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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对文化的输入和了解绝不能再“厚此薄彼”。
固然，今天仍然有少数日本右翼分子试图用卑劣的手段掩盖那段令大和民族蒙耻的血腥史实，但我们
还是应该以宏阔的历史气度、开放的文化心态了解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了解日本文化。
因为要固守民族的文化之根，我们不能单面守护自己的文化母体，而是要积极了解异域文化，吸收和
借鉴异质文化的精髓。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2001年12月7日，南京大学成立了“中日文化研究中心”。
“中心”下设的“日本学术译丛编辑部”致力于译介日本代表性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南京大学出版社
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中专门设置了“广松哲学系列”，所译著作在中国哲学界已经引起了强烈反
响。
不过这次的译丛“看东方：日本社会与文化”与之有较大的不同。
如果说“广松哲学系列”目的在于译介前沿性学术成果的话，那么此译丛在选书时看重的则是知名度
、影响力和可读性。
也就是说，这是一套针对一般读者而非专业读者的译丛。
所译介的七种图书，都是由日本著名学者撰著的论述日本文化的专业著作。
内容涉及日本的意识构造、风土人情、国民性格、文化特征等。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是一本为大家熟知的分析日本国民性的经典著作，她的异
域文化背景和独到的研究视角是对日本国民和文化性格的一次本质探析。
而日本本土学者撰写的类似的著作，则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域——这种交叉的学术视野可以
多棱镜地折射日本社会与文化。
当然，其中的褒美和谥恶，则要靠读者的明鉴了。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不平等的日本>>

作者简介

作者：(日)佐藤俊树 译者：王奕红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不平等的日本>>

书籍目录

序篇  寻找“大家闺秀”　　终极标准　　出生与成长　　由阶层度量社会　　可疑的“大家闺秀”
　　失败的战后体制　　日趋崩溃的“全民中产”社会　　推翻双重基础　　勾画未来第一章  平等
中的疑惑——“业绩”VS“努力”　　选拔型社会的理想与现实　　四种分配机制　　“业绩”VS“
努力”　　失败者的强词夺理　　源于职业的差异　　业绩主义与论资排辈　　“业绩”的虚实　　
学历的传承　　选拔制度的阴影第二章  知识精英的再生产——解析阶层化社会  一、“无阶级社会”
的神话　　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　　开放性的测量：概率比、φ系数、开放性系数　　迄今定论：“
开放的选拔”　　渐趋平等的战后日本社会　　消解的“中产阶级”  二、封闭的选拔制度　　数据
陷阱　　新中间大众论的错觉　　40岁时的职业　　“团块代”的逆转　　“开放性”泡沫的破灭　
　上层、中层与下层  　　知识精英的再生产　　“学历社会”的实质第三章  选拔型社会的空洞化—
—脚跟不稳的巨人  一、“战后阶层化社会”的终结　　差距未曾缩小　　代际不平等的激化　　隐
形化的上层白领职业再生产　　跨越白领与蓝领的职业边界　　一国一城之主　　保护渠道的丧失　
　何谓“战后阶层化社会”　　“可能性中产”的终结  二、新阶级的出现　　出身差距的变化趋势
　　封闭化的上层白领职业　　“知识阶级”的诞生　　开放的动力与封闭的动力  　　经济的发展
与差距的固定化第四章  日落西山的“全民中产”社会——自行毁灭的系统　　选拔内涵的变化　　
名存实亡的“责任”　　日本选拔制度的特殊性　　自我否定的精英们　　成为“协约”的学历批判
　　“团块代”的转折　　彻底崩溃的体制信任感　　变成上层白领后距离依旧　　“没有努力意愿
”的社会　　新希望：上层蓝领的归宿　　重组“战后阶层化”社会第五章  实现机会平等社会的途
径一效率与公平  一、重组日式产业社会　　市场主义的势力范围及其局限　　四个课题　　专家与
公司相辅相成　　“克里斯玛美容师”机制　　市场的欲望与市场的伦理　　由专业蓝领职业到专业
白领职业　　重组“公司人”　　选拔型社会的多元化　　教育改革的神话　　代际不公平问题  二
、女神的天平　　“信息读写能力”与父母职业　　“信息化”加剧不平等　　个人的底线与市场的
底线　　单薄的“实力本位”信仰　　机会平等只能“事后”知晓　　二十年之后的表现　　不确定
性的消释机制　　机会平等与安全网　　走向公平正直的“业绩社会”尾篇：延长了的后记[解说1]关
于SSM调查[解说2]关于检验与置信区间[资料][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不平等的日本>>

章节摘录

第二章 知识精英的再生产渐趋平等的战后日本社会该倾向在上层白领，即担任专业型工作和管理型工
作的白领雇佣人员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见到的那样，与其他五种职业相比，上层白领职业者的收入和学历都更高，在实
施1955年调查时（即高速增长期开始的前夜），上层白领的概率比值竟高达9.58。
概率比表示“传承度的差距”，也就是说，在1955年的调查中，能否成为上层白领会因为其父亲是否
是上层白领而相差近十倍。
换言之，父亲是上层白领的男性成为上层白领，要比那些父亲不是上层白领的人容易近十倍。
战前的日本社会贫富差距悬殊，穷人家庭出身的孩子，如果不是撞上了特殊的大运，成绩再好也很难
进入上流学校，绝对是“努力了也没用”的社会。
这种影响直到1955年调查时仍旧残存。
可是，到了1965年，上层白领的概率比大幅度降低；1975年以后稳定在4.O左右，与1955年的调查相比
几乎减少了一半（逻辑线型回归分析中通过对概率比的变化进行检验发现，1955年及1975年之后，P值
都在0.002以下）。
同属白领系统的下层白领职业，其概率比也从1955年的4。
0减少了一半，1995年为1.8（检验结果，1955年和1995年之间P值为0.001）。
下层蓝领，即非熟练蓝领工人，其概率比在1955年高达5.9，下层蓝领的子女非常容易成为下层蓝领
；1965年以后则稳定在相当低的2.0左右（检验结果，1955年和1995年之间P值为0.001）。
从这些数字看去，就战后社会总体而言，确实显得越来越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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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不平等的日本:告别"全民中产"社会》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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