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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文化和生活的角度，平实直观地再现了日本这一片土地上的居住者不断与自然相调适，建立起
美观实用的居住空间和居住形式的历史。
藉由本书，我们的足迹遍布日本各地，领略当时当地的风情地貌、世情百态；细致的描画，甚至每一
个日常所用的器具都在讲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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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背景提示： 上古时代原本指没有文献记录的时代，日本国内一般指旧石器时代和 绳文时代，称
为 “先史时代”，而将弥生时代和古坟时代称为“原史时代”。
不过在本书 中，上古时代包 括了旧石器、绳文、弥生、古坟四个时代。
 日本列岛上可确认的人类历史，大约可追溯到3万年乃至10万年前。
约 3.4万年前，从 中国华北地区传入的小刀型石器，在日本列岛普及开来；后来在约2万年前 ，由西伯
利亚传 入的细石刀片石器，则主要在东日本传开。
后来小刀型石器率先消失。
 约1.2万年前左右，因末次冰期结束而开始急剧温暖化，使得人们的文 化与生活产生极 大变化，除了
琉球群岛以外，全岛进入绳文时代。
 绳文时代开始于距今约1.2万年前，分为草创期、早期、前期、中期、 后期、晚期。
 对这一时代的考古发掘中，大量出土的陶器和陶俑表面有近似草绳花纹的 图案，故称为 绳文时代。
这个时候的人们制作绳文式陶器，早期以后迈向定居化，大部 分住在竖穴式 住居里，通过狩猎、渔
捞、采集植物等生活，使用弓箭、打制石器、磨制 石器、骨角器 等等。
 绳文时代后期到晚期，人们开始间或种植水稻。
由此开始进入弥生时 代。
 弥生时代开始于公元前3世纪，由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发现的弥生式陶 器而得名。
这 个时代中，以稻作为中心形成的农耕社会，由北九州而始，迅速蔓延至日 本各地。
 弥生文化从一开始就具有先进的农耕技术，通常认为它受到了来自朝 鲜的移民的影 响。
中期以后灌溉技术进步，农业生产渐趋稳定。
后期，铁制农具普及， 石器基本消 失。
铜铎、铜剑、铜矛、铜戈等青铜祭器发达，出现制铁和制盐等社会分 工。
通过交易 和战争等，形成了统一的政治性的地区集团。
此时北海道尚不能种植水稻 ，仍处在绳文 文化阶段。
 古坟时代又称大和时代，日本继弥生时代之后的时代，从公元：300年 开始，迄于公元 600年，因当时
统治者大量营建“古坟”而得名。
古坟的分布基本上遍及本 州岛南部，以奈 良、大阪的大和盆地为主，北海道则未发现。
这一时期的坟墓为巨大的穴 式土堆，四周有 壕沟，“前方后圆”式古坟最具代表性，坟的周围围绕
着中空的黏土塑像 ，这些筒状土制 人偶可能是殉葬用的，称为“埴轮”。
建筑这些坟墓需要花费大笔金钱， 只有少数的统治 阶级能够负担。
目前共发现71座。
古坟里通常有许多铜镜、珠宝等物品， 到了后期，古坟 里还有兵器和盔甲。
 古坟时代分为前期、中期、后期。
从8世纪初开始，火葬流行，古坟逐 渐式微，并开 启了佛教建筑的时代。
日本最早的史书《古事记》、《日本书纪》也于此 时相继编成，从 而进入日本的有丰富历史记录的
所谓“历史时代”。
 日本国土由被称为“日本列岛”的许多岛屿构成，北至北海道，南至 冲绳，其数量 达到4000多个。
从列岛北端南袭的寒流，与从南方北上的暖流在日本海和 太平洋汇合， 对气候风土产生了显著的影
响。
因此，当北部的人们不得不过着一年中有 半年冰雪封冻 日子的时候，南方的岛屿上却是四季常夏。
日本人的住居，便与所在地区 的风土有着密 切的关系。
 不过，日本最终成为现在的列岛并形成这样的气候风土，大致是公元 前1万年的事 情。
在那之前，大地被冰川覆盖，岛屿也与亚洲大陆相接，古诺曼象与猛 犸象生生不息。
 也许正是在那个时候，生活在亚洲大陆上的旧石器时代的人们追逐着这些 动物，来到了现 在的日本
国土，只是迄今我们还无法确证。
但是，远在公元前1万年的旧石 器时代，日本 各地就已有人类活动，这一点已经渐渐明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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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天，我们会弄清他 们与亚洲大陆上 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关系。
 日本人的祖先比较清楚地将他们的生活情况存留下来，是从绳文时代 开始的。
他们住 在竖穴式房屋里，制作陶器，也使用石器以外的工具，靠狩猎打渔、采集 植物过活。
与冰 川时代不同，他们生活在气候温暖、海洋围绕、有很多丘陵与河川的岛屿 上，小动物、鱼 类、
贝类之类的食物也无匮乏之忧。
特别是在关东地区以西的西日本，常 绿阔叶林郁郁葱 葱，橡树、栎树、米槠等的果实，葛、蕨等根
茎类植物极为丰富。
从采集 这些植物开始， 不久人们就通过烧荒，开始种植薯类等根菜类植物和谷子、稗子等杂粮。
 原始农耕就这样 出现了。
据说，这样的常绿阔叶林分布在从中国长江以南直到尼泊尔的广 大山区，这些地 区的饮食、习俗等
方面有一些共通的地方。
 弥生时代，水稻的种植技术从中国南方传到日本，稻作于是快速成为 农耕的中心。
这 也是因为有了绳文时代的原始农耕文化作为基础的缘故。
大米的生产不仅 改变了人们的饮 食，也改变了人们的整个生活。
人们开始建立村落，而集中居住也使得稻 田耕种成为有组 织的行动。
不久，一些小村落合并为大的村庄，并进一步在各地形成了“ 国”。
 到了古坟时代，农业经济已经高度发展，甚至能把统治国家的首领葬 入巨大的坟墓。
 居住方面也不只是以往的竖穴式房屋，人们还建起了干阑式(高床式)建筑 和高仓；住居 也不再仅仅是
起居之所，而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了权力和财富的象征。
P1-3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图说日本住居生活史>>

编辑推荐

　　一幅展现日本居住文化的生动画卷　　一次穿越日本历史时空的悠闲漫步　　住居不只是生活的
容器、安居的场所，它还带给人心灵的平静；人们也因此对其产生眷恋，从中产生丰富的心灵活动。
　　住在住居里的人，建设邻居的人，以及围绕着这些人的社会，当所有这些元素和谐统一的住居诞
生时，它就成为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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