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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

内容概要

揭示日本人的性格隐秘，了解日本文化的最好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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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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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属于欧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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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人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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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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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已有75年，在此期间，人们
描写日本人时用的是&ldquo;但是&rdquo;和&ldquo;也&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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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而不是日本民族时，在说了他们前
所未有地彬彬有礼之后，不会再加上这样一句，&ldquo;可是，也很傲慢、专横。&rdquo;当他说某个
国家的人在为人处世上无比顽固后，不会再加上这样一句，&ldquo;但是他们乐意调整自己，去适应极
端的革新。&rdquo;当他说某个民族温顺时，不会同时解释说，可他们不服上级的控制。当他说，他们
忠诚和宽厚时，他不会声称，&ldquo;但他们也有背叛和怨恨。&rdquo;当他说他们生来勇敢时，他不
会又细数他稠的胆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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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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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会夸大他们狂热的保守主
义。当他写书论述一个国家具有普遍的审美崇拜，这种崇拜给予演员和艺术家很高的荣誉，国民在菊
花栽培的技艺上愿意费时费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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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望献他武士。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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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

编辑推荐

　　揭示日本人的性格隐秘，了解日本文化的最好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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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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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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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

章节试读

1、《菊与刀》的笔记-第72页

        日本人有许多关于＂谢谢＂的说法，这些说法都表示受恩时的不安。恩是一种债

2、《菊与刀》的笔记-第30页

        日本人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很好的解释了它在战后对美国人的崇拜态度。也让我很有兴趣去了解
一下朝鲜战争后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

权威主义与等级主义有哪些区别？待查。

二战时日本认为中国是它不努力的淘气的弟弟，我们这一代人要努力，让它知道我们不是它的弟弟，
它只是我们一个顽劣的固执的儿子。

日本人服从但不驯服。

中产阶级对权力的诉求如果不能得到满足，国家的政治秩序就会混乱。中国在这一点上做得不错，所
以保证了它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政权稳定，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由于这一阶级人数的迅速增长对权力
的诉求也会越来越难以让人满足，政权的合法性也会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质疑。因此中国的政治改革势
在必行。

3、《菊与刀》的笔记-第82页

        关于日本人对于报恩的观念真是有趣。

4、《菊与刀》的笔记-第22页

        日本天皇是日本民族的象征，是日本人宗教生活的中心。他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

5、《菊与刀》的笔记-第35页

        但是，在中国的大部分地方，一个村子里所有人都属于同一个家族。中国有4.5亿居民，但只有470
个姓氏，所有同姓的人都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一家子。中国人历来就接受特殊的教育，伦理教育
。而担任这个特殊教育通常是同一宗族里的长辈，因此同一姓氏的人，常常也被称为“自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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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

日本的情况完全不同。直到19世纪中期，只有贵族家庭和武士家庭被准许使用姓氏。在中国的宗族体
系中，姓氏是最基本的要素；没有姓氏或相当于姓氏的东西，宗族组织就无从发展。在某些宗族里，
族谱就是相当于姓氏的一种东西。但是，在日本，只有上层社会才保有族谱。这种情况似乎在欧洲出
现，只不过，普通民众没有形成家族，而上流的欧洲社会才讲究血统和家族。

6、《菊与刀》的笔记-第1页

        sentences:
1.The difficulties were great.
这很难。

word:
A
alien（外国的）all-out(竭力的全部的)
C
conventions（协议, 协定） 
E
exceedingly(非常, 极其, 过分地, 极为) extreme(过分的极端的)

I
incomparably(无敌的) innovation（改革） insolent(无礼)

O
observer(观察员) obviously（显然;明白地） overbearing(专横的,傲慢的)

R
readily rigid(死板的刚硬的)

S
struggle(战斗奋斗)
 
U
unprecedentedly polite（前所未有的礼貌）unsurpassed（未被凌驾的,非常卓越的）

7、《菊与刀》的笔记-第52页

        时势造英雄，反观当时的中国，大清朝摇摇欲坠风雨飘摇，但中国人向来是＂宁赠友邦，勿予家
奴＂，也因为以慈禧为代表的封建旧势力的强大，因此光绪的戊戌变法只能得到一些力量微弱的新资
产阶级支持，错过了开创新时代的机会。

明治时代的社会等级制度并没有被废除而是得到了简化，它的社会阶层由以下几个不同的阶级代表以
金字塔的形状构成：
首层金字塔顶是天皇。
第二层以贵族和由天皇制排的人任职的上议院。
第三层是由人民民主选出的代表组成的下议院。
（该层成员只有建议权而没有决策权）
底层是社会平民组成。

＂各就其位＂在此章节频繁出现，与日本的情况相反，在中国我们通常被教育要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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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

自己的位置，也许中国人从骨子里就有种蔑视权威的血气，但对于权威我们通常考虑的是怎么推翻他
们取而代之，并不是如何通过变革抑制它的权力。

8、《菊与刀》的笔记-第17页

        大东亚诸国是同一人种，应当先剔除英美俄等诸国，树立一种等级制度制度使之各安其所。

评论：这种对于大东亚共荣圈的美好理想，对于日本人，即使是是最不好战的战俘，也很少对其加以
指责。

由此看见无论是钓鱼岛还是参拜靖国神社，再抑或是串改历史书等什么问题，日本的坚定立场上排除
维护世界公认的道义的说法，自有其美好的utopia的理想成分，对国民加以洗脑。

再联系其精神大于物质的叫嚣，理想主义的特质尤其明显。

但同时其理想主义是有根基的，背后是着其对于理想的充分准备，与万事具备，万无一失，概之以，
万事都是我们主动期求的，绝不是被动的，不是别人强加的。

9、《菊与刀》的笔记-第4页

        第八 洗清名声
日本人来说，只有在情义圈之外，才有侵犯；只要某人是在维护情义，在洗清污名，就没有侵犯的罪
行，他们是在平账。无论报答还是报复都是美德。
对自己名声的情义在日本是高贵理想的一部分，但在中国根本不是。在中国的伦理观中，一个人如果
突然使用暴力，那他就有错；哪怕他是受到伤害而报复，滥用暴力也不会成为正当行为。
在日本自卫机制已深入人心，不要当面过多地说某人犯了专业上的错误，这是一种普遍适用的礼节，
也是一种明智的表现。
日本人在独自工作时，会进展很好，错误减少，而且速度很快；一旦引人竞争者，他们就会开始犯错
，进度也会急剧慢下来。当他们拿自己的成绩进行纵向比较，而不是拿别人的成绩与自己的进行横向
比较时，他们会做得最好。
日本人总是向避免那些可能会因为失败而感到羞辱的场面，他们会对事情做出精心的安排，已尽可能
少地让人产生受到侮辱的感受。所以在日本中间人能在大量事情上发挥作用，如提亲、找工作、离职
以及不计其数的日常事务的处理。
日本人不喜欢倦怠，持之以恒的目标是荣誉，日本人拿得起放得下，由周遭环境决定。
随机应变的现实主义是日本人对自己名声的情义的光明面。情义也有其阴暗面。对日本人而言，在自
己所处的社会中受到尊重就是足够多的报酬。

10、《菊与刀》的笔记-第55页

        明治维新。 王政复古  各就其位对上司的传统义务，尤其是对天皇的义务，是日本绝好的机会所在
，日本能在＂上司们＂的领导下稳步前进，并能保护自己不被困难所压倒。

11、《菊与刀》的笔记-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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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

        第十三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
日本的动机是随机应变的，如果环境允许，她会在和平的世界里寻求自己的位子。如果条件不允许，
那她就会在军营似的世界里寻求自己的位子。

12、《菊与刀》的笔记-第1页

        1.日本人即好斗又和善，即尚武又爱美，即蛮横又有礼，即顽固又能适应，即驯顺又恼怒于被人推
来推去，即忠诚又背叛，即勇敢又懦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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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即被彻底驯服，也会反抗上级。2.人类学家自身的经验都能很好的证明：即便是怪异的行为也无碍
于我们对其有所了解。人类学家从专业的角度把差异用作优势而不是劣势，这一点他比任何其他社会
科学家做的都好。3.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指望戴眼镜的人会知道镜片的度数，也不能指望任何国
家会分析他们看待世界的观点。4.这些“同一世界”的拥簇者们打赌似的发愿，要让地球各个角落的
人们相信：东方和西方之间、白人和黑人之间、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所有差异都是表面上的，事实
上整个人类的心理都相差无几。但硬心肠的人满不在乎地认为差异应该存在，他们尊重差异。他们得
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容纳各种差异的安全世界。5.这样的人永远不会了解，对其他生活方式越了解，他
们就越爱自己的文化。6.日本人安心的基础是一种提前计划并安排好的生活方式，在日本，最大的威
胁来自始料未及的事情。7.从保护他们的最大利益上说，当然啦，他们往往是不安全的；但是，因为
他们承认等级制的合法性，所以他们又是“安全”的。8.自杀式现代日本人对自己采取的最极端的攻
击性行为。根据他们的原则，如果施行妥当，自杀能洗清他们的名声、使后人记得他们。美国会谴责
自杀行为，这使自我毁灭行为仅仅是一种对绝境的绝望屈从；而日本人会敬重自杀行为，这使自我毁
灭行为仅仅是一种对绝境的绝望屈从；从日本人会敬重自杀行为，这使它变成一种荣耀的、合乎目的
的行为。在某些情境中，出于对自己的名声的情义，自杀式最荣耀的行为。9.反抗惯例，克服障碍去
争取幸福；这在西方人看来可能是力量的标志。但是，根据日本人的判断，这些漠视个人幸福并履行
自己义务的人才是有力的。10.当日本人相信自己受到了侮辱时，复仇就成了一种美德。

13、《菊与刀》的笔记-第69页

        这也表示还债，因此也意味着爱，但首先意味着负债，而美国人认为，爱是某种自由给予的东西
，不受义务拘束。

14、《菊与刀》的笔记-第59页

        较之西方文化，这种生活方式给予＂上级＂更多的尊重和行动的自由，但是，上级也必须恪守本
份。日本人的名言是：各就其位

15、《菊与刀》的笔记-第32页

        美国人不关心等级制礼仪的繁文缛节，他们不要求别人遵从那些礼节，自己也不会那么做。

16、《菊与刀》的笔记-第6页

        深层剖析美与丑、善与恶、等等拥有相互矛盾特质集一身的日本民族。

想要打败一个敌人，就必须比敌人更了解他自己。

要想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与其他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其根本手段就是亲自深入观察，仅凭想
象力或者记忆力与经验去理解或者判断该文化的本质是不现实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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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一个民族文化特质的便捷方法就是去寻找构成它的一个个家庭单位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细节
与习惯。

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试图用同一种标准来规范不同人不同民族的行为是
荒谬的。

宽容的心态才能在了解别人的同时不会伤害自己。

17、《菊与刀》的笔记-第63页

        “日本修正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开端和随后各个阶段的正常顺序’。”
德国，苏联，中国，甚至美国（二次工业革命后），都是如此。所谓发展轻工业优先的理论，实际上
是经不起推敲的。

18、《菊与刀》的笔记-第2页

        
日本的研究
＂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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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好新。这些特点全都有极端的表现，十分在乎别人对
他们行为的看法。＂

战争中的日本
＂日本人安心的基础是一种提前计划并安排好的生活方式，在日本最大的威胁来自始料未及的事情。
＂

明治维新
＂社区对学校、警察、法院没有地方自治。＂
＂政府机构形式上与荷兰、比例时没有区别。但在功能上差别很大。在日本逾越特权界限就是犯错，
日本人的箴言是各就其位。＂
"日本人生活观的特征：只要保持各就其位的局面，就会没有任何抗议地活下去。他们感到安全。从保
护他们最大利益上说，他们往往不＂安全＂的，但是因为他们承认等级制的合法性，所以他们又是＂
安全＂的。＂

19、《菊与刀》的笔记-第65页

        如果某人在等级范围之外取得财富，日本舆论会忌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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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

20、《菊与刀》的笔记-第71页

          
  在日本，在大街上遇到突发事件时，人们会袖手旁观；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缺乏主动性，而是因为他
们有一个共识，即，任何非官方的介入都会让人背负人情债。在明治维新以前，在最广为人知的法律
中，有一条是这样说的；“一旦发生争吵或争辩，如无必要，不得管其闲事。”  看到这句话，我首
先是怀疑的。没有想到日本居然有这样的习俗。虽然现在中国路上是绝不敢轻易搀扶一个摔倒的老人
，但我们是提倡助人为乐的，这是批判冷漠的路人的。显然这和书中日本人的思考点是不同的。你从
未想过要为对方做任何事，所以你会羞于接受对方的“恩情”。  《好撒玛利亚人法》（Good
Samaritan laws），是关于在紧急状态下，施救者因其无偿的救助行为，给被救助者造成某种损害时免
除责任的法律条文。美国联邦和各州的法律中都有相关的法律条款，有的叫《好撒玛利亚人法》，有
的称《无偿施救者保护法》。
  我觉得我国应该实行类似《好撒玛利亚人法》的法律。
  文中日本的状况应该是在二战前后，而让其不管闲事的法律也是明治维新以前的。中国的道德感模
糊，也许就是社会转型期间的并发症。现在的一切不合理，不也是西方以前的顽疾吗？
  现在的日本和明治时期应该有很大不同吧。越是发达的社会，道德感应该越强吧。

21、《菊与刀》的笔记-第82页

        从公元7世纪以后，日本人不断借鉴中国伦理体系。。。但是中国没有提倡这些美德不是每条件的
。中国人假定了一种超越一切的美德，它是忠和孝的条件，那就是＂仁＂。不过，它意味着西方意义
上的一切良好的人际关系。 原来日本变态是因为盗版没盗全。。

22、《菊与刀》的笔记-第17页

        1.日本人崇尚精神优于物质。
2.13世纪，成吉思汗侵略日本时，“神风”吹翻了他的运输船，从而拯救了日本。
3.战争期间他们强调等级秩序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中国作为大东亚民族，他们有责任和义务来帮助中
国。
4.美国人认为总该日本所有七个世纪的封建历史，天皇一直是个有名无实的傀儡元首，每个日本人直
接效忠其主子，即大名，和军事元帅，即将军。
5.最容易刺痛日本人的是任何对天皇的蔑视性语言或直接攻击，日本人对皇帝陛下的尊敬是无与伦比
的。他们对天皇的尊崇与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是两码事。战败时，内阁和军方领导人会受到谴责，而
不是天皇。
6.假如皇权被废，日本年轻的妇女就有希望取得她们所嫉妒的美国妇女的自由。
7.日本指挥官利用日本人这种对天皇高度崇拜的心里，控制人的思想。军国主义分子以一切可能的手
段，利用人们这种对天皇的忠诚诉求。
8.但是这种对天皇意志的绝对服从是把双刃剑

23、《菊与刀》的笔记-第29页

        美国军人类比着分析了日本人在二战中国内人和战俘的表象，得出的结论左右互博。作为社会学
学者不管是用词和作文结构都不严密不合逻辑。这章看得很迷惑——是翻译问题还是作者问题？  

24、《菊与刀》的笔记-第6页

        第十章 美德：进退两难
日本人关于＂忠＂、＂孝＂、＂情义＂、＂仁＂和＂人之常情＂有种种规定，这些规定的内容就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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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的人生观。他们看到的是人的整体义务，一个个的生活包括以上各种圈子。他们把人生看做一出
戏，要求认真地去平衡一个＂圈子＂和另一个＂圈子＂，一种程序和另一种程序的关系；每一个圈子
和每一道程序本身是善良的。
日本人所创立的伦理体系就像是桥牌游戏。一名好的桥牌选手会接受规则，并按牌理出牌，每一步他
都必须进行无穷无尽的精微计算。
日本人说你必须自重，意思是要举止得体，符合别人的期望，不是说他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自重的
人生观是一个你应该＂按照桥牌游戏的霍伊尔规则＂小心翼翼行动的世界，

25、《菊与刀》的笔记-第2页

        sentences:
1.When he says they act out of concern for others' opinions, he does not then go on tell theay they have a truly
terrifying conscience.
当他说他们做事不考虑别人的意见是时，他不会继而说他们的心胸真宽广。
2.When he describes a people who devote themselves with passion to western learning, he does not also enlarge on
their fervid conserva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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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both aggressive and unaggressive, both militaristic and aesthetic, both insolent and polite, rigid and adaptable,
submissive and resentful of being pushed around, loyal and treacherous, brave and timid, conservative and
hospitable to new way.
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及蛮横又有礼，既顽固又适应，既驯顺又恼怒于被人推来推去，忠诚
又背叛，勇敢又懦怯，敏感又好奇。
4.They are terribly concerned about what other people will think of their behavior, and they are also overcome by
guilt when other people know nothing of their misstep.
他们十分在乎别人对他们行为的看法，但是当别人对他们的劣迹一无所知，他们也会被罪恶所征服。

World:
A
aestheticism(唯美主义;艺术超然论)

C
conscience( 良心;道义心;善恶观念)conservatism(保守主义;保守的倾向)
cultivation(耕作,耕种)cult(膜拜,膜拜仪式)contradictions(矛盾的)

D
discipline(纪律,风纪;教养)

E
expatiate(细说;详述)

F
fervid(炽热的) 

G
generous(慷慨的,大方的)genuinely(真诚地;诚实地)guilt(有罪;犯罪;过失)

H
hilt(刀、剑、工具等的)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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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nsubordination(不顺从)

L
loyal(忠诚的,忠心的)lavishes(大量的)

P
prestige(名望,声望,威望)

S
spiteful(怀恨的;恶意的)

T
terrifying(可怕的)
timidity(胆怯;羞怯)
treacherous(背叛的;不忠的;奸诈的)

W
warrior(武士) warp(使变形;使弯曲;使翘曲) woof(布,织物,织品)

26、《菊与刀》的笔记-第16页

        神风特攻队的来由。13世纪，成吉思汗侵略日本时，＂神风＂吹散并吹翻了他的运输船，从而拯
救日本。

27、《菊与刀》的笔记-第7页

        人类学家自身的经验能很好的证明：即便是怪异的行为也无碍于我们对其有所了解。人类学家从
专业角度把差异用作优势而不是劣势

28、《菊与刀》的笔记-第4页

        My assignment was difficult. America and Japan were at war and it  is easy in wartime to condemn wholesale,
but far harder to try to see how your enemy looks at life through his own eyes. Yet it had to be done. The question
was how the Japanese would behave, not how we would behave if we were in their place. I had to try to use Japanese
behaviour in war as an asset in understanding them,not as a liability. I had to look at the way they conducted the
war iteself and see it not for the moment as a military but as a cultural problem.In warfare as well in peace,the
Japanese acted in character. What special indications of their way of life and thinking did they give in the way they
handled warfare?

参考译文：我的任务可谓艰巨。正值美日交战，在战争念头要随大流要谴责敌人很容易，但要试图从
他们自己的角度看待他们的生活就不易了。但非这么做不可。问题在于日本人会怎么做，而不在于换
做我们在他们的立场上会怎么做。我必须试图在理解他们的时候将他们的战时行为当做资料而不是负
累。

29、《菊与刀》的笔记-第8页

        第十二章 童蒙
日本人描绘的人生弧线与美国人的正好相反。这是一根U型曲线，两头大底部浅，允许幼儿和老人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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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最大的自由和任性。过了幼儿期限制慢慢地增强，到了结婚后，一个人的自主程度达到最低点，延
续多年，过了60岁，渐渐上升，老年人跟孩子一样，不受羞耻感的牵制。
日本父母需要孩子主要是赓续家族的香火，日本男人一定要有一个儿子，保持家族的荣誉和财产。儿
子长大以后还会依赖父亲，依赖关系会延续很长时间。女人需要孩子是因为只有做了母亲，她才能得
到一定的地位，以后拥有儿子并掌握儿媳妇的权威，如没有儿子丈夫会领养一个，已赓续香火。
生孩子是秘密的，女人分娩时不可叫出来，孩子满月抱到当地的神社去亮相后才可以抱到公众场合，
这样才安全。带孩子的方式：孩子被绑在哥哥姐姐父母的背上。
孩子往往是在听懂别人说话之后断奶。父亲地位最高是个伟大的榜样，祖父母不承担教育孩子的角色
，所有孩子都有玩具。教育孩子的方法有训诫、嘲笑和转移注意力，学龄前孩子组成的团体内部成员
间非常随意，在家要学习超自然神灵的态度，六岁前非常被纵容。
女孩子们学的不仅是规则，还有习惯，每一个动作都由大人们手把手地教，反复练习，直到娴熟。大
人们认为，孩子们不会在用到正确的习惯时，随时就能把他们捡起来。

30、《菊与刀》的笔记-第80页

        四月八日

31、《菊与刀》的笔记-第7页

        第十一章 自我修炼
日本人自我修炼的概念分两类，一类培养能力，二类不仅是能力，称之为当行。士兵活动60个小时睡
觉十分钟，军官居然说他们知道如何睡觉，需要训练的是如何保持清醒。其目的是培养一种行为能力
。日本心理机制的一条公任原则：意志应该超越身体，因为身体几乎能接受无穷无尽的训练。
修养意思是磨掉＂身上的锈＂，他们更多关注他们有能力做的事，而且不允许自己有更多的辩解，他
们不会经常把自己对生活的不满归咎于替罪羊，而沉溺于自怨自艾。
日本人的佛教信仰中从未有过轮回和涅磐的观念，某些佛教徒接受这些信条，那是个人的事，不是民
间和大众的思维。
按照西方人的说法，日本人在＂无我＂和＂虽生犹死＂方面的修炼使良知泯灭。当美国人说到某人没
有良知，即他做错了事就应该有罪恶感；而日本人的意思是那人不再紧张不再受到妨碍，说的是一个
好人，一个修炼过的人，一个能够使自己的才能发挥到极致的人，一个能完成最困难任务的人，一个
无私奉献的人。

32、《菊与刀》的笔记-第3页

        在战时，进行大规模的谴责是容易的，但是，力图弄明白你的敌人是如何通过他们自己的眼睛看
待生活的，就难多了。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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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
人类学家自身的经验能很好地证明：即便是怪异的行为也无碍于我们对其有所了解。p7
我们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弄明白他们的习惯和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假如我们给了这个机会，我们就
极有可能发现，那套行动方针未必出于恶意，因为我们只是不了解它而已。p9

33、《菊与刀》的笔记-第20页

        日本人相信精神力量大于物质力量，不止是相信，已经成为一种信仰。

日本人崇尚阶级分明的社会，想把整个东亚改造成类似于其本土的阶级社会，这并不仅仅是它侵略亚
洲的借口，他们确实是这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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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崇尚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秩序呢？隐隐约约的让我感觉封建等级制度在中国社会根本就没有被抛
弃，哪怕是经历了对传统文化荡涤的那场大革命之后，毛的君王气质使得阶级的存在更是显露无疑，
或许有人会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我不禁想问：＂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

日本人的自信来自于对事务成败的预测，如果结果出乎他们的意料会让他们大惊失色，用掩耳盗铃和
自欺欺人来形容他们的这种特质再适合不过。我以为，让一个人一个民族自信的根本不是能够预测事
务的成败，而是要看淡事务的成败着眼于现在的事实，自信于自己可以重头再来的创造力。万事万物
并不是非黑即白非胜即败，也并不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能够准确预测的，总之＂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

美国为了抑制共产主义的企图，没有摧毁日本阶级社会的核心-天皇制度，因此日本旧时的社会秩序并
没有被瓦解，就像一匹只是被套上项圈的狼，至今没有驯化成狗，中国一定要提防。

信仰与忠诚可以凝聚整个民族的力量，但它更像一把双刃剑，更多的时候它伤害的只是自己。有人说
毛如果死在1949，希特勒如果没有发动二战，他们绝对会在人类史上万古长青。对此我毫无异议。

限制言论自由会降低人民的战斗力么？这是个很新鲜的说法。

34、《菊与刀》的笔记-第1页

        写日本老底子的价值观和文化现象，看书后对日本人在公共场合都会排队、小学生为何穿那么少
冬练、女人温柔、做事专注等都能理解了，还是不明白的为何不承认侵华战争，难道他们认为之前是
执行天皇命令，没有错？本书写于上世纪50年代，了解日本到处都矛盾的一面，还是推荐看看。

35、《菊与刀》的笔记-第48页

               根据作者对日本封建社会等级制的描写得出一点陋见，即在日本严苛的等级之中，实际蕴藏着
一种合理的法制性。这种等级制在某种层面上保障了每个阶层人民的生存权利：经济来源、人身安全
等。逾越等级制度的行为是不可饶恕的，但即便最低贱的“贱民”阶层，也拥有“大名”不可肆意侵
犯的权利，如不能在原有赋役之上增加额外的徭役。虽然“上访”的领导者会因“上访”而被判刑，
“上访”的结果却往往倾向于保护贱民的应得利益，不因“上访者”是贱民而随意践踏。等级神圣不
可僭越，若这种等级某种程度上包涵了保障性的合理成分，不得不认为它实际上构成了几百年间日本
社会相对平衡的牢固根基。相较古老中国的“外儒内法”，它倒是显得更大方磊落和令人信服。与其
说直至近代日本民族文化都缺少革命意识是因为等级制度根深蒂固，倒不如归因于等级制下潜在的法
制性。

36、《菊与刀》的笔记-第16页

        精神是一切，而且是永久的；物质的东西当然需要，但是次要的，而且渐行渐灭。”物质资源是
有限的，理性告诉我们，物质的东西维持不了一百年“
岛国特征，物质资源的匮乏只能转而寻求精神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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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菊与刀》的笔记-第5页

        第九章 人之常情
日本人不分贵贱富贵贫穷，每天下午晚些时候在热水里泡个澡，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为
了清洁，还有一种消极沉迷的精细艺术的况味，年龄越大况味越浓。
正如热水澡是极其让人受用的一大乐事，＂冬炼＂或＂冷水苦行＂是为了＂磨砺自己＂。在那些认真
学习乐器演奏或准备从事某项长期工作的人们中，这种清晨苦行尤为流行。
睡觉是日本人沉迷于其中的另一种爱好，与任何已知因素都无关，比如睡眠与体力恢复，他们喜欢睡
觉，无人阻碍时，他们准会乐滋滋地去睡觉。
吃饭既是一种自由自在、享受快乐的放松状态，也是一种用来磨砺人的训练。所以沉迷饭局也会有强
行剥夺一个人吃饭的权利是一种特别好的考验的观念，吃饭时间尽可能短。
浪漫的爱情是日本人所营造的另一种＂人之常情＂，在感官快乐上没有禁忌，对性的快乐不需要进行
道德约束，把属于妻子的范围和属于色情的范围可以正大光明和向公众坦承的。但对于婚姻在选择配
偶是年轻人应该听从父母的决定，盲目结婚，在与妻子关系上，遵守礼节互谅互让，孩子们看不到父
母交换性爱的表示。婚姻的真正目的被认为是生儿育女，确保香火的赓续。但如果有足够的钱可以养
情人，不会把情人带到家里成为家庭新成员，情人如生下孩子，男人愿意这孩子与自己孩子一起养时
，情人才会被带到家里，但只能成为女仆，而不是小妾。
同性恋游戏和自取其乐的色情行为也属于传统的＂人之常情＂。
酗酒是另一种被认可的＂人之常情＂。但喝酒和吃饭是完全分开的，不能同时又吃又喝。
日本人相信每个人有两个灵魂，＂温和＂的和＂粗暴＂的兼具，他们的神祗也是善恶兼具。
现代日本电影都建立在男女主人公受苦受难的主题上，履行忠孝情义义务，没有怨言，不需要有任何
幸福的结局。
现代佛教大师和国家主义领袖写过：中国人的天性比较低劣，需要用人为的方式进行限制，所以确立
道德规则是有好处的。日本人天性善良，值得信赖，不需要跟恶的一半作斗争，只需要清洁灵魂的窗
户，在各个不同场合，举止得体即可。

38、《菊与刀》的笔记-第3页

        word:

A
assign（分配委派）
anthropolpgist(人类学者,人类学家)
admitted (1. 被承认的,被确认无疑的2. 公认的,明白的 3. (对坏事)自认的) 

C
communique(公报,官报)

D
defeat (1. 击败, 战胜2. 挫败, 使落空3. 使困惑, 难住)

M
magnitude (1.巨大; 重要性2. 〈天〉星等3.  震级4. 重大；大量5. 尺度；大小；长度6. 音量7. 品格的高尚
；职务或地位的重要8. 量；量值；数量)

O
offensive (1.讨厌的; 令人不快的2. 攻击的3. 冒犯的；得罪人的；无礼的 )
official (行政官员；要员；官员；高级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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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regard 1. （尤指以某种方式）注视，凝视2. 考虑；注重；重视3. 尊敬；敬重；器重4. 注意；听从[常用
于否定句]5. 关系；与⋯有关；涉及

39、《菊与刀》的笔记-第63页

        不信赖供求法则和自由企业。

40、《菊与刀》的笔记-第40页

        在那之前，日本甚至没有书面语言；她在七世纪把中国的象形文字拿来，并利用象形文字创立了
属于她自己的文字，那种文字完全不同于象形文字。她又一种民间宗教，给四万个神取了名字，那些
神掌管着山岳和村庄，给人们带来好运——这种宗教后来发生了许多变化，一直幸存到现在，成为“
神道”。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日本如此成功地、有计划地引进文明，这在世界历史上，很难再任何别
的地方找到这么做的任何别的民族。

41、《菊与刀》的笔记-第80页

        日本人认为：
同等级的人之间不能随意施恩与受恩。
接受一个人的恩惠哪怕是再微小无比的恩惠也会让受恩人心中不安。（甚至于诚惶诚恐）
父母对孩子的恩惠往往会让孩子成年后产生对抗心理。（在孩子没有接受恩惠的义务后）

综上所述与日本人打交道的最佳办法：
让他们理所当然的接受你的恩惠！

在中国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处理方式上与日本人的做法简直大同小异，究其原因我觉得是一种变态的
强化了的个人自尊主义在作祟，大家都把自己封锁在一堵世俗的墙里面苦苦挣扎。自古以来成大事者
不拘小节，我们要善于忘记自己对别人的恩惠，在心里记住别人对自己的恩惠。

日本人有着近乎变态的孝道传统，而且对＂仁＂这一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不屑一顾。

42、《菊与刀》的笔记-第1页

        买了很久，终于开始了

43、《菊与刀》的笔记-第7页

        人类社会学研究方法，每个段首，理解别的民族经验和价值体系

44、《菊与刀》的笔记-第88页

        正是因为日本人看重家庭，所以他们唯独不看重家庭成员的个性和相互之间的纽带

45、《菊与刀》的笔记-第30页

        他们依赖于秩序和等级制，而我们信赖的是自由和平等这里的“我们”指美国人，日本人对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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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的尊崇，相当于美国人对于星条旗的重视。

46、《菊与刀》的笔记-第2页

        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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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好新。十分极端的表现，似乎就是如此。

47、《菊与刀》的笔记-第3页

        历史和社会的债务人
在日本，在大街上遇到突发事件时，人们会袖手旁观，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缺乏主动性，而是他们有一
个共识，即任何非官方的介入都会让人背负人情债。
 每个日本人都知道，在任何情况下，如果你所欠的人情债太重，那么，无论怎样，你都会陷入麻烦。
我们认为在人们奉献爱、慈善、慷慨时，越是没有附加条件，这些品质的价值就越高。而在日本这样
的奉献必然带有附加条件。你只要接受任何一种这样的行为，就会欠上一笔人情债。
报恩于万一
日本人的忠孝义务是无条件的，把这些美德极端化了；在这一点上，他们对国家尽忠和对家庭尽孝的
义务概念与中国的不同。
家庭成员之间有着明显的怨恨情绪，这是日本孝道的典型表现；这一现象在另一项重要的义务即效忠
天皇中是不存在的。
＂最难承受＂是报答
日本人忌讳还礼比送礼大的行为。在偿还＂情义＂时也是如此。
关于清雅，如果偿还的时间超过了一定的期限，这份情义就会像产生利息似的增长。

48、《菊与刀》的笔记-第20页

        对天皇不可触动的信仰

49、《菊与刀》的笔记-第11页

        人类学家在研究原始部落时已经一次次的表明，这样的文化比较是价值非凡的。一个部落可能与
邻近部落分享90%的正式习俗，不过，它可能会对习俗进行修补，以适应某种生活方式和自己的一套
价值观念；它可能丢弃一些基本习俗，尽管这些习俗占整个社会习俗的比例很小，但可能会使它未来
的发展途经转到某个独特的方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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