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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套《中日双语心灵读物》以春夏秋冬四季为主题，采用中日文对照的方式，向读者全方位地展示日
本的社会及文化习俗。
全套丛书由大连民族学院日语系的数名教师编写而成。
其编写目的是想让读者感受原汁原味的日语，增强语感，扩大日语词汇量，熟悉更多的日语表达方式
，同时也帮助读者更多地了解日本社会、文化知识，提高中日跨文化沟通的能力。
    笔者在编写过程中注意了以下几点：    一、关于文章的选择。
本系列读物的文章均选自日本刊物或日文网站。
在选材时充分注意了文章体裁、题材的多样性，注意了文章内容的知识性、可读性和趣味性，同时还
注意了语言的规范性、文章的长度和难易程度。
就一些过长和内容略有不适的文章，在不影响整体内容、结构的前提下略作了压缩和删减，并在文章
的末尾注明了文章的出处。
    二、关于读物的编写。
首先是“振假名”（即标读音），在原文文章中适当地标注了“振假名”以方便读者阅读，标注的原
则是选择难读词语、不常见词语和容易读错的词语。
其次是“词语解释”，在原文文章中适当地选择部分词汇进行注音和解释，词汇的选择原则是挑选一
些生词、难词和多义词等。
解释时原则上只注明该词在文章中的词义或适当地说明该词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帮助理解。
然而，有些汉字词汇虽为生词、难词，但是在词义与汉字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即中国人见其词可解其
意的情况下不再另做解释。
    三、关于参考译文。
每篇文章后均附中文译文供读者阅读时参考。
中文译文的翻译以直译为原则，即力求逐词逐句反映原文的含义，而基本上没有进行文饰。
因此，有些翻译从汉语角度看可能不够华美和流畅，这是由于翻译的原则不同而产生的，请予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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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 年货大集2 腊月景色3 圣诞节4 被炉5 岁末送礼6 贺年卡7 过年8 雪拉窗9 元旦日出10 正月11 门松12 镜
饼13 新年菜肴14 年初参拜15 新春试笔16 压岁钱17 札幌雪节18 成人式19 小正月20 冬季登自山21 春分22 
祭针节23 建国纪念日24 情人节25 犹如冬夜的空气26 新年27 新年之旅28 雪是天降的礼物29 鹤一家的生
活与女子自立30 冬眠苏醒的熊母子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冬之物语>>

章节摘录

　　3 圣诞节　　经常听到这样的批评：“日本的圣诞节没有基督。
”　　然而，只到夜晚的闹市去寻找圣诞节，未必是正确的。
　　很多日本人持有的圣诞节印象在其他地方。
临近腊月时，街头会奏响《铃儿响叮当》的旋律，百货大楼和商店的展示窗中装饰着圣诞老人的偶人
。
见到这些，日本人就会发出深深的感慨：“啊，又到12月啦！
今年再过十天半月就结束了！
日本的圣诞节不是以基督、而是以“铃儿响叮当”和圣诞老人为象征，是与岁末这样的季节感紧密相
连的。
　　翻开娱乐杂志附录上的圣诞节赞歌集看看吧，最先收录的便是《铃儿响叮当》以《圣诞老人来了
》等歌曲为主，赞美歌在最后才出现，而且数量很少。
由此即可知正统的圣诞节赞歌是陪衬，并不被重视。
就连日本圣诞节的另一个象征——圣诞老人原本与圣诞节也没有直接关系。
传承西欧社会民俗的圣诞老人进入日本并固定下来，有着日本特有的一大契机——神话中大国主命神
的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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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如果你是一位日文学习爱好者，阅读此书可一睹30篇杰作的日文风采，欣赏佳译；如果你是一名
大中专学生，阅读此书可提高日文阅读能力，同时更深入地了解日本；如果你是一名文学爱好者或翻
译爱好者，可以从优美的译文中感受人文自然，体味美丽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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