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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要想了解一国的文化与时事，必须要以开放的心胸深入日常百姓的的生活。《三味日本
》的作者除了具备上述两个条件，还拥有优美的文笔。他用多年的旅日体验为向国内读
者介绍日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知识，以风趣、幽默、通俗的定位，阐述国际时事，分
析国际问题。  

内容简介

本书从政治文化入手，以轻松诙谐的笔触描述日本的万象百态，剖析中日关系的未来。
作者曾是《人民日报》记者，深谙国际关系的三味，从小处下笔，最终阐明中日关系的
庞大问题，可谓微言大义。

作者简介

刘迪，日本早稻田大学客座研究员，先后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日本早稻田
大学研究生院。1988年进入《人民日报》国际部任记者、编辑；后旅居日本，任日本早
稻田大学客座研究员，同时担任《环球时报》《大公报》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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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台场即景
  台场是东京的一块半岛，三面环海，街道宽阔、建筑新颖，对东京年轻人来说，这里
如同解放区，是约会圣地。为什么呢？一个朋友说，这里是“近未来”。的确，日本人
很喜欢在这块“近未来”的地方拍电影，国内看到的很多日剧，都在这里取景。
  虽然这儿与新桥仅一水之隔，但却呈现完全不同的气象。半岛上有不少建筑出自名家
之手，如上过照片的富士电视台，设计者是曾经设计过东京都市政厅、日本国立’室内
体育馆的丹下健三。还有“bigsight(会展、餐饮中心)”、“日本科学未来馆”、“Tokyo



joypolis(情侣等游乐场)”等各种设施。
  “台场”一名源于江户末年，1853年，佩里将军携美国总统亲笔信，率美国东印度舰
队抵达横滨附近的浦贺，要求日本开关。幕府大惊，下命严防。这年，幕府在江户(东京
旧称)城外的品川匆匆建成六处炮台。现在称“台场”的这个地方，原来是第三炮台场，
此后，日本人便把“炮”字省去，简称“台场”。
  明治后，这座炮台被废弃，但20世纪80年代，东京又想起这块被遗忘的地方，想在这
儿搞东京都第二中心，缓解城内拥挤。1995年，青岛幸男当选东京都知事，他觉得这个
工程花费太大，便让这个工程下马。但是，十多年后的今天，台场却人气鼎盛，这是当
年青岛知事所始料不及的。
  我曾是这座半岛的居民，住在“东京国际交流馆”。天气好时，从楼上西望，能看到
瓦蓝天空背景映衬的富土山。这座交流馆，仿佛小联合国，有1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国的
留学生、研究员。在这里，可以听到全世界各地的语言。学生们常常举行派对，我在这
里，总会收到朋友的邀请，或者朋友的朋友的邀请。而我，也常邀请朋友参加我的派对
，或者邀请朋友的朋友参加。那时候，日子过得非常愉快。
  这座半岛上有很多蛮好的餐馆、咖啡馆，对我这样一个不做饭的人来说，真是太合适
不过。那个时候，我在多数时间过着普通学生的平淡生活，在附近的小店吃份意大利面
条，或在国际交流馆下的面包店买上两个面包，加一小桶牛奶。但是，收到稿费时，我
便找家好饭馆，大快朵颐。让我最不能忘怀的是一家海鲜馆，他们料理龙虾的手段实在
高明。厨师把活龙虾做成刺生，而在外壳内腹制成汤，鲜美无比。
  “台场一丁目商店街”是一处模仿20世纪30年代昭和下城区氛围的商店群。走进这些
店铺，能体验到50多年前日本人的生活环境与氛围，看到老式的衣服、生活杂货，甚至
可品尝到当年日本人向往的“洋食”是何种味道。
  半岛上有家叫“大江户温泉物语”的地方，偶尔，我会自己跑到这里过上一日，躲避
俗世的尘嚣。朋友来访，我也把他们带至这里。泡过温泉之后，我们选几品菜肴，一壶
清酒，便可海阔天空地畅叙通宵。台场即景  台场是东京的一块半岛，三面环海，街道
宽阔、建筑新颖，对东京年轻人来说，这里如同解放区，是约会圣地。为什么呢？一个
朋友说，这里是“近未来”。的确，日本人很喜欢在这块“近未来”的地方拍电影，国
内看到的很多日剧，都在这里取景。  虽然这儿与新桥仅一水之隔，但却呈现完全不同
的气象。半岛上有不少建筑出自名家之手，如上过照片的富士电视台，设计者是曾经设
计过东京都市政厅、日本国立’室内体育馆的丹下健三。还有“bigsight(会展、餐饮中心
)”、“日本科学未来馆”、“Tokyo joypolis(情侣等游乐场)”等各种设施。  “台场”
一名源于江户末年，1853年，佩里将军携美国总统亲笔信，率美国东印度舰队抵达横滨
附近的浦贺，要求日本开关。幕府大惊，下命严防。这年，幕府在江户(东京旧称)城外
的品川匆匆建成六处炮台。现在称“台场”的这个地方，原来是第三炮台场，此后，日
本人便把“炮”字省去，简称“台场”。  明治后，这座炮台被废弃，但20世纪80年代
，东京又想起这块被遗忘的地方，想在这儿搞东京都第二中心，缓解城内拥挤。1995年
，青岛幸男当选东京都知事，他觉得这个工程花费太大，便让这个工程下马。但是，十
多年后的今天，台场却人气鼎盛，这是当年青岛知事所始料不及的。  我曾是这座半岛
的居民，住在“东京国际交流馆”。天气好时，从楼上西望，能看到瓦蓝天空背景映衬
的富土山。这座交流馆，仿佛小联合国，有1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研究员。
在这里，可以听到全世界各地的语言。学生们常常举行派对，我在这里，总会收到朋友
的邀请，或者朋友的朋友的邀请。而我，也常邀请朋友参加我的派对，或者邀请朋友的



朋友参加。那时候，日子过得非常愉快。  这座半岛上有很多蛮好的餐馆、咖啡馆，对
我这样一个不做饭的人来说，真是太合适不过。那个时候，我在多数时间过着普通学生
的平淡生活，在附近的小店吃份意大利面条，或在国际交流馆下的面包店买上两个面包
，加一小桶牛奶。但是，收到稿费时，我便找家好饭馆，大快朵颐。让我最不能忘怀的
是一家海鲜馆，他们料理龙虾的手段实在高明。厨师把活龙虾做成刺生，而在外壳内腹
制成汤，鲜美无比。  “台场一丁目商店街”是一处模仿20世纪30年代昭和下城区氛围
的商店群。走进这些店铺，能体验到50多年前日本人的生活环境与氛围，看到老式的衣
服、生活杂货，甚至可品尝到当年日本人向往的“洋食”是何种味道。  半岛上有家叫
“大江户温泉物语”的地方，偶尔，我会自己跑到这里过上一日，躲避俗世的尘嚣。朋
友来访，我也把他们带至这里。泡过温泉之后，我们选几品菜肴，一壶清酒，便可海阔
天空地畅叙通宵。  夏夜，我有时沿着海岸，在海边散步。假如运气好，偶尔可在台场
看到免费演出，我曾在这里听过滨崎步的大型音乐会。她演出时，观众几乎把这座半岛
挤至沉没。  尽管这里是热恋男女的天国，但日本年轻人在公众场合，少有亲密举止。
其实日本女孩子的着装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开放，而男孩子也非十分大胆、前卫。他
们手牵手，已经算很大胆了。有时，我能看到他们无法掩饰的羞涩。这里有好几家影院
通宵营业，周末，不少情侣白天在此整日流连，晚上则在电影院过上一晚。  对热恋男
女来说，这种不寻常的异国情调很令人振奋。岛上有不少稀奇古怪的小店，销售全世界
的奇物珍品。尽管多数店面不大，却布置得精致、考究，内部也显得层次分明。岛上还
有一个叫“台场小香港”的地方，集中了20多家港式店铺，既有粤式早茶，也有四川陈
麻婆豆腐店。此外，还有好几家“中华物产店”，店内总是熙熙攘攘。  有不少咖啡屋
并不很贵，有的甚至很便宜。有的店，一杯咖啡只相当于人民币10块钱。暑假时，我会
去喜欢的那家咖啡店读书，直至天明。  对了，去台场，—般来说，从新桥站乘无^驾
驶电车“Yurikamome”(日语“海鸥”意)比较方便。电车从新桥站出发后，十几分钟后
即可抵台场。  塑造日本之旅   明治维新后，日本与西洋的第一次大规模接触应属“岩
仓使节团”对美欧的长期出访。这次出访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修改不平等条约。虽然，
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目的没有达成。但这个使团的多数成员，对此后日本历史的发展方向
，，都发挥了重大影响。  关于这次访问，随行的汉学家久米邦武详细记录了整个过程
，其记录后来公开出版，书名为《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而久米本人，此后成
为日本著名历史学家。  这个大型考察团共有107人，他们一行于1871年12月乘美国轮船
“美利坚号”离开横滨，经过22天的海上颠簸，于1872年1月15日抵达旧金山。  岩仓具
视(1825～1883)是这次考察团的总负责人，他被委任为“特命全权大使”。这个人出身于
贵族家庭，做过孝明天皇的侍从，明治维新后受到重用，曾任右大臣。“维新三杰”中
有两位——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加入了该考察团。大久保时任大藏省大藏卿，统辖财
政、产业，乃至内务、地方行政。而木户孝允则任参议。伊藤博文也在这个考察团中，
时年31岁，任工部省大辅(次官)，因为正职“卿”(部长)空缺，实际上相当于正部长。他
通晓英文，在幕府末年与明治维新初年曾分别留学、出使英美，是考察团中的欧美通。
  考察团抵达旧金山后，受到当地政府与市民的盛大欢迎，当地名流、记者的来访络绎
不绝。当时，在欧美人眼中，东方国家不远万里前来学习，这是-个相当稀奇的事。  
一行抵达旧金山后，当地为他们举行了欢迎宴会。特命全权大使岩仓具视强调，此行目
的是“为了攀登欧美文明的最高峰”。他说：“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的陆海军、学
术教育已用欧美方式。我们对外贸易日益繁荣，文明知识不断流入。”  同时，岩仓特
意把明治维新大大宣传了一番，他说：“我们的进步，不限于物质文明，我们国民的精



神进步则更加显著。我们未放一枪一炮，滴血未流就废除了数百年之久的封建制度。试
问，在世界历史上，哪个国家，在做出如此重大改革时，能不假战争之手而能实现？”
  伊藤博文则在宴会上说：“我们使节团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学习所有文明的成果。”
他表示要学习欧美的科学技术，以提高效率，促进发展。  同时，伊藤利用这个机会，
称赞了欧美文明。他说：“我们国旗上的赤色日章，象征在大洋上升起的太阳，而非闭
锁帝国的封印，而这个太阳，现在正朝欧美文明的中天不断跃进。”据久米记录，晚宴
参加者“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此后。考察团访问了欧洲12个国家，包括英国、法
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俄国、丹麦、瑞典、奥地利、意大利、瑞士等。最耐人寻味
的，是该考察团在德国的一番经历。  考察团一行在德国受到了热烈款待，俾斯麦也曾
宴请他们。面对日本来客，俾斯麦滔滔不绝，讲了一番强权政治的道理。他说：“当今
之世列国，仿佛均以和睦礼仪相待，其实此乃肤表之象，真实则是强弱相凌、大小相侮
⋯⋯所谓万国公法，尽管世人称其为保障列国权利永恒不变之法，其实此乃大国之权利
，一旦不利，即以武力代替公法。”  俾斯麦的“弱肉强食”宏论，让一行人颇为震撼
。大久保利通在给西乡隆盛的信中写道，他对俾斯麦已是“思属心往”。俾斯麦的“语
重心长”，对未来的日本则是意味深长。本来，伊藤博文出访欧美之前，曾醉心于共和
制，但是此后他改弦更张，呼吁要维护日本传统的价值观。而这次“洋行”回国之后，
木户孝允与大久保利通分别提出制定宪法的建议，但他们所参照的既非美国的共和制。
也非纯粹的君主制，而是“君民共治”。  P9-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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