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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樱花情结与美丑混淆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副主任 研究员 廉德瑰

! ! ! !日本有句谚语“花是樱花美，人
是武士好”。日本人钟爱樱花，是因
为日本到处长满了樱花，樱花是日
本民族之花。日本人崇尚武士，并不
是因为近代宣传的武士道，更不是
因为军国主义对武士道的利用，而
是因为武士阶层在日本历史上曾长
期处于统治地位，早已形成了一种
武士文化。

樱花受到与武士同等的待遇，
缘于她具有许多武士身上的特质，
主要表现在忠诚、整体性和对死的
凛然态度上。所以，日本人对樱花给
予特别关注，把她看作民族的象征，
期待她的盛开，欣赏她的风采。自古
以来，日本上至贵族，下至武士，乃
至黎民百姓，无论男女，不分老幼，
各个层次都把樱花看作自己的化
身。可以说“撒库拉”（樱花的日语发
音）包含着日本人的情、日本人的
心，是观察日本文化的一个窗口。不
看透樱花，就不能算真正了解日本。

樱花与日本人
日本民俗学者和歌森太郎说，

“撒库拉”的语源与稻作有关，因为
词头“!"”的发音与“五月（!"#$%$）”、
“秧苗（!&'&(）”和“插秧少女（!&)!
*)+(）”的词头一样，而“%,-"”在古
日语中有“神灵之坐”的含义，所以
和歌森推断，樱花有“稻谷神之花”
的意味，可被认为是农民之花。
有人统计过，日本古诗集《万叶

集》中出现了 ./0种植物，其中最多
的是胡枝子，然后是中国的牡丹和
梅花，樱花出现的次数位于第 1。但
是从歌颂樱花的诗人多是无名氏或
作者不详来看，当时日本上流社会
崇尚中国文化并对牡丹与梅花多有
眷顾，而中下层社会和普通民众则
对樱花情有独钟。
赏樱之习由来已久，野生山樱

进入人们的生活空间，便被仪式化。
赏樱之际，人们都要穿上民族服装
和服出去饮酒、歌舞、谈笑风生，体
会樱花文化所包含的深层意义。特
别是当贵族的庭院里兴起豪华的赏
樱宴会时，意味着樱花已经开始成
为权力与财富的象征。.231年成功
用武力统一日本之后，丰臣秀吉举
行了有名的“醍醐赏樱大会”，做诗
是会上重要的节目，说明这位著名
武士意识到，获得权力之后，如果不
能在文化上占有一席之地，就不能
掌握真正的“王权”。
那么，樱花的魅力究竟何在，直

教日本人如痴如醉、一往情深呢？据
日本的樱花评论家称，樱花虽不如
牡丹雍容华贵，不及梅花秀气聪慧，
却透着一股质朴低调的美。一朵樱
花并没有什么打眼之处，她的个性
完全淹没在集体之中，取一瓣樱花
是毫无趣味的。就像一个单独的日
本人一般不会那么张扬一样，单个
的樱花既不像中国的牡丹那么傲视
群芳，也不如大仲马笔下香艳得让
人睁不开眼的黑郁金香那么妖冶撩
人，樱花的美在于花开花落时所表
现出的忠诚与整体魅力。

日本人从樱花体会到了忠诚，
因为她从来没有辜负日本人对她的
一片痴情，从南到北，每个地区都有
固定的开放时间，每年花开季节，她

都如约而至，忠实地到来，从不爽
约。日本人当然也非常珍视樱花的
这份真诚，对她总是翘首以盼，以诚
相待。樱花也能齐齐绽放，瞬间开满
漫山遍野和大街小巷，然后在落英
缤纷中飘洒回归，融入自然。日本人
欣赏的，正是樱花这种潇洒来去无
牵无挂的性格。

樱花与日本文化
的确，与漫山遍野蔚为壮观的

樱花一样，只有把单个日本人归入
集体之中，在作为整体的社会和国
家之中，他们才能找到某种精神，感
觉到生存的意义，焕发出无限的活
力。日本人喜欢樱花，就是因为她这
样的整体性特点，像日本人强调的
整体美、综合美和集体主义精神。
美国研究日本的著名学者赖肖

尔曾经说过，“日本是个很少出英雄
的民族”，却从来不缺乏维护他们固
有的以“和”的理念为核心的文化个
体，从来不缺乏整体性和牺牲精神。
日本江户时代的俳句诗人大岛

蓼太说“世间短暂犹如樱花”，然而，
如何开得绚烂才是樱花的价值所
在，这是日本人对樱花的理解。日本
人从樱花身上体味到了视死如归的
精神，思想家新渡户稻造在谈到樱
花的特点时指出：樱花能够听从自
然的召唤，具有随时愿意放弃生命
的特质。然而事实上，这不过是由于
樱花花期较短，所以每次到来只能
短暂停留。
而正是樱花飘落时那雪花般飞

舞和竞相投奔大地的悲壮情景，引
起了日本人对死的美感思考。他们
认为死是美的，是崇高的，认为落英
缤纷表现的是樱花凛然的归去，于
是，樱花成了日本人关于生死观思
考和想象的精神寄托物。日本人认
为山是死者的归宿，漫山遍野的樱
花是为死者绽放的圣物，樱花成了
日本人死后再生的宗教文化象征。

樱花与军国主义
在二战前的疯狂年代，樱花的

精神也被利用了。明治维新后，政治
上对国家忠诚的最高形式被解释为
能够为天皇英勇献身，传统武士道
的缺陷被进一步曲解，樱花精神也
被歪曲。樱花的许多品格被演绎成
对国家的服从，樱花的忠诚被引申
为是非不分、善恶莫辨的对国家的
忠心，樱花的开与败也象征了日本
军人的生与死。特别是在死的问题
上，日本人喜欢樱花在开与败时表
现出的干净利落与潇洒脱俗，欣赏
樱花那如期而来迅速盛开，然后转
瞬即逝决不留恋的性格，这些都在
很大程度上给军人以强烈暗示。

.145年靖国神社建成后，明治
维新先哲木户孝允就每年从自己的
别墅向这个纪念战死军人的神社移
载樱树，说明他对樱花与军人的精
神有独特的理解。他的动机是为了
纪念维新时期战死的志士，希望死
者的灵魂和盛开的樱花一样美丽。

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宣传中，樱
花被用来比喻军人为国家而死成了
顺理成章的事，樱花也确实在鼓舞
士气和培养士兵视死如归精神方面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樱花与死

的美丽联系起来，使日本士兵对死
亡减少了恐惧感，增加了他们对国
家这个整体尽忠而死的崇高感和美
感。事实上，在发动侵略战争的过程
中，日本用各种办法把樱花的整体
美与军事行动结合起来，比如当兵
是为了成为樱花一样的战士，战死
就像樱花一样凋落。

当年日本军服上的徽章是樱
花，靖国神社里的樱花是战死的士
兵再生的象征。日本士兵出征前都
要互相说：春暖花开的季节在长满
樱花的靖国神社再相会。现在，靖国
神社所在地———东京的九段地区仍
然开满了战前的日本士兵种下的樱
花，包括“同期樱花”和“爱国樱花”
等。当时的日本军人就是这样被忽
悠出征侵略别的国家，没有一点负
罪感，年轻的生命最后成为炮灰。
《同期的樱花》是 6374年创作

的一首著名歌曲，歌词把海军学校
同期毕业生比喻为樱花：“你和我是
两朵樱花，扎根大地而盛开，既然是
花总要凋谢，那就为了皇国壮丽地
凋谢。你和我是两朵樱花，既然凋谢
总要分手，那就在靖国神社再相
会。”士兵唱着“你和我是同期的樱
花”，倾诉着对生命价值的理解，樱
花在鼓舞士兵踊跃上前线为天皇而
战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对死的畸形美感理解，把

人变成野兽，杀人和被杀，在那时都
成了轻松自然的事情，成了当年日
军战斗力和残暴行为的精神源泉。

樱花与靖国神社
靖国神社是以天皇为“现人神”

的国家神道的精神支柱，在培养军
国主义精神方面起过重要作用，它
的管理者是日本陆军省和海军省，
是不折不扣的国营神社。靖国神社
供奉着 890万个牌位，都是明治维
新以来的“为国牺牲者”，不包括内
乱中的死者，比如明治维新的元

勋———西南叛乱领袖西乡隆盛就不
在其中。忠诚于天皇并为之战死的
军人作为“祭神”被供奉在这里，安
放在樱花丛中。因此，二战中的日本
士兵都是抱着光荣赴死的决心奔赴
战场的。
战后，美国驻日本占领军总司

令麦克阿瑟曾打算把靖国神社烧
掉，但是当时罗马教皇在日本的代
表、上智大学校长布鲁诺·贝特对他
说：任何国家都有为国而战死的人，
国家有义务和权利向他们表示敬
意，不管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一
样，烧掉靖国神社会在历史上给美
军留下极不光彩的记录。麦克阿瑟
也意识到这是复杂的文化问题，于
是改变主意，没有毁掉这块曾经的
敌国军人的“圣地”。但他对靖国神
社进行了彻底改造，.392 年 .: 月
宣布废除日本国家神道，禁止日本
政府支持任何神社，禁止国立教育
机构进行神道教育，禁止以公务身
份参拜神社。6394年通过的日本宪
法还明确规定了“政教分离”原则。
但是，占领者制定的法律并不

能阻止宗教意义上的祭拜活动。
63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后，日本
右翼开始主张靖国神社应该由国家
经营，次年成立“日本遗族会”，推进
官方参拜。但是因为公务员参拜神
社毕竟违反宪法，这一活动一直无
法实现。

6342年 1月 62日，时任首相
三木武夫以私人身份参拜靖国神
社，打了宪法的擦边球，成为战后首
名在 1月 62日参拜靖国神社的在
任首相。6341年 1月 62日，福田赳
夫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公然
违反宪法关于“政教分离”的规定。

6341年 6;月 .4日，靖国神社
秘密挪入东条英机等 .9名甲级战
犯的牌位。.343年 9月 .3日，此事
被媒体曝光，引起和平人士批评。因
为 .9名甲级战犯并非在战场战死，

而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或死于狱中，日本右翼和靖国神社
把这些人看作“为国牺牲者”，实际
上是对战后秩序的挑战。

.31.年 1月 0日，时任首相铃
木善幸以私人身份参拜供奉有甲级
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是右派挑战
战后体制的一大突破。特别是 .312

年 1月 .2日，中曾根康弘以首相身
份参拜靖国神社，并称应该尊敬为
了国家献出生命的人，应该向他们
表示感谢之意。这引起国际社会广
泛关注，使日本与周边国家围绕历
史认识问题的矛盾加剧。
中国驻日本外交官曾经就日本

领导人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发表意
见，认为“我们对文化意义上追悼战
争牺牲者的行为并无异议，但是靖
国神社供奉着发动战争的战犯牌
位，日本政府公然对他们参拜，这是
问题所在”。其实，日本右翼政客虽
然对这个问题遮遮掩掩，声称参拜
是为了祈求和平，但靖国神社的历
史观是非常明确的，他们把甲级战
犯当作“昭和殉难者”供奉起来，反
映了他们的历史观，也反映了右翼
政客的历史观，现任首相安倍晋三
就不认为甲级战犯是罪犯。
既然这些人仍然把靖国神社里

所有的牌位都看作凋谢的樱花，都
是死后成佛，那么他们就不会轻易
在参拜问题上罢手，一有机会就会
跳出来为战争罪犯涂脂抹粉，到栽
满樱花的靖国神社悼念亡灵。樱花
在这些人心目中仍然代表着战死者
的灵魂，他们把靖国神社中的牌位
称为“英灵”，包括战犯。

期待樱花不再被扭曲
樱花生长于日本，为老百姓所

爱，并成为民族之花，但不幸的是樱
花精神被扭曲、利用，美与丑、善与
恶被混淆，最后使人失去理性，丧失
良知，人妖颠倒，是非难辨。战后有
人担心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开始砍
伐樱树，其实错误不在樱花而在人。
战后一位日本作家说：“神风特

攻队员的日记恰好证明了把怀揣梦
想的年轻人送上战场去死的日本帝
国主义的‘极恶非道’。”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

郎也曾在《世界文学》杂志发表特约
文章写道：“我们日本人民向中国人
民保证并发誓……永远和你们保持
友谊，从而恢复我们作为一个东方
国家的日本人民的荣誉。”

樱花还是樱花，质朴、忠诚、整
齐划一，以其默默奉献，汇成集体力
量，倾其全部生命，构成美丽画卷，
为战后七十年的和平与发展点缀并
增色。可悲可叹的是，今天在日本仍
然有人不愿放弃皇国史观，仍然想
把罪恶继续与樱花联系在一起。
如果今天的日本人还不能深刻

彻底地反省自己，不能认清甲午战
争以来各次对外扩张战争的侵略性
质，不能认清日本曾经走过的军国
主义道路的种种罪恶，那么樱花的
美好本来面目是难以恢复的，赏樱
的美好真实境界也是难以达到的，
而最不幸的是，体现在樱花情结中
的美与丑、善与恶、是与非的颠倒，
也将难以在日本颠倒过来。

! 日本右翼在靖国神社高唱《同期的樱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