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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视角 ：不只是技术的精益求精 （三 ）

黄荣光

前几天在 看了
一

个不长的译制专题片 《创造历史的动物 蚕 》 ， 内

容是很符合科学技术史的 口味的
——它叙述了养蚕和制丝技术的西传 。 在历史的

回顾之外 ， 影片显示 当下蚕丝制造的最高水平显然是在巴西 。 精选 留种用蚕茧

人工控制从蛹到蚕蛾的蜕变 ；将雄性涂成红色 ， 提高雌雄交配的效率 在卵和幼虫

孵化的环节剔除不 良部分 家农户在工场附近养蚕 ， 由于气候适应 ， 巴西每

年能养 代蚕 全 自动烘茧和制丝技术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 ，
公斤蚕茧能产出

公斤生丝 ， 使巴西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蚕丝出 口 国之
一

。 而这里的技术来 自 东

方
——

年 日本移民带来的全套技术。

由于影片采集的中 国制 丝现场几乎全部是手工作业 ， 也出于贸易史研究者的

敏感 ， 我赶紧在相关书籍里找到 了中国出 口蚕丝的统计数据
一

在数量上说 ， 我

们现在确实是第
一

位的 ， 然而相对于国际平均价格 ， 价格指数比较低 、 而且有越

来越低的趋势 ， 作者给出 的总结也很耐人寻味 ：

这表示在世界生丝总 出 口 量保持不 变条件 下 ， 中 国 生 丝 出 口 量随相 对

价格的 变动 而 反方 向 变动 ， 即 中 国生 丝 出 口 量是其相对价格的递减函数 ： 当

相对价格上升时 出 口 量减少 ，
反之

，
当相 对价格下降时 出 口 量增加 。 厉以宁 、

秦宛顺 页

翻译成老百姓看得懂的话 ，

一

部分内容就有些令人痛心 ：在总量不变的前提

下 ， 中 国商品在价格走低时能够多销售 ， 价格上升时则没有足够的商品可卖 。

原因其实不仅仅出在产品的质量控制上 。更重要的是卖方对买方需求的掌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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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能否反应到生产过程 中——这里有态度 问题 ，
也有能力问题。

直到 世纪初期 ， 日本都
一直是从中国进 口生丝的 国家 ， 年开始量产 ，

在 年开放港 口后开始直接出 口欧美 。 明治维新后 ， 政府为 因剥夺武士俸禄

而失去生活来源的士族子女建立的第
一

家企业就是 年的 富冈制丝所 ， 目 的

是用 现代技术生产供 出 口的生丝 。 在国 际市场上 ，

—

年间 ， 中 国出 口

的生丝是 日本的两倍
，
而到 了 年 ， 日本生丝的出 口量超过 中国 ， 为 吨 ，

占世界生丝贸易总量的 而中国生丝输出量为 吨 ， 占世界生丝贸易

总量的 。 从 年开始 ， 日 本生丝出 口量占世界生丝贸易量的
一

半以上 ，

年以后达 强 。

—

年达创纪录的 。 也就是说 日 本 自

年起已经基本确立了其在世界生丝市场上的垄断地位 顾国达等 。 雷麦在

他的名著 《中 国对外贸易 》 中指出 ：

“

这是因为 日 本 自 年开始实施的生丝品

质检査制度起到 了作用
”

。 而支撑品质检査制度的是工业所有权 （包括商标 、 专

利等 ） 制度 、 分析和试验机构 、 良种和技术推广机构 ， 还有驻外领事们对最重要

的市场——美国的调査和研究 。

雷麦总结中国在生丝贸易的竞争中失败的原因是 ：

“

在清朝 ， 改革很困难 。 政

府没有这样的远见 即使有人提出建议 也没有相应的行政机构来实施这些方案
”

。

确实是卓见 。 但 日本人也不是
一开始就聪明和识时务 。 在 年 ， 出于

一

种
“

幼

儿期的爱国心理
”

， 涩泽荣
一

领导了
一

场团结全体生丝贸易商的抵制外商运动 ，

结果和胡雪岩
一样以失败告终 。 日本人从失败中看到的内容和我们很不

一

样 ， 他

们看到 的不是派阀之争等人事的原因 ， 以 年从巴黎学习过制丝技术的人为

中心 ， 他们开始品味为什么 自 己会认为
“

外商不讲理
”

。

通过驻外领事对美国市场的调査 ， 日本人终于搞清楚 ：对于现代纺织工业 ，

生丝质量之稳定有多么重要 。 之后 ， 他们开始建立蚕业学校 ， 培养技术推广所需

的人才 ， 同时配备对生产和贸易的金融支持制度 。 在缺乏有外贸经验的商人的年

代 ， 政府甚至贷款给外国商人以求获得稳定的收益 。 细说起来 ， 其中也有许多 的

曲折和苦衷 ， 但是 日 本的 目 标明确
——

多出 口生丝 ， 为富国强兵 、 获取现代生产

资料赚取资金 。

对于本国制丝业的弊端 ， 费达生先生在上个世纪 年代便有清晰的认识 ：

近
■

§ 年来 ， 由 于资 本主 义 国 家 纺织机械的 发展
，

日 本 、 意 大利 等国 生

产 的 丝 绸 ，
质量 已超过我 国 。 我 国 的丝绸在世界市场上越来越失去竞 争 力 。

二十世纪初在江浙一带 虽 然 已经有 了 机械制 丝的工厂 ，
但 当 时工厂 的制丝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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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非 常落后 。

一九二二年 ， 我在 日 本留 学 的中期 ，
曾 回 国在上海参观调查过

我 国 的 丝厂 ， 看到 当时我 国最先进的丝厂 用 的仍是意大利造的老式的童 工打

盆大 缫式车 ，
这种 车生产 的丝 ，

无论在 匀度 、 纤度偏差 累进节 强伸 力
、
抱

合 、
切断 、 色泽等方 面都比不上 日 本丝厂 当 时采用 的机器煮 茧 小 复摇车生

产 的 丝 。 不仅质量差 ，

而且茧耗大 ，
成 本高 。 使我更明确到 ， 要不革新制丝

技术 ， 那 么 中 国 丝在世界市场上就没有 出路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

省无锡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而即使是在 年 ， 我因为想为 民国时期知行合
一

的知识女性
——

费达生

立传 ，
去苏州市档案馆、 苏州第

一丝厂博物馆等机构调查时 ， 我看到的基本还是

对我们辉煌的古老传统的强调 ， 并没有关于费先生对生丝行业生产技术 、 销售 、

资本等的内容 。 现在由于长江三角洲人工的 昂贵 ，
生丝的产地已经变成了安徽等

省的边远农村 ， 并不是像 日本人在巴西那样 ， 通过彻底的制度变革降低成本 ， 提

高产品的附加值 。

长此以往 ， 我们
“

赛里丝
”

国的荣耀怕也会成为历史 。 其实很怕 听到 、 但心

中 已经在重复的 ， 是黄
一

农先生在评价 世纪英国人对中国沿海的测量工作

时的那
一

声叹息 ：

“

其实我们早就输掉了
”

。

酒文化和有酒没文化

节 日 ， 邀
一

群人杀到老友家聚会 。 宴会开始前 ， 主人拿 出
一

瓶酒来 ， 多少有

点得意地说
“

别看我不懂 日语 ， 我可准备了 日本酒给你们、
一

干人等心中当然

能感受到那种
“

不亦乐乎
”

的热情 。

一

巡推杯换盏之后 ， 我当然要显摆显摆懂 日 语的人怎么喝这瓶酒 。 这天喝

的
“

上善如水
”

是
一

个比较有影响力的 日本酒品牌 这四个字中国人也耳熟能详 。

而这款酒又有
一

个小品牌
——

“

像水
一

样活着吧
”

。 品牌设计者的说明 由两部分

构成 ：

水 ：水是柔软 、 有韧性而 自 由 的 。 并且有着给
一

切对象利益而不争任何的谦

虚胸怀 。

“ ”

是
“

自 由和谦虚
”

的象征 。

活着吧 ：我们珍惜不为任何东西束缚 、 自 由奔放的创造性精神 。

“

活着吧
”

指

的是远离古老价值观的
一

种
“

轻松的姿态
”

。

第
一

段显然来自 《道德经》 ， 原文是
“

上善若水
”

，

“

若
”

通
“

如
”

， 原文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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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

。 第二段则是给这款酒一个定位——这款酒是给愿意活得轻

松 自 由的人享受的 。

听完之后 ， 在座的人中有人道
“

瞧 ， 这酒喝得还挺有文化
”

。

一

句话勾起我

在 日 本喝酒时的片片回忆 。

和所有的 国家的人
一

样 ， 酒在 日本的重要作用之
一也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 。

在东京大学念博士的时候 ，
选的课并不多 ，

基本就是两三门 ， 上课的方式是某位

学生就某
一

专题发表报告 ， 老师和其他同学对其进行点评 。 报告的内容有时是
一

本书的书评 ， 有时是对
一

个亊件或人物的挖掘 ， 以此训练学生
“

从小做大
”

。 因

为前提是大家都读完
一

本书或了解事件 、 人物的背景时代 ， 实际上准备工作是很

累的 。 课应该是在下午 点结束 ， 但从来没有按时结束过讨论 。 到了 大家

几乎是 自动地会聚到某
一

家小餐馆 ，
吃晚饭 ， 喝点酒。 喝完酒后的讨论通常会比

课上更 自 由 、 放松而深刻 ， 但是不像上课那么累 。

学生们去的基本是较为便宜的
“

居酒屋
”

， 以啤酒和不太贵的烧酒 （酒精含

量 度 这是 日本所产最烈的酒 ） 为主 这里的人声鼎沸丝毫不逊于国 内的饭馆 。

学生和老师喝酒也是需要分账的 ， 但不是严格的 制 。 通常会有一个人被称为
“

干事
”

， 这个人负责点菜和规定付账的方式 。

一

般来说 ， 博士要 比硕士多负担些 ，

本科生就更少 ， 老师会掏出
一

个整数 ， 或者包揽大家均摊后的剩余金额 。

当然更多的是上班族的聚会 。 如果不是囊中羞涩而又耐不住孤寂 ， 你就能和
一

个或者二三知己 ， 或清风明月 、 或有茶有画地优雅
一

回 。 这种时候基本都喝 日本酒 。

日本酒在发音为
“ ”

的时候 ， 指的是清酒或纯米酒原料是酒米和酒曲 ，

不标注
“

纯米
”

的会加
一些酿造酒精 。 用全米酿造的称为

“

本酿造
”

， 可 以凉着

喝 ， 在冬天也可以烫热了喝 。 把米外面的 磨掉酿造的称为
“

吟
”

；
去掉外

面 用米心加外围部分酿成的称为
“

大吟
”

， 是最高级的 。 最后
一

种只能

喝
“

冷酒
”

。 最大的瓶子是
“
一升

”

在料理店按
“

合
”

卖 盛进陶瓷的
“

铫子
”

（ 日

文又称
“

德利
”

） 里拿到餐桌上 ， 配着各种样式的 、 让菜品显得很好吃的小盘子

小碗——高级的 日本料理摆盘极其讲究 ，称为
“

用眼睛吃
”

。 窗外有时是櫻花盛开 ，

有时是霜叶红透 。

这种场合的酒 ， 按规矩是不推杯换盏的 。 每个人 自斟 自饮 ， 以 自得其乐为 目

的 。 根据心境和喜好 ，你可以有很多的选择 。 像
“

铁炮队
”

、

“

让女人哭
”

、

“

八海山
”

等等 。 每
一

个品牌都会标明产地 ，
让你联想到那个地区的 阳光或者白雪。 而各厂

家绝对不会每年只卖
一

种 口味 ， 而是会不定期推出新品牌 、 新品种
——

时而果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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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而加汽儿 ，
这些酒都对象明确 ，

让人悠然心动 。 比如右图是小女人们 比较喜欢

的
一

个牌子 ， 是
“

大吟
”

，
它比较小众 ， 价格也相对高些 。 但酒标的画面

“

路

上有花 有小鼓
”

会让每个人想起字都写得歪歪扭扭的童年 、 或者阳光照耀下的

某个瞬间的花开 ， 因而有许多会心的笑容 ， 当然就会有许多的酒不醉人人自醉了 。

在初冬 ， 日本酒厂家会举办专场的品酒会 。 去过两次才看出 门道来 。 新宿的

王子饭店是个有传统的会场 。 我去的那一次有 个厂家参加 ， 原以为要至少喝

上 小杯 ， 结果是到 了爱喝的那
一

家就走不动 ， 最后只喝了大概 种 。 小规

模的品酒会是经常举行的 。 或许是学习葡萄酒的营销手法 ， 日本酒有专 门的品酒

师国家资格 ， 称为
“

闻酒师
”

， 地方的小厂把当年的试制 品用
一

升装的大瓶封好 ，

快递给 自 己认识的 品酒师 ，
品酒师在攒到一定数量后请相熟的朋友

一

起喝 ， 观察

哪一瓶最先被喝光 ， 问 问众人的感受 ， 喝完还要投票 ， 看看各个品牌在香气 、 口

感、 观感等方面的得分 。 主要原料都是米 ， 加上酵母研究的发展 ， 造出的酒就会

有辣有甜、 有醇厚有清淡 。 虽说众 口难调 ， 但认为好喝的酒却会很
一

致 。

在国内 喝酒 ， 大部分时候是应酬 。 多见的是
“

会喝
一

两喝二两 ， 这样朋友够

豪爽 ！
会喝二两喝五两 ， 这样同志应培养

”

为口号的拼酒或拼命 。 总觉得这样辜

负 了厂家
“

次蒸煮 、 次发酵 、 次取液 。 酿造周期长达
一

年 。 经年累 月 的洞

藏积淀 ， 时间练就了酱香奢华 。 沉淀光阴 ， 徒放尊贵 ， 每
一

滴都浸透着岁 月积淀

的优雅芬芳
”

的讲究 。

但有时不禁也会想 ， 喝者固然需要提高修养 ， 厂家不妨在质量的追求之外 ，

参考葡萄酒和 日本酒的做法 ， 多揣摩揣摩时代的需求和当下的讲究 ，
让每一款酒

能喝得有诗有画 。 酒精都是
一样的 。 酒精的酿造和提炼手法也不会有天壤之别 。

但如何把酷造出来的酒让人喝到心里去 ， 那是文化 、 是销售 、 是功夫 ， 更是
一

种

让饮者分享制作者思绪的过程 。 这才是酒文化 。 酒瓶中没有这种对应场景 、 对应

思绪的设定 ’ 只能说是有酒没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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