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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栖止木是飞鸟暂时歇息的树枝，纷扰繁杂的社会，你是不是也想放慢脚步，希望找
到属于自己的宁静之所，栖止木就是我们心的停泊之处。
    它让我们远离喧嚣，静静地沉淀内心的杂陈，为了更远的旅行。
    你会喜欢它，不仅仅因为它独特的表白和叙述方式，更因为它对每位读者真诚、细
致地引导与启迪。 

[图书卖点]  

1．日本**位荣格心理分析师河合隼雄心灵之作。  

2．村上春树、吉本芭娜娜、几米的心灵导师，村上春树御用译者赖明珠女士温情提笔。

3．日本亚马逊5星畅销书。  

   
更多湛庐文化好书尽在:
http://static.dangdang.com/topic_custom/publication/2272_220776.shtml  

    更多好书尽在湛庐文化专卖店 

 

 

内容简介

    本书原来是《周刊朝日》上的连载专栏，书中提到河合先生以心理咨询师和文化厅
长官的身份，所亲身经历的许多事情。多年来河合先生接触过无数的人，在和他们谈“

http://static.dangdang.com/topic_custom/publication/2272_220776.shtml
http://book.dangdang.com/20130617_d2pz


心”之后，他发现了许多发人深省的人生哲学。 他说人类的“脸”真有意思，没有两个
人的脸是完全一样的。同一个人的脸也有惊人的表情变化。“心”又何尝不是呢？
许多不同于常人的观点，让人心平气和地感到确实有道理 

作者简介

河合隼雄  

日本京都大学教育学博士，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曾任日本文化厅厅长、日本京都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所长。  

       著有《大人的友情》《日本人的传说与心灵》《孩子的宇宙》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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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心灵的风景
4月 23日是“世界读书日”。日本广播协会（ NHK）想为这一天做一个特别节目，邀请
我做客“收音机生活俱乐部”。将近两小时，和播音员村上信夫先生针对“儿童和读书
”的主题对谈。我们所提到的“儿童的书”，并不是只给儿童读的书，而是描写通过儿
童的眼光所看见的世界的作品。不是通过大人已经被常识浑浊的眼光所看到的，而是要
以孩子清澈的眼睛，才能看得见的“心灵”的真实。话虽这么说，所谓“心灵”到底是
什么呢？在这个节目播出中，总共收到 147封正在收听广播的听众传真过来的信，令人
感到欣慰的是，其中有几封提到对巴内特的《秘密花园》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是古典名
著所以可能很多人读过了。这是一个孤独少女的心，因为一个谁也不知道的“秘密花园
”而得到安慰疗伤。我们不妨把这个花园想成“心灵”。平常谁也没有留意到这种东西
的存在。人类世界继续往前进，完全没有理会这种事情，有人说“没有这种东西”，可
能也有人说“那又能赚多少钱”。
但是，知道有这个的人，内心深处得到疗愈，软弱的人也得到安慰。如果把那样的“秘
密花园”视为“心灵”的表象，不是正吻合吗？
那既不能用钱换算，也不能用数量来表现。然而，如果我们想成少男少女的世界深处有
“秘密花园”，即心灵的话，那么我们大人也就能看到和以前完全不同的风景了。
说到心灵的风景，我最近有一本书刚刚出版叫做《往那瓦侯之旅心灵的风景》（朝日新
闻社）（那瓦侯，北美洲原住民的族群之一。主要分布于美国的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
州和犹他州）。说明为什么我会去拜访美国原住民的部落，就像我说过的“儿童读书日
”一样。
那瓦侯人住在美国，但他们过的却不是现代文明的繁荣生活，而是继续过着和自然拥有
密切关系的生活。
要说他们“弱”，在现代社会中，或许可以说他们就像儿童那样，非常“弱”。但其实
正因为如此，我想他们反而看得见“强”人所绝对看不见的“心灵的风景”。
想要保存那瓦侯文化的小学老师问孩子们，“身为那瓦侯人是怎么回事”，如果有答不
出来的孩子，老师就带他们去到山谷中，说： “身为那瓦侯人，就是要吃可以在这山谷
中采到东西。”于是老师仔细教他们生长在那里的植物名称，教他们哪些可以吃，哪些
是药草，这件事情令我印象深刻。那个山谷对那瓦侯人来说，就是“秘密花园”，在那
里可以看得见“心灵的风景”。
要在现代社会存活下去，虽然金钱很重要，效率也很重要。但我们并不能一味地只追求
能胜过他人的强大，反而要学习被视为弱者的孩子，并像美国原住民的“眼光”来看“
心灵的风景”，生活才能变得更丰富。

妹妹头老师

4月 23日是“世界读书日”。日本广播协会（ NHK）想为这一天做一个特别节目，
邀请我做客“收音机生活俱乐部”。将近两小时，和播音员村上信夫先生针对“儿童和
读书”的主题对谈。我们所提到的“儿童的书”，并不是只给儿童读的书，而是描写通
过儿童的眼光所看见的世界的作品。不是通过大人已经被常识浑浊的眼光所看到的，而
是要以孩子清澈的眼睛，才能看得见的“心灵”的真实。话虽这么说，所谓“心灵”到



底是什么呢？在这个节目播出中，总共收到 147封正在收听广播的听众传真过来的信，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其中有几封提到对巴内特的《秘密花园》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是古
典名著所以可能很多人读过了。这是一个孤独少女的心，因为一个谁也不知道的“秘密
花园”而得到安慰疗伤。我们不妨把这个花园想成“心灵”。平常谁也没有留意到这种
东西的存在。人类世界继续往前进，完全没有理会这种事情，有人说“没有这种东西”
，可能也有人说“那又能赚多少钱”。  

那既不能用钱换算，也不能用数量来表现。然而，如果我们想成少男少女的世界深处有
“秘密花园”，即心灵的话，那么我们大人也就能看到和以前完全不同的风景了。 

那瓦侯人住在美国，但他们过的却不是现代文明的繁荣生活，而是继续过着和自然拥有
密切关系的生活。 

想要保存那瓦侯文化的小学老师问孩子们，“身为那瓦侯人是怎么回事”，如果有答不
出来的孩子，老师就带他们去到山谷中，说： “身为那瓦侯人，就是要吃可以在这山
谷中采到东西。”于是老师仔细教他们生长在那里的植物名称，教他们哪些可以吃，哪
些是药草，这件事情令我印象深刻。那个山谷对那瓦侯人来说，就是“秘密花园”，在
那里可以看得见“心灵的风景”。 

  

1952年（昭和 27年），我从京都大学数学系毕业，当上奈良育英学园的一个初中和高
中合设的学校老师。因为当高中老师是我的志愿，因此我非常开心，便兴冲冲地去就任
。我热心教学到连看报纸的时间都没有。 

因为我在东京单身赴任，联络不太顺利，因此收到讣闻时已经太迟，葬礼已经举行过了
。因此，在独自忆起各种事情之间，想到至少在这里写一点东西，聊表哀悼的心意。 

有一次，妹妹头老师发现一个男学生，在书桌盖内侧用小刀刻了涂鸦字。虽然找到了刻
字的学生，但书桌上雕刻的东西却没办法去掉。这可能跟现在的学生没办法比，不过以
当时的感觉来说，这已经是相当“坏”的表现了。  

学生来到教职员办公室时，看到老师已经准备了雕刻刀和木刻用的两套木板在那里。 

就这样，“妹妹头”老师和那位学生两个人就一起并肩雕刻起木头。话虽这么说，并没
有立刻雕完。 

就这样，放学后两个人就热忱地雕木刻。 

这件事情，给我的印象非常深。我确实是一个极热心的教师，但是，那样往往反而在空
转。例如，我如果看到学生涂鸦刻字的话，可能会大声骂学生，或者会把学生叫到办公
室长篇大论而无益地说教一番。 



这位学生，想必从“妹妹头”老师操作道具的方法、进行雕刻的态度等无言的行为中，
已经学到生活的态度了。 

  

  

我采用了《心的笔记》中五六年级学生用的“发现自己、磨炼自己”的部分当教材。我
提到首先要“发现自己的优点”。“请写出一项自己的优点。 ” 

立刻有几个人举手。其中一个说：“××同学很温和⋯⋯” 

这时候我事先声明，接下来我们要做一点比较难的事情。  

我这样问时，大家又纷纷举手。 

“只要有一个重要的朋友就行了。 ” 

有人这样反应。我对这些孩子想法的自由和说话时灵活的眼神感到佩服。其次，问他们
对于“对谁都很亲切”的人，和相反“对谁都 

 “谢谢大家的宝贵意见。在这里最重要的是，大家的想法都不一样。在这之间，自己
这个人，包含了所有的优点和所有的缺点，全世界就只有一个这样的人，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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