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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众文化的原乡》

内容概要

《阅读日本书系 日本民众文化的原乡：被歧视部落的民俗和艺能》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讲的是
纪州路的民俗艺能“春驹”。第二部分讲的是鸟取县圆通寺的“木偶舞”。第三部分讲的是广岛县“
江山的鸬鹚”。这三种都是日本自古以来就与民众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民俗艺能。
《阅读日本书系 日本民众文化的原乡：被歧视部落的民俗和艺能》作者通过走访被歧视部落，从民俗
技艺的起源开始探讨，揭开了日本文化的深层暗流，让我们看到被认为代表日本艺能的能乐、狂言、
歌舞伎等艺术也都是由这些被歧视部落的民众所传承下来的。市面上介绍日本文化艺术的书籍很多，
但是能从这个角度进行揭示的还是非常少，中国读者通过《阅读日本书系 日本民众文化的原乡：被歧
视部落的民俗和艺能》能够看到日本歌舞伎等艺术鲜为人知的一面，能对日本社会和文化有更深度的
了解，也可从中反思中国等民间文化的源流。
同时，《阅读日本书系 日本民众文化的原乡：被歧视部落的民俗和艺能》在探访被歧视部落时，也展
现了在强烈社会歧视下拥有顽强生命力的底层民众的实态，即被歧视民在极为窘迫的环境下，一边反
抗各种各样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歧视和压迫，一边怀着梦想和希望而挣扎着生活的情景。这种对苦难
者的同情，对怀着梦想和希望而挣扎着生活的人们的赞扬，是超越国界的情感力量，这种情感也定能
引进中国读者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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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仅看了民俗表演一章，书中许多采访真实的反应了生活的艰辛， （由于日本的贱民文化而）被歧
视的残酷。实际上他们都是日本的传统匠人、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者呀。
“大家都是拼命努力、想方设法在那个时代中生存下去”

2、一般般。看到后面我也没大明白所谓的“被歧视部落”是因为啥。或许对日本读者来讲这根本不
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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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日本民众文化的原乡》的笔记-第282页

        我去各地被称为“艺人村”“艺能村”的村落探访时发现，往昔岁月的踪迹已经一点点消失，唯
余悲哀的衰败景象，令人产生一种祭祀活动结束后会感受到的冷清之感。
⋯⋯本书涉及了三个主题，即“汤浅的春驹”“圆通寺的木偶戏”“三次的鹭鹚”。无论哪一个都称
得上是从江户时代一直传承至今的宝贵的民俗遗产。
⋯⋯归根结底，谈及历史时我们无法忽视生活在该时代的众多民众的意志、感情、野心及怨恨。
在身份制度下处于底层的贫苦民众没有机会完成自己小小的青春志向就消失在历史的黑暗中了。大家
都是拼命努力、想方设法在那个时代中生存下去。

2、《日本民众文化的原乡》的笔记-第290页

        正如本书中故老们所讲述的那样，苛酷的部落歧视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侮辱，伤害了人类精神的根
源。但是，这道厚厚的歧视之墙无法完全夺走人类的梦想和希望。被歧视部落的人们被逼到极限，处
于几位窘迫的状况中，可他们依然为了生存而想法设法地谋生。他们一边反抗着各种各样非笔墨所能
形容的歧视和压迫，一边作为希求自由的人而挣扎着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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