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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日本的岛国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地域文化，孕育出单一性的大和民族，大和民族带有

独特的民族特性，这种民族特性在世界看来往往具有矛盾性，野蛮与文明并存，优越感与危机感

同在，无论是国民性格还是民族的文化，无一不显露出其民族的矛盾性。日本人的矛盾性与他们

的地理环境有关，也与历史文化的演变和独特的审美有关。了解日本民族的矛盾性，探究他们矛

盾性的根源，是真正了解日本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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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日本民族精神的研究，前人做了充分的工

作，对日本的民族精神和矛盾性都做了深刻的剖析。

对日本研究最为著名的是美国作家本尼迪克特的著

作《菊与刀》，将日本的精神幻化为菊与刀这两种具

象的事物，对于日本民族精神的矛盾性特征进行了

解析。国内论文中付清松的《日本民族精神矛盾外

观的成因探微》从历史进程的角度，解析了日本民

族的外在性与内在性，传统性与现在性以及集团性

与个体性，对其成因引也做了探究。另外武汉科技

大学的贺杰婵的《从樱花透射日本的民族精神》比

较创新地从樱花角度探究日本的民族性，主要从樱

花看日本的武士精神以及审美观。综上，前人并没

有从文化的角度对日本的民族矛盾性进行探究，樱

花只是日本文化的一个符号，前人的研究缺乏全方

位多角度的文化探究。本文更多地从文化角度出发，

摆脱历史时空的束缚，来研究日本人的民族矛盾性。 

根植于同一文化体系的人群都有其相同的民族

性，然而日本大和民族却与东方文化格格不入，在

东方文化中凸显的矛盾性格外惹人注目，将日本民

族性抽丝剥茧可以发现，日本人的矛盾性是如此地

令人难以理解。本尼迪克特就指出，“日本人的性格

既好勇斗狠而又待人态度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尊

大自傲而又彬彬有礼；冥顽不化而又柔弱善变；表

面服从而又心存怨恨，不甘受人摆布；忠诚而又诡

诈；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易于接受新的方式”
[1]
。 

一、日本文化中民族矛盾性的表现 

（一）国民性格的双重性 

一直以来人们戏谑日本为精神分裂的民族，对

他们人格的多面性感到困惑不解。而对于日本人来

说矛与盾并非水火不容，只要有统一的契机，则可

以使矛盾完美融合。外国人则很难看透日本人的真

实想法和真实做法，因为他们总是处于改变之中。 

1.尚礼又崇武 

日本人崇尚礼仪，对待他人总是以一种彬彬有

礼的姿态出现。日本对礼仪的重视是根植于他们幼

时的成长中的，在他们还在儿童时期就被父母要求

学习各种礼仪，在他们刚刚会蹒跚走路时就开始学

习尊重长辈。日本人的尚礼之风俗在日本人与人初

次见面时的身体语言和口头语言中体现无疑，日本

人在初次见面时往往伴随“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这类谦虚的语言，还有九十度的鞠躬，并且对待不

同身份的人需要不同程度的鞠躬礼，某些鞠躬礼用

错了对象则被认为是无理的表现。另一方面日本人

却是极为崇尚武力的国家，在自己或是集体的荣誉

受到侵害时，往往会拔刀相向，好勇斗狠。日本人

这样尚武的风气是日本开国既存的特性，而在封建

时期的武士道精神则加重了日本人的尚武精神。尚

武是小民族生存的必要条件，在日本社会中各个制

度与组织形式都有尚武的痕迹。日本最著名的民族

运动“相扑”就是力与美的结合，日本人尚武，崇

拜进行相扑活动的力士。武力与礼仪在日本社会完

美结合，并不矛盾。 

2.同一性与独特性 

日本人在集体之中是具有同一性的，单个的个

体往往会在集体之中被同化，社会团体中的个人为

了实现目标不遗余力，相互协作，相近的思维方式

和共同的行为方式让他们在集体中有天然的默契

性。日本人不同于欧美人更加注重个人主义，宣扬

个体差异性，他们更多强调个体对于集体的依附力。

依赖集体、倾向团结本是日本精神的优秀品质，但

另一方面，它又可以转化为具有负外部效应的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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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并与个人的吃苦耐劳、逆境不屈等民族性格

形成鲜明对照，从而构成日本民族精神中的又一重

矛盾外观
[2]
。然而日本对外国则并不是同一性，而是

表现了民族的独特性。日本在国际中往往有自我的

观点和立场，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而依附于美国，

但在关键性的问题立场非常鲜明。集体性和团结性

只是用来维护国内的同一集团的利益，对于外国人，

这种同一性不复存在。 

3.命运观中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日本传统的神道教相信命运的安排，认为任何

事都是神的安排，相信命运中的必然性。但日本人

并非被动地接受神的意志，他们更多的愿意发挥自

由意志，通过强大的意志力来实现目的。虽然必然

性的命运不可改变，但凡人如何明确神灵的意志，

只有在与他人的矛盾斗争中逐渐明确。日本人相信

某些事情的发生也具有偶然的因素，这些偶然的因

素完全可以通过一种人为的感知去避免。在遵从神

的意志去行事的前提下，如何发挥精神的力量，实

现目的也是日本人常常思考的问题。 

（二）日本文化中的矛盾性 

1.文化上保守又进步 

日本人对于他们的传统文化有着近乎痴狂的偏

执与热爱，相扑这项运动从现代的角度来看并不具

有美感，在减肥浪潮席卷世界之际，两个上身赤裸，

下身仅有一块布的肥胖身躯进行角力的节目并不美

观，日本人却视之为国技。至今为止，日本的相扑

选手还是保留着古时的习惯，相扑选手的生活有非

常严格的规定，服饰和发式也因等级的不同而有不

同的设计，现代化的日本从未放弃这项流传百年的

运动。日本的舞蹈也是固守了神道教的舞蹈特点，

神道教万物皆有灵的思想导致舞者在进行舞蹈时往

往不敢进行大幅度的动作，生怕惊扰神灵。东方的

舞蹈虽然不似西方的舞蹈那样强烈但也强调肢体的

舒展，日本的舞者则是压制住内心的情感，肢体内

敛。然而在教育与科技上日本人是异常进步的，早

在明治维新，日本就定下了教育兴国的理论，据不

完全统计，幕府末期男子的识字率为 40%~50%，女子

为 15%
[3]
。 

西方先进的生活方式早已成为日本人的生活的

一部分，并且日本人仍在不断学习。 

2.信仰上的儒教主义与功利主义 

儒教是日本的传统思想观念，日本的儒教源于

中国，逐步融合自身的神道教、佛教形成具有日本

思想的儒教。明治维新时期西方的功利主义传入，

对于儒教的禁欲主义和纲常教化形成重大冲击。然

而日本学者注意到近代以后，无论是儒教主义还是

功利主义都无法独立支撑日本的精神世界，明治政

府颁布《教育敕令》将两者统一于效忠天皇。现在

日本的封建纲常思想一直都存在，只不过以一种家

族式的形式存在，日本人的家庭纲常观念，父子、

夫妻关系都存有等级色彩，将中国古代的儒教思想

也搬到了现代生活。然而社会经济上却是以功利主

义为先，企业的效益与利益高于一切。 

3.樱花与武士道精神 

“花数樱花，人数武士”，折射出日本人的价值

观理念。樱花这样具有柔美特性的花朵与坚毅刚强

的武士品质相提并论，这是大和民族矛盾性的又一

写照。日本人认为樱花在盛开绚烂之际，经风吹落，

漫天花雨的情景是最为壮丽的，就像是武士毅然决

然赴死的情景。武士道，视死亡为等闲之道也
[4]
。樱

花的柔和和武士道的刚硬形成完美对比，日本人对

此却认为是相通的，既爱樱花，又崇武士。 

（三）民族自我的劣根性 

日本人的民族矛盾性注定了他们的劣根性，这

样的民族特质导致日本的军国主义猖獗，并且在社

会发展中伴随一系列的问题，加剧社会的不安定性。 

1.审美的矛盾性造成的暴力扩张 

日本人追求完美，细心敏感，容易沉浸在美之

中，然而日本人对于美的定义不涉及到道德层面，

不会受到道德的束缚。血腥、暴力往往也是他们追

求的美，不辨善恶的盲目追求导致日本社会的暴力

事件层出不穷。日本的黑社会势力猖獗，而且往往

是受到政府承认存在的。黑社会根系庞杂，深入到

日本社会的各处，犯罪率逐年增加。日本的邪教组

织也异常活跃，类似于奥姆真理教这样的邪教往往

导致社会动荡。日本的青少年犯罪情况也不容乐观，

同比世界而言，日本的青少年犯罪手法之残忍令人

发指，而犯罪者在事后往往表现出冷漠而无畏，日

本的暴力影片常常成为青少年犯罪的模仿对象。 

2.变态而煽情的爱情观造成的男女不平等 

日本社会生存压力的增加，给日本家庭主要劳

动力的男性带来巨大压力，造成他们心灵的变态扭

曲，变态的行为往往会给与他们压力的释放，心灵

得到快感。日本男人的爱情观里女人是其所有品之

一，女性在家庭中应该完全服从男人的意志。女性

作为家庭的弱者往往成为他们施虐的对象，通过对

女性施虐表现他们的强大。日本社会的女性往往以

一种贤妻良母的形象存在，她们为丈夫和儿子准备

好一切，她们的生活就是家庭。一些妇女往往在婚

后就会变成全职太太，即使是著名的日本明星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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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惠在结婚后也息影隐匿了，这是日本社会对于女

性的定位。但这种定位往往伴随性别歧视，或者说

有些女士能够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碍于社会的

观念，而变为家庭妇女。 

二、日本文化中民族矛盾性的成因 

（一）岛国地理位置的影响 

日本矛盾的民族特性和他们的自然环境是密不

可分的。日本是一个岛国，四面环海，多山地丘陵，

可耕地面积狭小，并且位于板块交界地带，多火山

地震，自然灾害频发。在这样艰苦恶劣的环境下，

日本人的生存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日本人重视团

结协作，强调行动一致性，在集体行动中才能获得

个人生存的机会，因此日本人就无法像欧美那样强

调个人主义，这样的条件下所有人都宣扬个人主义

是无法生存的。日本孤悬海外的地理位置，造成在

交通不发达的时期是很难进行人口流动的。日本不

同于中国在历史上发生多次民族迁徙，形成多民族

的国家，日本社会的人口流动仅限于岛国内部，这

就造成单一民族大和民族的形成。单一的大和民族、

统一的文字语言、稳定的政治形态，使得日本人的

民族认同感、文化归属感比较强，这是其产生强烈

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重要原因
[5]
，这也就造成日本在面

临外国社会时，往往具有排他性，外国人难以理解

日本人的思维。日本人的岛国属性造成他们本土的

文化不易流失保存完好，日本人对于传统的文化偏

爱异常，即使经历时代的变迁也不会忘记传统。日

本作为岛国与外界的交流较少，信息闭塞，日本社

会在历史上与中国和朝鲜相比发展较慢，日本人独

特的地理位置导致他们有西方海洋文明的特性，征

服海洋寻求先进的文明。日本通过遣唐使将中国唐

朝的礼仪典章，科学文化运回日本，进行改革，建

立先进制度。美国人黑船事件后，日本人学习西方

文明、先进的科技教育制度，又提出“和魂洋才”，

无论在何时日本总保持一种积极学习的态度，意识

到岛国的危机性，总带有居安思危的思想。然而在

改革中却不会被异国文化同化，日本始终是日本。

在学习的过程中日本人一直保持一种谦卑的学习者

的姿态，岛国的自卑性早已深入骨髓，因此日本人

的性格中一直延续这样彬彬有礼的形象。 

（二）历史进程发展的影响 

日本人的尚武，崇拜武士，信仰武士道精神与

日本的历史进程是牢不可分的。镰仓幕府统治时期，

御家人制度得到确立，武士作为一个阶层社会地位

得到了确定，此后的千年武士和武士道精神一直被

幕府用来作为统治的手段。武士道认为对待主君，

对待天皇要绝对忠诚，不惜以死亡来换取荣誉。日

本的武士阶层在明治维新之后消失，然而武士道精

神从来没有消失，并且一直存留在日本人心中。一

方面武士道精神被运用到了企业中，以往对于君主

的绝对效忠变成了对企业的绝对忠诚，日本人的企

业文化非常强调“忠”的概念，目的是培养员工对

于公司工作认真奉献。另一方面武士道精神的错误

泛滥造成日本人的暴力倾向严重，崇拜强者和权威

的心理以及忽略仁慈而强调忠诚
[6]
。首先是日本军国

主义与右翼势力的猖獗，二战时的军国主义思想给

日本以及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日本人将武士道

精神灌输给参战的日本青年，日本军队在中国所犯

下的罪行令人发指，这种被利用的武士道精神往往

导致集体性的犯罪，个人处于这样的环境中，犯罪

已经不自知。另外日本人因为武士道精神崇武之心

旺盛，这不同于中国的武士以止息干戈，强身健体

为目标，日本人尚武往往引发社会暴力事件。 

（三）独特的审美观 

造成日本人矛盾的民族特性的另一原因就是日

本独特的审美观，日本人对于美的认知往往不同于

世界。日本人最传统的审美就是物哀，认为美丽与

哀愁总是一并存在的，只有忧愁哀伤才是人生最真

实的情感。因此日本人认为樱花之美并不是满树繁

花之时，而是花瓣凋零之际，这样转瞬即逝的消亡

之美才更值得铭记。日本人对于死亡有独特的理解，

许多民族都以死亡作为生命的终结而哀伤，日本人

将死亡试做人格升华的体现，将为主君而死的武士

视作神佛供奉，死作为生的对立面而存在，也是属

于人生的过程之一。日本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偏执也

是他们独特的审美观造就的。例如相扑运动中相扑

武士的形象及其表现出的力量，在日本人眼中是美

的享受。日本人对于盆景艺术的痴迷达到了无以复

加的地步，西方人重视享受自然，日本人因为受到

自然的威胁太多更喜欢控制自然，用盆景将自然掌

控于身边。 

三、结束语 

日本人矛盾的民族特性，源于他们岛国的地理

位置，也有日本历史发展的原因，以及他们在历史

中形成的独特审美，根植于日本人的文化之中，根

植于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对于中国而言研究日本

民族的矛盾性才能更加深入的认识日本，实现中日

的友好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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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entative study on the national contradictoriness of Japanese culture 
WANG Fang 

(Asia-Europe Language Department, Fuzhou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and Trade, Fuzhou 350202, China) 

Abstract: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unique regional culture of Japan as an island country breed monistic 
Yamato which is equipped with distinct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whole world, such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usually present contradictoriness, barbarism and civilization as well as a sense of superiority and crisis. Both 
national character and national culture reveal the contradictoriness of its nation. The contradictoriness of Japanese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ir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the evolution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unique aesthetic 
appreciation. Knowing about the contradictoriness of Yamato and probing into the source of their contradictoriness 
is the key to really learning about Japan. 
Key words: the culture of Japan; contradictoriness; c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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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learner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the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XIE Ya-jun1,2 

(1.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Changsha 410205, China; 2.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Institute, Huna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Changsha 410205,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SLA is a scientific enquiry to the second language study, which in China mainly refers to 
the study of English. Due to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SLA, the study tends to be interdisciplinary.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learners’ subjective differences, that i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exploring how the learner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reflect in the SLA and how such differences are caused and putting forward some teaching 
strategies so as to help underachievers out of their difficult position. 
Key Words: learner; individual differences; SLA; teaching strate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