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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相扑是日本国技，昔日与歌舞伎并列为日本两大国粹。
如今，相扑在日本一枝独秀，成为仅次于棒球的极富魅力的运动项目。
本书从相扑史话、相扑力士、相扑部屋、相扑文化、相扑花絮、日本相扑的现状与展望等几个方面入
手，阐述了日本相扑与中国儒、释、道的渊源关系，也具体分析了相扑在日本的发展成熟，并以此深
入浅出地透视了日本的国民精神及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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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晓平，1947年8月出身于四川省开江县，现任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日本帝埭山学院大学人间文
化学部教授。
长年从事中国古典文学与中日比较文学研究。
主要著作有《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佛典志怪物语》(江西人民出版社)、《
亚洲汉文学》(天津人民出版社)、《智水仁山——中日诗歌自然意象对谈录》(与中西进合著，中华书
局)、《中国文学在日本》(与严绍鋈合著)、《二十世纪国外中国文学研究》(与夏康达主编)、《国外
中国古典文论研究》(与周发祥、李逸津合著，江苏教育出版社)、《梅红樱粉——日本作家与中国文
化》(宁夏人民出版社)等。
译著有《水边的婚恋一万叶集与中国文学》(四川人民出版社)、《日本诗歌的传统——七与五的诗学
》(与隽雪艳、赵怡合译，译林出版社)等。
主编“日本中国学文粹丛书”(中华书局)与“人文日本新书丛书”(宁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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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史前期    中国古代相扑活动，古称“角力”、“角抵”、“手搏”等等，似今天的摔跤。
它的起源可追溯到没有文字记载的远古。
传说在距今4600多年前，黄帝的部落与蚩尤的部落在逐鹿(今河北涿县)展开了一场生死较量，蚩尤耳
鬓如剑戟，头有角，用角抵黄帝，锐不可当。
尽管这一传说带有神话的痕迹，但还是隐隐约约地显示出“角抵”的起源与原始部落间为争夺地盘而
发生冲突有关，有着武力竞争的色彩。
后来在中国古代的北方农村中流行着一种头戴牛角，三三两两互相抵斗的“蚩尤戏”，这就是老百姓
为纪念与黄帝逐鹿中原的蚩尤而举行的民间竞技活动。
    萌芽期    西周时期，这种两人徒手搏斗的竞技活动被称为“角力”，并成为一项重要的军事训练内
容。
每年冬天，周天子都要召集他的将帅，让他们在冰天雪地中练习射箭和角力，并亲自检查训练效果。
由此可见，此时的角力活动仍然烙有军事活动的印痕。
这一印痕时至春秋战国时期才逐渐淡化。
    战国后，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急剧变革，原属于军事活动的角力，似乎也受其熏染、浸润
，逐渐从军事训练的樊笼中脱离出来，向带有竞技性的身体活动方面发展，开始走上“以为戏乐，以
相夸示”一路。
1955年在陕西西安客省庄出土的一块战国透雕铜牌，向人们真实地展示了当时民间角力的生动场面。
只见两个彪形大汉上身赤裸，下身着长裤，各自一手扣住对方的腰，一手扳住对方的腿，碰撞在一起
，相持不下，难解难分。
在大汉们的身后各有一匹马正静观他们的精彩表演。
对于力士来说，这种徒手肉搏的角力已成为一种习武与娱乐相结合的活动。
这也是目前人们所能看到的中国古代最早的相扑图像。
西周由此可以看作中国相扑的萌芽期。
    繁荣期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认为从此国泰民安，永远不会有纷争和战火，于是下令民间不许私藏
兵器。
在“车同轨、书同文”的政治制度的感召下，“角力”也更名为“角抵”，从原来的军事活动中彻底
分离出来，成为一种专供王公贵族欣赏娱乐的“角抵戏”，又称“大角抵”或“百戏”。
秦朝的第二个皇帝胡亥就很喜欢看角抵。
当他在观看角抵戏时，不允许任何人打扰他，就是宰相李斯有要事来求见也准吃闭]羹。
由此可见他对角抵戏的痴迷程度，同时也说明这时的角抵是娱乐占主导的技艺较量，而不是战场上肉
搏格斗的再现。
    到了西汉，天下太平，国力日增，有钱有闲阶层对娱乐的需求也与日俱增。
于是，角抵戏的内容不断地得以翻新，常以角抵、歌舞、杂技、魔术等各种娱乐形式展开故事情节，
精彩之处，为其呐喊助威者甚众，场面异常火爆。
从这种在公开场合由两人表演的角抵中已能看出后来相扑的影子。
1974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山东临沂的金雀山九号汉墓中发掘出一幅彩绘帛画。
画面上共有三人，居右者头戴箭形茨菰叶饰，双腕佩红镯；居中者着长冠，穿宽袍，系赤带；两人张
开双臂，身体前俯，怒视对方，作跃跃欲扑之状；左侧有一旁观者，小帽宽衣，拱袖肃立，可能是角
抵者的裁判吧。
    据大量史料记载，汉代的许多皇帝都特别喜欢观看角抵比赛，连一向对文娱活动不感兴趣的汉哀帝
，对这种角抵比赛也情有独钟，恋恋不舍。
有一些达官贵人甚至很擅长于角抵。
如汉武帝麾下的臣子金日弹就精于此。
当他发现莽何罗背叛国君时，火冒三丈，施展击、打、扳等绝招，瞬间就将莽何罗重重地摔在殿前，
狠狠地惩罚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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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一些昏庸的帝王，他们终日过着纸醉金迷声色犬马的生活，他们的喜好常被抹上一层病态
的色彩。
如三国时吴国的亡国之君孙皓，他曾下令宫女们戴上饰有垂珠的金首饰进行角抵比赛，供他赏玩。
在相互碰撞中，这些首饰大量被损坏，就让工匠们不断制作新的更换。
女子相扑在此时首次亮相，同时反映了君王们骄奢淫逸、挥金如土的生活。
    “相扑”一词首先出现在晋代，隋唐时期“角抵”、“相抵”、“角力”三名称并行，虽然名称纷
呈，但其内涵却是一致的。
郊祀是唐代君王祭祀天地的大礼，在郊祀之前，一般有相扑之例。
此时在朝廷已有了负责管理相扑活动的机构，名为“左右军”。
到唐代，这些专业的相扑力土都云集到叫“相扑棚”的正规组织中，在那里相互较量，切磋技艺，精
益求精。
⋯⋯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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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相扑即如人生，都是胜负的世界。
    ——高砂浦五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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