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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汉学”对日本文化和文学的浸润与涵养

武　德　庆

[摘　要] “汉学”是培育日本文化和文学的母体 ,日本古代的美的精神 、美的意识 、文学理

念无不打上“汉学”的烙印 。不了解“汉学”对日本文化和文学的影响就不可能理解日本古典文

学的内涵。可以说 ,日本文学的蕴奥 ,几乎都产生在对汉学的受容与变貌之间。诚然 ,单一的

民族 、统一的语言在封闭的自然环境下形成了别开异境 、匪夷所思的特质文化和文学 ,但在相

当长的历史时间 ,通过仅有的脐带汲取汉学的营养 ,由此所培育出来的体格却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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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汉学”是日本文化和文学的母体

“汉学”盛于日本的平安三朝(平城·嵯峨·淳和), 此后的“汉学”在日本历史的长河中 , 时隐时现 。如将《怀风藻》 、

《凌云集》 、《文华秀丽集》 、《経国集》等典籍看作是日本汉学高峰的话 , 那么 , 《源氏物语》 、《枕草子》 、《徒然草》 、《奥の细

道》等和风名著则是对汉学的细腻体会;如将“怀·凌· 文·経”看作是对汉学的饕餮大餐 ,“源· 枕·徒· 奥”则是对汉

学的细嚼慢咽;如果说 , “怀·凌·文· 経”是对汉学表面的 、直接的 、模仿式的吸收 , 那么 , “源· 枕·徒 ·奥”则是内在

的 、具体的 、有针对性的实际消化。正如戴季陶先生所言:“日本已将中国问题放在`解剖台' 上解剖了上万遍 , 装在`试

管' 里化学检证了上千回。” [ 1](第 26 页)所谓的对中国解剖 , 毋庸赘言“汉学”是首当其冲的着眼点。日本对“汉学”的研

究从未停止过 ,包括日军大举侵华期间也如此 。

日本汉学者寺尾善雄先生怀着“饮水思源”的情感 ,在 1982 年撰写了《中国传来物语》一书。有关汉学对日本古代文

化的影响作了如下阐述:“中国的汉文自古代传入日本 , 依靠后来本土发明的训读法 ,开始大量 、广泛地阅读中国古代文

献 ,其内容涵盖语言 、文学 、思想 、制度 、宗教 、艺术等各领域。可以说 , 汉学是形成日本古代文化的母体。作为母体文化

的汉学已成为日本古代文化无法分割的部分。” [ 2](第 429页)寺尾先生所提出的“汉学母体” , 或称“汉学母体论” ,非常有

见地 ,为如何看待“汉学”提出了准确的观点。寺尾先生在此著作里还提出了“汉文学习”对现今时代的三项重大意义:其

一 ,解明日本文化源流 , 奠定创造新文化的基础。其二 ,汲取汉字和汉语丰富知识 ,活用简洁且富有逻辑之文体。其三 ,

从经典的汉文里 ,获得启示以增强批判 、思考能力 ,形成现代人的“人间性” [ 2](第 429 页)。这个类似于汉语里的“综合人

文素质”的“人间性” , 与近几年日本文部科学省所提出的“开创新时代的人间力战略”这一教育方针中的“人间力”具有相

一致的含义。当然 ,文部科学省的“人间力”其内涵更深厚些 ,还包括“继承传统文化 ,有丰富内心世界的有教养的人”这

层意思。2003 年 ,日本国语问题协议会会长宇野精一先生在《平成新选百人一首》的前言里说:“传统文化是形成人格的

重要基础 ,所谓传统文化就是包含语言 、文字 、文学 、历史在内的古典。” “汉学”与日本古典已完全融合在一起 , 不管是彰

显 ,还是回避 , 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而存在着。

二 、“汉学”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一)日本古代的“汉学”思想

应神天皇时(201 年), 朝鲜王子阿直岐及随从王仁携经典到日 , 呈《论语》 、《千字文》以供日本皇太子稚郎子学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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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8页)。日本崇神天皇本纪十二年 , 还记录了“徐福携童男童女 500 人逃秦赴日”的传说。仲哀天皇期日本攻入新罗

获取了大量的汉学典籍。这些都是日本与汉学的早期接触。

汉学教育肇始于孝德天皇的“大学寮” 。此后 , 设立了大学和国学。在“大学 ·国学” 里的学习者 , 分别称“学人”和

“贡人” ,“学 、贡”科试及第者 ,都委以相当的官职。所学的经学科分大 、中 、小三经 ,《礼记》 、《左传》为大经 , 《毛诗》 、《周

礼》 、《仪礼》为中经 ,《周易》 、《尚书》为小经 ,《论语》 、《孝经》为基础课程。全部汉学典籍共计 484 095 字[ 4](第 26 页)。如

每日苦读 150 字 ,大约要 9 年才能学完。即使是每日 300 字的快班 , 也需 4 年半的时间才能完成学业。除朝廷所办的大

学 、国学外 , 各贵族门阀为培养本族的子弟纷纷开办私学。比较有名的有:和气广世的“弘文院” 、藤原绪嗣的“劝学院” 、

橘氏公的“学馆院” 、在原行平的“奖学院” 。学习优秀者 , 如阿倍仲麻吕 ,可作为“遣唐使”赴唐留学。在孝谦天皇时 ,曾下

诏天下 ,每家要必备《孝经》。

作为“大化革新”重要成果的十七条宪法里充满了汉学的儒学思想。第一条的“和为贵” , 出自“礼记” , 论语里也提到

“礼之用 , 和为贵” 。“人皆有党”出自左传 ,“上和下睦”来自孝经。第三条的“四时顺行” 、“君则天之 ,臣则地之”分别来自

论语和礼记。第五条的“有财之讼 , 如石投水;乏者之讼 , 似水投石。”出自李萧远的命运论。第七条的“人各有任 、掌宜不

滥……” 、第八条的“公事无盬” 、第十条的“如环无端” 、第十二条的“国非二君 , 民无两主” 、第十六条的“使民以时 ,古之良

典”等都出自儒家典籍。由此 , 可以说:日本古代在思想领域以《论语》治国 , 以《孝经》化民。“汉学”作为文化 、精神的潜

流 ,一直影响到现代日本社会。

(二)宋代的“烈女” ,镰仓的“武士”

“烈女”与“武士”都是在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产物 ,其精神实质有很高的相似度。汉魏六朝至唐 , 妇女比较宽松 ,自程

颐 、程颢的理论到了南宋 , 得到朱熹的进一步发展 ,提出“三纲”伦理 , 即:“君为臣纲 ,道德规范是̀ 忠' ;父为子纲 , 是`孝' ;

夫为妻纲 ,是`节' 。忠 、孝 、节 , 成为了整个封建社会必须遵循的道德伦理。” [5](第 7页)然而 ,朱熹将“节”放在首位 ,变态

地把女子的贞节推向了没有人性的地步。由于宋代 ,把“忠”置后 , 整个国家在骨干上缺少像岳飞这样的忠勇之士 ,更多

的是没有廉耻的贪生怕死之辈。

大约与高宗赵构时代相当的日本镰仓期 ,日本幕府将汉学的儒家学说进行提炼 , 浓缩为“忠孝 、节义 、勇武 、廉耻” , 这一

点与日本神道所赋予的“对主君忠, 对祖先敬 ,对双亲孝” [5](第 47 页)、或“直面危险、冷静服从 、贱生亲死”的信条是相一致

的。其核心思想是“忠” 。“武士道”的理论家新渡户稻造对此作了如下阐述:“武士的责任并不是̀ 快速结束自己生命' , 而

是为其国 、其主 、其领土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 [ 6](第 45 页)也就是说:“在没尽义务之前 ,要忍辱负重地延长自己的生命,

当完成义务后, 自己的生命也就无足轻重了。”被日本历代所歌颂的《忠臣藏》里的四十七位武士就是在完成义务后, 全部剖

腹自杀的。据太平记所载:镰仓幕府的北条氏灭亡时 ,元弘三年5 月 22 日, 在东胜寺随主一同自杀的将士有 870余人 ,此外

同宗受惠之辈 ,连带殉死的 ,全镰仓共有 6 000 多人 ,其根本原因是报主无望 、无法实现自己的义务所致。

宋代的女性之所以悲壮激切 ,除社会原因外 ,主要是由于妇女的刚烈性格所致 , 而支配这一性格的根本原因是妇女

的贞节观念 ,她们为“节”赴死 , 和镰仓武士为“忠”尽义 ,具有同样的思想基础。宋代女性的坚贞与日本平安女性的柔美

形成明显的对照。

(三)汉传佛教与日本文化

1.日本的重母思想

如果说儒学思想是以纵向的父系社会为支撑的话 ,那么 ,佛教就是母亲的力量。《观无量寿经》中说:“佛心即大慈悲” ,

“慈悲”则成为佛教的中心伦理。《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中的“报恩品”所说的“母亲十德”如:母为大地 ,恩泽万物;母相庄严,

勤劳素朴;教诲有方, 坚持不怠;兴业兴家 ,家事全能……;一直成为民众思想中的母亲形象[7](第 2 页)。我国的孟母, 平安

时代的高僧源信之母 ,吉野时代的楠正行之母 ,五山文学的学者一休禅师之母, …… ,都是日本民众所崇拜的榜样。按《观

无量寿经》的“佛与人相即相入”之说 ,母德即佛德 , 佛心即母心 , 敬佛尊母 ,成为一体[ 7](第 17页)。母亲在子女心目中 , 特

别在男孩儿心目中极为神圣 ,在日本传统文化里“恋母情结”极为浓厚。一些社会名流 、特别是作家 ,几乎都有“颂母”的文

章。“男主外 ,女主内”是来自贵族的传统 ,在普通民众生活中 , 妇女操持家务 , 既主外 ,又主内 ,“主妇权”非常明显。战前,

小说家石坂洋次郎 ,在日本的东北地方任教时 ,曾就家庭中的“父权”与“母权”进行过问卷调查, 80%认为在家庭中, 母亲握

有实际权力。在日本现今社会 , 主妇仍是家庭财权的管理者。

在日本社会之所以没有出现“裹脚”等残害妇女的现象 , 在诸多因素中 ,汉传的大乘佛教经过在日本的变貌 , 形成了

对女性 、特别是对母亲的保护 , 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2.出世的归隐思想

“入世则儒 , 出世则佛” , 仕与隐是日本古代文化人挥之难去的情结。日本文化人的思想体系大约有两条主线:其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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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儒家哲学 ,以完善理想人格为特征。平安期对从政官员的基本要求是“要举措优雅 、容貌华丽 、进退有度 、擅长交际 ,

具有敏捷唱和之才” [ 8](第 8 页), 像藤源实方那样的暴躁性格(在大殿吵架 ,竟将对方官帽打落在地),曾祢好忠那样的恃

才傲物 ,都是被日本历史点了名的缺乏修养的文化名人。其二 ,以佛学为基础兼有老庄哲学 , 主流思想是追求精神上的

自由或求得精神上的完善。其表现比较复杂 ,简而概之 ,又有三点:(1)陶渊明型:抛弃浮世之荣华 , 纵情放浪于山水 , 孤

芳自赏 、清高自傲 , 在听风望月之间 、打座问禅之中 ,寻求自己的心灵归宿 , 这种类型被喜撰法师等众多出世者所崇拜。

(2)郁闷不得志型:因权臣当道 、仕途坎坷 、施展抱负而不得 , 或因生逢乱世 ,入世艰难 , 由此遁入空门以寻求解脱者 , 《方

丈记》的作者鸭长明 、歌人西行法师都有此倾向。此类文化人“身隐心难隐” ,在其内心深处 ,充满了对人世的留恋和无可

奈何的愤懑之感。(3)谛观人生型:如《徒然草》的作者吉田兼好 , 饱经沧桑 、洞察人世 , 从旁观者的角度对人间事物做出

理性的分析。吉田的思想是多方面的 ,除有浓厚的佛学外 ,更接近于老庄 , 其死亡观等论述与《庄子》“大宗师”中的观点

极为相似。

三 、“汉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一)散发着浓郁汉风的古代诗集

《万叶集》是日本第一部具有国风性格的诗集 ,尽管如此 ,从其结构 、资料来源都深受汉学影响。如 , 柿本人麻吕在皇子

游猎时所作长歌及短歌 ,各首歌相承相应 ,恰似汉诗的起承转结。山上忆良是继柿本 、山部之后的大家 , 歌风雄浑 , 更有汉

诗味道。《万叶集》这部歌集以“万叶”为名 ,“万叶”究竟为何意? 一直众说纷纭。 30 年代的汉学者牧野谦次郎认为:来自

《文选》颜延之的“贻统固万叶”的诗句或《史记》中“万满也 ,左传云 ,万盈数也, 叶歌义也”之意。由藤原定家所撰的《小仓百

人一首》里 ,为数众多的歌人都有深厚的汉学修养 ,现仅举几例说明之①。第 5 首:“草凋枫叶红 ,寻觅冷秋中 ,伤心动情处,

空谷麋鹿声” 。吟咏这首歌时 ,常将“秋山寂寂叶零零 ,麋鹿鸣音数处聆 ,胜地寻来游宴处 , 无友无酒意犹冷”的汉诗作为“歌

外音” 。第 23 首:“抬头望霜月 ,思缕万万千 ,秋风不谙情 ,愁绪我独满”是步白居易“燕子楼中霜月夜 , 秋来只为一人长”的

意境。第 31 首:“白雪飘吉野 , 皎洁清晖夜 ,清晖泛银光 ,疑是晓晨月” 。这首歌 ,清寂 、浏亮, 再现了“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

霜”的韵味。第 28 首:“高远深山里 , 人罕草木凄 ,寒冬尤更瘦 ,大雪灭踪迹”很容易让人想起:“千山鸟飞绝 ,万径人踪灭”的

孤高 、清寒 、静寂之境遇。第 81首:“子规初啼晓 , 寻声无处找 ,白茫笼旷野 , 惟有残月照。”这首歌几乎等同于宋代张先的

“数声鹈鴂 ,夜过也 ,东窗未白凝残月……”这首词。

(二)流淌着汉学底蕴的女性文学

在日本的古代社会 ,汉文是贵族男子的专利。女子以习字(假名)、和歌 、弹琴为主。由于家学的原因 , 也有极少数聪

慧的女子暗中学习汉文。学汉文前会受到社会的压制 , 一旦学有所成 ,同男子一样会成为出人头地的资本。紫式部曾进

宫为中宫皇后进讲过白氏文集。《枕草子》的著者清少纳言 、《源氏物语》的著者紫式部之所以能成为仕宫的女官 ,主要因

为他们是当时少有的具有汉学知识的女性。划时代的巨著《源氏物语》其撰写的体例很大程度受到《汉武内传》 、《飞燕外

传》 、《长恨歌传》 、《霍小玉传》的影响。安藤为章在《紫家七论》里说:“《源》 54 帖 , 序 、跋 、记等诸体具备 ,所述之事起伏顿

挫 、前后照应 , 深得史记·庄子·韩·柳·欧·苏诸大家之妙 。”《源》的开篇“桐壶”几乎就是“长恨歌”故事的翻版 ,文中

多处直接引用“太液芙蓉未央柳…” 、“在天愿作比翼鸟…” 、“钿合金钗…”等诗句。还有“珠帘锦帐不觉晓 , 长恨绵绵谁梦

知” 、“愿君化作鸿都客 , 探得香魂住处来” [ 9](第 10 页)这样融入汉诗意境的和歌。另一部名著《枕草子》 , 有相当多的学

者认为:其撰写的体例酷似唐李义山的《杂纂》。日本平安期的其它的女性著作《狭衣物语》 、《滨松中纳言物语》及佚名的

《宇津保物语》 、《大和物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唐代小说的启示。

(三)充满男性力感的中近世文学

镰仓·室町及后来的德川幕府时期 ,是汉学的兼收并蓄期 ,其特色有二:(1)与婉曲优艶的平安女性文学相对 ,刚健

有力的武士文学开始登场。在中古汉文体的《将门记》的基础上 ,《平家物语》 、《保元物语》 、《平治物语》及描写日本南北

朝战乱的长篇《太平记》等陆续在世间流传。特别是类似于我国《三国演义》的《平家物语》文学成就最高 , 其开篇是八句

四六骈文:祇园精舍的钟声 , 有诸行无常的声响 ,沙罗双树的花色 , 显盛者必衰的道理……。文体和汉交混 ,语气铿锵有

力。其后 , 列举了秦之赵高 , 汉之王莽 ,梁之朱异 , 唐之安禄山[ 10](第 3 页)。 汉学典故信手拈来 , 以此展开人世无常的思

想。卷末以人物的出家 、悟道 、成佛灌顶来结束 ,首尾呼应 , 体系清晰。武士文学又借鉴源于我北宋初年的“讲史”的方

式 ,即日本的“口演” , 通过琵琶僧的弹唱 ,广泛深入民间。(2)中世初期 ,宋学亦称朱子学传入日本 , 很快此学成为德川时

代的官学 ,后来 , 经过变貌 ,提出以“忠”为中心的“大义名分观” 。此时 , 日本荣西渡宋 ,学得起源于我南北朝的“禅宗” , 荣

西在日本开宗后 ,经过后代不断改造和完善 , 形成了为武士所推崇的“剑禅一如”的思想。所谓的“剑禅一如”有两层意

思:一层是:“世尊拈华 , 迦叶微笑”要做到“以心传心” , 使自己顿悟[ 12](第 58 页);另一层:也就是“生死一如” , 武人不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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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于生 ,不恐惧于死 , 七生报国为大君[ 11](第 258 页)。发端于镰仓战记文学的《武家事纪》 、《本朝武艺小传》 、《不动智神

妙录》等著作 , 其中都摘录了大量的汉学中的儒·佛用语 , 在写作手法上 ,也富有文学色彩。

(四)从汉学典籍翻版的传奇小说

1.龙泽马琴的武小说

近世的龙泽马琴感叹日本没有《水浒传》 、《三国志演义》 、《西游记》这样的奇书。用 28 年时间 , 创作了《南总里见八

犬传》 。小说的开篇就与《水浒传》很相似:八块玉石上分别刻有仁 、义 、礼 、智 、信 、忠 、孝 、悌化作流星飞去 , 之后降生为八

勇士[ 13](第 336 页)。书中的“亲兵卫在京比武” 、“信乃等人劫法场” 等 ,与“青面兽杨志在京比武” 、“梁山好汉扮商人劫

法场”等故事情节如出一辙。龙泽的《八犬传》对与宋江相似的忠义大加赞扬;对《水浒传》里的杀妻 、杀嫂 、残害女性的情

节 ,采取回避态度;对梁山反朝廷的倾向 ,更是避而远之 。从“劝善惩恶”的社会效果出发 , 《八犬传》里的忠义之士 ,都得

以善终 ,结局完满。《八犬传》生动地表现出了龙泽的历史观 、社会观 、道德观。由于社会有所需求 ,之后 , 又出现了《本朝

水浒传》 、《女水浒传》 、《日本水浒传》 、《水浒后传》等诸多版本 。此外 , 《三国志》 、《西游记》 、《棠阴比事》(宋)、《包公案》

(明)也是当时重点的翻版内容。继《三国志画传》 、《绘本西游记》图文小说之外 , 出现了《倾城三国志》 、《风俗女三国志》 、

《风俗女西游记》 、《金毘罗縁起物语》等风格不同的翻版作品。

2.上田秋成的雅小说

近世翻版的雅小说主要指《雨月物语》(上田秋成)、《飞騨匠物语》(六树园饭盛)、《つくし船》(村田春海)等作品。其

特点是:叙事性强 、文笔流畅 ,达到与汉学经典高度融合的程度 。『つくし船』来自《醒世恒言》中的“蔡瑞虹忍耻讨仇”;

『雨月物语』中的“浅茅が宿”来自《剪灯新话》的“爱卿传” , “佛法僧”来自“龙堂灵会录” ;“蛇性の淫”来自《警世通言》的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和《西湖佳话》中的“雷峰怪迹” 。幕末的『牡丹灯笼』(三游亭円朝)来自《剪灯新话》的“牡丹灯记” 。

3.洒落本·草双子·人情本

日本一些通俗读物的作者 ,为了醒目 ,多将书名起得富有汉学味道 , 以增强其卖点。『穿当珍话』、『船头深话』来自

《剪灯新话》 ;『瓢金窟』来自《游仙窟》 ;『通志选』来自《唐诗选》 ;『契国策』来自《战国策》 ;『通人三国师』、『讃极史』来自《三

国志》 ;『通気粋语伝』来自《忠义水浒传》 ;『汇轨本纪』来自《史记本纪》 ;『格子戏语』、『铫子戏语』来自《孔子家语》 ;『南游

记』来自《西游记》及说不清来源的『史林残花』、『百花评林』、『南郭先生文集』等大量的汉典仿制品[ 2](第 530 页)。

(五)取之不尽无法舍弃的汉学源泉

明治维新以后 ,西方文化像潮水般地涌入日本 ,甲午战争又进一步地膨胀了日本“脱亚入欧”的思想 , 在此形势下 , 大

规模地翻译西洋著作 、西洋小说成为时尚 , 汉学一度在日本消沉。尽管如此 , 自应神 1 600 多年来 , 不断吸收中国文化所

奠定的丰厚基础及趋向中华文明所养成的思想定式 , 加之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丰富多彩性 , 仍对日本有极大的吸引力 , 对

日本知识人来说 ,汉学仍是一片难以舍弃的精神沃土。在对西方文化新鲜感过后 ,相当一部分学者又把目光重新投向中

国。被尊为日本文坛领袖的森欧外的《舞姬》 ,受“江口游女憎恨薄情郎 ,怒沉珠宝”的启发 ,创作了名著《舞姬》 , 而日本的

“江口游女” ,就是中国《警世通言》 、《今古奇观》中的“杜十娘”的形象。芥川龙之介的《杜子春》毫不回避 , 是取材于唐代

同名传奇小说《杜子春》 。当然 ,芥川在再创作的过程中 , 融入了自己的思想。此外 , 著名的作品有:中岛敦根据中国史实

创作的《山月记》 、《李陵》 ;井上靖以中国为题材的《天平の甍》 、《敦煌》 、《楼兰》 ;岛崎藤村 、土井晩翠各自创作了富有汉诗

韵味的《千曲川旅情の歌》 、《荒城の月》……受汉学影响所著的作品 ,在日本文学史上是一大亮点。

四 、“汉学”是研究日本的重要途径

日本是“汉学”在海外最大的分支。要想深入了解日本文化和文学 , 必须精通我国的文化和文学 ,还要在精通的基础

上 ,熟悉“汉学”对日本的影响。一千多年来 , 汉学对日本文化和文学的浸润 , 细雨无声 、无孔不入 , 已达到了令人浑然不

觉的地步。信仰方面:“七福神 、道祖神 、裸祭 、鸟居……” ;风俗方面:“东海道五十三次 、招き猫 、三 々 九度 、盛り塩……”;

服饰:“紫色尊重 、絖 、足袋 、手拭……;用物:“履物 、下駄 、袄和障子 、名刺……”;政治:“菊と桐の纹 、天长节和地长节 、一

里冢 、纳言……” ;娱乐:“囲碁 、双六 、羽子板 、投げ壷……”等等 , 不胜枚举。一些认为纯日本的东西 ,实际上与中华文化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家之物 ,成为他家之宝 , 自己却全然不知 , 不管怎么说 ,都是令人遗憾的事情。

既然汉学如此渗透于日本 ,反过来从汉学入手 ,研究日本文化和文学必然也会达到升堂入室 、精致细微的地步。如

果将“汉学对日本文化和文学浸润”常置于头脑之中 ,无论是研究或教学则会时常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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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　文中所列的和歌均为笔者译 ,篇幅有限 , 请读者核对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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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Gradual Influence of Han Learning

on Japanese Culture &Literature

WuDeqing

(Foreign Languages Schoo l ,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 lo gy , W uhan 430063 , H ubei , China)

Abstract:H an learning nourished Japanese cul ture and literature and made i ts m ark on the

literary idea and the ancient Japane se ae sthetic spi ri t and consciousness.It i s unlikely that one m ay

gain a bet ter interpretation of the Japa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wi thout a deep insight into the inf luence

of H an learning on the Japanese culture.One m ay safely say that the inner meaning of the Japanese

culture is fo rmed and developed from H an learning.Surely , there are some special and w eird

characters in the Japanese culture and lite rature due to the face t of a sing le g roup and unifo rm

language.Nevertheless , w hat unchanged is the li terary style that has been get ting nourishment f rom

the sole source of H an learning.This paper aims at provoking some re-considerat ions on the thread of

that long lef t behind , tha t is , the thread of the g radual inf luence of H an learning on the Japanese

culture.

Key words:the matrix of cul ture;the theo ry of the matrix of H an learning ;obvious inf luence;

po tential inf 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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