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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文化中，傳統的道德規範一代一代的傳承下去，不是單靠語言，

還在年長者對子女的態度中傳遞，所以研究一個民族的育兒方式，可

以使我們更加的暸解他們。 

 

⚫ 美國父母訓練其子女遠比日本缺少慎重和克己的要求。美國媽媽在嬰

兒誔生以後，立刻安排固定的授乳和睡眠時間表，如果時間未到，不

管他如何哭鬧都必須等待。過一段時間，母親會打他的小手，不許他

吸吮指頭或摸觸身體某些部位。母親並不經常在嬰兒身邊，在他還沒

喜歡其他食物之前就必須斷乳，有些食物對他有益他就必須吃。他做

錯事，就會受到處罰。美國人認為日本人這麼守規，小時候受到的訓

練想必更為嚴厲才是，事實上，並非如此！ 

 

⚫ 日本與美國的人生曲線正好相反，日本是個寬長淺底的 U形，幼兒和

老人享受最大的自由和縱容。幼兒期過後，限制逐漸增加，到了結婚

前後，個人自由達到最低程度一直到壯年期還延後許多年，曲線才再

度逐漸上升，到 60歲後，又可以像小兒一樣不受恥辱的煩擾。美國人

相反，幼兒必須接受嚴格的訓練，隨著小孩體力的增長，訓練也逐漸

鬆弛，直到成家立業，就可以完全不受他人的掣肘。所以，美國人壯

年期是自由自在的最高點，此後一個人元氣漸衰或必須被人照料，拘

束也就隨之而來。 

 

⚫ 美國人難於想像日本模式的人生，覺得那是違背現實的。而事實上，

美國人和日本人的人生曲線安排方式，在兩個國家都使人在壯年期得

以精力充沛的參與其文化生活。日本人堅信束縛是絕佳的精神訓練(修

養)，而且能產生自由無法達到的成果，但此束縛到了老年期又回到了

「自由的領域」。 

 

⚫ 日本人需要兒女的理由如下： 

 

1、 為了情感的滿足：養育子女是一種樂趣。 

2、 傳宗接代的需要：需要子嗣繼承家系和財產。 

3、 死後有人祭拜。 

4、 在家中獲得地位：未生兒育女的婦女在家中沒有地位，成為母親



才能成為婆婆，支配子女的婚姻和媳婦。 

 

⚫ 日本人的育兒和成長模式： 

 

◆ 婦女臨盆陣痛時不能哭叫 

◆ 產前必須為嬰兒準備新的小床、床墊、被褥，否則對嬰兒就是惡

兆 

◆ 在嬰兒能夠自己表達需求前(約滿周歲)，並不跟母親睡在一起 

◆ 嬰兒可以隨時吸吮母乳 

◆ 滿月帶至神社參拜後才認為生命已固著在其身體中，可以安全帶

到屋外 

◆ 外出時，嬰兒是用一條布帶纏住腋下和臀部，繞過母親肩膀而繫

在腰部 

◆ 家中年紀較大的小孩遊戲時也需常常背負嬰兒，幫忙照顧弟妹 

( 影響： 

嬰兒常被帶到外頭接觸其他人，較為聰明好奇 

        嬰兒在背上可以伸展四肢，但必需靠自己取得舒適的姿勢 

        能在任何地方以任何姿勢睡覺……   ) 

◆ 母親會向嬰兒說話、哼歌 

◆ 母親會帶著嬰兒做各種禮儀動作 

◆ 母親會抱著嬰兒一起入浴 

◆ 三~四個月後必須包厚重的尿布，導致他們長大後兩腿弓彎 

◆ 三~四個月大時，母親開始排泄訓練，如果嬰兒隨地大小便，母親

會叱責有些也會捏打他 

◆ 如果一直不排泄，就替他浣腸或吃瀉劑來幫助控制排泄 

◆ 母親抱著嬰兒大小便時，必須抱離自己身體有一些距離，所以要

抓得很牢 

◆ 通常在學走路之前就開始說話，但爬行時卻遭勸阻 

◆ 並不只靠嬰兒自己學語，大人會主動去教認字、文法和尊敬用語 

◆ 不可以踏門檻，那是危的險的，絕對禁止 

◆ 不可以踏上或坐在榻榻米的接合處 

◆ 常用的告誡語是：「危險」、「不好」和「骯髒」 

◆ 通常在能瞭解別人話之後斷乳，不肯斷就在奶頭上塗胡椒或揶揄

他 

◆ 幼兒食物不包括牛乳，也不準備特殊蔬菜 

◆ 小男生哭泣時，母親會告訴他，「你是男孩，不可以哭！」 

◆ 母親會用不要他、丟棄他、送人家……來恐嚇小孩聽話 

◆ 對小男孩縱溺，甚至可以用對母親大發脾氣、拳打腳踢的方式來



得逞 

◆ 孩子必須學習對父親表達適當的敬意，且幼兒應順從父親 

◆ 祖父母並不擔當訓育者的角色，卻寵溺孫子，媳婦不得異議 

◆ 兄弟被教導要讓弟妹，稱為「先輸後贏」，成為日後生活中重要原

則 

◆ 通常老大要照顧老三、老二要照顧老四 

◆ 若小孩不聽話或吵鬧，母親會帶去神社或佛寺「求助」 

◆ 最嚴厲的治療方式是「灸(moxa)」，用以治療癎癪和倔強脾氣 

◆ 以手扶幼兒身體的方式教導必要的姿勢，如正坐、睡姿 

◆ 婦女的睡姿不雅引起的羞恥感是強烈的 

◆ 女孩必須學習兩腳併攏挺直而睡，絕不可成「大」字形，男孩則

可隨便躺臥，這項要求在上層階級更重於下層 

◆ 學書法時，老師是以手握孩童的手描寫字體，是為「體驗感觸」， 

也用在教導孩童鞠躬、用筷子、射箭或把枕頭綁在背後當作嬰兒 

◆ 男女孩在入學前及入學後二、三年都混雜在一起玩樂 

◆ 同齡玩伴稱為「同年(donen)」，易結成最親密的關係 

◆ 學齡前孩童間的遊戲並無拘束，有些行為在西方人來看是非常猥

褻的 

◆ 孩童做性遊戲，除非是不當場所、不當對象，並不會受到大人責

罵 

◆ 遊伴之間無顧忌的惡言或自誇是受到包容的，是為「小孩不知

恥」 

◆ 孩童並不會懼怕神祇，因為神是賜福於人而不是獨裁者 

◆ 男孩入學二、三年後才真正開始學習成年人的生活方式 

◆ 自己做錯事時，最先嘲笑他的是同儕，而不是老師或父母 

◆ 孩童自小學中高年級起學習克制自己、承擔對鄰人、家族、國家

的債欠，要清償債欠，必須謹慎行事 

◆ 若孩童被老師說不順從、無禮貌、品行不端時會受到家人的排

斥，因為沒有履行對世間之「義理」，因些不能向家人求助，也不

能倚靠同學和友伴，在重新加入友群前，必須謝罪、發誓不再犯

錯 

 

Gorer指出：上述這種現象在社會學上是很不尋常的。在大部份實

行大家族制或黨派活動的社會中，一個群體在其成員受到其他群

體成員的非難攻擊時，通常會團結一致保護自己的成員。只要能

夠獲得群體的認可，一個成員可以對抗自己群體以外的所有人，

並得到全面的支持。而在日本，情況似乎是完全相反！這種藉

「外部世界」認可的重要性，恐怕無法在其他社會找到！ 



 

◆ 雖然女孩比男孩負擔較多的工作，分配禮物及照顧時卻要少一

點，也不被允許有壞脾氣，但比起亞洲其他社會，她能享受的自

由還是相當驚人。 

◆ 九歲以後男女分班，男孩開始排擠女孩，大人也告誡女孩不可隨

便和男孩在一起，是「童歡」的結束，從此她們除了「自重」以

外，別無其他路可走。 

◆ 男孩是約十歲開始學習對名分的義理。這些義理的規定把他們的

攻擊導向社會認可的方向，日本人常常不以暴力施於他人，反而

把攻擊性轉向自身。 

◆ 小學畢業後就進入中學激烈的考試競爭中，在中學裡還有更可怕

的高年級生折磨低年級生的風氣，憎恨之情油然而生可是又不能

復仇，積怨下來造成日本社會復仇習風的主因。沒讀中學的日後

接受軍事訓練時也會遭遇同樣的經驗，老兵對新兵戲弄甚至比學

校還厲害。年輕人在家裡接受的待人接物訓練，對「自尊」極端

重視，受到這種挫折，卻無法向虐待者報復，往往使他們把怨恨

轉嫁到後人頭上。 

◆ 日本人對嘲笑侮辱的感受，由於受到名分「義理」傳統規則的影

響更令受者痛苦，雖然可以藉轉嫁到他人身上以消除怨恨，但最

主要的目標還是直接的復仇，這樣才會覺得更舒服。 

◆ 日本女性倒沒有對名分之「義理」的壓力，她們從小就被訓練接

受男先女後的現實，必須尊重處世的規律。不過，她們小時候還

是能與兄弟共享歡樂、穿鮮紅色的衣裳，長大了就不能穿，直到

六十歲才能再穿。 

◆ 日本父母管教子女時，並非藉體罰的手段，而是平靜、堅定的勉

勵孩子履行義務。(杉本夫人稻垣鉞子的例子：略) 

◆ 家庭中年長者並不教導男孩性的話題，認為男孩子面對女孩時會

「害羞」是好的，此事讓他們慢慢的摸索學習，婚前性經驗也是

屬於「自由的領域」。 

◆ 日本中學的訓育是禁止男孩與異性交往的，教育及輿論也試圖禁

止異性間的親密交往。在女人群裡自在的男青年被認為是「壞」

的、是放蕩的。 

◆ 性關係得不到年長者指導，必須自己摸索學習，這使日本人相

信，性有其個別的領域，不受長輩的管轄和教導，因此一旦年輕

人克服羞怯後，即可以恣情追求自我滿足。男人在婚後也可以在

外公然追求性的享樂，這樣做並不侵害妻子的權利也不致影響婚

姻的鞏固。 

◆ 妻子沒有這種性的特權，「性」壓力造成的精神疾病被稱為「起於



子宮」，婦女的「手淫」是日本社會允許的習慣。農村婦女生過小

孩後就可以隨意談論性話題，年老後更是可以毫無顧忌，放浪的

猥褻歌舞，這種在性方面的自由，出身愈低自由愈大。日本的道

德規律是順應不同的年齡及場合要求不同的正當行為，而不是設

定一成不變的理想人格。 

◆ 男人在某些方面享有放縱的自由，而在其他方面受到種種的限

制。以買醉來說，二、三杯下肚後，他們會解除平日嚴謹的儀

態，沒有酒品的無拘無束。可是在嚴肅面，又絕對不能做出違背

別人期望的事。 

◆ 從日本人養育孩童的方式，可以瞭解日本人性格的矛盾性。每個

日本孩童都有個恣縱「不知恥的自我」童年期，然後進入嚴肅的

生命階段，必須慎重和「知恥」，接受各種嚴格的訓練之外，另一

方面也得以享受大人的樂趣，到老了又可回到幼年的經驗。 

◆ 父母揶揄要丟棄孩童，使孩童深懼被「世人」所擯棄；從小被要

求要獲得世人的接受，害怕遭受世人的嘲笑。由於日本生活空間

狹小又不隔音，因此極難保守私生活的隱密性，如果所作所為不

被世人認可，就擔心被排擠。 

◆ 自制和自重是一樣珍貴的品性，只有靠自制才能造就更有價值的

自我。人和漆器一樣，粗模塗上的漆飾愈多層，漆器就愈珍貴。

他們形容「刮掉俄國人的表層，剩下的是韃靼人」，而「刮掉日本

人的表層，剩下的是海盜」，不過，在日本表層的漆飾是診貴的製

作品，不是掩蓋瑕疵的塗飾，它至少與它所美化的木模具有同等

的價值。 

◆ 日本人聞名於世的活動，是從無邪的事物中獲取享樂：如觀賞櫻

花、月亮、菊花、初雪、養鳥、園藝、插花、茶道……這些都不

應是侵略性強的民族的活動。但日本人對自己的要求非常多，自

重的人衡量其行為不是「善」與「惡」，而是「符合期望」與「違

背期望」，個人的需求就屈服於群體的期望之下，他們要使日本成

為東洋的領導者、世界的強國，這對個人來說是沉重的負擔。日

本人為他們的生活方式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以杉本夫人為例，只

不過可以隨意種植園圃竟能感受到自由行動的幸福！ 

 

 

感想分享： 

⚫ 日本人訓育兒女的方式與中國人比較起來，雖有類似之處，但差異之

處更多！ 



⚫ 日本人生活上受到必需獲得他人認同的壓力極大，這是我們很難體會

的。應徵工作時職場菜鳥的穿著雖沒明文規定，以男性來說西裝的顏

色、花紋、領帶、黑皮鞋……大家都是一樣的，別人一看就知道這是

新鮮人去參加面試。在連續劇中，還有季節變換時，上班族的先生讓

妻子先出門，去外面看看有沒有人穿風衣，有人開始穿了自己才敢穿

的情節，這些都讓我們非常訝異和難解。 

⚫ 本書的內容談到在其他書中很少有的日本育兒方面許多細節，現在時

代雖已不同或許也有些改變，但仍有助於我們了解傳統上日本育兒和

行為哲學與我們不同的地方和這麼做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