国的大
本文化也完全与世界文化的发展相脱离，置于对立的地位. 国地位，模仿中华帝国的册封体系，令朝鲜半岛各国向其称臣纳
    可见，儒佛等外来的宗教，虽也存于日本，但它们是经过选择、贡。为了掩饰日本与中国的交往中的卑下地位.公元‘。8年圣德

改造之后，以日本型的儒佛形态而存在，它们在日本，仅是作为一 太子派使来隋时，将其递交的国书写作“东天皇敬白西皇帝.，明显
种借用的“技术”，起着调整和培养日本人的某种心态的作用.从 地表现出了一种对等的大国地位.这种优越意识在神道教中表现

根本上说，他们受神道价值观念的支配，服务于神道. 得更为明显，“佛法为万法之花果，佛教为万法之枝叶，神道教为万
    人一方面创造了文化，另一方面又不自觉地被文化塑造着，所 法之相本，彼之二教，神道教之分化也.，无根无以枝叶，也无以花

以人的心理素质、风俗习惯也常常反映着文化的特点.日本人的 果.所以神道教高于其他二教，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感.
旧常活动和习惯、作为一种文化行为或者活动就体现了日本文化 进人日本近代，日本文化的优越意识几乎发展到荒谬绝伦的
的封闭性特征.关于这一点，大量的研究日本人的著作几乎都提 地步.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经过发愤图强，
到了.如《日本近代成功的启示》就提到了，日本人在接待外国人 大量移植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很快跻身于世界五强之列.以此为
伺题上，从不把外国人当成推心置腹的伙伴，往往是以异常客气、背景，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一些日本的文人就大谈“日本主

礼貌的方式敬而远之。如果一个外国人要想进人日本人的生活圈 又，，相信自己是天下人类中“优等民族，，“神土国家”，极力宜扬所
子，那会遇到许多无形的障碍.例如在一般的交往中，日本人可以 谓日本精徽“大和魂气[’〕以自己杜撰的神话来装饰自己，掩饰内心
请你在高级餐厅聚餐，谈笑风生，但是他们绝不会请你到他的家里 的自卑，公然要“以日本化、世界化的亚细亚思想，启蒙现在仍然处
去看着.如果一个外国人对日本社会了解较多，又能说一口流利 于低级阶段的，欧美国家，以日本所代表的东方文化代替已经走到
的日语，他就会被视为“可疑的外国人”，受到戒备.[幻 “欧罗巴道路的尽头，的西方文化.这种自卑感和优越感井存的状
    上述日本文化的封闭性是在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形成的，从而 况，制约了日本文化的其他特征.

开放与封闭二者并无矛盾。开放性使日本文化始终表现出好奇的 《三)文化规范:内康性和排他性兼有

进取精神，封闭性又使日本文化在与外界交流的情况下，仍能固守 文化心态的外化，一般是借助于文化行动，而对文化行为的制
自己的传统，迷恋传统文化，旧本人固守传统的劲头如同“守财 约则是由文化规范来实施.所以文化规范是文化行为的判断标

                                                                                                                        129

万方数据



t庆工商大李学报(杜会料学版) 黄华:论日本丈化二元特征及其成因 2007第4期

准，直接体现文化心态的原则，使得其某一文化行为与另一文化行

为区分开来.日本文化中自落自大的优越感和“小家子气”的自卑
感，使其文化规范鲜明地表现为内聚性和排他性原则.
  规范性的东西一般是体现于其所制约的文化观念和文化行

为.在文化观念上，让我们仍以神道教为例。神道教作为一种宗
教淇最大的特点在于对天皇及其祖先的神化，这种祟拜后来又延

化出所谓的“日本魂”、“大和魂”的观念.在战前它作为一种民族
童识充斥日本，是日本精神的最高体现.战后，虽然神道教与政府

分离，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下降，但作为一般意识形态，仍在日本
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神道教、大和魂使日本人
在接触到外来文化时，自然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向心力和内聚力，与

此相适应也必然会产生排斥力.
    在文化行为上，我们以下述两例作说明.其一，据梁策《日本

之谜》说，他在日本曾遇到一老姐，当这位老姐得知他是中国人时，
连说:“对不起，真是对不起”，“过去的战争真是对不起中国.呱5〕这
位日本老抠的言行是不自觉的，属于日本文化中的文化行为，这一

文化行为反映出日本人常常把个人紧紧地和集体联系在一起.很

多研究日本国民性的专家将之称为“集团意识:其二，罗伯特·
怀特古在(菊花与棒球提，一书中写到这样一件事，外籍运动员斯

宾塞长期旅居日本，并效力于日本版急棒球队.尽管斯宾塞有良
好的技术，但由于棒球队的投手故意不与他这个外国人合作，致使
斯宾塞无法获胜，而其对手日本人野村则获得了三连冠.两个事

例，前者体现了内聚性，后者则是排他性的体现.所以“日本人总
是把‘我们，与‘他们’即日本人同其他各国人民之间的界限分得很
清楚呱‘〕这些是由归本文化规范内聚性和排他性原则所使然.
    战后日本经济的复兴和高速发展，在世界引起轰动，尤其令各

国经济学家感到诧异的是日本企业的管理方式.日本式企业管理

的特点突出表现在日本企业实行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
和企业工会，他们构成了日本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不可缺少的三个
有力支柱.然而如果透过这种制度的外表，埋在其深层的却是“集

休主义”的经营思想.“集休主义”把企业看成是一个大家庭的命
运共同体，企业中的每个人(包括最高经营者在内)都是这个共同
体的一员.企业在与外界接触时，以一个团结整体的面貌出砚.如

在日本一对新人成婚，如果丈夫在朝日啤酒公司工作，而妻子在
三得利啤酒公司工作，那么，在当天的婚宴上，男方的亲朋好友一
定是喝朝日啤酒，而女方的酒席上则一定是三得利啤酒，集体主义
是不能因私人情感而模栩或晃动的。〔月正是这种集体主义成功地
支撑了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而集体主义在日本的形成，重要的
原因在于日本企业管理方式本身是日本文化的产物，集体主义是
日本文化规范内聚性或排他性的体现，所以欧美很多企业家经济
学家惊于“日本旋风”而群起模仿却无效果一事也就不难理解了。

一的特征和属性(所以才称为人)，而不同的只是自然环境。所以
一个民族形成时所处的地理环境对于该民族文化式样和素质的产
生起决定性的作用，正如列宁所说:“在马克思看来，地理环境是通

过在一定地方，在一定生产力的基础上的所产生的生产关系来影
响人的，而生产力的发展的首要条件就是这种地理环境的特性
二‘⋯. 【.」

    二、日本文化二元特征的成因

    (一》日本的地理生态环境和“边缘地带”文化交流模式
    日本文化二元特征的形成，依软于该民族的历史发展;而在历

史发展中形成的文化特征反过来又形响了该民族的历史发展，这

两个几乎不分先后次序的过程是交相作用的，既有历史性又有共
时性.为了迫溯这两个交互作用的过程，我们把逻辑思维的始点

落到历史发展的起点.依据马克思主义劳动创造人的学说，人类
历史的起点，使人与自然的对立.由于地球上各地区的人具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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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地理上看，日本是个岛国，地处欧亚大陆的东端，东临太平

洋，西隔日本海与大陆相望.在地质构造上，日本列岛属于环太平

详造山带，所以列岛山地很多，北海道和本州北部的山脉为南北走
向，九州、四国和本州那南部的山脉成东西走向，两者回于九州中

部，称“中央山结”，山地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76%以上.
    日本列岛地理环境的另一个特点是，全境火山带纵横，九州的

雾岛火山带，本州的白山火山带、富士山带，北海道的千岛火山带、
那顺山火山带等，计有七处火山带，有“火山国”之称.由于火山频

发，全国地展频仍，故又有地震国之称.
  从生态环境上看，日本平原很少，仅占全国总面积的25%，且

大都分布于山间沿侮地带.列岛河流短促湍急，日本最长的河是

信浓川，其长不过367公里，简直无法与埃及的尼罗河、中国的黄
河相提并论，缺乏古代大河流域文明的条件，加之气候上经常遭受

台风的袭击，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十分的恶劣.

    这种恶劣的自然条件，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日本先民产生了很
大的影响.首先，恶劣的环境，不利于古代文明的发展.这一状

况，使日本旧石器时代的文明毫无光彩，不仅在时间上远远迟于其
他文明，而且在发展的程度上异常落后，甚至在其所毗邻的中国早
已进人发达的封建社会时，日本文化仍在原始状态中徘徊。极端
落后的文化，在接触到先进的文化时，必然会产生一种自卑感，进

而会积极移植先进文化，日本文化中自卑感，开放性的特征几乎在

日本文化形成之初就产生了.

    其次，与之相适应，产生了“边缘地带”特殊的文化交流模式.正
如作为自然存在的人，同时不可避免地是作为文化载体而存在一样，

作为文化自然基础的地理环填，也必然同时是某一文化存在的文化
环境.日本的文化环境其显著特点可以“边缘地带，来概括.

    “边缘地带”是战后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国家兴起的“依附学

派”的一个基本概念.我们所使用的边缘地带的含义是，一个文化
处在另一种发达的中心文化的边缘.从世界文明发展史来看，文
化中心和边缘地带是客观存在的.古代史上有黄河流城文明，两
河就与文明，尼罗河流城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和希猎罗马文明，

这五大文明都有自己的中心和辐射区，环绕在文化中心边缘的便
是边缘地带.边缘地带的特征.(l)与文化中心的时间距离，即文

化的落后性.(2)与文化中心的空间距离，即文化的独立性.(3)

文化的向心性.(4)文化内部的巨大差异.具有上述特征的边缘

地带，在文化的交流发展中存在着独特的方式.与文化中心的时
间距离，意味着边缘地带文化的落后性，从而决定了边缘地带文化
的向心性;与文化中心的空间距离，保证了边缘地带的文化在与中
心文化接触中的独立，即没有被同化;模仿、学习先进中心文化的
结果，导致了边缘地带文化的不平衡性.

    日本文化的发展符合边缘地带的文化交流模式.第一，在日
本正式接触到大陆文化之前，日本的文化发展是异常缓慢的，这种
落后性给日本提供了模拟效仿的机会.所以从日本文化发展史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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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来看，早期日本是处在中国内地文化的边缘，近代日本则处于西
方资本主义文化的边缘.日本文化的落后性使其在与中心文化的
接触中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和内聚力;而依靠向心力的作用，又使
日本文化形成了突出的进取，开放的性格.所以日本文化在文化

的选择机制上表现为一种定向选择，即在主观上的模拟选择.先
是以中国为模拟对象，恨不能把日本文化制成中国版.从圣德太
子到大化革新无一不是照扭中国的文化制度，这种风尚甚至到江
户时期仍一如既往，如著名的居学者盛原惺窝就曾说过:“呜呼!

不生于中国，又不生于此邦之上世，可谓不遇时!，〔。3到了近代，日
本又提出“脱亚人欧”的口号，积极向先进的欧洲文化看齐，这些是
其采取定向选择的结果.

    第二，日本列岛和大陆之间被日本海隔离开来，这道大自然的

防线，成功地保证了日本文化的独立发展.尽管日本接受了中国

的文化，但日本却不像大陆国家朝鲜那祥，曾直接受到中国的统
治，日本保证了人种的完整统一和文化的独立发展.因此，日本文

化虽然跟朝鲜文化一祥，受到中国文化的强烈影响的程度和深度，

都跟后者明显的不同.D幻由此，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日本文化在
自卑感内聚性和开放性的另一面，会形成优越感排他性和封闭性，

即日本采取定向选择的结果，很快地移植了中心文化而赶超上来，
日本人种的独立、文化的完整统一自然会使日本人从自我中寻找

答案和优势.那么封闭和开放、自卑和优越、内聚和排他这矛盾的

二项在日本文化发展是如何有机和谐地组合在一起的呢?

    1二)日本人的生存方式与特殊的“文化内旋，形式

    作为居住在“边缘地带”的日本人，其生存方式的最大特点，是
经常受到来自文化中心的文化冲击或刺激，这种刺激以不直接接

触为限.这样，在文化交融的背景下，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保持了独

立发展，无论是其稻作农业还是生活习俗，都与大陆中国有很大的
不同.

  边缘地带旧本人的独立存在和发展的特征，决定了日本文化
在与外来文化交流中的独立发展，在文学上这一现象被称为“文化

内旋”.“文化内旋”原意为“卷人、复归、包容、内部复杂化.，后为

吉尔斯在1936年所著《农业的“内旋”一 印度尼西亚生态变化的
过程》和塞维斯在(文化进取论:实用理论》中系统加以应用，并上

升为文化学的概念.它指一民族文化在新的条件下。为维持既存
结构，采取的自我调整和复杂化的过程.因此，内旋的条件是外来

文化的朝激与吸收、徽合，最后达到固有文化传统与新文化精神的
和谐统一。

  通过上述对日本人生活方式的分析，我们可知日本人的生活
是独立发展的;在其独立发展中不断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这正
特合文化内旋的条件，于是处在边缘地带的日本人在其历史活动
中，不断地吸收融合外来文化，丰富发展自己的文化，铸成了文化
内旋的运动形式.它一方面使日本文化在其发展中获得了大幅度

的跃进，另一方面又使其保留了固有的文化传统.这是日本之能
处理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结合的原因之一 在日本历史发展
中，越是最发展的时候，传统文化就越突出，例如日本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前后发展为世界五强之一，但在文化传统上，日本却开始大

幅度地从西欧文化回归东洋文化.战后，日本受到西方文化的大
改造，但日本在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发展自己的同时，又逐步地复活
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

    文化内旋对日本传统文化的肯定和发展是日本文化封闭性、

优趁性、排他性产生的基础，它最终使日本文化在开放的系统中形
成固守传统的封闭型;在自卑感的背后隐藏着优越感的因素，在对

内团结的另一方面形成排他性.于是，看起来是那么矛盾的两个

方面竟和谐地并存于日本文化的统一体上，构成了日本文化鲜明
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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