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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字看中日 文化差异
厦门大学 林娟娟

平素 当我们开始着手什么事情的时候
,

总会情不自禁抑扬顿挫地
念起数字

、 、 、

⋯⋯ , 当跑步累了的时候
,

就 自然而然地喊起号子
、

、 、 、 · ·

一
,

藉此加油鼓劲坚持到底
。

由此可见
,

数字同人类的社会生
活和家庭生活密切相关

,

它不仅用于计算
,

而且作为语言
、

文化的一部
分

,

各个民族形成了不同的数字观念
。

一
、

中国的偶数文化
众所周知

,

我国人民崇尚偶数
,

有以偶数为吉的数字观念 因此
,

结
婚贺喜

、

走亲访友的礼品都必须是偶数
,

否则会被怀疑不懂常识
,

或被
认为故意讨人嫌

,

只有送双才合情理 虽然近年来这种习惯也不断变化
着

,

渐渐有人送起了单数的礼品
,

但是送礼者与受礼者的内心似乎总感
到不踏实 这种送双数礼品的习惯

,

大慨与自古以来无论什么都喜欢成
双成对

,

喜欢对称的中国人的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吧
。

大凡了解中华文化的人都会深刻感触到
,

我国古代建筑群体从都
市

、

宫殿
、

寺院到一般民家都具有左右对称的特点
。

如有东塔必建西塔
一侧有殿堂

,

另一侧亦必定建有相同的殿堂 那神气十足地矗立在左右
两侧的狮子也必是成双成对

,

给人一种极其四平八稳的感觉
,

并从中得
到安全感

。

这种对称的观念还表现在其他文化形态方面
,

甚至于民间习

俗
。

我国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长恨歌 》里有一句脍炙人口的诗词
“

在
天愿作比翼鸟

,

在地愿为连理枝 ” ,

自古用成双成对的事物来讴歌爱情
的真挚与永恒

,

表达追求美满幸福之愿望的文学
、

艺术作品更是举不胜
举

,

俯拾即是
。

在我国南方的闽南地区
,

自古以来人们遇事爱讲究吉与凶
。

从破
土

、

盖屋
、

迁居
、

嫁娶
、

开市
、

出门乃至探病
、

理发
、

修置
、

作灶等诸多琐碎
小事都要慎重其事地问吉 卜凶

,

选择
“
黄道吉 日 ” ,

以求得即 日乃至永世
的吉祥如意

、

平安幸福
,

求得心灵的慰藉增强 自信心 所谓“
黄道吉 日 ”

即“
双 日 ” 如果能选择月

、

日均是偶数为吉
,

星期也都是偶数更佳 若能
择上阴历阳历同是双数更是吉上加吉 日本的 「大安

,

意为大吉大
安

,

与中国的“
黄道吉 日 ”相同

。

通常
,

我们在 日本的挂历上看到 日期下
边印着 大安

、

赤口
、

先腾
、

友引
、

先食
、

么械 的字样
,

它就是用来表吉
凶的

,

每六天一循环 日本人平素一般不拘琐事
,

但是每逢庆典或重大
事情必择吉 日

,

那时
,

只要翻开 日历就能如愿择吉避凶了 在这一方面
,

尽管择吉方式不尽相同
,

但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心理和习惯如出一辙 虽
然

,

随着时间的流逝
,

选择双 日的
“

黄道吉 日 ”
行事的传统习惯也逐渐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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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了
,

但是遇重大事情的时候
,

人们仍然一如既往慎重地择双择吉
,

以

求大吉大利
。

二
、

日本的奇数文化
与中国人喜爱偶数相反

,

日本人崇尚奇数
,

自古以来就有以奇数为
吉的数字观念 日语 雌别 一词的意思是对将旅行

、

调动工作或乔迁
新居至远方的人临别时馈赠钱财或礼物

。

通常
,

日本人要根据自己的经
济能力和对方的情况决定赠钱多寡

。

但是
,

不论钱的数 目多少都必定是
奇数

,

一般为 千 日元
、

千 日元
、

千 日元
、

万 日元
、

万 千 日元
、

万 千 日元 ⋯⋯
。

翻开 日本的挂历
,

我们还可以发现 日本的 个法定的节 日几乎都
置于奇数 其中

,

有一个节 日最能说明日本人重奇数 这个节 日的时间
屯 忿 会志 , ‘打 ,

在 月 日
,

称为 七
·

五
·

三刃 祝
。

当男孩 岁或 岁
,

女孩
岁或 岁之时

,

要在这一天举行祝贺仪式
。

父母给 自己的孩子穿上漂亮
的和服盛装

,

然后一起去参拜神社
,

祝贺孩子过去健康的成长并祈愿今
后顺利发展

。

从节 日的名称
、

时间直至庆贺的对象都是奇数
更值得一提的是 日本的诗歌 「和歌 」 和 「侨句

。 「和歌 和
「侨句 在 日本文学中最具有民族特性

,

它吸收并融解了中国诗歌骚
体的特点

,

依据 日语在表现力上的基本特点
,

采用音数有规则的变换来
构成韵律

,

从而形成独特的短诗形式
。

比如 「和歌
,

它是由“五
、

七
、

五
、

七
、

七 ”共三十一个音数有规则的参差而构成
。

例如 日本和歌集 百
人一首 』 中遣唐使安倍仲麻 吕的一首 「望那歌 云 「击

笑
“ 。潇、 。

丹 介寸护 丹 护 落 牛 滚 ‘、 , 色

吞汁兄扎 了春 日含石 三笠刃 山‘ 出廿 七月沙 心 辽阔长夭浩月升
,

仰首遥望动乡情 犹是当年春 日月
,

曾在三笠山顶明
。

诗人所构思的意
境和抒发的望月思乡的感慨之情

,

都凝集在这三十一个音数之中
。

这种
诗歌形式洗炼朴实

,

千百年来一直是 日本文坛诗人们吟诵心声的最主

要和最基本的形式 再如 「侨句
,

它同样依托 日语音数有规则的参
差

,

由
“
五

、

七
、

五
”的十七个音节构成

。

如江户时代著名徘句诗人松尾芭
占 石‘ 一寸 护 宁 丹 了 妇 七

蕉的一首脍炙人 口 的诗 「 古池 冲 蛙 七挤乙 仑 水刃 音 悠悠古池畔
,

青蛙跳破镜中天
,

叮咚一声喧
。

诗人在短短的十七个音节里借景抒情
,

文笔清淡
,

语言洗炼
,

意蕴隽永耐人寻味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探究还可
以发现

,

不管 「和歌 还是 徘句
,

各行的音数都是奇数
,

行数也一
定是奇数

。

据说 日本诗歌是 日本人模仿中国诗词中的五言绝句或七言律诗创
造而成的 但是

,

我国的五言绝句每行均排列 个文字
,

行数都是偶数
。

如唐代诗人王维的《相思 》红豆生南国
,

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
,

此物
最相思 七言律诗则每行均排列 个文字

,

行数也一定是偶数
。

比如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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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诗人张继所作的《枫桥夜泊 》月落乌啼霜满夭
,

江枫渔火对愁眠
。

姑
苏城外寒山寺

,

夜半钟声到客船 究竟为何形成这种都用奇数排列的诗
歌形式呢 恐怕还一时难以弄清楚

,

然而我们却由此得知
,

喜用奇数是
日本诗歌的一大特征

,

同时也是整个 日本文化的一大特征
三

、

中日数字文化之差异
当然

,

日本人不仅仅只重奇数
,

他们还同我们中国人一样
,

十分钟
爱

“

八
”

不言而喻
。

中国人喜爱
“

八 ”是因为“

八 ”与
“

发
”

谐音 随着经济
改革的深入发展

,

我们的人民获得了愈来愈大的经济实惠
,

物质生活水
平直线上升

。

然而
,

正如俗话所说
,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
,

人们憧憬着美
好的未来

,

为之不断追求不懈奋斗
,

企望能发大财 于是
“

八
”
这个数字

愈发身价倍增
。

在以偶数为吉的中国人的数字观念里
, “

八
”
是个圣数

,

它表示财源滚滚来
,

象征吉祥幸福
中国有句成语勺又字打开

” ,

意思是象“
八

”

那样
,

一撇一捺
,

向两边
分开

。

中国人喜欢用来比喻毫不隐藏
,

开门见山
。

但是 日本人喜爱
“

护
的字形

“
一撇一捺

,

向两边分开 ”的意思 因为在 日语里是 「店力 即
扩大

、

扩展之意
,

更确切的意思则是 末店力‘ 即逐渐扩展
、

逐渐兴
盛

。

再打开 「新 明 解国两辞典
,

对 八 立乞 的解释除了数字以

外
,

还有 和 哲刃 『冲 。 。 力‘ 弥 」 ‘二通 匕禄起力‘良‘、

七寸石向 叁

尔南石 由此我们又进一步得知
, “
八

”
还有吉利之意 难怪 日本人对

“

八
”

这个数字顶礼膜拜呢
。

据考察 在中国大陆文化大量传人 日本之
前

,

日本人就视
“

八
”为圣数

,

相信这一数字中孕育着吉祥美好
、

兴盛圆

满
。

有趣的是
,

日本人关于
“

八
”
的圣数观念很近似于中国的“九 ” “

八
”

在 日语中除了上述所表示的意思之外
,

还有
“
广博

、

宏大
”
之意

,

对此
,

中
国却用

“
九

”
来表示

。

另外
,

在中国“

九
”

还象征永久
、

吉利 据说北京的城
门有九座

,

故宫的房屋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间
,

天坛的许多建筑都与
“

九 ”

有密切的关系
。

因为除了宏大圆满之意
, “
九

”
还包含着永久

、

吉利之意
。

所以
,

我们中国人 自然要偏爱
“

九
”

这个数字 然而
,

日本人却与我们相
反

,

他们很忌讳
“

九 ” 因为在 日语中 「九 与 「苦 的发音完全相同
。

由于中国和 日本都是使用汉字的国家
,

从语言发音方面讲究吉凶

的心理几乎一样
,

但是中日两国的语言发音又不尽相同
,

关于吉凶的说
法也就大相径庭了

。

比如在 日本
,

日语的 「四 与 「死 谐音就十分招
人嫌恶

。

因此
,

日本宾馆的客房号和医院的病房号都避开
“ 四 ”

这个数
字 人们在 日常生活中也尽量避免使用

“ 四 ”的音读
,

而采用训读 与此
相反

,

我们中国人喜欢
“ 四 ” ,

把
“ 四 ”

视为非常重要的数字 我们常说
“ 四

海一家
” 、“ 四海兄弟

” 、“ 四平八稳 ” 、“ 四通八达
” 、“ 四亭八当

”

等等
,

就是
认为

“ 四 ”表达了圆满的心情
。

我国南方的闽南地区习惯在喜庆的 日子
或对人施与大礼时用

“ 四 ”

种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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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 日本男人
、

女人及其家庭 、

锦州医学院 郝素岩

二
、

日本的女人
「“

麟
儿

漏 褪休年龄离婚

日本的 「熟年雄婚率 比较高
,

近年来又呈上升趋势 所谓 熟年
陇婚

,

是指五
、

六十岁以后
,

即在男性退休前后夫妻离婚的现象
。 「熟

年阻婚 基本上都是 由女性首先提出的
,

在 日本的离婚中
,

熟年陇
婚 率超过青

、

中年
,

并且主动提出离婚的一方多为 主姗
据说在这个年龄层离婚

,

是由于孩子巳长大成人
、

不再需要母亲照
料

,

此外
,

要离婚的妻子也有了一定的积蓄
,

有能力分手了 熟年雄
婚 者

,

多数是从年轻时起
,

夫妻关系便不 「

竹髯 美满
,

但是 由

于孩子的原因
,

更主要的是做为 「主嫦 的妻子
,

没有经济来源
、

或固

定
占 止 弓

的收入 妻子
、

孩子都要靠丈夫的 扶赞
。

经济的依附性很强
,

即使
对男人有许多不满

,

也只好 撇 七下‘、
忍耐下去 到了 「熟

年 」 就不同了
,

孩子大了
,

自己有了一定的“

积攒 , 加之丈夫 鉴举
左

退该
‘ 后

,

收入大幅度减少
,

只能靠数量有限的 「

辈蓄 养老金 维

系生活
,

主妇在六十岁后可以拿到数量有限的 「国民年金 」 了
,

此时妻
子在经济上失去了对丈夫的依赖性

,

于是便加大了离婚率
。

日本的许多已婚妇女没有经济收入
,

因此法律规定
,

丈夫若提出与
妻子离异

,

需要付给女方相当一笔 「

脯 瞻养费
,

许多男人都

难以支付 这也可能是 日本男人主动提出离婚者少的一个原因吧

熟年 提出离婚的女性
,

通常都是在经济上有自信心者 , 除了六
十岁以后可以拿了有限的 「年金 这一点之外

,

她们都有一笔可以保
漳 自己晚年生活的“

积蓄
” ,

这笔积蓄就是婚后儿十年的 、干 」

偷着攒的私房钱
。

经济上不独立的家庭主妇
,

一般都有心计 婚后许多妇女将丈夫每
月交给她管理的工资

,

留出一部分单独存起来
,

不让丈夫知道
。

尤其是

中国人崇 尚偶数
,

以偶数为吉的数字观念中蕴涵着传统的中国文
化

,

而 日本人喜爱奇数的习惯里同样蕴涵着传统的 日本文化 我们只有
努力从各个方面深刻 了解两国人民传统的生活习惯

、

独特的审美意识
乃至心理和思维

,

才能沟通思想感情
,

加深相互理解
,

增进相互往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