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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统计数据看日本经济的现状，从每年大事看日本社会的变迁，从阅读取向看日本人价值取向。
　　面对历史的巨变，日本人不得不痛苦地改变原有的价值观。
在经过对旧时代结束的愤懑和对社会变化的彷徨之后，他们开始自我拯救，开始寻找在个体社会中继
续生存的能力。
    本书通过对90年代以来日本历年40多种畅销书和日本读者感想的介绍，客观地展现了日本人价值观
的变迁。
再加上使用大量权威的统计数据、以及对历年重大事件的分析，得以立体地展现了当代的日本社会风
貌，为了解当代日本提供了全新视角。
日本在泡沫经济崩溃后长期经济低迷时期的各种经验和教训，对我们如何对应现在全球性经济衰退应
该有所启示，而本书中着墨最多的有关日本人在逆境中的生活态度，更是值得处在经济衰退冲击下的
我们拿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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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亚南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东京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博士课程。
先后在德隆国际战略集团和日本瑞穗金融集团所属公司担任高管。
现为上海上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在日本和中国长期从事企业咨询和企业并购工作，对中日之问的企业并购用力最深，颇有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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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无为的价值取向　　日本在战后经历了近十次的经济萎缩，但是在日本人的忍耐和坚持下，这些
经济萎缩很快就过去，新的经济增长局面又重新开始。
日本政府公布的1992年度《经济白皮书》这样分析，泡沫经济的崩溃并不是没有给实体经济带来坏影
响，但是也没有必要过度的恐慌。
所以，对待泡沫经济的崩溃，很多日本人都抱持乐观的态度，当时的日本首相宫泽喜一更是持这种观
点的代表人物。
　　日本著名评论家立花隆在《已故原首相宫泽喜一的功罪》一文中指出，宫泽首相为了使日本经济
尽快回到健康发展的道路上而想尽了一切办法，结果却选择了什么也不做的方针。
因为到1992年一路下滑的股价开始反弹，这使得包括宫泽首相在内的政府官员都确信不动产价格和股
价一旦重新上升，危机就会过去。
　　结果，什么都不做的政策使日本走进了“失去的十年”的时代。
　　日本人坚信危机很快就会过去。
与政治家选择的无为而治不同，老百姓选择了及时行乐的生活，其中的代表就是一个利用海滨仓库改
造的叫作JULIANA'S TOKYO的迪斯科舞场。
1991年5月开张的这家迪斯科舞场实际上成了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娱乐产业的一个象征，总面积有1
，200平方米的舞场可以容纳1，000人同时跳迪斯科，开张之后立刻赢得了东京青年男女的青睐。
到了夏天的7、8月份，加上从日本各地闻风而来的，一个月入场人数竟然达到了3万人以上。
　　不过，一群群穿着紧身短裙的女性，从离JULIANA'S TOKYO最近的车站成群结队地徒步走向迪斯
科舞场的风景，已经不再是那种挥金如土的泡沫经济时代的景象了。
但是这些年轻的女性依然认为狂蹦乱跳的迪斯科是泡沫经济还在持续的表现，已经平民化
的JULIANA'S TOKYO是她们实现追求时代最时髦梦想的绝好舞台。
JULIANA'STOKYO就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很多人把这里当泡沫经济余韵的代表性场所，旅游公司甚至
把JULIANA'S TOKYO当成一个景点纳入东京一日游的旅游项目。
所以，可以说JULIANA'S TOKYO是日本社会对社会发展认识中产生错觉的一个象征，蜂拥而来的人们
依旧想过延续泡沫经济时代的生活，而对泡沫经济的崩溃无动于衷。
　　毕竟泡沫经济已经崩溃，当人们开始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个迪斯科舞场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
。
1994年夏天，JULIANA'S TOKYO落下了帷幕，悄悄地关闭了。
　　无感应期的阅读　　如同以上所述，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人还在幻想这次危机很快就会过去
，新的增长就会重新回来。
所以他们对之没有明确的反应，采取了无为的价值取向。
姑且把这一时期称为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无感应期。
　　在无感应期，多数日本人采取了无为的价值取向。
这也反应到这一时期人们的阅读生活中。
在这一时期最受追捧的书籍要么是演艺红星们出版的散文集和写真集，要么是认真钻研“无用知识类
”的书。
读者从中获得安慰，或者可以发泄，还可以消磨时光。
这种情况的产生，是因为大家对泡沫经济崩溃的深远影响还没有认识到的缘故。
　　一时，演艺红星和有关他们的话题成了大家饭前茶后的谈资，而演艺红星们出版的散文集和写真
集更是大家争相购买的对象。
宫泽理惠的写真集《Santa Fe》（1991年）就是其中的典型。
这本写真集，到处洋溢着青春的气息。
一点也没有感染到泡沫经济已经崩溃的气氛。
而1990年最畅销的书是二谷友里惠的《被爱的理由》。
二谷友里惠也是日本青春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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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业的最高峰的1987年和当时同样是青春偶像的人气歌手乡裕美结婚后引退。
转播他们结婚仪式的富士电视台的转播节目创造了47.6％的收视率纪录。
畅销书《被爱的理由》记录了二谷友里惠和乡裕美相知相爱的历程，充满了幸福结婚生活的气息。
这本书的畅销，引领了20世纪90年代前期演艺人士散文书籍大受欢迎的新浪潮。
　　1992年最畅销的书是根据同名电视节目整理出版的《快来尝试！
心理游戏》一书。
同名的电视节目从1991年4月开始播放，并迅速赢得观众的喜爱。
在这个节目中，一些专家对参加演出的人进行心理测试和解释睡梦，并且进行心理分析。
这种游戏般的心理分析在以后的一段时期内非常流行。
比如，有个测试是这样的，有条船漂流在大河上，你认为这条船上有多少人？
答案是：你回答的人数就是你被人信赖的人数。
当然，谁也没有把这种分析当回事，而是把它看作是一种游戏。
既然是游戏，就没有心理负担，没有了负担就会从中得到一丝的慰藉。
尽管有很多人批评这个节目中的心理测试非常庸俗，但是从节目的效果来看，更多的人还是从中得到
了一些安慰。
不论是否承认，在泡沫经济的崩溃已经开始影响到人们的生活，在大家对前途出现迷茫的时候，这种
安慰效果是十分巨大的。
因此，同名的书籍也就非常畅销，成了1992年最畅销的书。
而且，这种因为电视节目大受欢迎而形成的同类书籍的畅销在以后几年中也不断出现。
　　接下来，1993年的畅销书有一本题目为《矶野家之谜》的书。
《矶野家之谜》是以人气漫画为题材的、揭示书中秘密的书，这本书和其续集加起来一共销售了240万
册以上。
在这本书的带动下，一时间以漫画为题材的揭秘书就出版了50多种。
但是，看上去十分认真的研究成果《矶野家之谜》实际上只是探究了一些作为爱好家喜欢讨论的问题
，如一家之主矶野波平的头发是什么时候开始秃顶的?或者是危言耸听的矶野家是否使用了冰毒之类，
结果在漫画迷和漫画研究者之间还引出了一场笔墨官司。
虽然关于矶野家的漫画在日本几乎人人皆知，但是所谓的这些谜团以及所谓研究者的解释本来都是爱
好家之间的问题，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以后人们把这本书归类到“无用知识”之类，称为对生活没有积极意义的书。
　　其实，钻研这种“无用知识”也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表现。
事实上，这一年列畅销书榜第一名的是池田大作的纪实小说《人间革命》。
沉浸到宗教幸福中的人为数不少。
　　泡沫经济崩溃后已经过了几年，按照以往的经验危机早应该过去，日本经济又重新开始增长。
但是，这一次，以往的经验不再有效，相反经济却走进了看不到头的深渊。
连一直稳如磐石的金融企业也出现了问题。
（面对长期的不景气，人们开始寻找替罪羊，对时事开始冷嘲热讽）1994年前众议院议员浜口幸一的
口述文集《使日本走下坡路的9个政治家》风行日本全国，夺得畅销书榜第～名。
浜口在这本书中实名实事揭露了政治家的腐败情况，痛快淋漓地批判了日本的政治体制。
这本书出版之后，浜口做好了与书中所揭露人物进行名誉诉讼的准备，结果没有一个人和他打官司。
或许这是因为本书已经把日本最坏政治家的桂冠戴到了作者自己的头上。
　　1995年则是日本当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90年代前期，很多日本人对已经发生的泡沫经济的崩溃还没有很深的认识，他们以为这次危机也会像
以往那样很快就会过去。
所以，很多人对这次危机并没有非常认真的对待，也没有为自己的将来想些办法。
从这一个意义上可以说，一直到1994年，日本对泡沫经济的崩溃还处在一种无感应的时期。
他们对这次危机的反应是从1995年日本安全神话破灭之后才显示出来的。
　　历史巨变中日本人的阅读取向　　经济的长期低迷超出了日本人的经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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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以往的经验，他们认为只要忍耐就能对付经济的衰退，但是这一次的经济衰退却越演越烈，给日
本社会带来了历史性巨变，也给日本国民的生活带来深刻的影响。
　　泡沫经济崩溃后，政府的财政状况日益恶化，国民个人收入开始减少。
从1997年到2006年，日本工薪阶层的平均工资减少了将近一成。
到2008年，根据日本内阁府的调查统计，认为生活状况正在恶化的日本人达到34％，而认为生活状况
正在改善的只占4％，相反对生活不安的担忧却越来越大。
日本国民对生活的设计也开始越来越正视现实。
根据野村综合研究所从1997年以来发布的1万人生活调查来看，以收入减少为前提设计生活的人的比率
正在逐步提高。
1997年，以收入增加为前提设计生活的人占24.4％，到2006年降低到20.6％，以收入减少为前提设计生
活的人从1997年的16.2％上升到2006年的22.1％。
经济的变化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样的变化在阅读方面也可以感受到。
日本人常说畅销书是时代的镜子，从每年畅销书的类型可以明显地看出日本人阅读取向的变化。
泡沫经济崩溃后无感应期过后，愤懑失落的阅读已经不能减轻人们对历史巨变带来的痛苦，所以他们
开始选择逃避现实，沉湎于宗教的宣传或者流连于对神秘灵异的崇拜。
然而日本人很快发现这样的逃避并不能解决问题，他们认识到变化才是唯一不变的真理。
为了适应变化，适应在个社会中继续生存下去，日本人开始寻找适应这一历史巨变的继续生存能力，
贪婪地学习，努力提高自我修养。
1995年13本安全神话的破灭是日本社会发生历史性巨变的标志。
日本社会开始从群体社会走向个体社会。
在这样的历史巨变中，日本人的阅读取向除了上面所述的无感应期（1991-1994）之外，还可以明显地
分为神话破灭时期（1995-1997）、价值观改造时期（1998-2001）和个性创造时期（2002-2007）三个时
期。
　　一、神话破灭时期（1995-1997）　　1995年以后，日本社会的安全神话破灭，维系群体社会基础
的各种制度随之崩溃，日本不得不告别群体社会。
本来，具有很高知识水平和教养水平的日本国民应该马上适应新的个体社会的到来，但是，他们不仅
没有努力去确立作为个人的自我，反而埋没到更加否定自我的新兴的“邪教”资本主义中去。
泡沫经济崩溃后的长期低迷，加上新自由主义改革所引进的全球性大竞争，使日本大多数国民陷入了
空前的不安之中。
他们还没有做好任何心理准备，除了愤懑和失落，还需要心理的安慰和精神的寄托。
越是心灵空虚越是希望有美好的现实，而现实越是丑恶，人们就越是需要编织美好的童话。
连索尼这样的国际知名科技企业也非常认真地研发超自然能力。
日本政府主要部门的科学技术厅也组织了有国会议员参加的隔空打物研究会。
　　这一时期的畅销书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实际状况。
大家对社会发展一片迷茫，不满意社会的现状却又无可奈何。
所以，冷嘲热讽成了他们发泄感情的工具。
滑稽艺人松本人志的随笔集《遗书》（1995年）就成了一种大家共同的话题，然而这本个性化十足的
书并没有成为日本走向个体社会的号角，在读者眼里个性化的典型恐怕还是阿甘这类人物。
而销售发行超过500万册的《脑内革命》则是日本经济陷入萧条的深渊之后，日本国民追求灵性安慰的
总体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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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股价地价的暴跌、企业破产的剧增、终身雇用制度的瓦解、社会保障系统的困窘⋯⋯　　泡沫经
济崩溃后的十七年，日本是如何应对的。
　　全新视角，读懂日本！
　　欢宴的余韵（1991-1994），神话的破灭（1995-1997），认识的过渡（1998-2001），个性的打造
（2002-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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