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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衣、食、住的形式与当地气候、风土人情有紧密联系，这一点毋庸赘言。
本书中提到的厨房、浴室、厕所，作为食与住的元素，可以说尤其证明了这一点。
说起来，这些都是如今的居住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
然而就在不那么久之前，人们还将自己的居所称为“巢”，由此可知。
其中也许有供躺卧的东西，但绝不会有什么装置可以供人做饭、沐浴以及出恭，所有这些事情在户外
解决才是当时的常态。
当然这也是不得已，因为当时人们还没摸清应付其中的“火”与“水”所蕴涵的危险性与污染性的门
道呢。
于是，为了寻求更加方便的解决之道，想办法将厨房、浴室、厕所纳入室内的历史就此展开。
而这毫无疑问可以看做是为了让“火”与“水”登堂入室的历史。
简单的野外篝火，渐渐变成了地炉、壁炉。
以及灶和取暖器；简单的凉水冲洗，结合蒸浴和桑拿等各种努力，成就了浴缸的开发；便壶这种简单
的处理方式也历经尿壶、坐浴盆。
然后才出现了冲水式便器。
这样的过程在各国先后演进，且不断在样式上使其带上各自的国民性，回想起来，这一路程是如此漫
长而又如此迂回曲折。
呀，说起来这些东西最终得以登堂入室，其实也不那么久远，不由让人深深感叹其出人意料的费时费
事。
不管怎么说，我们在此重新回顾这一“进程”，希望能有助于将这一远未结束的“居所中的火与水”
推向更快的发展。
本书中图出自中山繁信之手，文章则由光藤俊夫负责。
在写作本书时，我们参考了许多专家的各种珍贵资料与文献。
其中的主要资料列于卷末，在此向各位表示深深的感谢。
另外在此须事先说明，本书中的图画虽是根据各种资料绘成，但也有推测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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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人类生活的开端，正是从水与火的使用开始的．把水与火纳入膳所，就是文明的进程。
而厨房、浴室、厕所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见证我们从茹毛饮血的野蛮人变为文质彬彬的现代人。
居所中水与火的历史，也是管窥人类文化生活的视角  本书的作者正是从这个角度，回溯历史长卷的
一隅，为我们带来妙趣横生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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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日本）光藤俊夫 （日本）中山繁信 译者：刘缵光藤俊夫，1930年出生于大阪。
1950年，大阪工业大学建筑专业毕业。
1953年，京都市立美术大学美术系西洋画专业毕业。
同年进入株式会社竹中工务店工作，历任该公司设计部部长等职。
现任昭和女子大学教授、建筑家。
中山繁信，1943年出生。
1971年，法政大学研究生院硕士课程结业，历任宫殿建筑研究室、工学院大学建筑学专业伊藤郑尔研
究室助教。
现任中山繁信+TESS计划研究所责任人，工学院大学工学部教授，日本大学生产工学部外聘讲师。
刘缵，生于湖南郴州。
毕业于清华大学外语系日语专业，曾留学日本，专研日语语言学及日语教育，毕业论文获全国语言类
一等奖。
译作散见于各处，颇受好评，有《图说日本住居生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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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人要生活下去，“水”是不可或缺之物，因此绝大多数人都居住生活在河川、泉池或沼泽的附
近，这一点已经说过了。
不过，总有人在这一点上不能如愿。
而在挖掘水井、以地下水作为生活之源的情况下，不能总将排泄物“付诸流水”。
因为“水”是贵重物品，不能将它用在被丢弃的东西上。
于是虽然没有锯刺鲑，却将排泄物给猪吃，来解决清理问题。
这种方法在中国的西汉时代被创造出来。
而就在基本相同的时期，或许还要更早一点，古希腊也将这些东西交给了一种名叫圣甲虫的金龟子来
处理。
这是利用了圣甲虫在人粪上产卵后，会将其滚成圆球移至别处的特性。
实在有点难以想象，那样小小的虫子，要以怎样的数目聚集起来才行啊。
正如大家所知，这种虫子在古埃及被视为太阳神的化身，做成石雕或金属的装饰品。
直至今日，仍作为幸运的护身符被崇拜。
说不定这是因为，圣甲虫在这个国家也发挥了与在古希腊相同的作用呢。
言归正传，“猪厕所”这种东西，你要说它不拘小节吧，确实是有一点不拘小节。
因为在海那边，无论是埃及还是希腊，人是不会去吃那些圣甲虫的；但在这边，那猪可是要作为美味
佳肴端上餐桌的。
这也确实需要一点胸襟。
不过有一点毫无疑问，这种形式，是由人与猪的合作而形成的再好不过的循环再生系统。
猪厕所据说不久之前在冲绳还有，但现在已经没了。
我不知道现在中国还有没有这样的东西，但中国将“厕”写作“困”，肯定是从猪厕所而来。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居所中的水与火>>

编辑推荐

《居所中的水与火:厨房、浴室、厕所的历史》是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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