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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京奥运会成功举行之后，中国的走向更加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世界各国大都对中国的全面崛起已经不再怀疑——无论是视为机会或当作威胁。
对于经济领域的问题，包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技术积累、环境保护、农村的现代化、中西部开发等
，不少外部专家根据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也认为只要政府重视、加强投入并得到广大国民的配合，
问题和困难都是可以解决和克服的。
　　与此同时，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开始转向社会领域。
有毒食品、社会公德、社会保障、治安问题、腐败问题、各种突发事件等被不时揭露，给人的感觉是
，中国的确已经是一个大国，但又是一个受各种内部问题困扰的无法令人满意的国家。
不好听的说法，有点被外界看作是一个“暴发户”。
　　那么，国内又是如何看待这些社会问题的呢？
报道和议论增多，政府也誓言要解决这些问题，这反映了全国上下的重视，是一个好的兆头。
不过，对于近年集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国内舆论似乎对其深层原因认识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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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希望从国内外比较的角度提供新的分析视角，并尝试提出一些新的解决思路。
对于中国所存在的社会问题的基本看法以及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经验”，本书作者所持的基本认
识如下：    一、我们认为当今中国集中凸显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虽然大部分是由经济因素引起、在经
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但问题的范围和性质已经远远超越经济领域，具有不同于经济问题的全新特点
。
它既不是因为经济改革本身出了差错，也不等同于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任何一次社会动荡，而是中国
社会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的产物，属于社会转型期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二、不能仅仅用经济手段，也不能用单一加强政府控制的传统思路去应对各种问题。
如果不能及时地转换思路、对症下药，就无法解决深层次的矛盾，无法为我国经济的下一步发展提供
良好的社会环境，还将错过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
长此以往，则会导致出现中国经济和社会走向“拉美化”的危险。
    三、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各类社会问题并尽快使中国社会进入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需要真正下决心
进行“理论创新”和转变思路：在建立“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下，在维护经济的稳定增长同时把社
会改革作为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从中央到地方把追求“社会和谐与民主”作为政策的阶段性主要目
标，对于涉及社会问题的政府机构职能以及有关的政策方针作出相应的改革。
    四、认识和应对社会问题，既要考虑我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又要把它放在全人类文明发展史里来
考察和思考。
现阶段不能再囿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而应参考和借鉴外部的经验和教训，其中，周边国家和
地区的“东亚经验”尤其值得参照。
如果社会改革运作得好，还可以为化解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华围堵、打破“中国异质论”起到重要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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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公共意识有所减退的日本年轻一代　　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
以拘禁在美国的日本人为调查对象，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日本和日本人进行了研究。
在1946年出版的被称为“日本学”研究名著的《菊与刀》中，她用非常优雅素美的“菊花”和用于杀
人的“刀”对日本人的性格进行了既精炼又准确的概括：日本人既和善又好斗，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
事物，既爱美又尚武，既文雅又蛮横，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在最
高程度上表现出来。
　　战后日本经历了西方式的教育改革，在国际和国内的和平民主力量的推动下，战前日本民族精神
中强烈的“和魂”也已慢慢地被西化了。
但是仔细地观察日本人日常的人际交往过程，其民族性格中特有的“两面性”还是深刻地显露出来。
很多到过日本的外国人，都会称赞日本公共环境的整洁和社会生活秩序的良好。
在公共场所看不到大声吵闹、动手打架的场面，邻里之间也很少会出现争锋相对的利益冲突，到处都
是一片和平、繁荣的景象。
但是随着在日本生活时间的延长和对日本社会了解的加深，慢慢地会发现日本人日常对“萍水相逢”
会和蔼有礼，但对处在危难之中的“素不相识”则不太会“救死扶伤”；平时不太熟识的邻里在见面
时也都会点头寒暄，但对那些需要帮助的近邻则很少会伸出援助之手。
日本人既没有“养儿防老”的传统思想，也很少有中国式的为了照顾孙辈而毫无怨言地放弃享受自己
的“第二人生”的“奉献精神”。
日本人在人际交往中奉行“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宗旨，甚至对正在被繁杂的生活逼迫得走投无路的亲
人也会熟视无睹。
最近几年，老年人的“孤独死”、年轻的夫妇因为生活所累而带着孩子全家自杀、被育儿的烦恼所困
的年轻母亲惨杀自己的幼儿等新闻时常见于报端，使得人们对现代日本家庭的人际关系的现状表示担
忧。
2006年11月3日，日本富士电视台选择在黄金时间播放了旅日华人张丽玲女士拍摄的纪录片《含泪活着
》，这部反映中国人的“父女爱、母女爱、夫妻爱”的纪实片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宛如在亲情日渐冷
漠的日本社会里吹入了一股久违的温馨暖风，中国式的对家人的无私奉献的亲情之爱让许多日本人流
下了感动的泪水。
　　战后的几十年，由于日本的家庭、学校和社会的传统道德教育成功地在国家的政治运作、经济发
展中发挥了作用，培养出了一代勤勤恳恳、抑制自我服从集体、具有较强公共意识等品质的日本人，
对日本经济的快速腾飞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高速的经济发展带来了物质的极大繁荣，科技的进步使得各种信息纷至沓来，同时西方文化中的个人
的自由和权利也被过度地强调，使得当代青少年成长的社会环境与其父辈相比有了相当大的变化。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日本年轻一代的道德现状明显地落后于经济的发展，出
现了“心灵荒废”的现象，主要表现在青少年的物质中心主义和在人际交往中的公共意识的减退。
　　物质中心主义是以获取物质利益、眼前的实惠为生活准则和奋斗目标的价值取向。
主要表现为追求物质生活，缺乏社会责任感，我行我素，对公共事务不关心等。
日本的年轻一代在社会生活和人际交往中的公共意识有所减退，主要表现为不关心他人，不尊敬长辈
，欺负弱小，对他人使用暴力，等等。
翻开日本文部省出版的《2005年度文部科学白皮书》，在“关于现在的教育状况”一栏，有这样的记
述：　“在家庭内虐待儿童的事件不断发生，在学校内欺负同学、殴打老师和同学、拒绝上学的现象
也接连不断。
家庭和社会的教育能力显著下降，以至于各种各样出乎想象的青少年的重大犯罪事件也发生了。
”据文部省的统计，2004年度日本全国公立中小学发生的“欺负虐待”事件为19466件，“校园暴力”
为25000件（包括对老师、同学实行暴力，损坏公物等行为），高中生退学率为2．1％（77897人），
这些现象从1990年代以来一直呈现上升趋势。
　　家庭教育是所有教育的基础，孩子待人处世的行为习惯、对家人的爱心、对长辈的尊敬之情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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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中的道德观的形成，家庭教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由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产生的对高学历的要求，推动了重视学历的社会风气，导致应试教育竞争
的日益激烈。
在这种片面追求高学历的背景下，学生除了在学校学习之外，还要参加校外补习学校的学习，使得孩
子们和父母、同学相处的时间日益减少，其结果是导致人际关系的淡漠，家人之间、同学之间的暴力
行为不断增加。
2004年度全国各地的“儿童相谈所”（国家的儿童保护机构）处理的家庭内的暴力事件为33408件，
是10年前的17倍。
随着少子化、老龄化、核家族化、城市化等社会环境变化的加剧，在原为三位一体的家庭教育、学校
教育、社会教育的教育环节中，本该承担人际关系、品德形成、传统文化传授等教育职责的家庭教育
、社会教育所起的作用显著下降，间接影响到学生的规范意识、道德心、公共意识的低下。
在学校教育生活中，“拒绝上学”、“欺负同学”的现象，“学级的崩坏”（指小学生上课时，在教
室内随意走动、讲话，我行我素，不服从老师的指示，致使班级全体无法正常上课的现象）、在校园
内使用暴力“虐待弱小”同学，导致一些幼小的生命因不堪受辱而走上自绝之路等事件成为全社会关
注的焦点。
　　近年来，在日本的电视、报纸、杂志和道德教育著作中，大量地充斥着“学校的荒废”、“心的
荒废”、以及“校园暴力”等字眼，人们以此来表达对教育的指责、批评和对青少年道德意识不断低
下的担忧。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日本青少年的犯罪率其实并不高，也没有出
现过像“马加爵事件”那样的及其凶暴残忍的校园暴力。
在对社会公共环境的保护、在公共场所中的自律、对他人的谦让有礼等方面，日本年轻一代的日常行
为习惯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人们对教育的不满和批判，主要源于日本国民自古以来就有的“忧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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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大约是在2000年，我看到有这么多优秀的中国留学生在拼命用功，为了在了解日本社会、掌握研
究方法等方面让他们少走弯路，也为互相之间的交流提供平台，就找到木村一三老先生（当时任日本
国际石油公司总裁，曾为中日建交穿针引线，是周恩来总理、廖承志先生的老朋友），与他共同召集
了十几位留学生成立了一个“学习会”，由他每个月一次在战后日本建造的第一栋超高层建筑“霞关
大厦”的38楼餐厅提供午餐，大家边进餐边交换信息，饭后再进行一个小时左右的学习讨论。
2006年底尊敬的木村先生去世，但该学习会一直延续了下来，并定名为“东学会”（东瀛留学者之会
的意思）。
　　——朱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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