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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本 通弥　日本的生活改善运动和民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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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岩本通弥先生2018年8月在韩国的《실천민속학 연구（实践民俗学研究）》32号，실천민

속학회(实践民俗学会）上发表的《일본의 생환개선운동과 민속학―모더니제이션과 일상’연구(日本

的生活改善运动和民俗学——Modernization和<日常>研究)》的翻译论文。

亦为2018年2月2日在韩国的东国大学校首尔校区举行的第38届实践民俗学会学术大会的招聘

演讲上进行的口头发表的文字化。国际论坛的整体论题是“군대화과 민속 연구（近代化和民俗研

究）”，因此应举办方的要求，岩本先生发表了与日本的生活改善运动相关的报告。岩本先生在《日

常和文化》第5号也作了对生活改善运动所作的考察，与当时刊载的《生活、日常、世相——为了捕

捉变化》一起阅读，能更加明确地理解他的观点。

论文的主旨，是探究从1920年代到30年代在东亚中日韩三国同时期出现的民俗学，同与此

平行广泛开展的生活改善运动或新生活运动之间是否有的关联。以<日常>和modernizaition这
两个词为关键概念，追随柳田国男和今和次郎的足迹，重新探讨日常和近代化在日本的展开。

Modernization根据笔者理解，与都市化这一概念相关，指的是“近代都市诞生后因工业化而加速前

进的近代化”。日本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段时间称为“战时”，作为战时的<
日常>出现的，是大城市中只依靠薪水过日子的新中间层，即上班族的激增。与此同时世界各处都

出现了相似的新的生活方式，既自由又丰富多彩的生活文化得到了发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

步入新的阶段，此前积累下来的习惯和经验知识再无用武之地，可以说那是一个踏入未知领域的动

荡激烈的时代。通过电影、收音机和大众杂志等新媒体传播开去的新思潮或者新时尚瞬间就被人们

消费。援引美国思想史家哈如图涅的论述，短暂地出现又转瞬即逝这样的时间性是“近代特有的经

验的感受性”，在大城市里出现的这种瞬时迸发出来的日常，文中用<日常>来表述。岩本先生指出,
在持续快速变化的日常生活中,日本产生了擅长遗忘和美化过去的倾向，并因此提出民俗学的肩负的

责任在于追问现代的<日常>及其形成、演变的过程。为了不遗忘过去和复数的近代，他赞同哈如图

涅提出的以非连续的抓拍镜头的方式记忆日常的方法。笔者从中感受到了岩本先生作为民俗学者的

历史责任意识和热情与理性并存的批判精神。

在以“速度”、“震惊”、“感知”为特征的战时的<日常>中，用岩本先生的话说，柳田和今的研究

对象是当时仍为新奇概念的“生活”而非所谓民俗，民俗学的诞生和生活改善运动的开展实际上也是

表里一体的关系。那么在中国是否也有诸如此类的关系可言呢，有待中方考证。另外，关注复数的

转变着的<日常>的正是民俗学这一主张，或许在中国也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