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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鸣门》2012 年 1 月 第 76 期 

1、 在鸣门过新年 

    

鸣门迎新年篝火                德岛县日中友好协会庆祝宴会 

 

德岛大学留学生迎新春晚会 

1月 8 日上午，按照庆祝新年的习俗，鸣门冈崎海岸的海滩上举行燃放篝火仪式，用市民家庭新

年装饰用过的松枝和草绳等堆起了一座约 2米多高的柴垛，柴垛上方用木杆悬挂着一束青翠的松枝。

参加点燃柴垛仪式的有 8个人，有大人还有小孩，我和德国交流员罗巴特应邀加入了点火仪式的嘉宾

行列。每个人手持一个火把，围绕柴垛环行一周后，开始点火。不过十几秒钟，柴垛便燃起了熊熊的

大火，火堆上方的松枝在热浪中呼呼作响，站在 2米开外脸庞也能感受到炽热。市民此时纷纷把柑桔

串在竹竿上拿到火堆上烤，据说吃了火烤过的桔子后在新的一年里能保证身体健康不生病。我也烤了

一串。我和罗巴特还接受了鸣门电视台的现场采访，各自发表感言。 

1月 22号是中国的兔年除夕，23号是龙年的正月初一。当今中国社会依然保持着按农历过年的悠

久传统。春节是中国人辞旧迎新的节日，是中国人的狂欢节，此时人们才会暂时忘掉一切烦恼与忧愁。

疯狂的燃放爆竹，尽情享用美酒大餐，如果下了大雪，孩子们还堆雪人，打雪仗，用爆竹炸雪玩。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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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期间，所有的政府机关、企业、公司、学校都放假 7 天。在除夕这一天，在外面工作的人们无论再

远都要不辞辛苦千里迢迢赶回家过年，这也就是为什么会迎来全国亿万人民挤火车的拥挤不堪的“春

运”的缘故了。家家户户都忙着往自家门框上贴春联，在门上贴“福”字，忙着准备年夜饭。晚饭时

间，先到外面放鞭炮，放鞭炮是中国过年的风俗习惯，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年，只有到了过年的时候才

可以痛痛快快地燃放爆竹，所有的不快与辛劳都随着这震耳欲聋的炸响、璀璨迸射的火花与飞舞飘扬

的碎屑飞到九霄云外了。然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一桌子丰盛的酒席，过年的水饺必不可少，

8 点整准时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观赏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是过年的一大乐趣，不但全国

13 亿观众，还有海外的华侨几乎都在观看这场晚会直播，可谓全世界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大年初

一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先放一挂鞭炮，然后吃早餐，收拾完家务，开始给亲朋好友拜年。记得中学

的时候每逢大年初一都要骑着自行车到乡下的舅舅家拜年，等离开家乡到异地的城市里工作安家以

后，就变成了通过手机互发短信拜年。只是穿新衣服，放鞭炮，贴春联，给孩子压岁钱红包的传统依

然保留。大街上到处挂满了红灯笼，社区还会组织精彩的舞龙、舞狮表演，以及灯展、猜谜语等文艺

活动。 

   2009年在长野大学留学时，我在春节的三天前回到了青岛，没有体会到在国外过年的滋味。此次

在鸣门交流工作，成为我第一次在国外过的春节，留下了难忘的印象。21号-22号两天时间我先后应

邀参加了三场庆祝宴会，21 日中午参加了德岛日中友好协会举办的宴会，22 日中午参加了鸣门市日

中友好协会举办的宴会，22 日晚上参加了德岛大学留学生举办的团拜会，参加宴会的不仅是留学生，

还有很多日本友人，吃到了久违的热乎乎的水饺，还有各式中式料理，同学们接着又表演了精彩的歌

舞，气氛非常热烈喜庆。9 点钟回到鸣门，到家后打开电脑在互联网上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

会，此时北京时间 8点半，晚会刚刚开始半个小时，从 1983年开始的一年一度的春晚从来没有错过

收看，但这次是第一次在国外从互联网上观看，难忘的 2012年春节。 

2、 鸣门一日游 

    

小鸣门桥                        鸣门冈崎海岸                  

1月 14日，我跟随鸣门观光协会组织的导游志愿者参加了鸣门观光一日游。一行人从鸣门车站出发，

乘市内巴士穿过小鸣门桥下车，开始徒步游览。首先到达潮明寺，曾经有一位古代的词人在此地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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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留下歌词，寺内有纪念碑。据导游介绍：因古代濑户海峡海盗比较猖獗，旅人通常白天休息，夜间

乘船渡海。然后来到小鸣门桥下的渡船码头，登上岸边的小山，台阶十分陡峭，约 20米高的半山腰

的一处平地上立着一位平家武士时期为战死的夫君而跳海殉情的女子“小宰相局”之墓。 

    下山之后，在码头略休息半个小时，等待渡船。渡船免费，一天 24班从土佐到冈崎对开，约半

个小时一班。我们所乘坐的船并不大，能搭乘 10多人，两三分钟就到达了对岸的冈崎海岸。沿海岸

公路步行，一边是防波堤，一边是干净整洁的民宅，有一个民营的宾馆，五层楼高，据说在旅游旺季

常常游客满员，若不提前预订很难剩有客房。步行 100 米，一片狭长的海滩展现在众人面前，这里曾

经是鸣门的海水浴场，但是由于后来海浪把沙滩上的细沙渐渐都冲走了，同时把海底的石头给卷到了

岸边，沙子越来越少，乱石越来越多，终于不得不在 1999 年关闭了浴场。现在距离岸边 30米的海中

有一条防波堤，那里是海钓爱好者经常光顾的钓鱼场所。岸边的服务设施里不但有公厕，而且保留着

更衣室和冲澡间。岸边的小公园里伫立着一座观音菩萨雕像，面向大海，守望保佑着渔民。 

   从冈崎海岸向南前行，来到了古老悠久的抚养街道，400 年前的江户幕府时期，这里就已经发展为

繁华的商埠，同时成为四国地区佛教信徒修行的路径，路边立着石碑，注明这里是四国（地区）修行

之路的起点。在街道旁有一所百年糕点老店，店主请大家免费品尝了美味的糕点，于是有人买了些。

之后来到我非常喜爱的妙见山，山虽不高大但秀丽挺拔，绿树掩映，山路环绕，半山腰处有西洋风格

的葛雷玻璃工艺美术馆，山顶有神社，在山顶可一览鸣门市区全貌，登山远眺是我休闲生活的一大乐

趣。从山上下来，继续沿抚养街道步行，进入鸣门市内最繁华的银天商店街，我每天都沿着这条古老

的街道骑车上下班，有时还会遇到一身白衣装束的修行者。抚养街道历经数百年依然保存完好，从中

可以感受到日本的传统文化得到了很好的延续和保留。

 

鸣门妙见山顶                    鸣门潮明寺 

3、 小学英语课堂 

应鸣门板东小学的邀请，参加了该校五年级学生的一次公开英语课堂活动。地点位于德国馆内的

会场，大概 30多名学生，我和德国交流员罗巴特，还有来自美国的一名 ALT（学校英语教员）及一名

本校的女老师扮演嘉宾角色。活动的主题是：外国游客来到鸣门观光，学生们模拟如何为客人提供可

口的午餐。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制作了各种食物的卡片。首先，老师带领学生练习英语会话，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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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制作成了朗朗上口的教学视频，一边播放，老师一边带领学生朗诵。嘉宾观摩后，用英语进行自我

介绍，然后坐在会场的四边，学生们分成四组，向各自的客人开始情景模拟。 

   学生们是从五年级才刚刚开始英语教学，会话简单实用：What do you like? Do you like XXX?

句型。通过这次情景模拟，学生们不但可以学到诸多食物的英文词汇（如汉堡包、炸鸡、菜汤、果汁、

米饭、匹萨等），同时锻炼培养人际交往能力。 

 

鸣门板东小学 

4、 生活中的细节 

    在日本生活，随处可以感受到无微不至的重视细节的理念。每一个来过日本的人都知道日本实行

垃圾分类投放，垃圾的分类细到不能再细化的程度，从而大大减少了垃圾处理的社会成本，有效避免

了环境污染。日本社会的这种重视细节的思想观念在生活中随处可见。比如常见的家庭抽水马桶，经

常可以看到马桶蓄水池的上方安装有一个水龙头，在冲水时可以用来洗手，既方便又节约用水。日本

雨水充足，不是缺水的国家，然而在节水方面却比缺水的国家和地区做得好。还有超市里销售的火腿

肠，塑料包装皮上留有一条便于用手撕开的拉条（在国内，方便面等塑料包装袋一般都有个便于撕开

的缺口，但是火腿肠通常都没有便于撕开的设计，不得不用剪刀）；还有一次在露天市场看到了盛咖

啡的一次性纸杯巧妙地折出了杯子把手，这样拿着不烫手，而且纸杯不易变形，无需杯托，十分便利；

日本的啤酒或饮料易拉罐的拉环不是往外拉，而是往下压，把锋利的开口金属薄片直接压进开口内，

可有效地避免手指不慎割伤，丢弃后也不会造成潜在危险。 

   再比如日常生活中进入室内脱鞋的习惯。最初觉得有些不便，但是等打扫室内卫生的时候，就感

觉到好处了。室外的灰尘沾付在鞋底上，进入室内脱下来放在玄关处，避免把灰尘带到室内，从而较

好地保持了室内的清洁卫生，不用每天扫地拖地，一周用吸尘器清理一次就可以了，大大节省了打扫

卫生的时间。一个小房间或许难以感觉到效益，若是体育场馆等较大的公共场所，就可感觉到脱鞋带

来的显著好处了，诺大的馆内地板上几乎一尘不染，极少磨损，很好地延长了地板的使用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