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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神道是日本民族文化的核心，它积淀于日本文化的深层，影响于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国民生活
等各个方面。
所以，不了解神道就不能真正了解日本文化，不能真正了解日本。

在中国文化传入日本之前，产生于古代日本农耕社会的原始神道只有祭祀礼仪，没有理论和经典。
佛教、道教、儒学等中国传统文化传人日本之后，对神道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神道是在吸收了佛教、道教、儒学等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分之后，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和经典。
今天，无论从神道的文献资料、各学派神道的理论，到神道的神祗、神社建筑、祭祀礼仪，无不可以
看到中日两国思想文化交流的印记。

《神道与中日文化交流》(王守华、王蓉编写)是关于研究日本神道与中日文化交流关系的专著。

《神道与中日文化交流》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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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守华，男，1938年生。
1961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65年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
曾任山东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专事日本哲学、宗教研究。
著有《日本哲学史教程》(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安、藤昌益现代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现代东方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环境与东亚。
文明》(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等。

王蓉，女，1971年生。
2002年毕业于日本国立爱嫒大学，获博士学位。
现任济南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系副教授，专事食品营养与饮食文化的教学和研究。
著有《齐鲁特色文化丛书——饮食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4)及论文(Possible
antitumor promote in Spinaciaoleracea(spinach)and comparison of
theircontents among culfiva》等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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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灵社祭祀。
山崎暗斋曾师事于吉川神道（理学神道）的开创者吉川惟足，学习吉川神道。
并接受惟足亲自题写的“垂加灵社”号。
山崎将此灵社号作为自己的心神，在生前就对它进行祭祀。
近世的部分儒学家，在将理气视为充塞天地万物之存在的同时，也把神作为遍在天地万物的存在。
山崎暗斋作为“海南朱子学派”的开创者，同时又是“垂加神道”的开创者，正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
，将心作为神明之舍，即认为心是神的宿处，神就在心里（或天人一体），所以祭祀心神是理所当然
的。
虽然此前，已有过在生前从吉田家接受灵社号的神道学家，但是在生前就对自己的灵社号进行祭祀的
却无先例。
所以，山崎暗斋在生前就祭祀“垂加灵社”的举动，在垂加神道的神灵观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复古神道的神灵观。
本居宣长通过对《古事记》的考证，提出自己的神道理论，使得当时的神灵观为之一新。
本居提出神的定义是：“迦微（神——引者注）指从古典里所见之诸神，直止祭祀诸神的神社里的御
灵，人更不用说，也包括鸟兽草木之类和山海等。
这些都具有不寻常的优秀之德。
把敬畏之物称为迦微。
”这个定义不但包括了古典（神话）里的神，也包括了神社里和平民百姓所祭祀的神和灵，还包括了
人和万物。
即强调了神的存在及其作用的根本性和普遍性。
迄今为止的神道家，都把国常立尊作为生成世界原理的根本神，而本居却把产灵神（高皇产灵神、神
皇产灵神）作为根本神。
其理由是：他通过对《古事记》原文的研究，虽然在《古事记》一开始登场的“独神”、“隐身神”
是天御中主神和国常立尊，而产灵神只露了一下脸就不见了。
但是根据他的研究发现，产灵神在以后却屡屡登场活动，并且成为生成世界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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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神道与中日文化交流》：文明对话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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