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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27年走遍五大洲70多个国家和地区，笔耕不辍，写下共约270万字的经济散文与游记，出版图书已
近15册。
《看世界：日本的循环型社会》就是其中之一。
本册包括：日本之外看日本、为知识经济和循环型社会探源日本、900年前的湿地变成今天的东京、再
游东京与横滨：从历史看生态、众多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京都的保护与建设、关西的大阪和奈良、日
本的大学和岗山的老城改造、日本之美、琵琶湖治理与第三届世界水论坛、日本各地、神秘的“琉球
王国”、银色北海道的生态系统保护、日本面面观、作者所见到的日本人、日本的奇迹与泡沫、日本
的资源节约共13章，从地理、历史、人文、生态、水资源管理等角度对日本所见所闻做出忠实的纪录
和颇为深刻的分析，对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小康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皆有借鉴意义，并对了解日
本社会促进中日友好能起到一定作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看世界日本的循环型社会>>

作者简介

吴季松：1944年生，辽宁省沈阳市人。
196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力学教学系；1979－1981年作为改革开放后首批出国访问学者，在法国从
事受控热核聚变科学技术实验研究；1992－1993年参与国际“知识经济”概念创意；2000年所著《知
识经济》获第12届中国图书奖；2004年的12月，吴季松从中国水利部退休。
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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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日本的循环型社会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没有对日本的全面、深入研究，这一题目是很难完成的。
作者只是根据自己1985～2005年20年间8次去日本的见闻、考察、讨论和研究提出一孔之见，推荐给读
者以感性的知识和理性的思考。
这一切也是建立在作者自幼对日本的兴趣、家庭近半个世纪与日本的联系和亲友近一个世纪与日本的
关系的基础之上的。
    儿时看日本——家住日本屋    作者于1944年8月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甫一出世，便经历了日本
军队重庆大轰炸的尾声，那时重庆变成一片火海，平民百姓伤亡惨重，父母抱着儿时的我几次三番钻
进阴暗潮湿的防空洞。
尽管当时并不记事，但毕竟经历过的，再加上听父母讲述感受自是不同。
正如和作者一样年纪的日本人几乎同时经历了美军对日本，尤其是东京的轰炸一样，尽管其性质不同
，但是这种飞弹临头、生死只在一瞬间的感受非亲身经历是不能体悟的，但愿“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对此两国人民都应该记住的。
    抗战胜利以后，1946年8月全家自重庆迁回北平。
父亲吴恩裕(1909—1979)是北京大学政治系的教授，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师从世
界著名学者拉斯基教授，与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同师。
据拉斯基本人评价，父亲是他的学生中的佼佼者。
父亲在东北大学和清华大学求学时的同学后来有许多成为政治和学术界名人，如原中共中央党校校长
高扬(1909—)、原国家计委副主任顾卓新(1910—2002)和当今学界泰斗季羡林(1911—)等。
    父亲在英国的先后同学也有许多世界名人，如加拿大总理特鲁多(1919—)和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
姆(1916—)等。
父亲也有许多学生后来成为一代骄子，如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胡启立、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和原外
交学院院长刘山等。
    自重庆回到北平，作者家住东城沙滩北京大学东斋宿舍，大院子是日本占领北平时建的日本宪兵司
令部宿舍，而北京大学著名的红楼当时成了日本占领军宪兵司令部。
在大楼的西墙外拆房新建了家属宿舍大院，院内一律是东西向成排的日本式平房，每排分座，每座分
隔成4个单元。
每个单元一进门先是一小块水泥地可以放鞋，侧面的厨房、水池也是水泥的，然后是用优质木料垫起
、高于地平面约40厘米的木头地板主屋，房内隔成小间，由拉门隔成卧室、客厅、盥洗室和储物间，
总计面积大约有60多平方米。
因此，进门要脱鞋的习惯小时候也是有的，事隔30多年再来日本时，对进屋脱鞋别有感受。
    作者从2岁多到9岁一直住在这里，没有独立房间，只有一个小隔间，大约3平方米。
当年可能是储物间，有拉门。
住时已无拉门，中间只能放一个单人床和一张极窄的小桌。
不过总算从4岁起就有了一个独立的空间，与当时的小孩比较起来，生活条件已经是上乘的了。
小时候甚至认为住房就该是这种日本式的，那种潜移默化的教育感染力真是不小。
    整个大院几乎是正方的，长宽各有200米，总共占地约4公顷，不到60亩地，因当时才几岁，觉得院
子很大。
第一排有个独立的小院，房子也大些，可能是高级军官的住宅；第二、三、四、五排中间都有近20米
的间隔，中间是通路；六排后还有一片草地，可能是中级军官宿舍；第七、八排是后院，后院的单元
很小，可能是低级军官宿舍，这里当时住户不多，甚至觉得很荒凉。
对比强烈、等级制度森严是日本的传统。
    当时北京大学的住宿安排好像第一排是职员，近水楼台先得月是中国的传统；二、三、四、五、六
排是教员；第七、八排住的就是工人了，只记得住在那里的人经济比较困难。
作者自小就从实物中得到了与中国等级传统不同的教育。
这么大的一个院子可以玩耍，真是个好天地，尽管小时候身体较弱，不好动，没太充分利用这一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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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但还是在这里进行了关公三战吕布和梁山好汉等儿戏。
1953年实行大学院系调整，北京大学迁到近郊海淀区、当年燕京大学的校址，中共中央宣传部搬到原
来的北大医学院，作者住的大院被拆掉，盖了大楼，成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宿舍。
作者家没有随迁出城，而搬到临近的地方。
看到当年拆房时，墙基用推土机都推不倒，十分坚固，对日本建筑的结实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当时心里仍不明白：这样牢固的房子，为什么要拆?而且十分惆怅：作者人生记忆中的第一个家，就这
样地化为乌有了，在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遗憾。
如果留到今天，也真是个文物了。
    与宿舍院落一墙之隔就是著名的北京大学红楼和“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民主广场，也就是当时
的北京大学运动场，红楼现已成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
日本占领时期把北京大学红楼用作北平宪兵司令部。
作者清楚地记得，四五岁时和小伙伴去红楼地下室玩，那里曾经是当年宪兵司令部的刑讯室，墙上抗
日志士的血迹已经变成黑色，依稀可见。
那时日本已投降三四年，但是作为日本刑讯室的地下室仍没有清理，因为国民党忙于内战。
这也给作者幼小的心灵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这是第一次见到中国人民八年抗日战争的真实痕迹。
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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