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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也是中国读者关注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作者在2008年樱花盛开时节走访日本，写下这本《樱花下的日本》，以丰富的细节、纪实的笔调，记
述了自己对日本的印象，描述了东京、大阪、京都、富士山的风貌，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解说了古
代中国对日本的深刻影响，解说了诸多“日本元素”如天皇、神社、新干线、地震、温泉、和服、茶
道、松阪牛肉的方方面面。
作者论述了明治天皇所实行的明治维新改变了岛国日本的命运，也论述了日本如何从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废墟上崛起，成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大国。
正因为这样，这本书不仅带领中国读者走进日本，而且会给读者以许多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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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永烈，上海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教授。
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
l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11岁起发表诗作，19岁写出第一本书。
20岁时成为《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
21,岁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
至今，《十万个为什么》总印数超过两亿一千万册，而取名予《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小灵通”手机
用户也将近一亿，这三个“亿”是叶永烈丰富的精神财富。
    
    主要著作为“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反
右派始末》、《“四人帮”兴衰》、《江青传》、《张舂辚传》、《王洪文传》、《姚文元传》以及
《陈伯达传》，长篇自传《追寻历史真相——我的写作生涯》、《用事实说话——我的采访手记》以
及《陈云之路》、《胡秀木传》、《傅雷与傅聪》、《追寻彭加木》、《邓小平改变中国》等。

　　作者也致力于“行走文学”的创作，著有《美国自由行》、《星条旗下的生活》、《俄罗斯自由
行》、《欧洲自由行》、《澳大利亚自由行》，《真实的朝鲜》、《今天的越南》、《五光十色美丽
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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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日本印象地小物贫的国家对于我来说，日本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度。
我诞生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
我的故乡温州曾经三次被日本军队占领。
我家所住的大楼被日军司令部占用。
我在襁褓之中，便随父母逃难。
正因为这样，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日本军国主义成为灾难的代名词。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
随着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年代，我结识了许多来访的日本文化界的朋友，我的许多朋友也从中国前往
日本。
我一次次飞往美国，常常在日本东京成田机场中转。
按照日本的规定，我每次都可以获得在日本停留半个月的签证。
然而，考虑到毕竟在日本没有亲属，而且我又不懂日语，所以还是选择了随旅游团前往日本。
这次我和妻选择了豪华团，得到了很好的照料，不仅所住的都是高星级酒店，而且导游、司的服务也
极其周到。
在出发之前，我开始做“功课”。
我买了日本地图，买了许多介绍日本的图书，使我对日本有了概念性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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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脑海里总是浮现一个镜头：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受日本政府邀请，首次
正式访日。
10月26日，邓小平一行在东京乘坐新干线。
当邓小平上车之后扣上安全带，列车就像子弹出膛一样飞速前进。
邓小平说了一句非常深刻的话：“乘坐新干线，使人有了追赶时代的感觉。
中国唯有大步前进。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在1978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开始“
大步前进”。
这本书写得很顺手，几乎是一气呵成，中间只是因为出席在郑州举行的全国第十八届图书博览会以及
赴石家庄为四川地震赈灾义卖，不得不中断了几天。
本书写作之际，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访问日本。
中国中央电视台对日本人进行了调查，发现绝大部分日本人都以为，对于日本来说最重要的国家是美
国，第二就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同样对中国人进行调查，绝大多数中国人则以为，对于中国来说最重
要的国家同样是美国，而第二重要的国家有的以为是俄罗斯，有的以为是日本——北京人大都把俄罗
斯放在第二位，上海人则大都把日本放在第二位。
不过，北京人也看重日本，把日本放在了第三位。
不管怎么说，日本是中国的一衣带水的邻邦，而俄罗斯是跟中国有着漫长边界线的邻国。
当年，俄罗斯的十月革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而中国与日本之间则有着悠久的历史交往和
错综复杂的恩怨情仇。
日本是美丽的岛国。
作为纪实文学作家，我以充满细节的笔调，记述了自己对日本的印象，描述了东京都、大阪府、京都
府这日本最重要的“一都二府”以及横滨、名古屋、神户等名城风貌。
我也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解说了中国文化对日本的深刻影响，解说了诸多“日本元素”如天皇、神
社、富士山、新干线、地震、温泉、和服、茶道、太鼓、松阪牛肉、鳗鱼情结的方方面面。
然而，我不希望这本书仅仅停留在景点的介绍和旅游的观感之上。
我力图揭示无比繁荣的日本经济背后的深层次反思与启示。
中国与日本之间有过太多的历史的痛苦回忆。
毕竟历史已经翻过了沉重的一页。
重新审视日本走过的现代化道路，对于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有着诸多有益的思索。
在历史上，中国曾经领先于日本，给予日本以巨大的影响。
日本的当时的首都——京都，是仿照中国的长安城和洛阳城建造的。
日本最初用的文字是汉字，至今日文中仍有1945个常用汉字。
光是这两点，就可以看出中国对日本的无处不在的影响。
日本的崛起，始于1868年的明治维新。
就在日本朝着资本主义道路迅跑的时候，中国却因光绪维新遭到封建旧势力的百般阻挠而失败，依然
停滞于封建社会之中。
落后就要挨打。
强大起来的日本一次又一次欺凌经济落后的中国，使中国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桎梏。
中国人对那样一段屈辱的历史记忆犹新，所以至今许多中国人一说起日本便咬牙切齿地斥之为“鬼子
”、“小日本”。
然而，对于日本的认识不能老是停留在《地道战》、《小兵张嘎》的水平。
很多中国人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日本，对于今日日本，知之甚少，内中也包括我。
我前往日本，就是希望直接观察今日日本的新貌，触摸经济高度发达的日本的方方面面。
在我看来，就中国而言，更值得注意和考察的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再度崛起，在战争的废
墟上打造了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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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日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但是当今中国正在走着日本已经走过的现代化之路：日本是在1955
～1973年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
在这18年间，日本的国民经济总产值(GDP)一直保持着年均增长9.8％的高速度，跟当今高速增长的中
国经济极其相似。
这18年间，日本工业增长率一直保持13.6％的高速度，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12.5倍，人均国民收
入增长10倍多。
2008年中国北京举办奥运会，而日本则在1964年举办东京奥运会。
2010年中国上海举行世界博览会，日本爱知县则在2005年举行世界博览会。
中国从2008年开始着手建设北京至上海的高速铁路，日本则在1957年开始着手筹建东海道新干线
，1964年建成东京至大阪的新干线。
我注意到，日本以“科技立国”、“高科技立国”作为国策，高度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高度重视教
育的普及。
日本在1936年才试制成功第一辆汽车，当时的美国已经平均每四人拥有一辆汽车。
日本后来居上。
如今日本汽车产量稳居世界第一，甚至连美国市场上也充斥着日本轿车。
日本在世界电器生产方面同样居于领先地位。
液晶电视、数码相机、手机、电脑、笔记本电脑、洗衣机、电冰箱，几乎是日本名牌的天下。
索尼、松下、东芝、日立、三洋、三菱、先锋、JVC、富士、卡西欧、理光、佳能、奥林巴斯、宾得
、美能达、尼康、爱华、雅马哈、NEC、京瓷、夏普、精工、爱普生⋯⋯都是日本的高科技企业。
日本以“科技立国”、“高科技立国”，而中国则以为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科学技
术是第一生产力，两国的见解何其相似。
然而，两国的科技水平，尤其是高科技水平，相距甚远。
今日中国还是处于“有山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的状态，中国的高速公路上满眼是日本轿车。
中国市场上的液晶电视、数码相机、手机等也是日本产品的天下。
中国的轿车没有自己的国际品牌，中国的高科技产品也鲜有自己的名牌。
日本的领土只有中国的二十六分之一，日本的人口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
日本是一个“地小物贫”的国家，却成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大国。
在2007年，日本的国民经济总产值是中国的1.76倍，人均国民经济产值是中国的18倍！
须知，在1990年日本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是中国的7.8倍！
由于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增长，追上来了，这才缩小了与日本的差距。
然而，中国拥有13亿人口，按照人均国民经济产值计算，今日中国仍远远落后于日本。
在2007年，日本的人均国民经济产值是中国的18倍！
中国正在崛起，日本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诚如2008年5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讲时所说的这么一段话：明治
维新以后，日本人民努力学习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逐步发展成为亚洲第一个现代化国家。
日本人民以有限的国土资源创造出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日本在制造业、信息、金融、物流等领域位
居世界前列，拥有世界一流的节能环保技术。
这是日本人民的骄傲，也值得中国人民学习。
我正是以这样的视角，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写作本书。
如今，中日都是具有全球影响的经济体，互为重要贸易和投资伙伴。
中日正在走向越来越密切的合作。
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中日之间“和”则双赢。
作为“好摄之徒”，我在日本拍摄了三千多幅照片。
我精选了数百幅，作为本书的插图，以求图文并茂，给读者以视觉的愉悦。
叶永烈2008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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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者在2008年樱花盛开时节走访日本，写下这本《樱花下的日本》。
著名作家叶永烈带你走进日本，了解它的美丽，感悟它的崛起。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也是中国读者关注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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