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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土》

内容概要

本书讨论的是“人文的风土”，即历史、文化、以及民族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书中通过对季风型、沙
漠型、牧场型三种风土类型的考察，进而分析了各个地区的宗教、哲学、科学和艺术特征，阐明人的
存在方式与风土的关系，并提出：“世界史必须给不同风土的各国人民留出他们各自的位置。”的观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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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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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土》

精彩书评

1、“牧羊人与渔夫用不同的眼睛看自然，然后以不同的方式建立起想象的世界，生活在炎热国度里
的人是创造不出圣诞老人的故事来的。”——和辻哲郎《风土》出版于1935年，作者是日本学者和辻
哲郎。“风土”在这里不光指外界自然，而且包括独自的生存态度、生活习惯，甚至建筑形式等，既
有“自然的风土”也有“人文的风土”。这本书并非单纯的地理决定论，而是旨在阐明人的存在方式
与风土的关系——“人类总或多或少地背负着过去，这种过去又是特殊的风土的过去。”三种风土所
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说的就是特定的生存环境造就特定的人文性格。作者的逻辑是：1.地域文
化作为特定的生活方式和传统观念，与外界自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2.越是原始的人类社会，受外
界自然支配的程度越大。所以，考察文化中最基础的部分必须追溯到该民族历史之始。同时他把“一
方水土”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世界，便将这种风土分为三种类型：季风型，沙漠型和牧场型，其所对应
的文明的原型实际上分别是古中国，古埃及为中心的整个阿拉伯地区和古希腊。季风地带包括中国和
日本，但最能反映其特色的是东南亚，那里夏季的西南季风带来热带的酷热与潮湿，一方面有助于种
植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却让人不得不忍受夏季的湿热。这样便形成了人们丰富而细腻的感受性和忍辱
负重的双重性格。沙漠地带严格地说是只缺少雨水的广漠不毛之地（desert）。那里气候干燥，缺少生
机。所以要求人们必须团结一致，绝对服从集体的命令，并不断地与其它部族竞争，才能获得本来就
匮乏的自然资源。于是，这里的人们养成了服从、好战、讲求实际、意志坚强的性格。牧场地带指的
是欧洲，夏季干燥冬季湿润。这种气候阻止了野草的肆意繁衍，“农活儿不必防范什么，只是一味进
攻型的耕作、播种、收获。”在这种风调雨顺的自然环境下，人类意识到了自身对自然的支配能力，
才会有人本主义精神的萌芽，才会产生自由的观念以及哲学和科学的思想。中国在这里被作者列为“
季风性风土的特殊形态”，他认为作为华夏文明发源地的长江流域，海面、江面、平原景观单调而广
漠：“⋯⋯我们明知长江、黄河之间的大平原要比我们的关东平原大出百倍，但置身其中，只能望见
平原的一小部分，不管你走到哪儿都是同一局部的重复。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广袤给我们的感觉是缺
少变化、广漠而单调。”随即得到的结论是中国人除了有着季风型人性格中的韧性以外还具备一种“
从容不迫”的态度，这对于颇具紧迫感的日本人来说“甚至是一个修炼的目标”。然而实际上中国人
的这种从容不迫的印象来自于作者1927年在香港九龙目睹了中国人再无政府状态下，不依靠国家机构
生存，不轻易流露情感的一幕。“⋯⋯若动辄浪费感情，在中国是活不下去的，他们的表情是这么告
诉我们的，他们原本就没指望国家保护，所以也就根本谈不上担心能否受到保护之事。”明显地，这
种感受直观但片面，反映了作者观察的时代制约和空间局限，毕竟对一个民族的文化与性格的定义，
是不可能通过对某一局部在某一特定时间内的短短一瞥就可以轻易得到的。另一方面，对于黄河流域
的风土和辻哲郎认为，黄河本是“源自沙漠之河”，来自太平洋的“降水”流过黄土高原，带走“沙
土”。“沙漠”与“季风”就这样被联系起来，黄河流域便理所当然地成为沙漠型风土和季风型风土
合作的产物。“⋯⋯如此看来，中国人与沙漠的特性也并非无缘，他们明显保持着一种紧迫感，再忍
耐的深处蕴藏着一股斗志⋯⋯但它只构成季风性格的一种特殊形态，并不表明中国存有沙漠性格，在
中国人身上根本找不到沙漠人特有的那种绝对服从的态度。”到这里为止，作者过于主观的推测和一
厢情愿的臆断到达了极致：一方面，如果说作者对长江流域的判断还是基于他实地考察得出的直观印
象（虽然片面，但至少有过考察）的话，那么对他黄河流域人文性格的描述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猜测
。更重要的是，在这里作者所阐述的不再是风土的特殊性对地域人文特征的影响，也就背弃了本书先
前意欲说明的“风土与人存在方式的关系”，而是开始列举道听途说的“实例”去作为理论的参照。
在《风土》出版后不久，同时代的哲学家安培能成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学术步骤上的缺陷：“立论的材
料取决于主观，欲使其判断臻于准确，亦难免带有主观局限性。”这一批评用在其描写中国部分上尤
为贴切。二种看待地域性的方式“⋯⋯低坦的平原似乎不像陆地，只形成一条细长的、茶褐色的水平
线，它与大海的水平线所不同的只在那色彩上：在茶褐色的线上，宛如浮在海面上的白鸥一般，小小
的四方形建筑群映照在日光下，白壁、棱角，只是隐隐浮现在三、四英里外，却给人以强烈的人工创
造物的形象。在没有生命的自然中浮现出“人的创造”——这如同白昼的梦幻，人工的街镇与自然形
成的对比就是这么强烈而鲜明。⋯⋯它显然是要创造出一种与自然对抗的形式。色彩也是如此，土地
是茶 褐色、骆驼是土色，只有人创造的部分是纯粹的白色。与自然的对抗，就是这样具体地反映在街
镇的形状上了。”对于沙漠中白色的房子，通常的认识是：白色是反光性能最好的颜色，采用白色材
料覆盖建筑物表面，是为了反射沙漠中强烈的阳光，提高建筑的热工性能。作者在这里的解释却是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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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型人对自然天生的抵抗态度。这种感性的论断可以被很轻松的推翻——如果是为了表达对自然的抵
抗，当地人可以选择除了沙黄色以外的几乎所有的颜色——但抛开对与错的判断，作者实际上引入了
一种新的视角，与他开篇所提到的人文的风土息息相关。地域主义建筑关注建筑-当地自然环境的关系
，试图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解读建筑形式。在这里，地理、气候通常是直接指向建筑形式的（比如傣家
竹楼为上下两层的高脚楼房，高脚是为了保证底层通风，减少地面侵入建筑的潮气）意在说明建筑是
人用来抵御自然的手段，建筑形式当然也就诞生于所处的自然环境了。和辻哲郎却偏向于一种人文角
度的解释，即自然条件首先是影响到地域文化，然后才是建筑形式。地域文化是一个地区既定的生活
方式和传统观念，不是轻易就可以被改变的。以上海的租界建筑为例，第一批外国商人在上海滩上盖
起来的房子，在形式上照搬了东南亚的殖民风建筑，主立面上有隔热的外廊。但是上海的气候远不及
东南亚那么湿热，于是以后的租界建筑的外廊便逐渐消失了。外廊从没有到有再到没有，证明了自然
环境对建筑形式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然而房子本身并没有因为一个外廊消除它舶来品的特征，它依
然是欧式的——这就是建筑背后所蕴藏的文化的力量。牧场型风土和季风型风土在这里并没有如人们
期待般碰撞出剧烈的火花，而是相安无事地共存下来。没错，和辻哲郎说到底是个文人，然而建筑学
好像也不需要那么多的科学家。一个问题和辻哲郎的人文视角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艺术问题，在那个
艺术全球趋同的时代，它的态度十分明确：“⋯⋯现代这种国际文化接触品分的时期，世界几乎已化
为一体⋯⋯不过，正因为世界貌似化作了一体，反而使我们更容易去反省：在世界曾经分成几块，地
域差异显著的时代，这种差异怎样决定艺术形式呢？⋯⋯忽视了地域差异的艺术品其实可能就表明了
他只是一种简单的移植，而并非自该地域的生活底层培育生长起来的。尤其对我们东方人而言，只要
不把那悠久特殊的历史弃之不顾，地域的差异必将成为艺术关心的焦点。”作者认为，对东方的艺术
形式采用的评价标准不应该照搬欧洲，因为它们本就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风土类型。季风型人不可能
像牧场型那般对于自然有着天生的优越感，相反，对于自然的依赖和抗争的两难情绪形成了他们内敛
感性而又充满矛盾的艺术品格。和辻哲郎的这一艺术风土理论对日本建筑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实
安藤在对建筑的态度上显得更为折中，因为建筑与艺术并不等同。他的工作更集中于将日本的本土艺
术形式融入到现代主义中，运用现代建筑的材料和语言，创造出植根于建筑场所的气候风土，又表现
出其固有的文化传统的建筑。
2、漫游在和辻哲郎的《风土》中，才知道安藤说他曾反复阅读这书的意义。可以说，安藤观察世界
的眼光是被这本书培育出来的。风土在和辻哲郎的概念中是指某一地方的气候、气象、地质、地力、
地形、景观等的总称。按中国人的说法是水土。和辻哲郎思考风土问题是在27年阅读海德格尔的《存
在与时间》后，受到触动开始的。海德格尔用时间来把握人的存在方式，和辻哲郎据此开始反问：既
然时间可以运用到主体的存在方式中去，为何空间不能同时运用于同一根源的存在中去呢？和辻哲郎
提出这一问题是事出有因的。他埋头于对时间的绵密分析时，各种各样的风土印象萦回于脑海，迫使
他反刍风土印象，推显出风土和历史相即不离的关系。（和辻哲郎应该在此之前旅游过不少地方）《
风土》在写作上的一个特点就是从大量的，数据确凿的气候和历史资料总结、逻辑，并以普通人常识
性的角度去说明问题。这对于某些必须依赖大量阅读为基础才能理解的纯理论书籍，本书显得直接，
有说服力，甚至可以说是真实。安藤忠雄二十多岁时，关西的朋友中有许多京都大学建筑系的学生。
通过与他们的交往，逐渐知晓了当时学生中热门话题的中心人物和和辻哲郎、西田几多郎等著名的哲
学家。安藤说，与没有走出过书房一步的西田几多郎先生相比，我更喜欢直接到野外进行调研思考的
和辻哲郎先生。他的著作《风土》我反复读过多遍。那时，也是我正在思考现代建筑与风土关系的一
个时期，非常需要它。 （《安藤忠雄论建筑》P7）紧接着在《安藤忠雄论建筑》P9中又说：“在探索
建筑的过程中，我碰到了日本这块“墙壁”，懂得了日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为了取得从西欧传入的 
“现代”与日本传统的“非现代性”之间的协调，从伊东忠太到丹下健三等先驱们都立下了许多功绩
。懂得了这个问题的深层根源之后，我又反复阅读了和辻哲郎先生的《风土》等著作。对象征、统一
、均质的现代“理念”与地域、风土、历史这样的“现实”之间所具有的距离开始产生强烈的怀疑，
在我的内心世界开始萌发出了问题意识。换句话说也可以将称之为相对“普遍性”的“特殊性”问题
。可以想见，首先是和辻哲郎喜欢直接到野外进行调研思考的特质吸引了从小时候渴望远足旅行的安
藤，满足了他发现和体验别人未知事物的欲望。然后是和辻哲郎以日本为比较轴心，来阐述世界其它
地方风土人情和历史的交互关系，既弥补了缺乏世界史和哲学等其它知识体系的安藤的知识缺陷，又
满足了安藤草根本位的思考出发点。尤其重要的是和辻哲郎习惯性的从气候风土的角度说明历史和民
族特征，导致了安藤在建筑思辨上，以风土文脉问题为思考出发点的倾向。 安藤曾说：”运用现代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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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土》

筑的材料和语言，以及几何学构成原理，使建筑同时具有时代精神和普遍性，将风、光、水等自然要
素引入建筑的手法，能否创造出植根于建筑场所的气候风土，又表现出其固有的文化传统的建筑呢？
（《安藤忠雄论建筑》P20）这和和辻哲郎所说的－－根植于人类本性因而无论在何处都同样作用的
艺术创造力是如何随不同的地域创造出各种不同的艺术来的。这样，我们需要把问题分成两个部分进
行考察。1.不同艺术如何体现其不同？2.其特殊性与“地域”的特殊性有何种关系，或“地域”的特殊
性是怎样决定艺术创造力的？（《风土》p155）是一种论调。更为相像的是和辻哲郎在描绘沙漠型文
化时所说的部分－－向自然挑战突出地表现为人类在文化上所做的一切努力。它既不是为自然恩惠所
怀抱的态度，也不是视自然为奴仆的支配态度，而始终是一种对自然使人或人工的努力与之“对峙”
的态度。⋯⋯.阿拉伯街镇的印象已为旅行者显示了这点⋯⋯隔海相望的那片阿拉伯街镇⋯⋯低坦的平
原似乎不像陆地，只形成一条细长的、茶褐色的水平线，它与大海的水平线所不同的只在那色彩上：
在茶褐色的线上，宛如浮在海面上的白鸥一般，小小的四方形建筑群映照在日光下，白壁、棱角，只
是隐隐浮现在三、四英里外，却给人以强烈的人工创造物的形象。在没有生命的自然中浮现出“人的
创造”————这如同白昼的梦幻，人工的街镇与自然形成的对比就是这么强烈而鲜明。⋯⋯它显然
是要创造出一种与自然对抗的形式。色彩也是如此，土地是茶褐色、骆驼是土色，只有人创造的部分
是纯粹的白色。与自然的对抗，就是这样具体地反映在街镇的形状上了。⋯⋯我们不该忽视金字塔给
人的奇异印象，或许有人认为它作为艺术作品有点过于单纯，但正是它所处的这种位置，给人的神秘
印象不亚于任何优秀作品。⋯⋯实际上为对抗沙漠而建造这种巨型建筑的热情本身已经显示出沙漠型
人的性格。总之，这本书是对安藤忠雄进行研究的人必看的书，也可当作人类学的散文思考。
3、《风土》译者: 陈力卫作者: 和辻哲郎ISBN: 9787100048309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本书旨在阐明人的存
在方式与风土的关系，而不是论述自然环境如何制约人的生活。⋯⋯尽管需要不断地涉及风土的形态
问题，但我们始终把它作为主体性的人的存在的一种表现，并不视为自然环境。我们都生存在某一块
土地上，不管情愿与否，这块土地的自然环境总是“包围”着我们，这一事实从常识上看显而易见，
于是便有人将这种自然环境当作自然现象逐一加以考察，进而论及该现象对“我们”的影响等问题。
其中有的把“我们”作为生物学或生理学上的现象；有的则是作为国家形成这一实践运动的参与者。
⋯⋯所以，于寒冷中发现自己的，从根本上看是相互关系上的我们大家。⋯⋯但是，我们并非孤立地
体验寒冷，而是在与温暖、暑热的关联中在风吹、雨雪、阳光等各种关联中去体验。⋯⋯风土中的自
我发现正是反映在这些手段、方式的发现上，而不是去理解“主观”。而且，寒暑、暴风、洪水，不
单是我们现在所要共同防御的，我们的祖先亘古以来为之积累的智慧也化作我们的力量。⋯⋯各式各
样的制约按其轻重缓急构成一种秩序，最终成为某一地方的房屋样式。⋯⋯这一点在“食物”上反映
得更为显著。与粮食生产关系最大的是风土。人们不是因为想吃鱼、肉，才选择了畜牧或打鱼，而是
因风土决定之后，才会想要吃鱼或肉。⋯⋯我们已阐述了风土现象是如何作为人类自我发现的一种方
式。这种心情、情绪、态度不应只视为单纯的心理状态，而应看成我们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不
是由我们自由选择的，而是“早已约定”好的、负载于我们身上的。在那里，逆来顺受便意味着死。
而潮湿的自然威力却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威胁，不是自然中所存在的“死”的威胁。所以，我们一般
可以认为，季风地带的人的特征就是忍受和顺从，体现这一特征的正是“潮湿”。“夏天”是一个节
气，这节气又是人的存在方式，光是气温高、日光强还不能说是“夏天”。⋯⋯没有夏天的“氛围”
便不能成其为夏天。夏天有其所制约的特定的存在方式，我们在南洋发现的只不过是早已习惯的“夏
天”的存在方式而已。这种单调的、一成不变的气候，不同于那种不断推移的、仅为季节之一的夏天
。人们心中的夏天正是随季节而变的一种心态，南洋人理解不了这种变化。尽管缺乏“时间变化”，
却存在“空间变化”，能理会这点的人都认为，南洋的单调只是季节的单调，而非内容的单调。印度
人尤擅长这种感受。因而，他们特别缺乏历史观，但却对丰富的人生观察得极为透彻。有的学者为之
辩护说：印度艺术家在其构图中汇集了种种生灵应有尽有的形态，本身就是为了象征所有生灵的统一
。人们不光在形态上，而且在有无生机上来捕捉风土，它不仅是沙海，还有突兀的岩石、巍巍的山脉
、累累的石砾、干涸的河床。人们于此山河中发现了另一世界：没有植物、也没有生物，恰似无人的
家，失去生机、一派空虚。这些景象也是desert。但是，当风土被称为desert时，就不单纯是指外界自
然，它成了人与世界统一的一种关联。正如一所房屋、一条街可以成为desert一样，某一风土也能成
为desert。这就是“人”的存在方式（并非单纯的人，而是具有个人、社会双重性的人），不是独立于
人的“自然”的特性。自然的沙漠正是这种抽象，而“抽象”又是人的能力中的重要特性之一，靠抽
象，具体的东西才得以澄清其内容。与此相比，我们的海是获取食物的田地，而不是交通要道。夏季

Page 7



《风土》

的干燥和冬季的湿润抑制了杂草的繁衍，从而使欧洲全土化为牧场，这便决定了农业劳动的性质。日
本的农业劳动核心任务是除草，不除去杂草稍有怠慢的话，耕地马上会退化为荒地。不光如此，除草
特别表现在“除田里的草”，即正逢日本农村最为辛苦的时节——决定日本住宅式样的时节，也就是
说要在三伏酷暑时与这些顽固的杂草做斗争，这期间正是它们猛长的时侯，稍一懈怠，就等于放弃了
农活儿。⋯⋯农活儿不必防范什么，只是一味进攻型的耕作、播种、收获。但也许有人会说这不是在
拿夏天的劳动和冬天的劳动作比较吗？的确如此，获取主食的劳动性质不同。地中海地区夏天的劳动
是栽培橄榄和葡萄，这不是主食的耕作，而且这种农活儿是持久性的，不像水稻插秧那么急促。大雨
少到什么程度，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堤坝。风弱也明显反映在树木的形状上。那里的树像植物学的标本
一样端正而有规律。这样一来，我们就很容易理解欧洲的自然科学正是出自其牧场式的风土之中的。
久而久之，这种冒险、征服和权力欲开始支配整个生活，比粮食本身更具有重大的意义。为猎取禽兽
而战，并不值得付出生命，因为禽兽并不那么高贵。而豁出性命所获得的征服感，或由此而成的权力
才是崇高的。由争斗引发创造，这就是竞争精神。希腊人的创造就是凭着这种竞争精神，这一精神是
以农牧生活的解脱、使用奴隶从事生产为前提的。希腊城邦的建成，导致了奴隶制，也使希腊市民从
衣食住等日常劳动中解脱出来。此时，市民们可以站在“旁观”“眺望”的立场与劳动保持一定的距
离。在他们成为市民伊始就充溢着竞争精神，所以“旁观”并不是活动的停止，而是一种竞相观察的
立场，于此必然兴起旺盛的艺术创作及知识创新。“观察”并非只反映已有的东西，而是不断发现新
的东西。因此，观察与创作密切相关，但为此必须首先纯粹站在观察的立场上。如果只是作为手段来
观察的话，就不会超出其目的所限的范围。因此在希腊，不是几何学知识将艺术引导到规则的几何形
状中去的，而是在几何学成立之前已经有艺术家找出了几何学上的比例关系。在自然难以预测、极不
规律的地方，这种合理性是不易发现的，因此不光是植物及山野的形状没有规律，人体比例也表现不
出均等。所以，艺术家不可能像希腊人那样在规则的形状和比例中追求作品的统一。但希腊人没想建
造那种超出水的制约的巨大水渠，反倒认为该由此去限制城邦的规模。亚里士多德从城邦中人事组织
的任务分工上便决定了其规模。因为人口密度以市民之间得以相互了解为佳。所以，城邦从本质上看
是不该成为大城市的，也就是说没有必要打破水的制约。这种想法必然要认可其他城邦的共存。这样
看来，罗马的水道打破了城邦的范围，即否定了城邦的并存。换言之，它是要求绝对统一的象征。这
是湿气、阳光、寒冷的合奏曲，单凭寒冷是无法奏出的。⋯⋯农民傍晚回家时可以将农具留在地里。
我们看惯了日本农民扛着锄头从地里归来，洗净泥土收放起来的情景，农民们怎么也想不到可以把农
具搁在地里一夜而不生锈。也就是说不管城市也好、整个大地也好，排水设施之简陋正说明雨下得适
度、和缓。斯宾格勒所说的阿波罗精神和浮士德精神之别，正是抓住了两者的要害。在希腊那透澈明
朗的阳光下，所有物体呈现为雕塑状，无数个体各显其形。从这种“显象”的世界中很难找到排除了
个体的、那种一致的、无限的空间。而在西欧那阴暗的天色下，所有物体都朦胧模糊、轮廓不明，正
是这种包容混沌的无限空间，反而需要强烈地表现自我。同时它也是向往无限深邃的一种指标，引起
人们内在的强有力的反思，由此而产生强调主观意识和主张精神至上的思潮。这样一来，我们固有的
海与河的概念便一举崩溃。所以冒着危险本身也就是最好的防御法，没法子的态度里总是含有这种打
算和不动声色的意志，这正是无政府保护下的生活的强处。若动辄浪费感情，在中国是活不下去的，
他们的表情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他们原本就没指望国家保护，所以也就根本谈不上担心能否受到保护
之事。男女有别已经是对这一关系的把握，关系中的一方为男、另一方为女，不扮演这角色的“人”
是尚未成为男人或女人的人，将这种不管怎样结合在一起，都不会成为“男女关系”。所以，我们在
说男人、女人时，已经给人扮好了关系中的角色。因此，“人”尽管可以是独身，但“男女”之间相
互缺少任何一方，其关系便不复存在。如果纽约是城市中因高度而弊病百出的国际性例子的话，那么
东京大概称得上是因广度而问题丛生的城市了。家消失了，只剩下个人与社会。可是那种西洋式的长
排房屋不但建造时需要共同合作，其存在还要考虑到房客的共同态度。我们应该还能举出许多根源于
“家”的“稀奇”现象。不过它们最终都要归结到那最最平凡的街景，即蹲伏在野猪似的火车面前、
又奇特又矮小的“家”上面。不过，正因为世界貌似化作了“一体”，反而使我们更容易去反省：在
世界曾经分成几块，地域差异显著的时代，这种差异与艺术形式究竟有着怎么密切的关系呢？（一）
不同艺术如何体现其不同？（二）其特殊性与“地域”的特殊性有何种关系，或曰“地域”的特殊性
是怎样决定艺术创造力的？这一点我们从雕刻家留下的凿痕中也能找到根据，比如覆盖着右脚滑落的
衣物褶子，通常会使我们从衣物重量的印象上来看待自上而下“滑落”的效果。可是这里留下的明显
凿痕告诉我们，它的目的显然是为表现凹凸而并没有在自上滑下这点上着意。凹陷处的雕刻粗糙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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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与凸部间的平滑连接几乎根本没加考虑。但是雕刻者却十分注意凹陷的“程度”，这也清楚地
说明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起伏问题。所以，衣纹的起伏感与肉体的起伏感一边明确地显示着不同，一边
又互相牵连交合在一起。而我们的绘画上更占重要位置的还是具有时间性提示的特殊制作手法，那就
是画卷式的制作。这另外还与气温变化密切相关，寒暑表也显示欧洲一天之内的气温有高有低，但那
仅仅是物理上的事实，而在我们的心情上绝没有那么显著。近代历史学中作为主要问题的“发展”这
一观念据说在古代是不存在的，相反，人们对于各类国民的特殊性却已有了充分的认识，并且他们认
为该特殊性主要受风土的特殊性所制约。这种观点在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那里也已有散见，不过把它
归纳成为一种理论的是以医学之祖称号而闻名的科斯岛上的希波克拉底（Hippokrates，公元前460
—377）。当然，事实上他并非“医学之祖”，在他之前医学、生理学已经存在了。只是他在这些材料
前面排斥了抽象原理，抓住其经验里面具体出现的人，通过归纳各个特殊情况，试图建立起一个健康
与疾病的关系法则，不过他虽然从特殊出发，却没有忘记学习自然哲学家所运用的普遍方法论，在普
遍条件下给特殊分类是他的主要努力目标。对施勒策而言，风土是给民族定形，把民族推向各种劳动
方式、生活方式的因素。它不只是根据“食物的种类”来影响人的身心，也不只是通过空气的湿度和
温度来影响人的性情。它竟是让人们拿出各种态度去征服自然改变自然，换言之，是让人们在同自然
的搏斗中彼此结合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社会。但是，赫尔德的显著特点是他在结合历史解说风土时并未
把风土作为自然科学的“认识”对象，而是把它看作其内部的东西反映在外部的“记号”（Zeichen）
来处理的。他瞄准的目标是要捕捉风土的精神，创立关于人的全部思维能力和感受能力的风土学
（Klimatologie aller menschlichen Denk-und Empfindungskrafte），这就是他在风土学历史上受到特别重
视的原因所在。关于人，其形态无非是内部冲动构造的外皮而已，而且其形态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对
其各个部分无论进行多么精心的解剖，仍然无法理解整体的意义。正像在语言中，单个的文字的确属
于语言，但是具有意义的是连缀成整体的词语，而不是单个的文字。所以，在这里学问的方法就是指
通过外在形态指示内在和从文字组合开始理解意思两件事。所谓风土，一言以蔽之，即是地球上各块
土地固有的，而且是唯一的东西，它能够在经过敏锐的观察之后被叙述出来，但却不会让人们得到一
个带有普遍性的结论。牧羊人与渔夫用不同的眼睛看自然，然后以不同的方式建立起想象的世界，生
活在炎热国度里的人是创造不出圣诞老人的故事来的。不过这种理解是根据不同对象而有所不同的，
不光同一对象因风土而有所不同，而且以什么为对象也是由风土来决定的。于是，游牧民与家畜一起
生活，从家畜身上来发展其实践性理解。而且从这种游牧生活本身人们自觉到了自由意识。与此相对
，农耕生活使人们发现了“我的”和“你的”区别，并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因此在这种生活中自由
意识不会觉醒，可怕的专制主义和奴隶制发展起来的原因恐怕就在这里。因此，他所极力反对的是把
每一个国民的姿态只作为人类向终极目标发展中的一个过程，置于前后继起的秩序中来看，而必须把
他们放在同时并在的秩序中进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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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风土》的笔记-第15页

        这种风土的负荷在我们的存在中随处可见。晴天的爽朗、梅雨的阴郁、新绿的朝气蓬勃、春雨时
的恬静、夏日晨曦的清新、暴风雨天的震悚——举尽俳谐中的所有季语，恐怕也表不尽这些心理负荷
。俳谐，日本江户初期（17世纪初）形成的一种韵文诗，本为连歌，首句称为‘俳句’，只有十七个
音拍，后发展为独立的诗歌形式，其中必含有表示季节的语词。即是季语。——译者

2、《风土》的笔记-第181页

        在和辻哲郎看来，欧洲风土的合理性，最显著的代表，是希腊式的海天的明朗。在如是明朗中，
一切事物都毫无保留地做着自我呈现。与此共生的，是希腊精神的明朗，以及对自然合理性的探索热
情。而在亚洲，自然没有那么温顺，台风与洪水，显现着自然难于控制的威力，有着“不可揣度的深
邃”。“自然因其非合理性而被视为根本不可能征服的东西，而且其中存在着无限深远的意义，人们
从那里寻求安慰寻求帮助。”周作人是喜欢希腊式的明朗的。他也说过，古来中国人对动植物的研究
是附属在经书的注疏里面的。在近代以前，中国从未有过专门的动植物学。因为那些皓首穷经的儒生
们并不真的想要知道动植物是怎样一回事。他们只是依靠文献以讹传讹，未尝有过自己的实地实物的
观察。而诗人呢，在自然之前有体会人生宇宙的心境，但不会生发出求知的热情。

3、《风土》的笔记-第三章 季风型风土的特殊形态

        
中国大陆的广袤给我们的感觉是缺少变化、广漠而单调。因此，忍辱负重的季风型性格在此便体现为
持久的意志和感情的抑制，得以与其单调和广漠相抗衡，进而也就是对传统的执着和强烈的历史观。
这种性格与印度人恰成对照。如果说印度人的性格特征是感情的流溢，那么中国人的特征则是无动于
衷吧。P107

中国人与沙漠人的特性也并非无缘，他们明显保持着一种紧迫感，在忍耐的深处蕴藏着一股斗志。中
国人的性格正是“不甘于服从”，他们除了受血缘或乡土关系的约束外，不肯受任何其他的拘束。“
不肯交税，不愿服兵役，不服从命令，无视法规，热衷赌博吸大烟。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想逃脱国家
的束缚，随心所欲。当然在那种无法抗拒的强大力量下只好忍受。但是”表面上唯唯诺诺，露出一副
唯命是从的样子，而内心里绝不会轻易认输。这种决不低头的忍受与他们无动于衷的性格密切相关。

明治维新以前的千百年前，日本人尊崇中国文化，但日本人的衣食住仍与中国迥异，日本人摄取的中
国文化的养分已不再是中国的了，日本人崇尚的不是大而空，而是小而细；不是外观的完善，而是渗
透于内部每个角落的醇化；不是形式上的体面，而是发自内心的感动。

日本恋爱的一种类型“内含激情而又恬静的情爱、充满斗志而又恬淡放弃的恋爱”特别是在“情死”
上，这种恬淡宁静的达观表现得更为明确具体。

家庭的存在方式尤其显著地反映了国民的特殊性。日本人对其整体性的自我认识是通过家庭的整体性
来实现的。以深沉而激情、战斗而恬淡的国民特殊性为基础的自觉。

日本民众对公共问题不会由衷地表示关心，他们所关心的是如何把“家”的内部生活搞得更加丰富多
彩。只有领导者参加的运动这一日本特有的稀奇现象其发生的基础就在于“家”与外部世界的分隔之
上。它们最终都要归结到那最最平凡的街景，即蹲伏在野猪似的火车面前、又奇特又矮小的“家”上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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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风土》的笔记-第182页

        这些都已是过去的事了，在世界仿佛合为一体的今天，不同文化的刺激几乎正呈现压倒自然特殊
性之势。但是自然的特殊性决不会消失不见，人们在无意识中已然受到它的制约，根植在它里面，甚
至连那些最勇于从过去的传统中解放自己的俄国式日本人，也在其运动的急躁与激奋中暴露出日本的
国民性，想克服富于变化的日本气候恐怕要比克服资产阶级思想更困难。我们必须要学会领悟生于这
片风土的宿命性意义，并去热爱它。负有这样或那样的宿命本身既不能代表着‘优越’也不意味着‘
冠盖万国’，但是我们毕竟能够通过对它的扬弃和活用，使这这一不为他国国民所共有的特性贡献于
人类文化。这样，地球上各个地方千差万别的特征才会显示出其意义来。

5、《风土》的笔记-风土的三种类型

        好吧，我承认我读的是影印本，捧在手上时恍惚像拿着讲义在听课，第二章怪有趣的，讲风土的
三种类型，季风型，沙漠型和牧场型。以及水土对人的性格构造的影响。和《街道的美学》一样，直
觉抓的挺准，至于观点是否正确以后我再好好想想。好了，今天的晨读结束！

6、《风土》的笔记-第118页

        和辻哲郎：＂台风吹开稻花，同时又威胁人的生活。所以，台风的季节性、突发性也就构成人的
生活的双重性。丰沛的湿润在惠与人们食物的同时，又化作暴雨、洪水袭来。"

7、《风土》的笔记-风土的三种类型

        一。季风型

季风地带的人的特性就是忍受和顺从，体现这一特征的正是“潮湿”。

南洋的单调只是季节的单调，而非内容的单调。
印度人尤擅长这种感受。因而，他们特别缺乏历史观，会是却对丰富的人生观察得极为透彻。
 
印度人的感情迸发出自其忍受、汲取的态度，这种态度同时又表现为忍辱负重的精神。这种自然涣散
了人们的能动性、萎缩了人们紧张的意志。因此，印度人意志的控制能力无法约束其感情的迸发。

忍辱负重的性格在印度人身上表现为：历史观的欠缺、感情的流溢和意志的松散。我们可以把它当做
印度文化在历史上、社会上的一种反映。

印度哲学经过种种辉煌发展后，最终陷入到密教和印度教的象征主义中，这恐怕是感情思维的必然结
果。印度人那么擅于思辨并乐以为之，可却又倒回到咒术信仰中去，哲学意义的佛教被驱逐于国外；
吠檀多的哲学让位给了祭礼。可以说正是感情的流溢和涣散将学问扼杀到这种地步。

长期的被征服状态看上去似乎使得感情的充溢驯服为一种羸弱的感伤。他们的音声、表情中常有一种
软弱而伤感的印象。

二 沙漠型

沙漠型人的精神构造，在上述的双重意义上都是对抗性、战斗性的。沙漠民族的特性：思维的干燥性
，意志坚定，强烈的道德准则。感情生活的空疏。概括而言就是注重实际、意志坚定。

三 牧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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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艺术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贝多芬的音乐、伦勃朗的画、歌德的诗。这些都最为典型地刻画出无限深
邃中的跃动感和浮士德精神。。。只有在德国的阴郁中才能创造出纯粹的音乐。代表希腊美术的首先
是雕刻，它是明朗的希腊的自然结晶。与此相比，代表近代的伦勃朗的绘画可以说是凝聚了西欧的阴
郁，那种幽暗的气氛和暗淡的光线构成的微妙交错，连文艺复兴期间的多少意大利巨匠也未能描绘。
其作品在表达无限深邃的精神世界上堪称世界美术的最高峰。

西欧的阴郁尽管容易陷入上述那种颓败之中，但其内在世界始终保持着那种追求无限深邃的倾向，正
是这种力量使得人们再现明朗的理性之光。

文化犹如盾牌的两面，有历史和风土，不能只取其中的一面。

8、《风土》的笔记-第179页

        对单调温顺的自然具有征服姿态的欧洲人用人工支配土地的每一个角落，并且为使其支配更加容
易，他们便不断地专心研究机械；而在东方，自然充满了暴力，使人们不敢期望对其彻底征服，他们
只考虑要利用自然暴君的另一面，即丰富的日光与潮气去生产丰富的作物，对他们而言，与其思索人
工的手段，不如巧妙地把握并利用自然本身的力量。像这样，在自然与人类的交往中，自然的特殊性
转化成人生活的特殊性并反映出来的事实恐怕是谁也无法否定的吧，当人类发现自身是自然外界的对
立面时，人类便已经把那自然的特殊性看成自己的特殊性了。自始至终的晴朗和干燥使希腊“白昼”
的明亮不存浓淡之分，不久便反映为一切现象都毫无保留呈现自我的思想。自然的温顺性格——少湿
晴暖的大气，柔嫩的牧草以及表面光滑的石灰岩，形成了自我保护意识稀薄的开放型希腊衣装，形成
了裸体竞技和人们对裸体像的爱好。这并非意指自然现象在白纸一般的人类精神上所引起的特殊结果
，人类不曾有过与周围自然分离的白纸状态。希腊正午的明亮感自始就是希腊人的明朗，希腊自然的
条理性最初就是希腊人的合理倾向。所以我们必须看到自然的特殊性其实是属于该自然中的人类精神
结构的问题。

9、《风土》的笔记-第四章 艺术的风土性

        园林：（树木）取不同性质形状的品种进行搭配在此显得至关重要，必须突出它们在四季变化中
的色彩特征。变化较小的常绿树与变化较大的落叶树，这些不同品种的树木在它们各自的位置按各自
的大小布局完后，随着季节迁移不断发生变化，同时又彼此保持着调和。一个庭园若不能够体现这样
的制作，便算不得是上乘之作。

与庭园的制作方法最为接近的是绘画。。这样的构图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不会看到对称法在其中，但
能感到那里具有严丝合缝的平衡。可见每一个实体的位置都是必然而不可变动的，通过这种气韵均衡
的关系，即便像这幅物象只占画面一角的作品，也能让人感到它丰富的统摄效果。

在东方，自然因其非合理性而被视为根本不可能征服的东西，而且其中存在着无限深远的意义，人们
从那里寻找安慰寻求救助。特别是日本诗人芭蕉，他纯粹从审美的、伦理的甚至宗教的角度来看待自
然，而并没有露出一丝求知的兴趣，与自然共同生存是他所关心的问题，所以其自然观所照映的目标
便是宗教式的解脱。这一切都是在有了东方自然那不可揣度的深邃之后才成为可能的。人们通过自然
反映自己，从而认识到那里有条道路通向无限深远的形而上学。杰出的艺术家在其体验之上抓住了这
一通路，并试图把它表现出来。

10、《风土》的笔记-别人摘录暂时不知道

        美自秩序而出。在音乐中阶律准确的乐音，舞蹈中规则准确的动作以及诗歌中长短句整齐的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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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带给我们美的享受。视觉艺术上因比例产生的美感也不外乎此。艺术创造就是依靠思维结构的统
一性来把握宇宙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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