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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80年代，轰轰烈烈的泡沫经济曾经让日本趾高气扬；然而走过泡沫阶段，日本迎来了
从1993年开始的失落。
这期间，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势头开始萎缩，家电、电子领域曾有过的优势地位开始动摇，除了电
动汽车以外，电脑、手机、MP3等领域的最新潮产品，似乎都已和日本厂家无缘。
节能环保、社会基础设施等日本所具有的先进技术，和中国普通百姓没有太大的关系，相关的报道不
是很多。
于是，中国曾有过的对日本经济发展的求知欲，这些年来已经大大地减退了。
日本在中国普通读者心中的经济地位，渐渐地和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家等同了起来，很多
人甚至不知道日本的国力要比这些国家大出几倍。
　　长期的失落，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日本国民虽然依旧富足，社会非常稳定，但很多人却对未来忧心忡忡。
老龄化在加剧，而新生人口的数量开始剧减，社会养老金、医疗保险所能够支付的费用明显不足。
政治及经济上的失落，在社会上反映出来的是国民生活有可能出现的江河日下。
此时，改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
　　回首八年来各类媒体的报道，特别是对日本政治过程的描述，无论是小泉纯一郎，还是后来的多
位只能干不到一年的日本首相，再到现在掌管内阁的菅直人，可以看到“改革”一直是日本政治中的
主弦律，但我们却很难找到日本改革的具体成果。
经济上的颓势愈发地明显了起来。
2009年的日本，在GDP总量上与1993年持平，这期间的16年，用日本媒体的话来说是“失落的二十年
”，对此民众中充满了失望情绪。
政治改革的不顺畅，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停滞，而停滞的经济又让社会不断地保守化。
政治改革进行不下去，日本就以向下旋转的方式，一点一点地倒退了起来。
小泉之后，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卡拉OK政治”，最终未能阻住向下旋转的态势，今天我们看到鸠山
由纪夫在日美问题上的挫折、营直人在中日关系上的摩擦，都只能说明日本改革不顺畅。
要走出失落的怪圈，似乎要花相当多的时间。
　　但惟因如此，我们今天更需要进一步知道和了解日本。
受语言等因素的制约，能够直接阅读日本报刊、和日本各界人士接触的中国记者数量不多，能够到日
本采访的记者更少。
2003年，笔者辞去在日本大学和企业的工作而回国当了记者，更觉得在日本生活工作过、对日本社会
各个方面有所了解的中国媒体从业人员实在少得可怜。
所以，笔者在报道日本的时候，着重通过描写日本社会上出现的具体事例，来展现日本的现状，而基
本上没有用评论的方式。
笔者力图走一条素描日本的路子，力求描绘别人还没有看到的日本，传播很多人还没有听到的那里的
声音。
特别是日本虽然号称经济大国，但中国国内关于日本经济的报道远不如关于日本政治的多，并且也缺
乏报道的系统性，鉴于此，笔者还一直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实现关于日本政治和经济的较为均衡
的报道。
　　2003年以后，笔者先后采访的政治家有数十人，采访过的企业家更有数百人，与日本学者、媒体
交往的人数同样在近百人。
通过这些采访描绘出的日本，应该是更加贴近日本生活的写照。
文章分别发表在《经济》月刊、《东亚企业家》月刊、《嘹望东方周刊》、《中国新闻周刊》、《中
国经济信息》周刊等杂志上，也有不少刊载在《南方周末》、《环球时报》、《新快报》、《中国经
营报》、《国际先驱导报》、《经济观察报》等报纸上，两者加起来有一千余篇。
每篇文章后面都有一位或者几位编辑和笔者作过沟通，对文章进行了修改加工，而文章发表时并没有
署他们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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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衷心地感谢这些付出了巨大辛劳的编辑们。
　　一年前，山东大学出版社的姜明老师找到我，提出将发表过的文章重新整理后出一个集子，笔者
当时就答应了。
但自从当了记者后，就有了追新闻的毛病，旧的文稿不论当时是花了多大的精力采写的，一概很难看
上。
于是文章选了又选，却一直未能拿出最终稿来。
一些稿子则是用几篇文章删改后写出的新稿。
在此，衷心感谢姜明老师的耐心等待与指导。
　　2010年，似乎将成为1972年建交以来中日关系变化最大的一年。
撞船事件造成的两国民间感情上的摩擦，其激烈程度要大大超过2005年对小泉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时
的反应。
中日关系将如何继续变化?向哪个方向转变?这些依旧需要我们通过观察日本来得出新的结论。
作为一名在一线采访的记者，我还是希望通过更深更广地走进日本，去观察、素描所见所闻的一切现
象，让中国读者对日本有一个真实冷静的理解。
　　陈言　　2010年11月10日　　于北京中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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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80年代，轰轰烈烈的泡沫经济曾经让日本趾高气扬；然而走过泡沫阶段，日本迎来了从1993年
开始的失落。
这期间，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势头开始萎缩，家电、电子领域曾有过的优势地位开始动摇，除了电
动汽车以外，电脑、手机、MP3等领域的最新潮产品，似乎都已和日本厂家无缘。
节能环保、社会基础设施等日本所具有的先进技术，和中国普通百姓没有太大的关系，相关的报道不
是很多。
于是，中国曾有过的对日本经济发展的求知欲，这些年来已经大大地减退了。
日本在中国普通读者心中的经济地位，渐渐地和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家等同了起来，很多
人甚至不知道日本的国力要比这些国家大出几倍。
    长期的失落，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日本国民虽然依旧富足，社会非常稳定，但很多人却对未来忧心忡忡。
老龄化在加剧，而新生人口的数量开始剧减，社会养老金、医疗保险所能够支付的费用明显不足。
政治及经济上的失落，在社会上反映出来的是国民生活有可能．出现的江河日下。
此时，改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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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小泉纯一郎所属的自民党森喜朗派阀是党内最保守的一派，日中关系在森派的人看来并不那么重
要。
　　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的武警确认了我们的汽车牌号后，左手举到胸前，右手指挥汽车进了宾馆。
汽车在外国总统、总理访华时使用的二号楼前停了下来。
门前一字停着警车、日本使馆车辆、其他黑色车辆，我们穿过人群，走进楼内，见楼层内除了一名女
服务员以外，竟无其他人员。
日本众议院议员、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额贺福志郎，2004年1月10日至13日包下了这座钓鱼台国宾馆内
最体面的小楼。
　　在见额贺之前，我们对日本山口县（相当于中国的省）秋市议会议长坪井丰说了采访的事，坪井
吃了一惊，说：“我们这些在日本当市议会议长的人，都很难拜见政调会长。
”　　执政党的政调会长在日本政坛上的地位远比一般不了解日本政治的人想像的高。
日本目前是自民党和公明党联合执政，两党的政务调查会长是各自党的政策最主要决策者之一。
自民党党内各种委员会会长都是政调会长的部下，就是那些在内阁里当大臣的人，见了政调会长也要
远远地就打招呼。
　　我们要采访的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额贺福志郎，一般被视为具有副首相地位的重量级人物。
到中国后，他与日本公明党政务调查会长北侧一雄一起会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家副主席
曾庆红。
不久前的新年元旦，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其首相任内第四次参拜靖国神社，激起了中国民众和党政
高层的极大愤怒。
在额贺一行到北京前的7日到10日，日本外务副大臣和日本防卫厅事务次官也先后访华。
《人民日报》下属的《环球时报》发表评论说：“如此多的日本高官几乎在同时访问北京，很明显是
为了向中国解释日本近来在外交上一些引起争议的举动。
缓解由于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紧张起来的两国关系。
”　　额贺福志郎虽坦承向中国“解释”是自己此行任务之一，但是“有一点首先要说的是，来中国
访问是2003年11月决定的事”。
换言之，他并非专程为“解释”而来。
　　作为负有重大外交使命的高官，额贺当然要用足够清晰的表述将自己此次出访中国的意图给予一
个准确的定位。
他定位的不是他个人的意思，而是他所代表的政府的意思。
而这个政府的首脑，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对参拜靖国神社乃至中日关系这一类问题的态度和额贺福
志郎又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在中国，并没有多少人了解这一点：在日本自民党内，小泉纯一郎所属的森喜朗派阀是最保守的
一派，日中关系在森派的人看来并不那么重要。
而额贺福志郎则属前首相桥本龙太郎为首的桥本派。
森派与桥本派在对华关系问题上意见并不完全一致。
　　让桥本派政治家来中国解释森派制造的麻烦，小泉也实在是让额贺作难。
　　森派：中日关系的寒流　　2004年1月1日上午11时29分，小泉在参加完皇宫中的新年祝贺仪式以
后。
到达靖国神社，11时36分开始参拜，11时43分在神社接受媒体采访。
　　日本电影中，黑社会或右翼团体的头目往往穿黑色和服。
下面套一条宽腿的像裙裤一样的灰里发黑的裤子，冬天腰里也要别一把扇子。
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就是这个打扮。
当然，穿传统日式服装过年，这在日本并不少见。
　　自从小泉纯一郎当选日本首相以后，因其多次参拜靖国神社，中日两国首脑没有实现互访，政治
上两国关系转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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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的原因就是，小泉周围没有一个懂或者关心中国问题的人，而小泉所属的自民党森派实际上近似
地属于“疏华派”。
　　日本自民党长期执政，党内在首相及大臣的人选上、在工农业政策、内外政策上，各种利益不断
冲突，形成了大小帮派如云，帮派之间拉拉打打的复杂局面。
主要帮派有原首相桥本龙太郎的桥本派（平威研究会）、原干事长加藤的加藤派（宏池会）、原首相
森喜朗的森派（清和政策研究会）、江藤?龟井派（志师会）、山崎派等等。
和桥本派、加藤派相比较，森派在自民党内只属于中小帮派，本来是离总裁／首相宝座最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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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0年，似乎将成为1972年建交以来中日关系变化最大的一年。
撞船事件造成的两国民间感情上的摩擦，其激烈程度要大大超过2005年对小泉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时
的反应。
中日关系将如何继续变化？
向哪个方向转变？
这些依旧需要我们通过观察日本来得出新的结论。
作为一名在一线采访的记者，《小泉内阁以来的政治经济变革：走近日本》的作者陈言希望通过更深
更广地走进日本，去观察、素描所见所闻的一切现象，让中国读者对日本有一个真实冷静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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