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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  汤重南    3·11日本大地震不仅是日本人民的一场巨大灾难，同时也是全世界的
一场大灾难。
    创纪录的大地震、史无前例的大海啸以及最高级别的核危机，三重叠加的灾难给日本造成了怎样的
破坏？
它对近邻的我国有何影响？
对世界又有哪些冲击？
日本是怎样应对此次巨大天灾的？
它给全人类带来了怎样的教训和启示⋯⋯不仅日本，不仅我们，整个世界都在关注这些焦点问题。
    为了及时回答上述社会所关注的问题，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的青年学者们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撰写
了这部《黑色3·11——日本大地震与危机应对》。
凭借借长期从事日本研究的深厚积淀，加之对日本社会丰富的亲身感知，甚至其中还有几位作者亲历
了这场大地震，这就使本书具备了两大鲜明特征——更具写实性的客观阐述以及在此基础上独特的学
术分析视野，相信每位读者都能从中深切体会到这种实感和深度。
    日本此次遭受的巨大天灾是史无前例的，其经济损失将是空前规模。
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灾害损害又不会止步于日本一个国家，它将会导致全球性的经济波动、生
产链的断裂，甚至世界经济复苏进程或可能被打断。
当前，福岛核危机尚未彻底解除，这就意味着此次大地震经济破坏影响仍在继续蔓延扩大之中，它不
仅对长期低迷的日本经济是一个严峻考验，同时，对全球经济也形成了巨大压力。
    此次大地震也对日本政治体制形成巨大冲击力。
近年来，日本政坛呈现出权力更迭、政权交替的动荡不定局势。
大地震前夕，上台不足两年的民主党政权，便出现了创纪录的超低支持率。
事实上，此次地震在客观上“挽救”了摇摇欲坠的民主党政权。
不过，地震之后的日本政局将如何变动、超党派的大联合政权能否形成、渐失民心的民主党能否担纲
起率领日本人民走出天灾之患的大任，这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作为一个天灾频繁的国家，自古以来，日本就对自然灾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认识与应对方式。
丰富的经验与先进的技术相结合，使日本建立起全球最先进的防灾应急机制，具备了非常完善的制度
、组织和实施保障体系，形成了制度化的全民参与防灾教育与训练机制。
应该说，日本已经拥有了非常强大的灾害应对能力。
然而，在此次错综复杂的复合型灾难目前，日本应对体制仍然暴露出重大缺陷。
事实冉次证明，人类对大自然的真正认知还遥不可及。
    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爆炸之后，其核泄漏等级已经达到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相当的最高级别七级。
日本国内以及国际社会，都对东京电力公司以及日本政府处理核事故的作为和能力提出了强烈的质疑
。
核辐射造成的危害已经从福岛核电站灾区迅速扩展到周边地区，甚至波及海外。
美国、中国、新加坡、韩国等众多国家都不得不宣布限制进口日本农产品及其加工食品。
而且，日本向大海排放低浓度放射污水，也造成了海水污染，这使日本的国家形象受到严重损害。
福岛核事故再次促使人类进行深深反省：在享受核电这一清洁能源所带来的便利之际，安全防护能否
做到万无一失呢？
    日本大地震不仅给日本，也对全人类带来了一次严重警示，它表明大自然依然是令人敬畏的。
在现阶段，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仍然是很有限的，盲目自信只会带来失误错误、甚至酿成大祸。
科学技术既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与文明相悖的副产品。
每一次巨大自然灾害，都会带给人类一次沉痛的历史教训，人类正是在应对灾难的过程中不断进步的
。
认真细致地总结经验，深刻彻底地铭记教训，这是人类不断提高自然认知能力、不断取得进步的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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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部书能在这方面带来某些启示或参考，就算达到著者的目的了。
    在深切哀悼地震中遇难者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深刻反思：人类到底该如何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在此
基础上实现人类文明的进步。
    鉴于以上道理，我愿意向广大读者推荐此书。
    是为序。
    201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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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1年3月11日，一场创历史记录的大地震袭击了日本，使之骤然陷入二战之后的一场最大危机之中。
地震、海啸、核泄漏，这场复合型灾难将给日本造成怎样冲击，日本又是如何应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巨
大天灾，它对世界又将产生怎样影响，它对全人类产生如何启示⋯⋯《黑色3·11——日本大地震与危
机应对》将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角度，分析论述日本的政党与政府、社会防灾体系、国
民心理、金融财政、日本制造、对外经济、农业食品、能源战略等，全面揭示此次大灾难之下的日本
现状及其未来走势。

《黑色3·11——日本大地震与危机应对》由张玉来等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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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要理解日本人的“氏神”信仰，我们不妨先回忆中国人的祖先信仰。
儒教中最大的孝是“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礼记.中庸》）。
中国人的祭祖是假设先人健在而进行的，这意味着在祭祀日祖先的魂魄就会被召回来，享受子孙的招
待，也就是祭文末尾常说的“伏惟尚飨”。
祭祖不能简单断定是封建迷信活动，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是通过祭祖活动，及其体现的祖先崇拜，增
强团体凝聚力、维持社会共同体秩序的。
相比之下，日本人虽有祖先，除了皇室、武门等却极少祭祀。
他们的神龛中一般只能见到逝去家庭亲属的灵位，虽也做纪念法事，却不过是给如父母、兄弟、子女
这样的近亲属。
日本人虽有宗族，亦有聚族而居的村落，但他们增强地域凝聚力、维持社会共同体秩序的手段却是通
过对地缘神“氏神”的祭祀活动。
因此抑或可以将我们对祖先的那种怀思，用以推想日本人对故土的眷恋。
到这儿读者也许会指出，现代的日本人经常从一个城市迁居另一个城市，从西部搬家到东部，从北陆
迁往南海。
他们是否已不再有强烈的乡土感情了呢？
即便现代日本人不再有“氏神”的意识，但将故乡视为精神皈依之处的这种情感却依旧存在。
譬如当今国人哪怕不相信祖先之灵，清明扫墓依旧带纸烛供物。
在日本，与人初次见面，经常谈到的话题就是出生地，如果是同乡或者地域相近，关系就容易拉近。
每年新年前后和盂兰盆节假期都会出现不亚于我国春运的全国性人口大移动一一这些不都能说明日本
人对故乡的执着心吗？
因此对日本人来说，无论大自然给他们以何种打击，一般情况下都不会背井离乡。
只要在当地还有生计可寻，他们就会从瓦砾中重建房屋，开垦土地，播下新生活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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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3·11大地震既重创了整个日本列岛，同时也对全球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作为长期研究日本的笔者们也产生了诸多前所未有的深深感触：一个风景如画
的美丽岛国，瞬间就变得残垣断壁、满目疮痍；一个世界先进技术的引领者和受益者，既承受了核打
击的最惨痛历史经历，又面对着核危机最严酷的现实考验；一个全球化时代的今天，“蝴蝶效应”竞
让此次大地震放大了数倍而深深影响着整个世界⋯⋯    虽然上述感受也渗透在全书的字里行间，但我
们深感还远不到淋漓尽致的境地。
这不仅为我们今后的研究提出了新的任务，同时，这种遗憾也恰恰在激励和鞭策着我们不断前行。
由于时间以及笔者能力等原因，本书难免会有疏漏或错误之处，在此还恳请诸位读者及学界同仁给予
批评指正。
    作为一项合作研究成果，本书浸透了诸位笔者及指导者的心血。
全书各部分的撰写者是：张玉来：引言、第五、第六部分；乔林生：第一部分；刘轩：第二部分；张
博：第三部分；郑蔚：第四部分；温娟：第七部分；尹晓亮：第八部分。
同时，张玉来还负责全书稿的结构与内容的创意设计及修改与统稿工作，乔林生参与了全书稿的结构
与内容的创意设计及审稿工作，刘轩参与了全书稿的结构与内容的创意设计工作。
    在全书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李卓院长、宋志勇副院长的大力支持和诸多指导。
杨栋梁教授、莽景石教授、赵德宇教授、刘岳兵教授、王蕾副教授、臧佩红副教授、刘志强博士等，
都对本书写作给予了指导和极大帮助。
在此，谨向诸位领导和先生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这里，最需特别感谢的是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周桂元编审，他作为本书的核心策划者，为本书的创
意、设计、创作、编辑、出版等付出了极大辛苦。
出版社的领导和其他有关同志为本书出版给予了极大支持。
在此，谨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及诸位先生致以最衷心的谢忱！
    著者    2011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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