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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多田道太郎，原毕业于京都大学法国文学专业，是著名的日本文化研究学者。
本书从身边的各种现象，诸如餐具的使用、建筑形式、插花及园林艺术、生活习惯、语言和人际交往
方式等等，深入剖析日本文化的深层结构和独特的价值体系，从日本人生活的表象窥见日本文化的神
髓。
内容包罗万象，语言幽默谐谑。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身边的日本文化>>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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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普遍性　2 支撑起民族基石的平假名　3 穿鞋的文化和赤脚的文化　4 有文字的国家、没有文字的
国家　5 由平假名连接起来的过去与现在原书后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身边的日本文化>>

章节摘录

　　一 身边的日本文化　　1 筷子为高级用具　　筷子文化圈　　进一步考察人们如何使用餐具，会
发现很多有趣之处。
与欧洲人使用刀叉不同，我们使用筷子。
那么筷子和刀叉哪个更“高级”呢？
当然把文化分为高级、低级本身就非明智之举。
我认为只能说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而且这些文化都各具特色。
当然通过仔细分析、归纳，我们仍然能找出区分文化的一些基准。
　　例如，仔细考察叉子，就会发现叉子其实从纵向延伸了人类的手指，也即叉子是人类手指的延长
。
有一种“延长说”认为人类发明的任何工具都是人类身体的延长，汽车是人类双脚的延长，电视是双
眼的延伸。
而这种“延长”的最朴素的形式就是叉子，人们用它来叉食物。
叉子虽有三叉、四叉之分，但其本质不外乎模仿手指，是“野蛮”物品。
　　与之相比，筷子必须手握两根小棒加以操作。
如果不加操作，根本无法发挥其工具的作用。
用叉子时谈不上任何操作性，需做的动作仅有“握紧”、“叉下去”而已，相当简单甚至近乎“野蛮
”。
由此可见，筷子属于更高级的文化。
　　可是，正如前文所述，文化之间很难进行孰优孰劣的比较。
在某一方面卓越出色的优点，换个角度就可能变为缺陷。
人类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工具可以把食物送进嘴，那就是手。
用手进餐可能是最为“原始”的做法了，但触觉也是进餐时的重要感觉，因此从触觉的角度来看，用
手进餐的效果最佳，筷子、叉子则次之。
若从用手指灵巧操作这一点来看，或许能说筷子是最高级的工具，在这一点上叉子无论如何都不占优
势，当然前提是撇开其来自欧洲这一“尊贵”的“出生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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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所译介的七种图书，都是由日本著名学者撰著的论述日本文化的专业著作。
内容涉及日本的意识构造、风土人情、国民性格、文化特征等。
　　看似表面肤浅的现象蕴含深刻内容，身边常见的现象反映了最难以捉摸、抽象的本质。
发掘日常生活中容易被人忽视的日本文化研究课题，跟随作者徜徉在日本文化之中，一草一木、一砂
一石，那些平时被忽略的风景就会在娓娓道来中被赋予别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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