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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象征。
本书揭示了日本人的本质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
服从而不驯⋯⋯使我们可直接、准确地把握日本人的“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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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露丝·本尼狄克特（1887—1948），美国民族学家、女诗人，美国人类历史学派开创人。
代表作《文化模式》（1934）、《菊与刀》（1946）、《种族：科学与政治》（1940）、《祖尼印第
安人的神话学》（1935）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日败局已定，美国要根据日本的情况制定具体的政策，于是本尼狄克特
在1944年，受命于美国政府，收集各项资料，进行调研。
《菊与刀》即为这次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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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任务：日本研究　　美国曾与日本发生全面战争，发现日军与自己迥然不同。
在与其他任何强敌的战争中，从来没必要考虑其如此截然不同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
和沙皇俄国在我们之前（1905年）所遭遇的一样，我们与之战斗的日本是一个全民皆兵且训练有素的
国家，这不属于西方的文化传统。
西方国家业已接受的符合实际人性的那些战争惯例，对日本人显然不存在。
这使太平洋上的美日战争不仅仅是一系列岛屿滩头的登陆和无法克服的后勤补给问题。
我们得明白他们的行为方式，从而对付他们。
　　这很难。
自从日本封闭的大门被打开来的75年间，人们描写日本人时用的是“但是”和“也”之类的词汇；当
这些词汇被用来描写其他任何国家时，会显得荒谬无比。
一个严肃的观察家在描写其他非日本民族时，不会在说了他们前所未有地彬彬有礼之后，再加上这样
一句，“可是，也很傲慢、专横。
”当他说该民族在为人处世上无比顽固后，不会再加上这样一句，“但是他们乐意调整自己，去适应
极端的革新。
”当他说某个民族温顺时，不会同时解释说，可他们不轻易服上级的控制。
当他说，他们忠诚和宽厚时，他不会声称，“但他们也有背叛和怨恨。
”当他说他们生来勇敢时，他不会又细数他们的怯懦。
当他说他们做事不考虑别人的意见时，他不会继而说，他们的心胸真宽广。
当他描写他们的军队如何像机器一样训练时，不会继而描写那支军队的士兵如何像马咬着嚼子一样不
服管教，甚至反抗上司。
当他描写一个民族如何满怀激情地投入西方学术时，他不会渲染他们狂热的保守主义。
当他写书论述一个国家具有普遍的审美崇拜，如何给予演员和艺术家很高的荣誉，如何在菊花栽培的
技艺上愿意费时费力时，一般而言，他不会另写一书补充说，那个民族也崇拜刀，并把最高的声望献
给武士。
　　然而，所有这些矛盾的论述都是关于日本的书籍的核心。
的确如此，刀与菊都是这一画面的组成部分。
日本人生性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有礼，既顽固又能适应，既驯顺又恼怒于被人推
来推去，既忠诚又背叛，既勇敢又懦怯，既保守又好新。
这些特点全都有极端的表现。
他们十分在乎别人对自己行为的看法，但是，当别人对他们的劣迹一无所知时，他们又会被罪恶所征
服。
他们的士兵既被彻底驯服，也会反抗上级。
　　美国要了解日本。
当这一点变得极为重要时，我们就无法把这些矛盾以及许多其他同样闹得让人心神不宁的矛盾推向一
边。
危机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日本人打算干吗?如果不进攻日本本土他们会投降吗?我们该不该轰炸皇宫?我们对日军战俘能有什么期
待?为了挽救美国人的生命，同时削弱日本那种宣誓要战斗到最后的决心，对日本军队和日本国民，在
宣传上我们该说些什么?在那些精通日本的人士中，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一旦和平来临，为了维持秩序，是否需要对他们实施永久性的军事管制?我们的士兵是否得准备在日本
的每一座山头的每一个要塞与　　那些顽抗到底的亡命之徒展开激战?在国际和平可能到来之前，日本
会不会步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之后尘，发生一场革命?谁会领导这场革命?日本民族只有灭亡?我们做出
什么样的判断，所导致的后果将迥然不同。
　　1944年6月，我被委任进行日本研究。
我被要求以文化人类学家的身份，利用一切能利用的手段，一一说出日本人是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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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年夏初，我们对日本的大规模反攻刚刚开始显示其实力。
美国人还在说，对日战争将持续三年，也许十年，或更长。
在日本，人们说，它将持续一百年。
日本人说，美国人虽然取得某些局部的胜利，但是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离他们的岛国尚有数干英里
。
日本的公报几乎不承认海军的失利，所以日本人还自以为是胜利者。
　　然而，到了6月，情况出现了变化。
盟军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两年半来，最高司令部给予欧洲战场的军事优先权已经见效。
对德战争的结局已经可以预见。
而在太平洋战场，我们的军队在塞班岛登陆，这场大规模军事行动预示着日本最终的失败。
打那之后，我们的士兵经常与日本短兵相接。
通过在新几内亚、瓜达尔卡纳尔、缅甸、塔拉瓦和比亚克等的战役，我们深知自己已深陷与劲敌的对
抗。
　　于是，在1944年6月，要回答许多关于我们的敌人——日本的问题，变得十分重要。
不管这是军事问题还是外交问题，也不管提出这问题关乎高层决策，还是关乎将要撒在日军前线阵地
的传单，重要的是要有洞见。
日本在进行的是一场全面战争，我们要知道的，不仅是东京的当权派的目标和动机，也不仅是日本的
漫长的历史，甚至不仅是经济与军事的统计数字，还包括他们的政府能从他们的人民那儿取得哪些期
待。
我们得力图了解日本人的思维和感情的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所落入的套路。
我们还得知道支持这些行为和观念的背后的因素。
我们得暂时把我们作为美国人的行为前提抛在一边，而且得尽可能不要轻易地、武断地下结论——在
某种情形下，我们会做的事，他们也会那样做。
　　我的任务很难完成。
美日正在交战。
在战时，进行大规模的谴责是容易的，但是，力图要弄明白你的敌人是如何通过他自己的眼睛看待生
活的，就难多了。
不过，我必须完成这个任务。
问题是：日本人将如何行动，而不是假如我们处于他们的境况将如何行动。
我得努力把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为当做有助于了解他们的有利条件，而不是不利条件。
我得观察他们打仗的方式，暂时不把它看做军事问题，而是文化问题。
在战争中与在和平中一样，日本人的行为都有其特点。
在处理战争事务的方式中，他们留下了什么样特殊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迹象呢?他们的领导人鼓舞
士气、打消迷惑者的疑虑和在疆场上调兵遣将，所有这些方式展现他们自己认为的可资利用的力量到
底是什么。
我得跟踪战争的细节，以弄明白日本人是如何逐步展露他们自己的。
　　然而，我们两国正在交战，这一事实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严重的不利因素，即，我不得不放弃文化
人类学家最重要的手段：实地考察。
我无法到日本去，住在日本人的家里，观察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倾向和压力，用我自己的眼睛去
辨别哪些是至关重要的，哪些不是那么重要。
我无法观察他们在做出决定时的复杂情况。
我无法看着他们的孩子成长。
约翰?F．安布雷所著的《须惠村》是一个人类学家对一个日本村庄进行实地研究的成果。
可是，在安布雷撰写那部专著时，我们在1944年面对的许多关于日本的问题都没有被提及。
　　作为一名文化人类学家，尽管有这些不小的困难，但是，我相信那些可以利用的手段和条件。
人类学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研究对象面对面的接触。
至少，我可以不放弃这样的接触。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菊与刀>>

在美国，有许多生长于日本的日本人；我可以就他们亲身经历的具体事情向他们提问，弄清楚他们是
如何判断那些事情的，并且用他们的描述填补我们知识上的许多空白。
作为人类学家，我相信，对于我们理解任何文化，那样的知识都具有本质的意义。
其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在研究日本时，往往利用图书馆、分析过去的事件或统计资料，以及跟踪书面
或口头的日本宣传品在字里行间的演变情况。
我相信，他们所索求的许多问题都隐藏于日本文化的种种规则和价值，通过那些真正生活于其中的人
来探究那种文化，会取得更加满意的效果。
　　这并不意味着我不读书，或者我不感谢那些曾经生活在日本的西方人。
关于日本的文献汗牛充栋，曾经生活在日本的优秀西方观察家也数不胜数；这是我的优势。
有些人类学家前往亚马逊河源头或新几内亚高原去研究没有文字的部落，他们全都没有我的这一优势
。
由于没有文字，这些部落从未曾在纸上显露自己。
西方人关于那些部落的介绍又少又肤浅。
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历史。
实地调查者必须在没有前辈学者的任何帮助下，发现那些部落的经济生活是如何运行的，社会是如何
分层的以及宗教生活中至高无上的是什么。
在日本研究界，我是许多学者的继承人。
在好古者的笔下藏匿着对生活的细枝末节的描写。
欧美人民记下了他们活生生的经历，日本人自己也曾写下了许多不寻常的自我记录。
跟许多东方人不一样，日本人热衷于把自己写出来。
他们既写生活琐事，也写在全世界扩张的计划。
他们的率真让人感到迷惑。
当然，他们并没有将计划的和盘托出。
没有人会那样做。
日本人在写日本时，会略去一些真正重要的东西，那些东西像呼吸的空气一样，习而不察了。
美国人在写美国时也是这样。
尽管如此，日本人仍然喜欢自我表露。
　　我阅读这些文献，如同达尔文在创立物种起源理论时所读的文献，即特别注意那些无法了解的事
情。
为了弄懂国会演说中那些并列在一起的观念，我需要了解什么?他们会为某个看起来无可厚非的议案猛
烈声讨，而轻而易举就接受了某个看起来令人难以容忍的议案。
那隐藏在他们的态度后面的会是什么?我读着，一直在问：这样的情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了弄懂它
，我需要了解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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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菊与刀：日本文化面面观》是研究日本民族性的必读之书，二战后美国分析日本、改造日本的
指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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