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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五 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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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思刻虑十数年!废寝食!倾家

产!竟得其方 !并悟鉴识之法 !

皆古人所未发" #$梅仙数为

余制墨!寄赠之!其精良实胜清

墨数等$$

此处的 !我国 "系指日本 #

由此可见$ 明治时代的日本民
族主义情绪高涨$ 制墨之精良
与否被视作事关产业与民族声

誉的大事# %墨苑清赏&一名!墨
苑呓语"$若以序文中的言论所
及$称之为 !呓语 "或许亦不为
过#从总体上看$尽管和墨大有
长进$ 但徽墨亦仍有其独到之
处# 江户时代日本人对于徽墨
的爱好$ 一直沿续到了明治以
后'晚清(民国时期)#东京银座
二丁目的乐善堂书房$ 专门贩
卖 !吴吟轩精制各种湖笔 "和
!曹素功精选各种徽墨"# 仿帖

的右上角 $盖有 !真不二价 "的
红印$ 这明显是受中国江南商
贸习俗的影响# 揆诸史实$!不
二价"或!真不二价"$至迟自明
代中叶起便是苏州的商业招
幌$及至清代$更是长崎贸易中
商人所惯用的口号#这一点$曾
引起日本人的高度关注# 江户
后 期 的 汉 学 者 大 田 南 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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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所撰的随
笔 %一话一言 &卷

)!

!茶膏 "条

下$ 就饶有兴致地记录了标榜
!'真)不二价"的苏州商品# 从
!乐善堂发售湖笔徽墨仿帖"来
看$其中的!曹素功精选各种徽
墨"多达数十种# 而

!&

世纪与
曹素功颇有交往的古梅园 $迄
今仍是日本尚存的著名制墨老
铺# 这爿坐落于奈良市椿井町
的古梅园 $ 在上世纪

&*

年代
初$ 为了庆贺墨店创建

+**

周
年$曾向曹素功墨庄发出邀约$

提议由两家墨庄联合生产纪念
墨#此项合作$系由古梅园提供
墨的造型和墨面图案$ 曹素功
则负责墨模制作以及雕刻 $墨
为圆形的 !白凤墨 "$两墨庄各
生产四百锭$分别题款$合璧成
对$寓意

+**

周年庆诞#此一事
件$ 成就了中日民间物质文化
交流的又一段佳话#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地

理研究所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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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京#乐善堂发售湖笔徽墨仿帖$

日本东京%法古斋拣选文具略录&

上海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

员会%&解放日报' 思想周刊
!

上观

(思想汇)%&文汇报'理论评论部联

合举办第十六届全国学术论文征集

活动!征文题目为(试论新形势下中

国改革开放的新起点%目标及演进

方式)*

本次征文活动要求应征作者围

绕征文主题!坚持问题导向!不讲空

话+套话!谢绝辅导性%注解性文章!

使应征文章具备(提炼出有学理性

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

践)的鲜明特征, 衷心期望广大理

论工作者%大专院校研究机构和学

生积极参加论文征集活动!应征论

文应以未公开发表为限,

主办单位将邀请专家组成评审

小组!评选出一等奖一名-奖金贰万

元.!二等奖二名-奖金各壹万元.!

三等奖五名-奖金各肆仟元.,

"#$%

年第三季度将在上海举行学术研讨

会暨优秀论文颁奖仪式!优秀论文

将在两报发表并结集出版,

论文征集时间 / 即日起至

"#$%

年
&

月
'(

日!篇幅不限 -电

脑打印.并请附
'((

字左右的内容

提要, 收稿地址/上海市中山西路

$&$(

号
%")

室! 上海管理科学研

究院学术委员会0 邮编/

"(("')

0

联系人/ 张先生+ 金小姐0 电话/

("$!&*+&""&&!"%")$

0 传真 /

("$ !&*+&&"**

0 电 子 邮 箱 /

,-./$&$(01234563

,

征文启事

凭借&战后日本公害史论'-岩波书

店'

"#$!

.一书!宫本宪一-

!$(*

1 .获得

了日本学士院颁发的
,*%-

日本学士院

奖, 宫本宪一是日本经济学家!原滋贺

大学校长!有(日本公害研究第一人)之

称, 在书中!他首次正式从政治经济学

的角度出发!对战后日本的公害史进行

了分析! 探讨公害问题的历史教训!并

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详细阐明了日本

社会在解决公害问题上付出了怎样的

努力, 正如日本经济学家+京都大学教

授诸富彻-

%$-&

1 .评论说!这本书讲述

的确实是日本战后公害史!不过!归根

到底!这本书所描述的也是日本战后社

会发展的轨迹,

+*

多年前!公害是日本最大的社会

问题/ 水俣病夺走了无数患者的生命!

大气+水质+土壤的污染及噪音等问题

在日本日益严重, 当时一些企业无视当

地居民的健康安全! 一味追求经济利

益0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学界并未对这

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寻求明确的事故

原因及有效的防止对策!却形成了某种

(政官财学复合体), 宫本宪一指出!日

本的公害就是这种 (政官财学复合体)

所导致的系统公害,

在此过程中!人们忍受了毫无道理

的伤害!甚至出现了自杀事件!这其中

的痛苦与悔恨! 绝非笔墨言词所能形

容, 譬如水俣病当时就遇到了肇事企业

直接否定其中因果关系+ 受害者在得到

救济时被区别对待+ 在地方上遭到孤立

等问题,要在那样的状态下克服来自各方

面的干扰!向法庭提起诉讼!这其中的难

度绝不是现在一般人所能够想象的,

有时!受害者所期待的政府以及自

治体的政策!迟迟无法推进!政府或自

治体甚至站在企业一边!意图掩盖遮蔽

公害问题,

%$-"

年通过的公害对策基

本法中加入了(经济调和条款)!结果!

公害的主要问题被转移!反而加剧了污

染扩大,

打破这一局面的是公害裁判, 诸富

彻指出!这本书的一个巨大贡献!就在

于作者整理了公害裁判中的激烈争论!

使之通俗易懂!即便是非专业人士也能

够理解!以此来凸显裁决的意义, 而之

所以宫本宪一能够完成这样的工作!正

是因为他作为一名公害问题研究者曾

经多次站到了公害裁判的证人席上, 宫

本宪一对日本四大公害-骨痛病+新泻

水俣病+四日市公害+熊本水俣病.的裁

判结果进行分析!指出法院不应仅仅对

公害发生源与受害者的因果关系进行

个别的+病理学式的调查!更重要的是

通过集团性的+流行病学式的调查研究

来进行判断,

受害者们就是这样通过极其艰难

的奋斗!好不容易才获得了胜诉, 这对

国家以及产业界造成巨大冲击!让环境

政策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不仅如此!愤

怒的国民革新自治体!通过各种规章条

例!实施一些具有高度实效性的公害对

策!效果甚至超过了国家实施的对策,

宫本宪一强调!日本环境政策的特

征绝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以自下而上

的形式形成的, 他认为民众必须通过运

动与法律手段!努力与公害作斗争, 这

是因为日本所遇到的公害问题!即便是

在世界范围也罕有先例!日本是在不断

摸索并克服这些公害问题的过程中找

到新的法律原理!创造出划时代的受害

者救济制度,现在!(肇事者承担原则)在

日本已经深入人心!而这个原则的确立

也曾经历一个创造性的过程,

最终!日本经济因为克服了公害问

题而得到进一步的成长, 确实!日本为

此也花费了巨额的费用!但是!除此之

外还有其他的选择吗2 诚如本书作者所

言!(历史就是未来的路标)!福岛第一核

电站核泄漏事故发生之后!生活在这样

一个世界之中的我们!将会从这本书中

获得无限的教训*

自下而上的日本环境政策!评"战后日本公害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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