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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家界市观光团考察鸣门 

     

11 月 15日，张家界市观光团一行 5人来到鸣门考察，上午来到大津农业协会听取鸣门农业

概况介绍，对鸣门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情况进行了咨询，农林水产课与农协职员作了详细的

解答。然后来到专业种植莲藕的农家参观，观摩了工场的清洗流程，并且见到了 4名来自中

国山东的研修生，并到田边现场观摩如何收获莲藕。考察团希望到农家参观，主人欣然应允，

在农家里边喝咖啡边聊天，其乐融融。大家感叹农家富裕的生活达到了小康。 

   下午观光团一行先后参观了德国馆、灵山寺、鸣门大桥及建桥纪念馆。团员们都自带相机，

一路上常常驻足拍摄美丽的鸣门风光，迷人的晚霞令大家流连忘返。在依依惜别的时候，观

光团对热情的招待表示衷心感谢，同时盛情邀请鸣门人到张家界做客。 

  

张家界市观光团与农民合影                   小学生相扑大赛比赛场景 

2、少儿相扑大会 

 在日本，小孩满三岁、五岁、七岁时有庆祝的风俗（七五三节是在旧历 11月 15日满月时，

现在演变为公历 11月期间）。中国民间有满月、百岁（100天）、十二岁生日时亲朊庆祝的

习俗。11月 12日周六，本是去登山，无意中遇上了鸣门木津神自治振兴会组织小学生相扑

大赛，也算开了眼界。神社正门处挂着相扑大会的会标——山上传来扩音器的讲话声。三三两

两的孩子和家长进进出出。来到半山腰上，小学生相扑比赛正在激烈进行。裁判戴着古代的

乌纱帽，小学生相扑也很精彩，下蹲的预备姿势很规范。被推出圈外或者身体触地，即告输。

小学生们都穿着短裤，男生赤裸上身，女生穿着短衫，比赛不分男女不分级别，混吅竞技。

当大胖子对小瘦子登场时，引来场外大人们的阵阵笑声。有一名小女生居然战胜了个头高的

男生，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日本小学生不娇气，在国内早有耳闻，此次百闻不如一见。 

3、山林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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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谷寺内一棵好粗大的银杏树，树干直径约 2米，繁茂的树冠伸展开近 1７米，高约９

米，与青岛崂山太清宫的十丈余高的 2株千年银杏外形截然不同。一个挺拔，一个粗壮——估

计与气候有关，日本多台风，树高风必摧之。沿金比罗神社登山，山路修建得简陋古朴，石

板错落有致，倒落的树木也因地制宜摆放在小径两边。一位老人在清扫林间石径。路旁不断

看到各种标识牌，如：登山杖可自由取用（我没用，但是登山时有把手杖会很有用）；别乱

扔垃圾和喂食，山雀的鸣叫声就会婉转悦耳；山不会说谎，在人生的旅途中，无论何时都是

人类的朊友；山不在高，有绿则贵。 

到山顶，一栋木房子，没有人，小佛像挂在墙板上。毛竹略加修饰，摆着玩具小狗，充满

童趣。房屋四周有一圈小石佛像。 

下山沿街道向鸣门市区骑行，10分钟后来到棒杭山——名字有些奇怪，位于鸣门市西城

区边缘。山林茂密，红艳艳的山花，不知叫什么名字，山顶有一株旗杆，但并未悬挂旗帜，

上面爬满了小飞虫。从棒杭山顶眺望鸣门全貌，蓝天碧海，一望无际，心情舒畅。 

 

长谷寺院内银杏              长谷寺院内风景 

4、佛寺与神社 

日本各地寺院很多，成为居民日常生活信仰与精神寄托的地方。长谷寺内的地藏菩萨身边

有幼儿簇拥，日本地藏菩萨与子嗣繁衍有关系。中国佛教拜子观音则为南海观世音菩萨（女

性），常有信徒拜求子嗣。现代日本佛教及寺院世俗化色彩很浓，和尚已经成为一种职业，

主要是主持葬礼的法事，可以结婚生子。到鸣门灵山寺参拜的香客肃立吅掌拜佛，中国寺庙

的香客是跪拜佛祖和菩萨。大政年代的碑文全是汉字，与汉语区别不大，不懂日语也能看懂

大意。 

鸣门有大麻比谷神社，金比罗神社，还有遍布日本各地的八幡神社，历史都非常悠久。中

国自古以来也有神教信仰，比如神话传说的天神、土地神、古代英雄志士名人的庙宇、祠堂，

受到世人的拜祭并祈求神灵保佑，与日本的神社形式上并无太多不同。中国的道教实质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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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教之一，供奉的是道教传说中的祖师天尊。青岛崂山太清宫就是中国的久负盛名的道教圣

地之一，已有千年历史。 

 

5、社交习惯 

    在日本社会，人际关系通常都彬彬有礼，但没有身体接触，体现在鞠躬这一礼节——无论

何时对任何人都适用，并且鞠躬的程度也有区别。中国社会通常是握手，握手的程度也有不

同，握的用力则显得关系亲密，轻轻的握手就如同日本礼仪微微点头示意。常常中国人意欲

伸手来握手时，却发现日本朊友在鞠躬。 

    另外送客的习惯也有不同。由于日本家庭通常都是和式房间，进出门要脱鞋和穿鞋，送

客时通常不出门，客人转身离开就立刻关闭房门。中国住房如今铺地板也很普遍，但是送客

一般要送出家门，否则显得态度冷淡和失礼。我在观光课常常把客人送出大门，结果客人有

时还感到奇怪，以为我有事要出去，实际是不了解中国社会的送客习惯。反之，我到日本友

人家里做客时，刚出门主人就在背后关门了，当时也感到很不理解。 

    在宴请吃饭时，中日习惯的差异导致的尴尬更加明显。初次到中国的日本人或者初次来

日本的中国人，都会在饭桌上感受到鲜明的生活习惯差异。日本通常是分餐制，在饭店吃饭

都是每人一份，各吃各的，各喝各的，互不劝酒，很少干杯。在中国正式的宴请场吅，主人

通常会发表一番致词表示欢迎，然后主动向客人敬酒，即使不喝酒也会以茶代酒，客人喝酒

通常看主人劝酒的热情程度，主人若干杯则客人必干杯，所以酒桌上常常出现频频干杯的场

景。另外中国是一大盘一大盘的上菜，通常由主人用公共餐具为客人加菜，席间还会不断地

劝客人多吃。 

    但是，如果是彼此非常熟悉的朋友，日本人也会很热情大方。总之，日本人比中国人显

得更含蓄内敛一些，尤其是面对陌生人的时候。对于初次到中国的外国人大概会不习惯这种

过度热情吧，但这种待客之道确是中国自古以来并且至今依然根深蒂固的一种人际交往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