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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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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 绿与蓝的大自然　　可以试问一下日本人“大自然是什么颜色”，看看他们怎么回答。
我想，向世界各国的人询问这个问题一定会很有意思。
据说日本人中最多的回答是“绿色”，其次是“蓝色”。
　　绿色是树木和草的颜色。
当被问到“自然的颜色”时，大多数日本人回答“绿色”，这是因为日本人把植物多作为自然形态来
看待。
同时也可以说明日本的国土是被绿色植物所覆盖着的。
事实上，日本列岛享有温带特有的适度的日照和降雨，适合植物生长。
因此自古以来，日本人的衣、食、住的原料都依赖植物。
　　首先是衣服，长久以来麻和棉等植物纤维是其主要原料。
其次是食品，从古至今也是植物性的占据主流。
众所周知，大米、酱、酱油等在今天仍是不可缺少的东西。
因此，长期以来，生产大米、麦子、豆类等农作物的农耕成为日本人生活的中心也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居住又怎样呢？
本来，日本建筑的户外与屋内区别是极为模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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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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