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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正夹在“前门(美国)”和“后门(中国)”之间，受到来自两个国家出乎意料的深刻影响。

　　而到世界各地去的日本人，既不会像美国人那样带去自己任意制定的标准，也不会像中国人那样
带去个人的各种关系，他们会让自己置身其中，一切都先从直接感受当地的“场”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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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山本凯梅尔，原名山本成一，1956年出生于日本岛根县，生长于东京。
东京大学法学系毕业以后进入外务省工作，1990年后从事人才、组织方面的咨询工作。
先后在硅谷和上海工作过一段时间，之后常驻东京，为美国和中国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同时，也为在
中国与亚洲发展的日本企业提供国际化人材管理方面的咨询。
出版有《赚钱的人、便宜的人、多余的人》、《赚钱团队的秘诀》和《国际化人材管理》等著作多部
。
　　王超伟，1971年生于河南洛阳，2001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取得博士学位，从事日本文化
、思想史研究和翻译工作。
出版专著《20世纪初日本外交思想分析--军事扩张路线的批判者吉野作造》，译著《与成功有约：经
营大脑》、《激活休克鱼》、《东京塔》、《嫉妒之番》、《日本沉没Ⅱ》等。
承担上海译文出版社《日汉大辞典》约16万字的翻译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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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在思考日本社会行为语法的时候，最关键的要点就是迎合自己所属的“场”这一点。
所谓“场”，指的是你所属的企业或者企业里的某个部门。
如果是学生，那“场”就是学校。
如果你是在某个兴趣小组或俱乐部，那么它们就是“场”。
这些“场”都有着各自的惯例。
虽然这种惯例没有明确写在纸上，但是日本人只要进入一个“场”不久，就大概能觉察出那是个什么
样的“场”，知道在那里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也就是说，日本人从小就在不知不觉间学会了发现一个个“场”的成规这种本事。
　　这里的成规是至高无上的，所属于“场”的个人有特点的意见并不重要。
非但如此，由于过于特立独行的想法和行为会破坏和谐，所以会立刻遭到人们的白眼。
因此，个人几乎是反射性地学习团体的成规并且深深地刻入脑海，然后用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也即是说，个人完全服从于“场”（团体）。
　　日本人在初次见面的时候，大多都会询问对方“在哪个企业工作”或者“就职于哪个部门”。
我在自己处于日本人模式的时候也是这样。
如果不问一问的话，总觉得心里没底。
这是因为如果不问清楚对方所属的“场”，不问清对方在哪个企业工作，就无法给对方一个合适的定
位。
所以，当知道对方所属单位是松下电器，或者是丰田、索尼，或者是财政部等等特定“场”的时候，
人们才会放下心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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