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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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城市问题的高层集体住宅

在今天的研讨会上，有机会聆听到了中、韩、日三国学者有关高层集体住宅的生活

的研究报告，进一步加深了我的一个想法，就是所谓的高层集体住宅就是与诸如国家的

都市开发机构建设的集体住宅或城市的再开发之类从一开始就作为一个街区进行开发的

情况不同，从根本上说，高层集体住宅是一个被闭锁的建筑物内的有限空间。可以看出，

即使设有共用的空间，那也是以居住者为前提的。

近六、七年来，我一直在福冈县福冈市博多区一个从近世以来一直持续下来的街区

进行跟踪调查。事实上，这个街区现在背负的一个问题就是高层集体住宅。这个拥有有

着一定历史的商店街、继承维持着“山笠”及“どんたく”等有名祭礼的博多的街区之一，

近年来，在丝毫谈不上宽广的街区内，包括单间公寓楼在内，共建起了三栋高层集体住宅。

这些高层集体住宅的居民，不参加当地居民的自治组织，也不参加街区的活动，结果是，

街区的活力相应地被削弱了。

有着一定历史的商店，以没有后继者为理由关闭商店，开发商收买了土地。暂时性

地将其作为临时收费停车场，在收买了周边一定面积的土地之后，就开始建筑高层集体

住宅。

之前，住宅楼的管理组织将居民的相关信息传达给当地居民的自治组织，根据这些

信息，居民的自治组织联系各户，邀请、说服他们参加自治组织。然而个人信息保护法

实施之后，住宅楼的管理组织不再向自治组织提供居民的信息，劝说他们参加自治组织

之前也是很不容易，现在变得更为困难了。

而住宅楼的居民对这样的状况，似乎并不太关心。

街区内从很久以前就经营商店的居民中，认为应该以居民的自治组织及商店联合会

为中心，更为积极地反对建设更多的高层集体住宅楼的人也开始出现了。

现在，如果在哪里召开高层集体住宅楼建设的当地居民说明会，自治组织就会去那

里向开发商要求重视住宅楼居民积极参与街区的活动，然而效果并不令人满意。街区原

有的居民们只能一半死心地仰头看着这些高层建筑，嘟囔着“真是没有办法呢”。

   高层集体住宅内设有费了很多心思、下了很多工夫的共用空间，应该是很舒服的居

住空间，然而这样的高层集体住宅的出现，却消弱了外侧的街区生活，这一事实也同时

存在。这样的问题在韩国和中国，又是怎么样的呢？

   这样质问或许是过于强求，本次以高层集体住宅为主题的研讨会，为什么只是关心

住宅楼内侧的生活 ? 我认为，这一问题本身，正潜藏着有必要进行质疑的“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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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日本民俗学职责的“世相解说”

日本的民俗学有着“世相解说”的想法，也就是民俗学如何面对眼前的日常生活，

这关系到面对现实的方法也就是态度问题。

建立了日本民俗学框架的柳田国男所构想的民俗学的职责，就是进行“世相解说”。柳

田国男通过其著作《明治大正史・世相篇》（1931 下文中称为《世相篇》），具体展示了如

何叙述作为日常生活的历史的“世相史”，进行“世相解说”的方法。该书也是作为农业经

济史家同时参与了农政事务的官僚的柳田国男，与构想了民俗学框架的柳田国男的结点之

作，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世相篇》聚焦于“昭和恐慌”余波的影响下，疲惫、贫穷的农村生活，农村为何

变得如此窘迫？柳田通过明治・大正时期大约六十年间地方・农村的日常生活的变化，

对此问题进行了多视角的探索。在这里无法详细一一介绍《世相篇》的内容，然而，粗

看上去似乎只是琐细地列举了对日常事物、事象的描述。虽然自称是记述了明治大正时

期日本的近代史，然而既没有言及对外战争，也没有提及不断发生的佃农们的争议及劳

动争议，甚至近代史的舞台上出现的历史人物的固有名词也完全没有出现。然而这正是

通过记述这些毋庸置疑的不断变化，同时是在不知不觉中不断变化的日常生活的历史，

也就是与其说是叙述了“世相史”，不如说是进行了“世相解说”的战略方法。

“世相”的态度与视线

所谓“世相”，是极为普遍地被使用、意味着广泛的世间光景的一个日语单词。然而

我认为柳田国男可能非常战略性地使用了“世相”一词。简单地说，“世相”意味着描述

在我们自身日常生活中现在正在经验、以及目前为止经验了的“出现在眼前又消失的事实”

（柳田、 1931→ 1998、337）的基础上，可以叙述历史，这样的态度或者说是方法。

  《世相篇》中，柳田试图明确展示明治大正时期约六十年间农村的生活是如何变化的。

六十年，正是一个人的人生经历的时间长度，可能这也正是“世相”方法的一个主要条件。

从现在来看，六十年也正大致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到今天的时间长度。

与一个人的人生经验重叠的这一时间长度，与“实践的历史”这一另一个重要的思

考方法衔接。《世相篇》的第一章中，柳田对“实践的历史”进行了阐述。这就是在“最

近被纳入到过去部分的直到今天的状态，以及个人可以直接比较的既有现实”的基础上，

可能做到不需要任何人的“指导说明”，“与众多共同经验者一起，默默地理解其经过”

的历史，这一历史的实践，有着尽可能地“很多人，同样地、而且是简单地可以实践”

的特点，也就是说，可以从日常生活的衣食住等体验到（柳田 1931→ 1998、342）。这

里的“实践”一词，与其说是 experiment 之意，不如说是 erperience/ 经验的意思。

也就是说，柳田所谓的“实践的历史”，是一个个的个体在日常生活经验了的事象中，

通过比较成为过去的经验的事象，与各人现在正在经验的事象，不需要任何人的说明就

可以理解自己生活的变化之意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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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实践的历史”，就是说并不需要在当时的帝国大学等地方接受有着专门知识的

专家的指导，普通的人们以自己的日常经验为基础，就可以具体化的知识的实践。有必

要了解柳田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构想了此概念的。

“理所当然”的相对化及不放弃

作为眼前的事实而被今天的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是如何成为这样“理

所当然”的呢？普普通通、极为一般地生活着的人们，从自己自身的经验中，了解生活

的变化也就是历史，这就是柳田所说的“世相史”。

这一“世相史”被寄予了怎样的可能性呢？《世相篇》中反复主张的是，有着同样

问题的共同经验者相互了解对方的情况，自觉地共同承担问题并团结起来。互相知道对

方的情况，意味着如果说刚才所说的个人现在经验与过去经验相比较是第一比较的话，

那么自己的经验与其他地方生活的他人的经验相比较就是比较的第二过程。

以此“实践的历史”而具体化的“世相史”，揭示了作为我们各个体的不幸、理不尽

而存在的问题，决不是我们个人的问题，而是世间全体的构造的问题。

这样的“世相史”的目的是什么呢？柳田所著的日本民俗学最初的概述性著作《乡

土生活的研究法》（1935）指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即使感觉到存在什么问题，对于这些

问题的原因及历史背景等，经常有着“有必要想知道这样的事情吗 ?”，“这不是理所当然

吗？”“世间就是这样的”的想法，而为什么成了这样呢？柳田对我们这种毫不追问其因

果就放弃的行为提出了劝告（柳田 1935→ 1998、203-204）。
也就是说，“理所当然”通常就与诸如其类的轻易“放弃”如影形随、成对出现。

“世相史”的目的，首先就是启示那些抱有问题的普通百姓，不要放弃。质问为什

么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了解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形成经过，也就是历史，从而

开始意识到“理所当然”决不是“理所当然”，踏出改变造成这一问题的状况的第一步。

“问题”的自觉意识与“日常化”批判的射程

将这样的通过叙述“世相史”进行“世相解说”的柳田的想法，与今天的研讨会所

提出的问题并列起来看，柳田的“世相史”认为应该提出的问题是已经抱有的、正在头

痛的，也就是已经被意识到的问题为前提，而以《质疑“理所当然”！》为标题的今天

研讨会，这样的苦恼或问题并没有在一开始就被具体明示。

更准确地说，通过对在韩国、中国和日本都已经被人们接受、习惯了的高层集体住

宅的生活进行比较，将各自的 “理所当然”相对化。那么，韩国、中国以及日本，通过比

较将自己的高层集体住宅的“理所当然”相对化后，接着又能产生什么呢？

以现在我的看法来说，比任何事情都更重要的是，今天的研讨会是否让我们正面了

其实今天的我们很难“自觉”到自己所背负、抱有的矛盾、问题这一现实状况。我认为，

其实也许这才是我们必须意识到的一个大问题。

作为本次研讨会论题的“理所当然”的形成方法也值得我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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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大众传媒、情报源不断谈论着我们的生活的应有形式及理想状态，近代市场经

济等各种制度则直接制造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它们将各种“理所当然”的想法刷入我们

的思想、行动，对此过程进行批评性检讨当然是非常重要。不过今天的研究报告所带来

的话题是，我们在灵活适应、使用各种强加给我们的制度、构造、物品、道具等等的过

程中，不自觉地生成了各种“理所当然”的可能性。

例如，在岩本教授的报告中，通过使用“日常化”一词，触及了对强加给我们的均

一化的制度及构造等，在自己的生活环境里培养、习惯，达成“理所当然”的过程。这

与南教授的韩国人对于被提供的集体住宅的既定形式，用韩国固有的习惯运用自如，使

之当地化的过程的报告相重叠了。我们在这些地方，可以找出日常生活的智慧及窍门。

然而这样的“日常化”、“当地化”的过程，体现了在生活文脉中灵活应用均一性的制度、

构造的积极性的同时，另一方面，这样的想方设法达成通融的行为，也有着令由于这些

制度、构造而给我们带来的理不尽、矛盾等问题变得很难被我们意识到这样危险的一面。

我认为今天的研讨会的目标应该是，看清这样的危险，重新发现、指出在“理所当然”

的另一侧面所埋藏的理不尽及问题，这样的作为学问的民俗学应承担的职责。

如果这样的话，中国、韩国以及日本的民俗学者就可以通过今天的研讨会质疑各自

的“理所当然”，然后各自将进一步发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而我则还是想顺着那些在博多的街道拐角，虽然有着异样的感觉，一边嘟囔“真是

没有办法”，一边仰头看着街区内不断冒出的高层集体住宅的人们的视线，思考高层集体

住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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