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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日本社会与文化研究室主任胡澎近年有关日本历史与当代社会现象的随笔
合集。
作者留学日本，又研究日本，面对日本民族，感情“一直在花朵与伤疤之间徘徊游离”，矛盾重重。
由于她特殊职业，这些有着切身感受的文章，不仅反映着日本的最新变化，同时又具有研究者的深度
思考。
全书分为“白色恋人”、“感受日本”、“一期一会”、“东瀛一瞥”、“旧伤新痛”和“扶桑之花
”六部分，从不同角度勾勒了日本社会的诸面相。
作者以个人的亲身体验和观察为基础，从细节入手，生动地介绍了日本社会与文化的真实状况，并加
以恰如其分的分析，行文平实流畅，不涉及艰深的理论和复杂的历史探究，颇具亲切感，是很有可读
性的文化历史散文集，对普通读者来说，容易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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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澎，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主同盟成员。
主要成果：专著《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1931-1945）》（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性别
视角下的日本妇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在《日本学刊》、《日本学》、《亚太研究论丛》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在《读书》、《博
览群书》、《人民日报》、《世界知识》、《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报刊发表学术随笔及文章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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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此外，她们还资助了16名小学失学女童从一年级到小学毕业的学费。
2001年1月，山村一行人长途跋涉到达这所学校看望春蕾班的孩子们，50名女孩子热情地迎接这群远方
来的客人，她们用新学的日语喊着&ldquo;欢迎、欢迎&rdquo;，让山村和同行的日本人感动不已。
　　前些年，她创办了一份由她一个人撰写、编辑和发行的不定期小报，已出了40多期。
其中一期刊登了一位接受捐助的中国孩子写的感谢信，孩子充满感情地写道：&ldquo;您们真是太好了
，那天，我真想拉住您们的手，希望您们能够留下来。
&rdquo;有一个因家中遭受水灾不得不辍学的学生，得到她的援助重新回到了课堂，在来信中汇报了自
己近来的学习成绩。
　　山村芙沙手边总是放着一个毛线筐，没事的时候就开始编织。
店里堆放着一筐一筐的毛织品，有擦玻璃用的小手套、小孩子穿的毛袜子、杯子垫。
每次去中国的时候，这些就成了她送给孩子们的小礼物。
为了能够让募捐继续下去，山村想了很多办法，她的&ldquo;半边天&rdquo;店接收市民捐赠的旧衣物
，在店门口以低廉的价格出售筹集资金。
2001年，她用这样的方式积攒了30多万日元。
她还对居住在当地的中国人伸出援助之手，她家的一幢房子，曾长年免费提供给来自中国的研修生居
住。
　　在我结束研究工作回国前夕，她对我说自己年纪大了，已没有精力去研究学问，想将她的藏书送
我，让我到她家去挑选，希望对我的研究有帮助。
她的藏书十分丰富，不但几个书架排得满满的，就连通往二层的楼梯上都堆放了一溜儿。
她陪我一本一本地挑书，累了索性就坐在楼梯上，一本本介绍每一本书写的是什么，有没有学术价值
。
我如获至宝地挑选了两箱书，有不少都是绝版的资料集，非常有学术价值。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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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人并非将墓地选在远离人烟的山野郊外，而是夹杂在田间村落、城市街道，有的墓地甚至毗
邻住家。
墓地构成了日本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墓碑前的花瓶里经常供放着黄色和白色的菊花。
经过墓地时，常常能看到有人拿着一个木头舀子清洗墓碑，供奉鲜花，双手合十表达追悼之情。
日本人并不像中国人那样忌讳死亡的话题，他们有人在活着的时候为自己主持&ldquo;生前葬&rdquo;
，在庄重的葬礼上，对一直以来关照自己的家人和朋友表示感谢。
　　日本人送礼喜欢送一些很快就会消失掉的东西，比如点心、咸莱等食品或是笔、手帕这些用完就
会丢掉的东西。
正如日本人送礼时常说的那句话&ldquo;一点小意思&rdquo;。
一般来说，日本人不希望因为礼品过于贵重而让对方徒增心理负担。
不了解日本送礼习惯的中国人常会指责日本人小气。
　　一次在东京，我要去东洋文库查资料。
一出车站便开始向人打听怎么走。
一位老人很详细地告诉我，顺着马路往前走，在第二个红绿灯右拐。
我道谢后便按照他指示的方向走。
走了一段路后，忽听得身后有脚步声夹带着&ldquo;呼哧D乎哧&rdquo;的喘气声，回头一看，正是那位
指路老人，因为一路小跑，脸上淌着汗。
他在我面前站住后，喘了口气，说刚才他告诉我错了，不是第二个红绿灯，而是第三个。
　　&ldquo;快速时尚品&rdquo;的流行显示了日本年轻入消费观念的变化，即：疏远奢侈品和高端品
牌，追求价格上相对低廉、设计上无可挑剔的&ldquo;快速时尚品&rdquo;。
这一消费观的变化不仅仅与经济不景气有关，同时，也是个性化时代的产物。
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人不再以昂贵的商品来包装自己，而是凭借自己对时尚的理解，把一些价格相对
便宜但设计时尚的服饰巧妙地搭配在一起，显示和张扬自我个性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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