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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的历史进程看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王鹏飞 衣保中

提 要 | 从人类历史来看，自身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相互作用可以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外来

文化对一个国家的影响程度取决于该国文化的性质。在古代中国文化的影响和催化下，日

本文化是直接从仅有逻辑思 维 的 原 始 白 文 化 而 跳 跃 形 成 的，失 去 了 自 我 定 型 的 机 会。因

此，被称为被动定型的“有色 无 根 文 化”。这 种 文 化 具 有 可 塑 性 强、流 动 性 高、发 展 性 和 多

元化突出的特性。日本文化自 身 的 这 种 特 性，促 使 日 本 在 历 史 上 多 次 有 效 地 吸 收 外 来 文

化，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飞跃。本文从日本历史发展历程的四个重要时期———两次中国

文化和两次西方文化的全面引入，来阐述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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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 言

人类活动伊始，就伴随着“自然选择”与

“人为选择”的问题。所谓“自然选择”，即人

类在本能驱使下，为适应环境而进行 的 无 意

识选择行 为; 所 谓“人 为 选 择”，即 人 类 的 思

想意识在实践选择上的运用，具体到 现 实 生

活中便形成了文化因素。随 着 人 类 的 进 化，

文化因素在历史进程中愈发占据主 导 地 位，

而本能因素则构成历史发展的潜在能量。

文化是 有 层 次 的，从 内 向 外 有“核 心 文

化”、“基础 文 化”和“表 层 文 化”三 层。“核

心文化”是 不 同 民 族 认 识 事 物、做 出 差 异 性

判断的根源，是对文化进行分类的较 为 科 学

的标准。“基础文化”是核心文化的外化，它

包括一个民族的人生观、世界观、伦理和艺术

等领域内可以穿越不同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

群落的那一部分，是一个民族存在的 人 文 基

础和基 本 形 式。“表 层 文 化”是 一 个 民 族 创

造的具体 文 明 成 果，包 括 语 言 文 字、社 会 制

度、道德规范、科学技术、哲学文学艺术作品，

生产组织方式，工具设备和产品等。
从人类历史来看，任 何 社 会 的 发 展 不 外

两大动力: 一是自身传统文化，二是吸收外来

有益文化。人类历史初期，各 民 族 文 化 都 是

在相对封闭的范围内独立 发 展 的。因 此，其

历史演 变 极 其 缓 慢。随 着 人 类 生 产 力 的 提

高，交流工具的发达，各民族、国 家 之 间 的 文

化交流日益普遍。“文化交流不仅可以增加

各民族间的了解，还可以助长民族文 化 的 发

展。一种文化可以孤立地产 生，却 难 以 孤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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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繁荣; 缺乏交流，不仅文化的内涵会流于单

调，也会因缺少刺激而趋于萎缩，所以一个有

活力的文化必须善于与其他文化交流而吸收

其精华”。①

然而，外来文化对 一 个 国 家 的 影 响 程 度

取决于该国的核心文化。一 般 来 说，文 化 传

播推动社会形态的变更，也可以引起 表 层 文

化不断向理性化和现代化演变，而很 难 动 摇

其核心文化。核心文化决定 了 文 化 的 类 型，

它受自然、社会、人为等因素的影响。核心文

化的内在特质对文化发展的方向、程 度 和 各

个阶段的进度具有相当的决定性。
综观日本历史发 展 进 程，不 可 否 认 外 来

文化对日本社会发挥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受

不同时期历史，不同文化的影响，日本出现了

一次次大的飞跃，从荒蛮迈入文明，摆脱落后

走向发达，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并最终跻身于

世界大国、强国之列。日本文 化 史 学 家 辻 善

之助认为: “日 本 文 化 的 特 征 之 一 是 它 的 发

达往往是由于受到与国外交往的刺 激 所 致;

因而与外国交往盛衰非常明显地影响到日本

文化的消化; 日本文化是由日本民族 自 己 发

展的，但是如果无视与外国的交往就 不 可 能

了解它的发展”。②

日本多次“一 饮 似 长 鲸 吸 百 川”般 酣 畅

的文化吸收，加速了社会历 史 进 程。日 本 文

化是在外来文化源的催化下，直接从 仅 仅 有

逻辑思维的原始白文化跳跃形成了有色无根

文化。③ 它失去 了 自 我 定 型 的 机 会，而 这 个

文化定型在一般情况下往往需要一万年左右

才能实现。因此，日本文化形 成 的 过 程 也 充

分体现 了 文 化 传 播 的 巨 大 作 用。与 中 国 相

比，无论在哪一阶段，日本与西方文化的接触

都是很晚的，当老态龙钟的满清王朝 一 次 次

与西方工业化文明失之交臂时，日本 却 一 步

步踩着中国的肩膀，发展成为东亚的霸主。
这是因为日本文化和欧洲文化同属于无

根文化。从文化类型特点上 看，它 们 之 间 有

着本质的相同之处，日本文化看似在 儒 家 文

化衣钵的翼护之下，倡导忠、信、仁、义、礼，但

它和欧洲文化一样是多元的无根文 化，一 旦

有了外来文化的新鲜血液的注入，就 会 迅 速

地促进社会的飞跃和提升。日本的历史证实

了这一点。中国和 古 埃 及、西 亚、印 度 一 样，

都属于 自 我 定 型 的 有 根 文 化。他 们 尽 管 在

19 世纪先 于 日 本 接 触 到 了 西 方 先 进 的 科 学

技术，但由于其文化的特性，所以在接受西方

先进科学技术方面表现得非常艰难。这就是

辉煌几千年的有根文化的副作用———文化惰

性和封闭的文化环境所致。

二、中国古代文化使日本摆脱了荒蛮，

加速了核心文化的定型

公元前数千年，日本人以渔猎、采集或刀

耕火种农业为生。由于古代 航 海 技 术 落 后，

原始日本人无法吸收到大陆的先进文化和技

术，致使日本绳纹时代绵延了近八千年之久，

社会发 展 十 分 缓 慢，“到 公 元 前 六、七 世 纪，

中国已由新石器时代经青铜器时代进入了铁

器时代; 由原始社会经奴隶社会向封 建 社 会

过 渡，而 日 本 仍 处 于 新 石 器 时 代 的 原 始 社

会”，④与中国相比要晚两三千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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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汝谦: 《中 国 译 日 本 书 综 合 目 录》，香 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 年，第 29 页，孙国栋序四。
〔日〕辻善之助: 《日 本 文 化 史》第 一 卷，春

秋社，1969 年，第 1 页。

常名:《社会相对论》，http: / / www． aisixiang．
com /data /1099． html，第 4 页: “我 们 可 以 根 据 一 种 文

化对事物认识的逼真度，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水平，功

利思想的多少，人本思想成熟情况，迷信程度和历史

表现等标准把各民族的 文 化 分 为 两 类: ‘灰 文 化’和

‘有色文化’。有色文 化 对 事 物 认 识 的 逼 真 度 高，对

物质利益 的 追 求 水 平 高，功 利 思 想 多，人 本 思 想 显

著，迷信程度低，这 样 的 民 族 在 地 球 上 只 有 中 国、欧

洲和日本民族。但中国与后两者又不同。我们也可

以根据某种文化是自发定型或是受其他文化影响而

定型，将文 化 分 为 自 我 定 型 和 被 动 定 型 两 种 类 型。

前者又称有根文化，包 括 灰 文 化 和 有 根 有 色 文 化 两

种; 后者包括有色无根文化。”

黄尊严: 《中 日 关 系 史 专 题 要 论》，天 津 社

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年，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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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二、三世纪，中国秦朝建立中央集

权的封建大一统国家的烽火战乱使大批中国

移民为避难求生而漂洋过海来到日本。他们

带来了大陆的稻种、铁器、青铜器和水稻栽培

技术以及金属器具、冶炼技术等，使日本由绳

纹文 化 进 入 弥 生 文 化 时 代。“在 人 类 历 史

上，生产工具是按阶段向前发展的，其发展顺

序是: 石器→青铜器→铁器。而 日 本 弥 生 文

化的早期却是石器、青铜器、铁 器 并 用，这 在

世界各民族的 发 展 史 上 是 罕 见 的”。① 中 日

两国学者通过考古发掘研究，认定日 本 的 弥

生文化是中国移民携带的大陆新文化要素促

成的，而非绳纹文化自然演 进 的 结 果。在 中

国移民的 作 用 下，日 本 发 生 了“农 业 革 命”，

社会发展实现了巨大的飞跃，不仅使 日 本 进

入了稻作农耕和铁器时代，使日本人 开 始 了

定居生活，地缘联络取代了血缘联结; 促进了

社会分工，手工业逐渐从农业中分离 出 来 成

为专门性的行业; 男性代替女性成为 社 会 生

产的主力，推动了父系氏族公社与父 权 制 社

会的产生。随着生产力的提 高，生 产 资 料 私

有制逐渐代替氏族公社公有制，社会 形 态 也

开始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国 家 逐 渐

形成。
日本的绳纹时代长达 8000 年，而弥生时

代只有 600 年 左 右。毫 无 疑 问，文 化 传 播 推

动日本完 成 了 历 史 上 生 产 力 的 第 一 次 大 飞

跃———从野蛮走向开化的革命性的飞跃。武

安隆在《文 化 的 抉 择 与 发 展》中 说: “公 元 前

三世纪以后，由于大陆上种稻种族的移入，日

本民族开始形成，并实现了社会历史 的 跳 跃

式发展，不仅摆脱了绳纹时代八九千 年 的 缓

慢移行的状态。而且在短短几百年间出现了

如邪马台国那样的初期奴隶制国家，大 踏 步

走到了文明的门槛前”。②

另一方面，从文化形成的特点来看，日本

当时还处于没有定型的白色文化阶段。这一

阶段的人类已具有作为人所应有和必须的大

脑，从而有了产生文化的前提和基础，正是在

这个 关 键 性 的 时 期———先 进 的 高 级 文 化

源———中国文化影 响 和 参 与 进 来，打 断 了 日

本文化自我积淀和发展的过程，使日 本 社 会

文明一步跨越了几千年，从而加速了 日 本 文

化被动定型的进程，使其失去自我定 型 的 机

会，改变了日本文化的特性。公 元 前 日 本 对

中国文化的吸收，充分见证了无根文 化 的 形

成过程。

三、中国唐代文明奠定了日本的

基础文化，造就了大和民族

公元三、四世纪，日本统一了各部落以今

奈良为中心建立大和国，从此有了大和民族，

并开始了与 有“东 方 帝 国”之 称 的 中 国 频 繁

交往，公元三世纪至公元七世纪大陆 先 进 文

明源源不断地流进日本。奈良时代对唐文化

的吸收达到顶峰。日本大量的遣唐使和留学

生来到中 国，学 习 中 国 的 哲 学 历 史、政 治 制

度、文学艺术和生产技术。

在政治上，日本效 仿 唐 朝 制 度 进 行 大 化

改新，开创了著名的“律令时代”。仿效唐代

中国，建立以天皇为核心的中央集权 官 僚 体

制。律令时代构建的日本先 进 的 国 家 制 度，

是日本政治统一、法制完备、经济文化走向繁

荣的新时代。这使日本逐步建立起了封建制

度。日本 历 史 学 者 木 宫 泰 彦 指 出: “日 本 中

古之制度，人皆以为多系日本自创，然一检唐

史，则知多模仿唐制也”。③

在文化领域，这一 时 期 日 本 从 中 国 引 入

了 汉 字，并 借 助 汉 字 创 造 出 自 己 的 读 音 文

字———假名，产生了文字。同时，日本还仿效

唐代教育体制，以儒家经典为教科书，在中央

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创立了日本教育。各级

学校以中国儒家经典为教本，佛教以 中 国 为

母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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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黄尊严，1996 年，第 19 页。

武安隆: 《文 化 的 抉 择 与 发 展》，天 津 人 民

出版社，1993 年，第 81 页。
〔日〕木宫泰彦: 《日 支 交 通 史》上 卷，金 刺

芳流堂，1926 年，第 267 页。



文
化
研
究

在生活习惯上，习染唐风，学会唐朝制茶

方法，并发扬光大，逐步形成了日本独具风格

的茶道。日本的传统服装和服也是由唐装改

进而来的，甚至包括日本的 制 豆 腐、做 酱 油、
榨糖、缝纫等工艺以及围棋、空手道等体育项

目等都是此时由中国传入 的。此 外，如 今 日

本还保留着来自于中国唐代的许多传统民俗

文化与节日，如盂兰盆节、七 夕，重 阳 节 登 高

等习俗。
以上这些都说明了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

产生了深远且系统的影响。日本历史学家森

公章把日本当时向中国的学习说成是“如同

明治维新和二次大战以后一样，可以 说 是 一

个举国奔走 引 进‘敌 国’国 家 体 制 和 文 化 的

时期”。① 这一阶 段 的 文 化 导 入 和 传 播 对 日

本社会的各方面都有巨大的影响，奠 定 了 日

本文化、意识形态、社会结构 的 基 础，影 响 了

日本几千年乃至今天。
中国和日本都属 于 有 色 文 化，他 们 对 事

物认识的逼真度高，对物质利益的追 求 水 平

高，功利思想多，人本思想显著，迷信程度低。
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不同在于，一 个 是 自

发定型的有根文化，另一个是受外来 文 化 影

响而被动定型的无根文化。无根文化较有根

文化更具有可塑性、流动性、发 展 性，因 此 更

容易吸收和包容外来文化。
中国隋唐文化的 融 入，使 日 本 文 化 逾 益

丰满并完全定型。文化一旦 定 型，一 个 新 的

民族也就得以形成，一个新的民族文 化 的 灵

魂也就苏醒。这个人类群体从此就有了超越

自然条件而独立发展的可能性。

四、近代西方文明重构了日本表层文化，

使日本成为东方资本主义强国

19 世纪中后期，美国海军少将佩里叩开

了日本的门户。脑子里充满儒家思想的日本

国人开始接受“全盘西化”、“脱亚入欧”的思

想。“1871 年日本派出百人组成的庞大代表

团历时近两年访欧美 12 国，对西方发达国家

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作了详尽考察，全 盘 引

进西方的典章制度。在 1872 ～ 1898 年的 26
年间，日本大量聘请外国专家达 1． 5 万 多 人

次”。② 文化交流再次体现出一种“势能”作

用，如流水般由高而低。以汉 文 化 为 基 础 的

日本民族 文 化 受 到 西 方 强 势 文 化 的 猛 烈 冲

击。日本文化充分发挥了无 根 文 化 的 优 势，

西方先进的文化迅速主导了日本的社会发展

趋势，“殖 产 兴 业”、“文 明 开 化”和“富 国 强

兵”三大 政 策 作 为 建 国 的 指 导 方 针，使 日 本

出现了巨大的发展。
在经济上大力发 展 工 业，积 极 引 进 西 方

科学技术，招聘外国专家，派 留 学 生，培 养 高

级科技人才，扶植资本主义 成 长。出 现 了 早

期工业革命的热潮，加速了日本工业 化 的 发

展; 在文化上取消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教育，

建立西方近代学校体系; 军事上取消 封 建 武

士军队，剥夺武士垄断军队的特权，进行军制

改革，学习西方，建立新式资 产 阶 级 军 队，获

得了令世 界 大 为 震 惊 的 数 次 对 外 战 争 的 胜

利，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印证了明治维新

的成功。
自 1945 年到 20 世纪 60 ～ 70 年代，美国

文化的影响是日本第二次大规模引进西方文

化的范例。日本首先制定了一部较为完善的

和平宪法，确立了真正的议会民主政体; 经济

上在美国的大力扶持之下迅速复兴，并 高 速

发展; 外交上奉行惟美国马首是瞻的 追 随 政

策; 文化上美国影视作品及其传播的 生 活 方

式影响着日本社会的各个阶层。美国文化对

日本的影响，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罕见 的 经 济

奇迹，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是美国的 400% ，实

现了经济 的 高 度 发 展 和 国 际 政 治 地 位 的 提

升，这给素有“金元帝国”之称的美国以强烈

的震撼。美国人无论如何也 没 有 想 到，第 二

次世界大战中被盟军打得一败涂地的东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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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竟会在短短的几十年间脱胎换骨，在战争

的废墟上创造了令人惊讶的经济神话。日本

何以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取得这般辉煌的

成就? 究竟是什么魔法让其产品具有如此强

大的竞争力? 资源如此匮乏的岛国经济崛起

的秘诀又何在? 许多学者潜 心 研 究 证 明，外

来文化对日本的冲击过程也是日本贪婪吸收

的过程。美国文化的导入与渗透使日本一跃

而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以至于西方都 不 得 不

对日本另眼相看。
从文化的意义上 来 讲，近 代 西 方 文 化 引

入之时，日本文化已经完成了文化定 型 的 过

程，西方文化的渗透已无法影响到文 化 的 本

质———“核心文 化”，但 却 推 动 了 日 本“表 层

文化”向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同时由于无

根文化的特点，日本文化发挥了比其 他 任 何

民族都更 加 容 易 吸 收 和 包 容 外 来 文 化 的 优

势。西方文化的传入使日本由一个闭关锁国

的封建国家，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完

成了民族革命的任务，摆脱了沦为半 殖 民 地

的危机，日本社会从落后的封建阶段 过 渡 到

资本主义阶段，扭转了日本民族的历史命运，

使日本成 为 亚 洲 惟 一 能 够 继 续 保 持 民 族 独

立、东方的资本主义强国。美国的议会民主、
教育制度、学术思想、科学技术管理和生活方

式，深刻地改写了日本战后 历 史。与 明 治 维

新时期西方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一样，二 战 后

美国文化的介入，在日本历史发展过 程 中 同

样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五、结 语

从日本历史来看，尽管四次大的 文 化 移

植都给日本带来了社会历 程 的 飞 跃。但 是，

它们对日本文化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日本

著名文化史学家内藤虎次郎把中国文化和日

本文化的关系比喻成豆腐和卤水。日本文化

的形成，就像做豆腐，在磨好的豆浆中虽然有

豆腐所需的成分，但要使其凝结成块，就要加

点卤水。中国文化就好比卤水。这生动地说

明了中国文化渗透和影响到了日本的“基础

文化”和“核 心 文 化”。内 藤 虎 次 郎 的“卤 水

点豆腐”的 日 本 文 化 形 成 论，非 常 生 动 地 描

绘了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关系，形 象 地 说

明了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重要影响。实际

上，中国文化在日本文化的形成过程 中 所 起

的作用不仅仅是卤水作用，它还直接 地 从 多

方面参与了日本文化的构 建。从 史 料 可 知，

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大致

有三点: 一是大陆文化早期的偶然流 入 破 坏

了日本文化的自我定型，改变了日本 文 化 的

特性; 二是大陆强势文化的直接参与，具体包

括人生观、世界观、伦理和艺 术 等，穿 越 不 同

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形成了日本民 族 得 以

存在的人文基础和基本形式; 三是通 过 大 陆

文化的文明成果，包括语言 文 字、社 会 制 度、
道德规范、科 学 理 论 技 术、哲 学 文 学 艺 术 作

品，生产组织方式，工具设备和产品等对其的

刺激，在生产发展、社会繁荣 的 过 程 中，促 使

日本原始文化的自我固化。总 而 言 之，在 日

本文化中，从内到外的“核心文化”、“基础文

化”和“表层文化”的三个层面都受到了中国

文化的影响。
中国文化对日本 古 代 社 会 的 发 展、民 族

意识的形成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甚 至 将

日本文化视为中国文化的一个边缘部分。毫

无疑问，可以说日本的母文化是有色 有 根 的

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哲学、伦理等世界观、
人生观都直接传到日本，成为影响日 本 文 化

的强有力因素。因此，日本文 化 具 有 强 烈 的

人伦思想。虽然西方文化的引入对日本社会

的进步起到了非凡的作用，但其影响 只 是 涉

及“表层文化”，没有影响到日本文化的内层

“核心文化”和“基 础 文 化”。无 论 明 治 维 新

的“脱亚入欧”、“全盘西化”的口号喊得多厉

害，无论战后美国对日本的社会经济 的 推 动

有多大，都难以动摇日本文化的根基。因此，

日 本 在 移 植 西 方 文 化 的 同 时，不 断 地 将 其

“和”化，保留着东方文化的特色。例如日本

人对“民主”的 理 解 与 西 方 美 式 的 民 主 有 很

大的差异。在日本人看来，“民主”是一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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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内部高度的凝聚力和协调一致所构成的

共同的思想感情，根本上有别于美式 的 以 个

人为本位的绝对个人主义。日本人认为民主

是在一个社会集团内部有充分展示其才能的

机会。其中一方面个人独立、自尊，肯定个体

自我的存在价值; 另一方面又要发挥 团 体 的

制约作用。日本的经营管理模式也充分体现

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特性。它以东方特有的

“和”、“以人为本”、“共同体主义”、“重视人

情味”为 经 营 管 理 方 式 的 核 心，在 接 受 西 方

文化，重视资本、技术等物质因素的同时更为

重视人的因素。可以说，日本 文 化 在 思 维 观

念、意识形态等文化内层仍保留着以 中 国 文

化为母本的文化特色。因此，西 方 文 化 和 中

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有着本质 的 差 别，

这是由于文化接触的时期及其各自的文化特

性所决定的。
总之，文化交流和 传 播 推 动 了 世 界 进 化

和文明的发展。日本文化的 形 成 过 程，日 本

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充分证明了文 化 对 社

会进步的重要作用。由于日本文化是在外来

文化渗透和参与下产生的被动定型的“有色

无根文 化”，所 以 它 具 有 可 塑 性 强、流 动 性

高、发展性和多元化突出的 特 性。日 本 民 族

一直在不断地通过大量吸收、改造外来文化，

发展本民族文化。日本文化 是 通 过 吸 收、选

择、融合 外 来 文 化 才 得 以 形 成 的 混 合 文 化。
历史上四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的 过 程，使

日本文化羽翼丰满，并一次次改写了 日 本 的

历史。与有色有根文化的国 家 不 同，有 色 无

根文化的日本不以“进口”他国文化为耻，反

而引以为荣。如日本学者津田真道所说“抑

我帝国人民，自古以来即有取他国之所长，去

旧习而移新规 之 风”。① 日 本 对 外 来 文 化 的

吸收，是以整个国家规模进行的移植 性 的 吸

收，这也是由无根文化的特 性 所 决 定 的。因

此，一个国家的发展有赖于先进的文化导入，

而先进文化的导入又有赖于该国家和民族自

身文化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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