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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浮光》

内容概要

一个热爱穷游、热爱摄影的年轻人，旅日学者，四年间丈量日本四国九州，追逐樱吹雪国，感受泉温
古城。用一帧帧影像，一站站旅程，呈现日本的肌理容颜，日本的性格气度，日本的过往现在。
这是一份随心所欲的私人旅日指南，也是一份新鲜的日本观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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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浮光》

作者简介

李丁，男，四川成都人，管理学博士。现供职于成都某高校，副教授，主要从事可持续发展与公共政
策分析等方向的研究。从2011年至2014年间多次赴日本北陆先端科学技术大学院大学做访问学者和联
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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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浮光》

书籍目录

001/ 家族与古城
031/ 棒球英豪
048/ 铁路与火车
072/ 温泉旅馆
114/ 日本三景
140/ 神社与寺庙
187/ 小巷与樱花
218/ 城市与乡村
235/ 旅日二三事
258/ 一周旅行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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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浮光》

精彩短评

1、感觉一般 插图挺美
2、遇见就是缘分
3、一般般吧，作为日本的简单了解
4、日本，值得所有中国人去看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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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浮光》

精彩书评

1、咸鱼小进/文日本于中国，是一个让人既爱又恨的国家。恨太过，显得狭隘，爱太过，又有“汉奸
”嫌疑。日本在中国之所以成为这种尴尬的存在，我认为是日本面对历史的态度不诚恳造成的。而我
们又应当对日本持什么样的态度才算恰当、客观呢？恐怕没有人能给出答案。20世纪30年代，戴季陶
在他的日本研究专著《日本论》中曾写道：“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店里去看，日本所作关于中国的书籍
有多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种方面，分门别类的，有几千种。每
个月杂志上多登载‘中国问题’的文章，有几百篇。参谋部、陆军省、海军司令部、海军省、农商务
省、外务省、各团体、各公司，派来中国常驻调查或是旅行视察的人员，每年有几千个。单是近年出
版的丛书，每册在五百页以上，每部在十册以上的，总有好几种。”“‘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
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的排斥
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
叫做‘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了。”近百年过去，老实说这种状况大有改观，可每
当反日浪潮兴起的时候，又觉得改变还远远不够。《日本浮光》的作者李丁，是一位访日学者，专业
与文学、历史毫不沾边，纯粹以旅游、摄影爱好者的眼光去游历和观察日本，得出了他个人的旅日观
感。作者的图直白而文克制。日本的风景太美，横竖皆成美图；日本的面貌太复杂，所以尽管作者介
绍了日本的家族、古城、棒球、铁路、火车、温泉旅馆、日本三景、神社、寺庙、小巷、樱花、城市
、乡村等十多个点，但每个点其实都相当简洁，或者说是只是泛泛而谈，只服务于作者自己所看到的
景色。所以，这真的是日本观察的“浮光掠影”，恰如其名。作者也很谦虚，署名“行摄”，而不是
“著”。日本的风景很美，所以怎么拍都是漂亮的美图。加上作者非常有心，不仅走遍了日本，为了
拍出满意的图片，更是数次往返同一个景点。正因为对日本非常熟稔，所以作者的日本游记在穷游网
上受到很多驴友的点赞。本书的一个大惊喜，就是作者在文后整理的手绘日本一周攻略，共分十个地
区，每个地区只要花一周的时间，充分利用日本发达的铁路“穷游”出行，既实用又贴心。这本是一
本有态度的图书，可是翻遍全书，并没有前言后记之类的篇什来清楚表明作者的立场，我想，这本书
的出版过程，大概有一些小故事。批评无自由，则赞美无意义。我们只能在字里行间体会作者对日本
的情感。反过来，经受得住多少赞美，就要承担多少的批评。日本还可以做得更好。作者行遍四国九
州，只为坐下来和我们聊一聊日本。这不仅是一份日本游记，更是一份新鲜的对日观察。于我而言，
有这么一本，就够了。至于说走就走的读者，有这么一本，大概也就GO了。最美的风景，还需要自
己去发现，亲眼目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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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浮光》

章节试读

1、《日本浮光》的笔记-第211页

        在今天的日本旅游中，如果去到日本的古城或者是古寺，总是会在矮山或者树林中发现一座茶亭
的存在，往往低矮、狭窄、幽静，掩映在无边的绿叶之中。

受饮茶文化的影响，日本也兴起了各种专门饮茶的地方，类似于中国的茶楼。相对富有、悠远的金泽
此风更甚，在不大的城中形成了三条茶屋街。其中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东茶屋街创设于1820年，石
板路边排列着江户时代的茶屋建筑，一层是紫红格子窗，二层是遮雨棚，辅以装饰用的日式纸伞，美
丽的街景散发着格调高雅的古日本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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