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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日本禁忌文化

肖俨芮
西南民族大学Ǔ四川Ǔ成都Ǔ610000

摘Ȟ要：日本禁忌文化在其日常生活与社交互动中占据关键地位，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模式与思维方式。本文

聚焦日本社会的禁忌现象，从民俗、性别、语言等维度展开分析。在民俗方面，祭祀、节庆等活动蕴含诸多传统禁

忌；性别禁忌体现于特定社会角色规范；语言禁忌则表现为敬语使用及特定词汇避讳等。这些禁忌虽在一定程度上给

人们带来压力与限制，却也塑造了日本社会的独特性，构筑起其深厚的文化内涵。了解并尊重日本禁忌文化，不仅有

助于深入洞察日本文化的本质与精髓，更能在跨文化交流中搭建起和谐沟通的桥梁，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与包容，

减少因文化差异引发的误解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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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禁忌的起源 *

禁忌文化如同深埋在人类文明土壤中的根系，其萌

发与生长源自人类对世界的敬畏、对秩序的追求和对未知

的探索。从根源上看，禁忌的形成主要有四大脉络：对原

始欲望的理性克制，对超自然灵力的崇拜与恐惧，对神圣

仪式的虔诚恪守，以及对过往惨痛教训的深刻铭记。

“禁忌”一词的国际化历程颇具传奇色彩。1777年，
英国航海家詹姆斯·柯克在汤加岛的探索之旅中，发现

当地土著遵循着独特的社会规范：某些神圣场所仅对成

年男性开放，妇女和儿童严禁踏入，违规者将遭受严厉

惩戒。土著语中的“塔布”（taboo），精准诠释了这种
被严格禁止的行为与状态。这一发现犹如打开了新世界

的大门，“塔布”随后被引入人类学领域，成为解读人

类文化现象的重要术语。

禁忌文化并非某一民族或地区的独有现象，而是人

类文明的共同印记。从东方到西方，从古老的丧葬仪式到

庄严的祭祖活动，禁忌都承载着人们对平安的祈愿和对灾

祸的规避。在中国汉代文献中，“禁”与“忌”已明确出

现，分别表达了外在的禁令约束与内在的心理抵触。

在日本社会，禁忌文化的发展与演变独具特色。日

本人将禁忌定义为对具有潜在威胁事物的主动隔离，认

为违反禁忌将招致难以预料的灾祸。这一认知的源头

可追溯至日本古老的神道教信仰和鬼魂崇拜。在神道教

观念中，自然界充满神灵，人类的不当行为可能触怒神

灵，带来灾祸。为了维护权威与秩序，这些禁忌逐渐被

制度化、礼仪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

在传统茶道中，从茶具的摆放、动作的规范到语言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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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都有严格的禁忌规定；在能剧表演中，演员对服

饰、道具的触碰都需遵循特定禁忌。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思想的革新，许多古老的禁忌在

现代日本社会中逐渐淡化。然而，那些历经岁月沉淀的

禁忌文化，依然以新的形式存续下来，融入到日本人的

日常生活与人际交往中，成为日本独特文化魅力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理解日本文化

深层内涵的关键钥匙。

2��日本现存禁忌

2.1  民俗禁忌
在日本社会，送礼与社交礼仪中的禁忌文化如同细

密的经纬线，编织出独特的行为规范与文化密码。这些

禁忌既承载着传统信仰的深刻烙印，也折射出当代社会

的价值取向，在人际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日本的送礼文化中，图案选择与数字寓意都暗藏玄

机。受民间传说和传统文化影响，狐狸与獾因被视为贪

婪、狡黠的象征，其图案在礼品装饰中成为避忌对象。

若是赠送带有这类图案的礼物，不仅难以传递心意，

反而可能引发误解。在数字选择上，日本与中国存在

显著差异。中国人崇尚“好事成双”，以双数为吉；而

日本人却多以单数作为赠礼数量，背后的文化根源在于

“偶数”与“二つ重なる”（双重、叠加）的联想，被

认为可能带来双重的灾祸。这种观念在婚礼习俗中尤为

明显，日本新人收到的礼金多为3万、5万日元的单数金
额，忌讳2万、4万、6万日元等偶数，以防寓意婚姻关系
“重灾”。不过，数字“8”却是例外，汉字“八”底部
向外舒展的形态，与日本文化中“繁荣扩展”的意象不

谋而合，深受民众喜爱。如在商业庆典或乔迁贺礼中，8
万日元的礼金或8件礼品组合都颇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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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礼仪同样是日本社交禁忌的重要体现。白色在

日本文化中占据特殊地位，被视为纯净、神圣的象征。

从神社建筑的白木围栏、巫女的白色狩衣，到神道教

仪式中的白色幕布，白色都与神灵的威严紧密相连。在

古代，红色因与女性经血颜色相似，被视为不洁与危险

的象征，这与中国将红色视为喜庆、吉祥的传统大相径

庭。但随着时代发展，红白配色在现代日本社会逐渐成

为吉利象征，如婚礼中的“白无垢”婚服搭配红色腰

带，新年贺卡的红白底色设计等。此外，日本人对社交

场合的着装规范极为重视。在正式会面时，穿着背心、

短裤或赤脚出现被视为失礼；登门拜访时，必须在玄关

脱下外套与鞋子，若未经主人许可擅自解开领带、脱下

衬衫等常服，则会被认为是对主人家的冒犯。这些细节

不仅体现着日本人对礼仪的重视，也反映出他们通过服

饰传递尊重与界限的文化特质。

2.2  性别禁忌
在日本文化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女性长期处于被差

别对待的境地，这种不平等现象在社会生活的禁忌体系

中尤为凸显。这些禁忌不仅深刻影响着女性的社会角色

与生活空间，更折射出日本传统性别观念的深层结构。

日本社会中诸多针对女性的禁忌，其根源往往与

“血”的意象紧密相连。女性的生理期及分娩过程中产

生的血液，本属正常的生理现象，却在传统观念中被赋

予特殊的文化含义。在古代日本，这些与血相关的生理

特征常被视作不净、不祥的象征，甚至被认为是灾难的

预兆。《紫式部日记》中记载，平安时代的中宫彰子在

临盆之际，会被安置于以白色帷帐围起的特殊产房——

“産屋”。最初，这种安排或许源于对生育力量的敬

畏，但随着武士社会的崛起，“産屋”逐渐被污名化为

不洁之地。在“为产妇休养考虑”的表象之下，实则暗

藏着对女性身体的排斥与歧视。传统观念甚至认为，产

妇若进入田间劳作，会玷污土地，招致灾荒，这种禁忌

不仅限制了女性的行动自由，更将女性的正常生理现象

与社会生产活动对立起来。

在职业领域，对女性的不公平对待同样根深蒂固。

以隧道施工行业为例，女性长期被禁止进入施工现场。

这种禁忌背后的文化逻辑与日本传统的山神信仰息息相

关。在日本民间传说中，山神多被描绘为女性形象，人

们认为若有女性进入隧道工地，山神会将其视为领地被

侵犯，从而引发震怒，导致隧道坍塌等事故。1980年，
青函隧道施工现场发生的事件便是典型例证：一位国会

女议员计划进入工地视察，却遭到铁路建设公司以“女

性进入会触怒山神”为由拒绝。这一事件暴露了传统禁

忌如何被用作职业性别歧视的借口，将女性排斥在特定

行业之外。

尽管在现代社会，“男女平等”的理念日益深入人

心，日本也在法律层面逐步推进性别平等，但传统禁忌

的影响依然存在。时至今日，日本仍有部分神社、祭祀

活动或特定场所，以“传统”“习俗”为名，继续限制

女性进入。例如，某些历史悠久的山岳神社，仍遵循古

老规矩，禁止女性攀登；一些传统渔业、矿业等行业，

也存在排斥女性的现象。这些现象表明，性别平等的真

正实现，不仅需要法律制度的完善，更需要对传统禁忌

文化进行深刻反思与变革，从根本上打破性别歧视的文

化枷锁。

3��禁忌文化产生的原因

3.1  自然环境：生存压力催生的集体约束
日本列岛处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国土面积仅37.8

万平方公里，却常年面临地震、海啸、台风、火山喷发

等自然灾害的威胁。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的福岛核
泄漏事件，至今仍在影响着日本社会，这种生存危机塑

造了日本人根深蒂固的忧患意识。面对资源匮乏的现实

（如石油、煤炭等战略资源90%以上依赖进口），日本人
对安全问题保持着高度敏感，例如传统渔业中禁止在特定

季节捕捞幼鱼，避免资源枯竭；建筑行业严格遵循抗震

设计规范，甚至将“地震避难”写入幼儿园课程。

相对封闭的岛国环境也促进了文化趋同。北海道的

阿伊努族与冲绳的琉球文化虽各具特色，但在灾害应

对、农耕作息等方面仍存在诸多共通禁忌。这种地理隔

离使得特定区域的禁忌习俗得以稳定传承，例如京都町

人社区至今保留着“酉之市”的祭祀传统，禁止在特定

时段交易金属制品，以防触犯神灵。

3.2  儒家思想：秩序构建中的伦理规范
儒家文化自公元5世纪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后，深

刻影响了其社会结构。江户时代的“士农工商”四民制

度，将等级观念融入日常生活，形成了严密的礼仪禁忌

体系。例如，武士阶层的“切腹”仪式、商人见面时的

鞠躬角度，都暗含着对身份秩序的严格遵循。在企业管

理中，年功序列制下的“敬语体系”至今仍是职场禁忌

的核心，不同职级员工的沟通用语、座位顺序均有明确

规定。

儒家“仁爱”思想在日本社会演变为“和”的理

念，体现在对群体和谐的维护上。以校园生活为例，小

学生会被教导“不给他人添麻烦”，这种文化衍生出诸

多社交禁忌：如避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聚会时轮流

发言以保证每个人的参与权。在家庭层面，“长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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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观念要求晚辈在长辈动筷后才能用餐，新年期间

禁止说不吉利的词汇，这些禁忌成为维系社会关系的重

要纽带。

4��禁忌文化的影响

4.1  稳定社会秩序：隐形的行为规范体系
在日本社会，禁忌文化始终扮演着维护秩序的重要

角色，其作用可与法律相媲美。在古代，日本就形成了

诸多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禁忌。例如，禁止射杀燕子的习

俗源于人们认为燕子能带来丰收，保护其生存有利于维

持生态平衡；禁止采摘独枝春芽的禁忌，意在防止过度

砍伐破坏植被，确保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这些禁忌实

际上是早期的“环保准则”，为农业社会的稳定发展奠

定了基础。

在现代社会，禁忌文化深度渗透于人际交往与公共

生活中。以职场为例，严格的辈分制度要求晚辈对前辈

使用敬语，并遵循特定的礼仪规范，从鞠躬角度到座

位排序都有细致规定，这种等级分明的行为准则有效避

免了因身份认知模糊引发的矛盾。在公共场合，日本人

普遍避免过于亲昵的肢体接触或大声喧哗，地铁车厢内

几乎鸦雀无声，人们自觉保持“间”（适当的社交距

离），这种文化传统减少了人际摩擦，维持了社会秩序

的稳定。此外，在婚丧嫁娶等重要场合，禁忌更是规范

行为的核心要素，如婚礼上禁用紫色装饰、葬礼中避免

穿着鲜艳颜色服饰等，通过统一的仪式规范强化社会认

同感。

4.2  心理影响：矛盾交织的精神张力
禁忌文化在塑造日本人精神世界的过程中，产生了

双重影响。一方面，它带来了显著的心理压力与自我约

束需求。在日本社会，从语言到行为都存在大量禁忌：

商务场合中，说错敬语可能被视为失礼；日常交流中，

提及死亡、疾病等话题被认为不吉利；就连赠送礼物也

需避开数字“4”（与“死”发音相同）。这种无处不
在的禁忌体系，要求人们时刻保持警觉，长期的自我克

制容易导致个体在社交场景中产生紧张和焦虑情绪。例

如，初入职场的新人常常因担心违反职场礼仪而倍感压

力，甚至出现“就职适应障碍”。

另一方面，禁忌文化也赋予了日本人独特的精神特

质。对神灵与自然的敬畏禁忌，如参拜神社时的净身仪

式、祭祀活动中的严格程序，塑造了他们对未知世界

的敬畏之心。这种敬畏感转化为对安全与稳定的强烈追

求，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日本家庭普遍储备防

灾物资，企业定期进行防震演习，城市规划中预留充足

的避难空间。此外，禁忌文化还培养了日本人高度的自律

意识，例如垃圾分类的严格规定、公共设施的爱护行为，

都源于对“不给他人添麻烦”这一文化理念的内化。

正如日本法学家穗积陈重所言：“太朴（即禁忌）

者，为人类至有制裁之行为规范之起源，法律实为此原

始的规范之进化者也。”禁忌文化作为日本社会的“隐

形法律”，历经千年传承，不仅在历史上维护了社会秩

序，在现代社会依然发挥着规范行为、凝聚共识的重要

作用，成为理解日本社会文化特质的关键密码。

5��结语

日本文化以其独特的礼仪规范与传统习俗闻名于

世，禁忌文化作为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深刻烙印

在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茶道中对茶具摆放的细致

要求，到职场中对上下级沟通用语的严格规范；从神社

参拜时的特定仪式，到日常生活中对数字、颜色的特殊

忌讳，这些禁忌既是世代传承的生活准则，也是日本民

族文化特质的重要象征。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日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理解并

尊重日本的禁忌文化显得尤为重要。例如，在商务谈判

中，赠送礼物时需避开数字“4”和“9”（日语中“9”
的发音与“苦”相近），避免使用白色包装；在社交场

合，需注意避免直视对方眼睛过久，保持适当的身体距

离。这些看似细微的文化差异，若处理不当，可能引发

误解甚至冒犯。因此，在与日本友人交往或开展商务合

作时，既应保持自身文化特色，也要深入了解并尊重当

地禁忌，通过文化包容与理解，搭建起沟通的桥梁。唯

有如此，才能在跨文化交流中实现和谐共处，真正领略

日本文化的深邃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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