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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

前言

如果说每一部 “名著”的诞生都多少有些传奇色彩，那么作为文化人类学的经典名著，《菊与刀》的
这一特征尤其突出。    著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早年毕业于美国名女子大学瓦萨尔学院，学习英国文学
；后来进入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在被后世誉为“文化人类学之父”、当时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弗兰
兹·博厄斯指导下学习人类学。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欧美，“人种决定论”大行其
道。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不同人种之间具有本质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又决定了文明程度的高低。针对
这种本质主义的决定论，博厄斯以其人类学研究为根据驳斥了人种不变的观念，提出了相反的“文化
相对主义”学说。该学说主张，异文化的价值只有从其内部的视角才能获得理解。本尼迪克特正是在
这种知识氛围中开始其人类学研究的。    由于本尼迪克特在社会研究新学院学业成绩优异，她被推荐
攻读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课程。不久，她即以北美的祖尼族神话为题材，撰写了博士学位论文。
毕业后，她出任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师；1937年，她成为该校第一位获得副教授职位的女性。1948年她
晋升为教授，但天不假年，不幸于同年9月辞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受美国政府战时情报局的委
托，本尼迪克特开始了日本研究。战时情报局成立于1942年，是一个以进行“白色宣传”为宗旨的、
进行心理战的机构。“白色宣传”是指通过散发具有明确信息来源，因而具有高度真实性的信息，来
打击敌方兵士战斗意志的宣传活动。它与消息来源不明，具有谋略性质的“黑色宣传”相对。因此，
本尼迪克特受邀进行的日本研究工作，最初就有明确的战略与战术目的。1944年8月，战时情报局新设
“外国军民士气分析班”；9月，本尼迪克特成为该研究班的兼任研究员，同样进行日本方面的分析
工作。    由于无法进行人类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实地调查，本尼迪克特不得不动用一切手段收集资料。
最终，她依据包括“传说、电影、对美国国内的日裔居民及日本战俘的采访、（日本）研究作品、新
闻记事、广播节目、‘好事者的文章’、小说、议会演说、军事情报局的报告书”等在内的资料，探
究了日本文化的独特性。1944年她完成了研究报告，并于两年后出版了以该研究报告为基础的本书，
题名为《菊与刀：日本文化模式》。该书出版后，在美国官员、知识阶层乃至一般民众中引发广泛反
响，被认为影响了二战后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迄今为止，该书仍是美国大学众多文化人类学专业的
必读作品。    有趣的是，本尼迪克特当初认为，本书的寿命大约十年——真正的学者首先考虑的是自
己研究的局限与不足。本尼迪克特或许清楚该书因资料方面的局限，可能夹杂着对日本文化的误解，
因而有此一说。然而时至今日，该书仍被读者持续阅读，可以说远超过了著者预想的时效，而且读者
亦远超出了英语文化圈。本尼迪克特未曾预料到的是，无论该书里面有多少“误解”（不少后世学者
对这一点耿耿于怀），美国政治精英却正是依据这样充满特定“误解”的日本认识，制定了包括“象
征天皇制”在内的对日占领政策；这种政策也正是战后日本的出发点。可以说，本尼迪克特以自己在
文化人类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出色地塑造了当时美国的日本认识，进而影响了战后美日关系框架的形
成。    因此，《菊与刀》这种独特的出身非但使其成为人类学领域的必读书，还使自己成为战后美日
国际关系史中的关键文献。毋庸说，这是学者无上的荣光；《菊与刀》成为这位伟大学者的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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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

内容概要

《译林人文精选:菊与刀》中鲁思·本尼迪克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用“菊”与“刀”两种颇具象
征意义的事物来揭示日本文化和日本人性格的矛盾性和日本文化的双重性，从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和历
史事件入手分析了日本社会的等级、习俗、教育等，力图透析日本，富有深刻的哲理性和动人的艺术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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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

作者简介

本尼迪克特（1887—1948）　美国民族学家、女诗人。本尼迪克特是美国人类历史学派开创人博厄斯
的学生，也是其学术继承人。她192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从1936年起代理哥大人类学系主
任。她与美国人类学家米德一起，结合心理学的研究，形成博厄斯学派的一个支派，即“心理学派”
或“民族心理学派”、“种族心理学派”。她的代表作是《文化模式》（1934）和《菊与刀》（1946
）。《菊与刀》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

陆　征　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后赴美深造，获得密歇根大学的信息学硕士学位。现任职
于旧金山大学图书馆，从事数字化图书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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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任务：日本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第三章　各得其所
第四章　明治维新
第五章　受恩于历史与社会
第六章　报恩于万一
第七章　最难承担的回报
第八章　洗清污名
第九章　人情界
第十章　德之两难
第十一章　自我训练
第十二章　儿童的学习
第十三章　战败后的日本人
附录　我在暧昧的日本（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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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

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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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

媒体关注与评论

日本不是喊几声“打倒”就可以打倒的，既然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还得与这个暧昧的邻居一起生活在
同一个世界上，那么“了解日本”确实是“关爱中国”的前提之一。    ——余　华    日本是个极其矛
盾的民族，柔美的花与刚烈的刀可以同时被人尊为至美而刚柔相济。⋯⋯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本尼迪克
特所著的《菊与刀》，在对日本文化深感好奇的西方人中影响力最为深厚。她着力阐述日本传统文化
之二元性，她也领悟到了这种矛盾性。    ——三岛由纪夫    他们以赤条条一无所有的民族，从中国、
印度输入各种物质的、精神的文明，且能够通通消化起来，适应于自己的生活。更把这个力量来做基
础，迎着欧力东侵的时代趋向，接受由西方传来的科学文明造成现代的势力。民族的数量，现在居然
足以和德法相比。⋯⋯我们在客观的地位，细细研究他，实在日本这一个民族，他的自信心和向上心
，都算是十分可敬。    ——戴季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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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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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

名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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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

精彩短评

1、这样的研究值得尊敬。只是美国看日本，还是不同于中国看日本，有些观点参考价值有限。
2、首先内容我还没看完，排版很满，理论性很强，但很实在的资料。然后封面我很喜欢。漂亮
3、纵使挫折多么有利于品行，一丝怨恨始终是在所难免的。
4、这是大学时就想看的书了，一直没买，拿到手还是比较喜欢的
5、在豆瓣阅读手机端上读的。所谓“国民性”研究的典范吧。框架上主要讲了两件事吧，一是日本
人的生活中等级制的极端重要性，这种等级制又以报恩、义务这些心态和行为体现出来；二是自由与
义务（对名声的道义）的二重性，或者说实质上是在不同场合、年龄中遵从不同的道德规范的国民性
。全书还是比较应用导向的，foundamentaly指向为占领军提供指南。感觉如果作者更熟悉东西方哲学
的对比就好了。东亚的道德果然还是社会性道德，而非体现于善恶对立中的超验性闪族道德。感觉日
本人的这个以contingent的行为而非人的性质来定义人很像古希腊啊，年长的男性找少年做同性恋伴侣
的盛行就更是直接了。
6、一直想找一本讲日本的说，电视上偶尔看到。老美的看法真不一般
7、很理论的展现了日本人的思想生活，菊和刀，最能作为代表。存在即是合理，天皇主义无疑成了
思想春药，欲罢不能。再说下去，会不会被当成反动言论呢～
8、看完就明白了为什么日本整个社会大体都是很稳定的。而有的日本人表现的却很压抑。再后来也
明白了每个社会最好的形态以及最坏的形态也就是自得其所，找到自己的位置，可能导致的是社会的
稳定但也是无形阶级的束缚。人在自己的阶层中上不去也下不去，还要不断安慰自己这就是自己的位
置，或者依靠着这个来辩解自己的不奋斗，加上内心早已隐约深知很多东西还真不是自己选择的，是
好事吗。
9、耻感文化。。嘛，中国人也是。
10、标题太美了
11、班上一起买的菊与刀 有好几种 这种的翻译比较文艺
12、再读的时候写评论
13、没有实地调查，仅凭对日本有所了解的人、著作、电影和对比亚太文化就能感受出这么多，很厉
害呀~
14、是正品，印刷也不错。
15、不错的了解日本文化历史的书
16、值得一读 读完对日本人的某些行为恍然大悟 存在即合理 东亚民族的劣根性也存在于我们国家 天
皇大概就是全民的精神春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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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

章节试读

1、《菊与刀》的笔记-第249页

        整个前几章其实都是围绕日本的很大程度上被内化的等级制展开。这种等级制以君臣等级（明治
维新废除掉藩地和大名贵族之后）和家庭（而非家族）等级为主。等级制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恩的伦理
——施恩与报恩。等级制为内核的恩的伦理体现为较高等级的人施恩于低等级的人，如君恩、亲恩、
师恩，而受恩者对施恩者承担着无限的义务（这里的无限既是时空上的无限，又是程度上的无限。中
国以仁为至高价值，忠孝对于仁都是第二性的，而仁在日本被削弱了，所以忠孝，或报恩的责任就变
成了第一性的、无条件的）。而等级制之外的恩则多少有些暧昧，被视为要被等量偿还的债务。事实
上，等级制内外的恩都被视为具有神圣性的，与个体人格有关的债务。而对于与施恩相似的行为（如
养育或仅仅是请喝一杯饮料），美国人则会认为是出于无需回报的爱或“应当”，而接受者并不感受
到很强的人格涉入、亏欠感与责任感。
（页码是豆瓣阅读手机端的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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