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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和歌山这座城市已经有两个月了。由于此前曾经来过日本，因而对于这座城市最初的印

象和其他日本城市并无差别，一样的秩序井然、安静而忙碌。然而一天又一天的留学生活中，

我慢慢发现这座城市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一定的文化积淀，而且当地的风土人情与我曾造

访的广岛在许多方面都有所差别。 

首先是方言。虽说同属日本，但是人们说话的口音却相差较大。和歌山县属于关西，即便是

说共通语也会带有明显的关西腔，语调上扬，非常诙谐有趣，而当地的方言对于我这个才学

了一年多日语的外国人来说则是完全无法理解；广岛位于关东，拥有中国地区的口音，但是

在我看来当地人相对于和歌山而言更有关东人的感觉，而且可能由于历史的原因，言谈举止

中多了种平和与冷静。都说语言可以折射不同地域人们的性格，我想大概就是如此吧。 

其次就是饮食。在和歌山随处可见的是具有关西特色的餐饮店，无论是饺子的王将这种融会

了关西饮食习惯的快餐，还是传统的关西和食，都能让人感受到关西饮食的独特风情。而关

西人性格中特有的热情好客与自由奔放也能从店员的待客方式和店里轻快明朗的氛围中窥见

一二；闲暇的时候我喜欢和朋友一起去店里小坐，点上自己喜欢的菜肴，边吃边聊，感觉能

够放松身心。而在广岛，我也曾有过制作并享用广岛烧的经历；在热心周到的店员帮助下最

终我做出了较为地道的广岛烧，虽说很好吃，但是与我在和歌山附近吃到的不同在于多了一

层铁板烧面。由此也可见得两地饮食文化的不同吧。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两个地区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歌山县在古代曾是座文化名城，在

这里，诗人山部赤人曾留下“若の浦に、潮満ち来れば、潟をなみ、葦辺をさして、鶴鳴き

渡る”这样的美丽诗句，而历史上也曾有天皇为此来探访和歌山；也许正是因为古城的文化

积淀，这里的商家几乎都会在晚间 9 点左右关门，也很少会有人外出，这与同为古城的京都

十分相似。而在广岛由于人口众多，即便是夜间 9 点过后，仍在营业的商家仍然很多，人们

也常常仍在外面；不过，在这座曾经遭受原子弹袭击并快速恢复的城市里生活的人们似乎生

活节奏更快，与和歌山相比少了一份闲适之感。 

现在的我在和歌山作为一名交换留学生，每天都在观察、学习与不断的体验中度过。希望我

能够充分利用这一年的时间学习、思考，享受在和歌山、在日本的每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