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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崛起的日本》

内容概要

日本对很多人来说一直是一个令人惊奇的民族，作为一个资源短缺的东方孤悬岛国，却能在19世纪通
过体制转型跻身列强行列，二战惨败之后，又能在不长的时期内重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作者李培林用异国文化视角，从一个学者的角度，努力冷静客观地观察和分析日本社会，揭示那些影
响日本社会的深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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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培林，1955年生，济南市人，1987年获法国巴黎第一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
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兼研究生院社会学系主任，1992年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中国社
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学分析》、《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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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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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工业国的田野乡情
第八章 日常生活的变迁
第九章 日本的中国文化渊源和烙印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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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two months are too short for such a huge theme
    but i totally agree with you that the attitude is the most important~
2、算是我认识日本的一本启蒙书吧
3、萨某人说的是萨苏把
    人家文笔想的不错的
    文章写得也很精彩
    没看过太可惜了
4、与萨苏不同的一面，到时来看看！
5、我一直都希望可以达成一件事⋯每个人都愿意用理性客观的态度去看待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
展⋯审视自身
6、比较客观的看待日本的书。
7、萨苏如何之“##”，要说也需举出例子，否则只会引起观者的一头雾水。
8、是时候开始写一本关于我们可以让别人学的地方的书了
9、尽管资料和数据不是最新的 还是提供了一些侧面和参考
10、去看看这本，
    至于对萨苏的说法是不敢苟同，赞李培林也没必要把萨苏说得这么不堪，人家的态度也是很理性客
观的。。。。
11、有趣 简单 不过显得比较浅略 
12、越读越难看，垃圾
13、想看看去啦
14、不知道为什么我对日本这个国家特别感兴趣，因为我总是认为中国的政体出路在学习日本，即使
原样照搬也未尝不可。日本的智慧是值得尊敬的，但是我讨厌日本人。我觉得陆川的那句话很在理，
为什么要让日本人在中国电影里跳招魂舞，因为日本对于中国的威胁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国人应该明
白。
15、所谓大国的自信与自尊，便该是以这种方式表现的吧。
    确实如此，抵制一个国家，不是口头上的口号，不是拒绝买他们国家的东西----人是社会的人，你一
个人对整个社会来说无足轻重。
    我们要做的不是盲目的抵制，而是学习，学习人家为什么那么强，强到可以欺负你，落后就要挨打
，毛爷爷不是这样说的么？
    你他妈的天天喊个口号，甚至行为和自己喊的口还对不相称，有意思么？
    最重要的也是唯一能体现价值的就是学习、借鉴，等你向人家那样强了，甚至比人家更强了，还要
天天费尽力气的去喊口号么？直接像美国一样一个原子弹——当然现在不用原子弹，打个比方——过
去，补什么都解决了么
16、李培林的这本书很好啊，他从一个社会学家的角度去观察一个国度，没有带着政治偏见去评论。
这是严谨理性的科学的态度
    其中有些篇章写得很散文化，很美的。
17、还不错，比较客观
18、而且好多的理性都是所谓的表里不一，也就是马甲，也就是许巍的那首歌
    在骂你的歌声中表扬你，太理性了，这莫非就是一分为二，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19、中日之间民族感情复杂,但一定要有人能够冷静客观的分析彼此,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20、社会学家
21、大社会学家写得很平实的一本书~ 
22、今日日本同样面对着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许多国家同样的问题，但是日本始终有着日本的不同于
其它国家的地方，作都试图告诉我们，日本是什么样，为什么这样！
23、什么时候能有《重新崛起的中国》呢
24、萨苏&#39;s articles are s***~~~
25、大一时候的读物，现在好像大家都不怎么开眼看世界了，要不就停留在网络的肤浅表面，这本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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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比较具体和详细的，估计市面上买不到了吧
26、看看无妨
27、十几年前的书，现在的情况一定有很大变化，总的来说对于日本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的描
述较为客观，对于日本这个国家有了新的认识。
28、恩
    想看看
29、哪怕只有一点的可取之处，在那点上都是我们的老师。学习别人并不可怕，不管对方是大国还是
小国。
    可怕的是看不到自己的不足却洋洋得意。
30、没看过，不好说，不过单从两个月的心得手记这方面来说，再看看这个比较恶俗的题目，不认为
能对日本又怎样深入地分析。
31、唔，各人观点不同，本来写的时候也有点犹豫，不太想点出名字，不过最后还是写上去了⋯⋯算
了，还是删掉，少些口水。本意也不是这个。
32、我想是吧..
33、很关切，书中有很多细节，生活性较强，看了暖暖的，体会较多。
34、　　没记错的话，李培林应该是中科院社会研究所的所长。早先看过他翻译的《农民的终结》，
感觉不错，这次看他写的《重新崛起的日本》，也不错，虽然有些地方有些隔靴搔痒的感觉。
　　
　　按后记的说法，这本书是他在日本访问研究两个月的心得手记。两个月的时间当然不可能将日本
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等方面看得足够透彻，不过我以为，看到多少其实并非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应该
是以怎样的心态去看。有些文章你可以看出作者对日本了解颇深，但字里行间总觉得作者是在刻意贬
低日本，刻意挑出会让国人更加憎恨日本的东西来写。只是这类文章写出来除了加剧两国的摩擦，我
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好处。不过另有一类文，则是尽顺着日本好的一处写，仿佛中国永远不可能比得
上日本，作者本人也恨不得当初生在日本才好。这类文除了鄙视，大约也没有什么值得进一步评价的
。
　　
　　李培林的《重新崛起的日本》没有这两面的激烈表现。一开篇便由中国应当从日本学习的地方写
起，随后分出几个大类，依次介绍日本的历史、文化、社会、教育各个方面，有时也夹些中日的对比
，行文上既不是妄自菲薄，也没有唯我独尊，能感觉到作者是以一种客观的心态去看日本，切切实实
想从日本的身上学习一些经验，借鉴一些教训。目的还是为了让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好，让本国的国民
过得更幸福。
　　
　　所谓大国的自信与自尊，便该是以这种方式表现的吧。
35、萨苏么 经常能看到他在环球时报专栏的文章 也浏览过他的BLOG
    没有感觉他的“字里行间总是在刻意贬低日本，刻意挑出会让国人更加憎恨日本的东西来写”就比
如萨某所作的关于奥运火炬在长野传递的文章，基本上是客观公正的，从我的角度些许还能读出作者
期望中日两国人民能够建立良好的互信关系的意思。
    《重新崛起的日本》 很想看一看。
36、Oh MY God!一群文科生在讲理性、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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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没记错的话，李培林应该是中科院社会研究所的所长。早先看过他翻译的《农民的终结》，感觉
不错，这次看他写的《重新崛起的日本》，也不错，虽然有些地方有些隔靴搔痒的感觉。按后记的说
法，这本书是他在日本访问研究两个月的心得手记。两个月的时间当然不可能将日本社会文化政治经
济等等方面看得足够透彻，不过我以为，看到多少其实并非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应该是以怎样的心态
去看。有些文章你可以看出作者对日本了解颇深，但字里行间总觉得作者是在刻意贬低日本，刻意挑
出会让国人更加憎恨日本的东西来写。只是这类文章写出来除了加剧两国的摩擦，我实在想不出还有
什么好处。不过另有一类文，则是尽顺着日本好的一处写，仿佛中国永远不可能比得上日本，作者本
人也恨不得当初生在日本才好。这类文除了鄙视，大约也没有什么值得进一步评价的。李培林的《重
新崛起的日本》没有这两面的激烈表现。一开篇便由中国应当从日本学习的地方写起，随后分出几个
大类，依次介绍日本的历史、文化、社会、教育各个方面，有时也夹些中日的对比，行文上既不是妄
自菲薄，也没有唯我独尊，能感觉到作者是以一种客观的心态去看日本，切切实实想从日本的身上学
习一些经验，借鉴一些教训。目的还是为了让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好，让本国的国民过得更幸福。所谓
大国的自信与自尊，便该是以这种方式表现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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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重新崛起的日本》的笔记-第26页

        很有借鉴意义。类比二战后经济上大起大落的日本，看当下的中国，希望从中可以看到我们国家
未来可能遇到的问题与挑战。从拿来主义到自主创新是一条不得不走的路，在山寨了那么多欧美日韩
的成熟作品之后，中国是否已经该走上自主创新的道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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