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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日本忌讳文化的渊源及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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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本文化有种种表现，忌讳现象光为突出，这样在言行当中的顾虑、禁忌乃至回避的现象，既规范了耳本人的言行， 

足左右着外来者的判断和观念。研究日本厦 日本文化，幂能幂了解日奉的忌讳现象 本文试图透过日奉人的种种忌讳的现 

象，探完其皮展的渊源，进而把握日本特有的忌讳文化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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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作为特殊的社会现象，代表了一个地区或民族的生 

存观念、语言特点和行为规范。受中国 文治教化”的影响， 

日本民族的克己忍让、自强不息、谦逊向上的文化特征尤为 

突出，表现在 日本人生括、工作中的种种忌讳现象 ，无疑是对 

其时空特点及民族文化发展的折射。 

所谓 忌讳”，是因风俗习惯或个人理由等，对某些语言 

或举动有所顾忌，积久成为禁忌．或是对某些可能产生不利 

后果的事力求避免。忌讳文化是指由语言和举止等方面规 

范、约束，它可以从一个侧面表现民族的特性、内涵及文化理 

念等。本文试图透过日本人的种种忌讳现象，探究其发展的 

历史与现实渊源，进而把握 日本特有的忌讳文化内涵。 

一

、 忌讳文化的范畴 

凡是在日本学习、工作、生括过的外国人，都会感受到日 

本人特有的那种心照不宣的忌讳心理，并会自然而然地适应 

以规范着自己的言行。日本的忌讳现象稀稀总总，其主要表 

现可归纳为几个方面。 

(一)观惫上的忌讳 

1．忌讳铺张浪费 

虽然日本国民的整个生活水准较高，但在日本人的价值 

观念中，铺张浪费仍被视为极为可耻的行为 当宴请朋友 

时，几乎见不到觥筹交错、剩余浪费的情景，倒是 吃不了，兜 

着走 的现象随处可见。象汉语的“打包”一样，日语也有r持 

与昂 口J(带回去)的说法。 

2．忌讳向他人借钱 

日本人之间，即使是关系再好的朋友、同事，也很少有向 

他人开日借钱的。这源自于爱面子和不愿给他人舔麻烦的 

心理，当然也存在着信誉度的问题。借钱，在日本人看来是 

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3．忌讳下班后直接回家 

日本的公司职员，特别是有一定地位的公司管理人士， 

一 般下班后都忙于应酬，难得直接回家。但在投有应酬时， 

他们也往往会邀上同事三五成群地出没于饭店、娱乐场所， 

直至深夜才尽兴f 堆 。否则，舍被家人视为无能或不被公司 

器重。而r深夜箭宅J会给人一种加班加点拼命工作的敬业 

印象。同时，工作环境和人际关系的紧张和压力，也使人们 

需要在工作之余去放梧和缓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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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忌讳民事纠纷打官司 

日本人之间注重相互尊重，人际关系的依赖度较高。即 

使发生纠纷，当事双方大多会采取协调解决问题的办法，不 

喜欢动辄诉讼法律打官司的做法。凡是上诉者都是双方的 

矛盾确已发展到了无i击调和的地步才不得已而为之。“对簿 

公堂”不符和日本人含蓄、爱面子的处世风格。 

5．忌讳说泄气的话 

为了实现某一目标，日本人通常会为之全力以赴，直至 

达到预期的目标。而在实现这一目标的中，即使出现一些波 

折和困难，也决不许说出泄气的话，以免使人士气受挫。而 

鼓励和增强人的信心的语言得到普遍的认同．并成为一种积 

极的力量。在日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鼓励用语是r丽艰扎j 

(加油、努力)。 

(二)语言中的忌讳 

1．忌讳的数字 

日本人十分忌讳使用的两个数字是4和9。在日语中，4 

的发音为 L”与“死”的发音谐音；而9的发音与“苦”的发音 

谐音。因此，日本的宾馆、饭店等，为了消除客人的不快心 

理，客房号码中竟投有4和9．有的连通往客房的电梯中也取 

消了4和9的楼层号。 

2．忌讳夸赞家庭成员 

日奉人相互见面时．很少主动夸赞 自己家人，倒是常常 

苛求家人的不足。在 日本人看来．自己家人的优点和长处． 

应该是由外人来表扬，自己只有表扬别人的必要。这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出日本人在交往中，不喜欢直言相告的谨慎。 

3．忌讳对外按年龄称呼长者 

在日本．中老年人一般都不希望被别人(小孩除外)按照 

自己的年龄称呼，如“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之类的 

称呼，而通常使用“一 (一先生、～女士)的称呼。即使 

不清楚对方姓氏．日本人也会巧妙地使用“寸再害世凡 、“失 

礼L圭守”(对不起、请问)之类的词语．进人交流的主题。老 

者通常更有不服老、不认输、惟恐被视为“老人”的意识。在 

日本．七八十岁的老人仍在打工，自己养活自己者屡见不鲜。 

4．忌讳轻易说出“NO” 

日本人的人际交往中，不轻易拒绝或否定他人，即使对 

方的要求和想法离自己的意志和愿望甚远，也会尽量不剥对 

方的面子，扫对方的 。多是有心或无心地附和、表扬他人 

(13本有“南0、 岛电打'”谚语，意为随声附和)的情况很普 

遍。所以，人们对这种空送人情式的“表扬 并不认真、在意， 

全当是一种人际交往中的语言粘台剂。 

5．忌讳问及收^、私生活 

在和日本人相处时，即使双方关系再好再密切．也不可 

向对方打听和询问工资收入、家庭状况以及私生活等问题。 

尤其忌讳打听女性的年龄，否则会被视为失礼。 

6．忌讳在喜庆场合使用忌讳用语 

日本人十分忌讳在喜庆、婚宴等场台，使用一些不和时 

宣、气氛的语言。特别是在婚宴上忌讳使用r离隹扎5 J(离 

开)、r别扎6 J(分手)、r枭冬札6 J(结束)r毁扫札6 J(破碎)、 

破扎6 J(破裂)等词语，这些词语会令人产生不吉利、不祥 

和的感觉。 

7．忌讳直言不讳地向他人坦露心底 

日本人在人际交往中忌讳将自己的意见和主张直言不 

讳地向别人坦露，而喜欢处处留心，察言观色，并在全面考虑 

和权衡过各方面因素后，再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 

(三)行为中的忌讳 

1．忌讳在别人家留宿 

日本人之间在别人家庭留宿的问题，通常主人和客人双 

方都十分介意、紧张。在主人看来，只要客人住在自己家里， 

就必须一直小心翼翼地关照，而客人也会因主人的过于热情 

和周到，颇感不安。 

2 忌讳留存旧物 

日本的家庭住房大都较为拥挤、狭窄，若想购置新物，就 

得腾出搁置的位置。因此，多数13本人，特别是年轻人，不喜 

欢积攒旧物，弃置的旧物中往往可以利用的较多，好在13本 

每年有两次社区主办的展卖会(“ ～”)，人们可以将不需 

要的新旧物品廉价处理掉。特别是在搬家时，13本人常常会 

将旧的家用电器及衣物等作为“粗大垃圾”扔掉．．或许在日 

本人看来，在新家购置新物，象征着新生活的开始。 

3．忌讳窥视主人的厨房 

在日本去拜访别人家时，通常只在客厅逗留，而窥视别 

人家的厨房 会被视为失礼。因为厨房也是主人私生活的一 

部分，日本人忌讳介入他人的私秘空间。 

4 忌讳穿鞋人室 

在日本人家里做客必须脱鞋，即使穿着拖鞋进^客厅或 

房间，都会被视为不礼貌。即使是在自己的家里．日本人也 

不会穿拖鞋入室的。 

5．忌讳人前接吻、拥抱、吃东西 

日本人认为在人前接吻是一种羞耻，而在人前接触他人 

的身体是失礼的行为。男女握手也很少，除非是恋爱关系。 

同时，13本人也不习惯在他人面前吃东西或嚼东西，此行为 

视为有失大雅和体面。 

6 忌讳名片不看便收起来 

在递交名片时．艰方要对视并微微点头以示谢意。交换 

名片后，认真过目，不明之处当面询问 示尊敬和谦虚。而 

忌讳接到名片以后看也不看就随便往口袋里一塞了事的做 

法。得体的做法是．将名片放在自己座位跟前的桌子上．交 

谈完毕方可将名片收起。名片被折、弄脏或不必要的涂写、 

涂改都被视为失札之举。 

7 忌讳将肮脏的房子留给新房主 

日本人搬家前通常会将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使下一位 

未曾谋面的租房者也能省心、顺利地住进来。哪怕平时是个 

不注意收抬房间的人，也忌讳在搬家后将一个脏乱的屋子留 

给下一个租房者。 

8 忌讳在公共场所大声说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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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一般较注意维护个人在公共场告的形象，文雅的 

举止、得体的服饰等，都被视为一十有修养、有文化的人所必 

备的素质。而在公共场所的大声说笑正是有悖于以上要求 

的．因而被视为不雅的举止。 

9 忌讳在公共浴池内搓洗 

日本人在公共惜池内洗澡时，十分讲究公共道德。洗澡 

者会在浴池外洁净身体后，再进入浴池内浸泡身体 而忌讳 

在公共浴池内搓洗及使用肥皂。 

l0 忌讳当着顾客的面查验钱币 

在日本，银行职员或商店收锻员即使从顾客手中收到可 

疑的钱币，也忌讳当着顾客的面查验是否假币的做法，否则 

会被视为是对顾客的失札之举。 

二、忌讳文化的功能 

(一)实现拒绝 

当一种良好的积极的价值观念在整个社会赢得一定的 

共识后，便成为约束和衡量人们行为举止的标准和原则。日 

本人价值观念中的忌讳，体现了一种实现拒绝的愿望，表现 

为排斥、不容和否定的态度。但由于日本人特有的吉蓄、爱 

面子的处世性格，又不可能直言不讳地采取拒绝的言行．久 

而久之便在人们的观念中形成了为表现忌讳而履行的规范。 

如：(1)忌讳向他人借钱。日本人与生俱来的爱面子和不始 

他人添麻烦的心理．造就了不易开口借钱的性格。假如出现 

“借”的事实．被借的一方即使不情愿，也不便直言相拒．造成 

双方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借钱问题上的忌讳观念．最大限 

度地避免了出现此种尴尬的可能。(2)忌讳轻易说出“NO”。 

同样是为实现拒绝的愿望．委婉而绕道迂回式的拒绝仍可达 

到拒绝的目的．却使对方在心照不宣中，温文尔雅地接受了 

被拒绝的现实。(3)忌讳在公共场所大声说笑。良好的公共 

秩序、和谐的社会氛围是由每一十社会成员来共同维持的。 
～ 个有修养l有文化、有理性的人．当然会十分注重公众场合 

的个人形象、文雅的举止、得体的服饰等。否则，会令人从内 

心生出反感和厌恶。(4)忌讳直言不讳地向他人坦露心迹。 

日本式的含蓄、委婉，养成了日本人在人际交往中注意眼观 

六路、察言观色的细腻性格，即使对方的愿望离自己相差甚 

远，也会通过迂回的方式来实现拒绝的愿望。 

于是，在统一的社会规范的范围内，人们 自觉不 自觉地 

克服了随心所欲的心理，从而约束了自己的言行，且不必思 

付因拒绝他人而剥面子的窘迫，执而也维持了良好的人际关 

系。忌讳，成为持人处世的有效法宝和武器。 

(：)成全谨慎 

日本人往往只要～迈出家门．便牢记谨慎处世的原则。 

委婉、细腻、周到的性格支配着 日本人的言行，通过设身处 

地、察言观色来认真地分析、判断，甚至巧妙的旁敲侧击，获 

取相关的信息，并尽快作出相应、必要、恰当的信息取舍判 

断，以便确定恰当、稳定的交往方式和态度。如：(1)忌讳民 

事纠纷打官司。日本人遇事不喜欢张扬，即使遇到棘手的麻 

炳，也通常是通过当事人之间的协调来解决．或是通过中问 

人的协调来解决。“对簿公堂”仅限于当事者双方万不得已 

而为之的场台。(2)忌讳问及他人的收入、私生活。每个人 

都有保留个人的隐私的权利，无端地介人有悖于日本人的处 

世原则，也会无端地打破他人的心理平衡。(3)忌讳在别人 

家留宿。“留宿”会夸双方陷入过分谨慎、小心的窘境，造成 

不安、不自在，索性不去找这份麻烦，就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了。(4)忌讳当着客人的面查验钱币 在日车，“顾客是上 

帝”的意识深入人心．商寡岂有公开对“上帝”报有怀疑之理， 

这种一时的不慎将使商寡付出痛失“上帝的”代价。 

日本人的谨慎是基于克制、忍让、以柔制刚的价值观念。 

同时，尽量避免因自己的不慎和大意而给他人带来麻烦和不 

快，这种看似柔弱、被动、卑微的外在表象，往往能在竞争激 

烈的态势中，赢得积极和主动，最终以谨慎战胜跛扈，成为貌 

似弱者的强者。 

(三)持进友善 

人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生产关系 为了实现个人或团 

体的利益而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是人们的客观选择。在人 

际交往的过程中，希望保持和谐、友好的人际关系，而友善正 

可以起到维系和加固与他人融洽、协调关系的纽带的功效。 

不失时机地向他人传达友善、敬意，体现了一个人良好的修 

养、品质和风度。当然，传达友善、敬意的手段和方法，并无 

固定的模式．日本的忌讳文化中也包含着相关的内容。如： 

(1)忌讳夸赞自己的家庭成员。但对他人的夸赞，从形象到 

服饰，从事业到家庭．从语言到行为，都是不应吝啬地加以表 

扬和夸赞的对象。(2)忌讳名片不看便收起来。赠送与接受 

名片，都是一种表示友好的行为，接受别人的好意和友善，正 

是能够维系和发展友谊的良好开端。(3)忌讳将肮脏的房子 

留给新房主。即使对未曾谋过面的租房者，若能在人家的心 

日中留下一个友善的印象，也能令人达到愉悦和满足。 

传达友善，离不开当事者双方的相互认同、好感及接受。 

不失时机地注意传达友善，便可轻车熟路地驾驭好人际交往 

的快车，实现以期沟通的愿望。 

(日)完善人格 

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以尊重对方为前提，通过细致的 

观察、迂回的试探、周密的分折 认真的判断，掌握相关而必 

要的信息，从而使自己在交往中赢得积极和主动，立于不败 

之地。同时．也使自己的人格得到升华和完善。如：(1)忌讳 

铺张浪费。即使是在{哥客吃饭的问题上，日本人看重的也是 

实事求是．讲究经济、实际的内涵，倒是不存在“吃光了，投面 

子”的虚荣观念。以吃饱、吃好为就餐的基本原则，无需以奢 

侈、浪费为代价，去换坷一个徒有虚名的面子。(2)忌讳说泄 

气的话。士气当鼓励。对于同样一种事情，往往会得出两种 

截然相反的结果，其中的鼓励或是泄气的态度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信心来 自他人的外在激励和自身内在自我鼓舞的 

力量。因此，r顽艰札J(加油、努力)的使用频率极高．成为积 

极、向上的代名词。(3)忌讳对外按年龄称呼长者。不服输、 

不服老是日本老年人营遍共有的心态。即使退休在家，也不 

http://www.cqvip.com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O2年第 8卷第 1期 

愿被视为多余、无用和照顾的对象，而是力所能及地为家庭、 

社会发挥余热。 

严于律己，常保持一副积极、向上和乐观的心态，善待社 

会、善待自己、善待人生，使自己拥有充实而健康的精神生 

活，在享受和创造人生的同时，不断完善和升华自己的人格。 

三、忌讳文化的价值 

(一)和谐的成功观念 

处于激烈竞争时代的人，本应充满了搏击声和否定感． 

这是与 自然主义相对的“非上层 阶层的人则不适生存”的观 

念相悖的基本竞争观。但疲于竞争的日本人反其道而行之． 

开始崇尚自然主义 ，追求和谐的价值观。追求成功是每个人 

的愿望．但成功就是“适者生存”吗?这是一个哲学命题，诱 

发了和谐亦能上进的观念。 

自我奋斗的成功观。日本人崇尚成功，这源自日本人自 

我奋斗的成功观。人们往往把奋斗看成是一种竞争的必然， 

即否定对方的必然。表现在你高我低，你亡我存的功利标准 

上。而物极必反，当代日本人则力图否定这种我是你非和有 

我无你的奋斗观．力求成全一种和谐共生的奋斗观以及成功 

而不否定对方。 

朋友至上的人生观。如同其它社会一样，日本人也乐意 

交朋友，认为朋友至上，认为无朋友的人生是孤寂的失败的 

人生。但 日本人的人生观不是立足于对朋友的索取、依赖， 

而是立足于帮助。从理论上讲，推崇一种友谊至上的观念。 

因此．忌讳向他人借钱。越是朋友问，越耻谈求助和依赖。 

团队主义的奋斗观。日本人的抱团意识源 自于太平洋 

岛国的文化历史：“一个人是条虫，三个人是条龙。 而团队成 

员问的关系不是靠权威和家族维系的，而是靠信仰和信念联 

系的，这需要彼此间的达观、谅解 和平等。表现出一种相互 

支持而又和谐平等的非正式组织观念。 

(：)自立的人生态度 

自肇的前提是对“权威”的重新认定。来自异化的力量， 

权威总是客观而威严的，是同一律的实现条件 ．表现为法律、 

领导、家长及老师的人格力量神圣不可侵犯。而日本物质文 

明的发展，就业率的提高，从根本上为人性的解放提供了条 

件。强调“个人的爱好 、“自我个性特点”、“忠实于自己的生 

活 等成为新一代人人生观的一种暗示，表现在“不受他人制 

约”的言行中，而社会又有统一的规范，团队意识又格外强 

大。因此，内圆外方的人生态度，即充分展示个性又适 当约 

束 自我的自律精神突显了出来。 

人生目标的一致性。日本人的坚韧往往表现在一旦 目 

标确定，自当全力以赴。故十分忌讳说泄气话，不论是对 自 

己还是对他人都不愿意说“NO”，哪怕被客观条件所否定，也 

不允许泄气，也不能说 NO”。这是一种持续冲动的心理现 

象 ，客观上则营造了奋发向上的氛围。 

个人的自由性。与强烈的自律意识相对应．当代日本人 

崇尚“自由”、“无约束”的发展．开发自我。忌讳问及他人的 

收人、私生活，就成为一种普遍的道德要求．而保护自己的隐 

私权就被视为个人神圣的权利。 

人格的独立性。强调自我，不仅在于与人比较的存在价 

值上，还在于“个人至上”的自我行为上。不向他人借钱．既 

是对别人习惯的尊重，又是维护自己独立人格的表现。 

(三)助人的价值趋向 

乐于助人似乎是日本人的性格，但不乏功利的意义，既 

是一种道德力量的外化，又是自我愿望的实现。因为毕竟别 

人有求于我，我能帮助他人。 

助人是一种 自我满足——马斯洛夫的层次说中的自我 

实现观，不仅是一种客观要求和规律必然，更是一种 自我表 

现的方式。因此，常常是不能轻易说“NO”的。 

维护面子是一种修养——面子，是一个人的社会形象。 

想在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就不能不顾及个人的形象问题， 

而这种需求往往又是相互的。不揭短，不向他人借钱，对外 

不按年龄称呼长者，不在他人家里留宿等举动，恰恰是尊重 

他人，避免给他人造成麻烦和负担的良好修养的表现。 

自我牺牲是一种境界——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个人的 

利益受到些许损失也是再所难免之事，此时需有一种勇于自 

我牺牲的高尚境界．而这种一时的牺牲却可赢得长久的友谊 

和交情。不将肮脏的房子留给新房主，正是为了博得哪怕是 

未谋面者的赞许和好感，这种无需道谢的心理满足，便是一 

种 自我牺牲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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