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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菊花」是皇室的圖騰，日本人愛菊花代表文化中軟的一面，「劍」是

對武士的尊貴及崇拜，代表文化中硬的一面。而菊花與劍都是構成日

本民族性的一部份。 

 

⚫ 因此，日本民族兼具了軟硬兩面的特性： 

 

好戰而祥和    黷武而好美    傲慢而尚禮    呆板而善變 

 

馴服而倔強    忠貞而叛逆    勇敢而懦弱    保守而喜新 

 

⚫ 日本人極在意別人對其行為的觀感，但有時雖然錯誤不為人知，他們

卻也會自覺罪惡。 

 

⚫ 美國人為什麼要瞭解日本人的民族性？ 

正是因為以下一連串的問題急需解答： 

 

「不入侵日本而使之降服是否可能？」 

「可否轟炸日皇宮邸？」 

「對日本戰俘可作什麼期望？」 

「為了解救美國人民的生命以及壓低日本人寧死不屈的鬥志，應該如

何向日軍及日本本土宣傳？」 

「如果和平來臨，為了使日本民族安分守己，是否需要實行永久的軍

事統治？」 

「美軍是否還須與那些固守日本山寨而誓死不降的勇猛日軍拚鬥？」 

「世界和平達到之前，日本是否必須來一次類似法國大革命或俄國革

命的革命運動？誰來領導這場革命？ 

 

⚫ 在戰時，人們易於把一切都歸咎於對方，因為要瞭解敵人對生命的看

法實非易事。問題是：如果我們處在他們的地位，日本人會怎麼辦而

不是我們會怎麼辦。我們必需看清他們的作戰方式，並且不把它看做

是軍事問題，而是文化問題，反而容易瞭解。 

 

⚫ 不管是戰時或平時，日本人的行為都是循規蹈矩的。他們處理戰事



時，有何特殊線索顯示其生活及思想方式？譬如其將領鼓舞鬥志、消

除困惑、調度軍隊的方式……等等，在這些行為當中就可以看出他們

自認可以發揮的力量是什麼。 

 

⚫ 不管是任何原始部落或最文明的民族中，人類行為都是在日常生活中

學習而來的。不管一個人的行為或想法有多奇怪，這個人的感情反應

及思想方式都與經驗有些關係。我們愈對日本人的某項行為感到不

解，我們就愈需假定在其生活中某處存有造成這些奇異行為的制約機

制，這正是我們要學習的地方。 

 

⚫ 由於缺乏認識，國與國之間、文化與文化之間常常互相誤解。有時我

們以為國家間有不可妥協的差異，有時我們又高談國家間的共同目

標。如果他國的行動方針與我們所瞭解的大相逕庭，這是由於他們的

經驗及價值體系使他們的看法與我們不同，糟糕的是，我們不去瞭解

他們的習慣與價值，並由此發現他們出乎我們想像的行動並非必然是

惡劣的！ 

 

⚫ 提倡「大同世界」、「四海一家」的國際親善人士總是鼓吹和勸服世人

有關地域、種族、宗教之間的差異都是表面的，全人類的想法基本上

是相同的，堅信世上所有民族都是從同一個模子塑造出來的。又有一

些人過分護衛自己的生活方式，要求別人也採用他的方法，接受他所

喜好的信條，這就好比要求妻兒與自己以相同的方式過日子，都是病

態的想法。 

 

⚫ 研究比較文化的學者尊重國家之間的差異，他們的理想是一個具備某

種程度的寬容態度，而且能夠容納差異的世界，並且不相信國家間的

差異會對世界構成危險。 

 

⚫ 本書主題是記述日本可預期且被認為理所當然的行為習慣，例如： 

 

哪些場合他們預期會受到禮遇？ 

哪些場合他們不能預期禮遇？ 

他們覺得慚愧的場合。 

他們感到尷尬的場合。 

他們對自己的要求。 

 

⚫ 日本人心目中的道德與罪惡觀念，與西方人有天壤之別。日本文化是

個獨特的體系，既非佛亦非儒，它是日本的長處也是日本的短處。 



 

心得分享： 

⚫ 矛盾和衝突常來自不瞭解，因為人類行為都是從日常生活中學習而來

的。如果我們願意去瞭解對方的習慣和價值，就會發現他們的作為雖

然超出我們的想像，但未必是惡意的。 

⚫ 有些人過於護衛自己的生活方式，要求別人也採用他的方法，接受他

喜好的信條，這是病態的想法。我們應該尊重不同民族間的差異，具

備寬容的態度，容納差異的世界，並且不相信國家間的差異會對世界

構成危險。 

⚫ 以上的觀念實在是太好了，今天的世界會變成這樣，是不是與此有

關？尤其是所謂的歐美強權，觀念改變了嗎？能夠容納差異的世界

嗎？是不是該反省了！我們自己並不是強權，但也不能盲目的接受受

他們錯誤觀點，急著站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