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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什么是日本的民族精神？
它是怎样形成与传承的？
    传统的日本人是怎样培养与不断“克隆”出来的？
    《日本社会论——家与村的社会学》在“日本人剖析自己的民族精神及其形成与传承”方面为中国
的社会学界填补了一项空白，是一本优秀的日本农村社会学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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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鸟越皓之，是日本著名社会学家，曾任日本社会学会会长。
生于1944年出生于日本冲绳县，1972年毕业于东京教育大学研究文学研究科（社会学专业），曾任日
本筑波大学研究生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教授，现为早稻田大学人间科学学术院教授。

　　王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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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盆节（盂兰盆节--译者注）期间，正是自家死去的爷爷、奶奶，还有更早的先祖回来的时候。
在日本，这是很普遍的信仰。
柳田国男认为虽然现在其大部分意义已经消逝了，但正月和盆一样也是祭祀亡魂的活动。
祭奠亡魂绝不是不吉利的活动。
由于盆节的祭祀活动的佛教化，所以，这种一年举行两次的大型祭祀亡灵的活动，在内容上也就有了
变化。
　　柳田说：“盆和正月两次魂祭，两次魂祭都有各自偏重的内容，我们的先祖们花费精力寻找两者
的区别，渐渐地产生了忽略其共同之处的倾向。
这中间比较明显的是将正月所祭之魂称为‘御灵’，而称盆祭之魂为‘精灵’或‘精灵先生’。
这样做的目的是企图从称谓上将两者区分开来，原来两者在日‘语和汉语里都是相同的。
德岛县等地对于家的亡魂，不少人懂得只在正月节时称其为御灵，但是在盆节时也常常有人使用御灵
这样的说法。
例如，有的活动称为生盆等，人们都聚集到身体健康的父母的家里，带着鱼类及其他东西来参加祭祀
‘活御灵’的活动。
这类活动时至今日也没有发生变化。
对于活着的人是不能称其为精灵的。
所以人们是在故意这样称呼。
　　（3）“家”注重直系血统超越世代的延续与繁荣。
　　总之，日本是喜好家能永远延续下去的民族。
一般说一个家庭里如果夫妇死亡、孩子也结婚了，人们会认为这个家庭消亡了。
这是针对所谓夫妇家庭（核心家庭）的想法。
但是正像相当多的民族那样，日本民族也希望作为生活的基本单位的家庭永远延续下去。
这种愿望与“家”的直系家庭结构相关。
这一点将在后面予以论述。
　　关于非亲族　　你会注意到下面将要讲到的家的结构，与本章开头描述的小学生、高中生所做的
回答的家庭的表象存在较大的差异。
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就是，非血缘成员能够简单轻易地进人家庭。
一般来说，如果确立了家庭作为那个社会生活中的基本单位的强势制度，就会有很多非血缘者进入家
庭。
所谓养子就是这种情况。
家成员变少并将趋于全部逝去，如果没有后继者，就必须将关系相近的亲族以外的人纳入这个家庭。
　　像开头所说的小学生、高中生回答的对家庭的印象，家庭是由有血缘关系的人们组成的，这并不
是生物学的事实，而是一种“神话”。
没有孩子的夫妇得到养子，这三个人在生物学上完全是毫无关系的他类。
三个人之间都没有血脉相连，但是，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据此说“你们不是一个家庭”。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本社会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