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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著名学者川田稔先生的力作《柳田国男描绘的日本——民俗学与社会构想》一书，以历史学和社
会思想史学的方法，通过对柳田国男的日本原始神道——氏神信仰研究——的考察和分析，从学术角
度论证了日本神道的渊源及真相，澄清了人们在日本传统神道方面的一些错误认识。
    本书不仅视角新颖，分析细腻，有助于我国读者理解日本社会的深层文化和思想背景，同时还具有
相当的可读性，是一本了解日本思想文化不可多得的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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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秋祭原来是在农历十一月满月之夜举行，这与论及春祭时的情况大体相同。
只是这时在高地和北方地区已经相当寒冷，进行祭祀反而是不合情理的事情，因此柳田认为这种温带
地区的风俗被原原本本带到了寒带地区。
除了四月和十一月以外，也有些地方在农历二月举行春祭，九月举行秋祭。
对此柳田这样认为，二月和九月原本是为了四月和十一月的祭祀开始斋戒的时期，为了侍奉神灵，有
必要通过彻底的斋戒达到“清净”的状态。
例如，对农民来说，九月是丰收以后最易于举行祭祀的月份，也是最适合举行祭祀的月份。
但是许多地方却放弃了最适合祭祀的农历九月，选择在霜重的农历十一月举行祭祀。
这是因为，为了能与神灵互相感应，需要相当一段时期的斋戒，在达到适合参加祭祀的精神状态之前
需要经历一个月以上的严格谨慎的生活。
在九月举行的秋祭，原本是开始为十一月的祭祀做准备的一种仪式。
后来其斋戒的含义逐渐被淡忘，再加上十一月的祭祀不合季节等因素，就提前到了这一时期。
这种为了祭祀而进行的斋戒后来经常以短时期的“洁斋”形式流传。
柳田认为，农历二月迎神，四月送神，秋天则是九月迎神，十一月送神，这种习惯古来有之。
而迎完神之后到大祭之间是斋戒的时期。
这期间最为忌讳的是各种各样的“不洁”，尤其是死亡这个“不洁”。
例如，要严格避免与不洁之人一同用火。
另外，在斋戒期间，在清洁身体的祓禊仪式上非常重视水的力量。
因为水被认为具有洁净物体的力量。
例如，靠近海的地方的习俗是祭祀时必须使用海水，那里的人们认为潮水本身具有净化事物的力量，
所以用海水举行祓禊祭祀，即“潮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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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笔者在迄今为止的研究的基础上，加入若干新的论点以论述柳田学，力求明确柳田思想和学问
的整体形像以及柳田所描绘的日本影像。
迄今为止关于柳田的著作出版了很多，但在民俗学和社会构想两方面研究其思想和学问的著作却很少
见到。
笔者认为柳田民俗学是由其独特的社会构想所支撑的，要想把握柳田学的涵义，这两方面的理解都是
不可或缺的。
日本现在正处在大的转折期。
国际社会的方向性研究，和国内与此相关的对政治、经济模式的研究再度兴起。
而且同时，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又再一次被提了出来，人们的生活方
式和内在道德问题被正式提出。
柳田学主要部分的形成期，1920年前后即大正末期到昭和初期，也是日本近代最大的转折时期，柳田
自身是从如何应对这种事态的问题意识来构建他的思想和学问的。
他再次考虑到了日本将来的状态，提出了如何形成人们的生存价值观和内在伦理的问题。
笔者认．为，勿庸置疑，围绕这些问题，柳田的思想和学问一直是把那个时代放在第一位，这一点对
现在来说也具有启发意义。
例如，最近不论在日本还是在欧美各国，人们指出，构成社会最基础内容的道德表现出崩溃趋势并由
此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一点典型地表现在儿童的世界和年轻人的世界里。
现在，在哲学和思想史领域也开始深刻地意识到那种道德性、伦理性的东西的重要性。
如前所述。
柳田也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代状况出发来研究普通人之前的内在伦理形成的样态，而且开始重新
探讨以此为背景形成的人们的人生观及价值观问题。
那是他的氏神信仰研究的动机之一。
而且那种问题意识和问题的解决方式接受了当时欧洲的人类学和社会学最先进的学术——如上所述，
现代精神性问题的源头，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被作为课题提起——的强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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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柳田国男描绘的日本:民俗学与社会构想》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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