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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流志向》

内容概要

別以為日本的問題，不會發生在台灣！
97學年度，大學指定考錄取率高達98％，
甚至7分也能上大學。
除了學校過多、學生人數大幅銳減之外，
真正的原因之一，是台灣已面臨學力集體下降的事實了。
2008年立法院三讀通過，
勞工強制退休年齡，由60歲延後為65歲，
其背後的隱憂之一，
是五年級、六年級前段班的人，根本無法如期在60歲退休，
台灣專業經理人，已經後繼無人，
企業正面臨「專業斷層」的問題！
這些現狀與問題，在日本早已引起關注，台灣卻很少人正視。日本重要思想家內田樹從最根本家庭教
育切入，分析日本為何愈來愈多的孩子不願讀書、年輕人不願工作。如果，這些現象持續惡化，日本
社會的未來，將何去何從？
當我們不知不覺踏著「學力集體下降」的風險邁向未來時，內田樹教授所分析的日本現狀，是我們的
借鏡，也是我們避免重蹈覆轍、避免懷抱下流志向的社會活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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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虽然论调背后的价值体系多少有些老派让人不能全盘认同，但不少分析感觉非常切中要害~是一本
很好读又很有启发点的书~
2、zemi讨论的书，还好吧。挺开拓思维的
3、中国也将迎来越来越多这些孩子。对于教育的意义很有启发。
4、也是韩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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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在上课去
问122121twghegwheoiwh8qh1uhdhqsxndshdsdzdste2gdzbdsjbdagdaewwehwedahdbsshwyeschxdsseadgasgds
2、今天下午顶着细雨去书店把代订了一个月终于到货的这本书迎接了回来。本想慢慢研读，不想一
晚上零零碎碎的时间竟一口气将它看完了。这一方面说明它并不太深只算是点到为止，对于我这种只
有粗浅社会学知识的人而言信息量也不是特别大——不像娱乐至死我读了1个月才读完。。。另一方
面则说明它解释阐述的逻辑清晰有说服力，所以很好读。就我有限的接触，无法判断中国的教育现状
已恶化到书中所描述的日本社会状况的几成，但我就我所闻所见，这样的趋势是隆隆而来毋庸置疑且
难以阻挡。其实，按书中的分析，这是社会结构性和现行教育体制带来的必然的结果，只是迟早的问
题。无意细评此书，一来还无此能力，二来也无此精力，真要写起来是数篇论文的量。并不完全赞同
书中的观点，有些价值判断稍感老派，有用过于东方价值观来批判西方制度之嫌——其实这种微妙的
落差感挺独特的，貌似我们一般都会说这个理论太西方了，不适合用来分析东方的社会现象——不过
感觉很有些启发的。仅凭记忆摘几个有感触的点，算是供各位可能有兴趣的看客大概了解一下这本书
是从什么角度来分析拒绝上学，拒绝工作的。其一，现在的孩子在成为劳动者之前已经先成为了消费
者。教育是他们权力，但他们却觉得这是一个负担，急切地想放弃这个权力。这是因为，习惯于以消
费者的姿态进入教育系统的孩子们，并不能理解教育本身是一个你进入了之后才能逐渐知道自己能从
中得到什么的系统，他们无法理解先尽力付出后期待得到回报的思维模式。比如文中所提，学生要知
道自己付出的金钱精力到底能得到什么切实的回报，如果教师不能清晰地说明教育销售给学生的是什
么，他们就不愿意花费时间精力去购买它；比如书中所提到的，现在的孩子无法理解需要时间性之后
才能显现出来的不确定性的结果，他们习惯的思维方式是，如果付出了而不能立刻看到可量化的结果
，就会觉得不安，觉得这是一个不可靠的交易；又比如书中提到的，现在的孩子，甚至家长，习惯以
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的态度，带着挑剔，抱怨，认定即将购买的商品不值一提的姿态进入教育系统，以
杀价的思维方式，想以最小的付出得到最大的利益——例如用最少的时间精力得到尽可能好的大学的
文凭。个人以为，教育商业化，确实是一个非常中痛处的分析。其二，教育系统的成果是一个很难量
化很个人的东西，进去的时候你不能确定自己得到什么，要一定积累回头来才能得出自己领悟的系统
。因此投学生所好的，使用等价交易的消费者的商业原则来改装，甚至从根本上调整教育理念，只会
逐渐摧毁教育系统。其三，现代社会的家庭结构甚至一些人际关系中，“不悦”已经成为一种代币来
交换其他价值——如丈夫用从工作场合回家来疲劳的“不悦”感来表达自己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多少努
力；而妻子用自己忍受了丈夫多少不尽情理和不体贴所带来的“不悦”来表达自己为维持这个家庭付
出了多少。因此学生也学会了使用“不悦”这种代币来争取更多的利益——比如，学生觉得自己付出
了“不悦”被迫听45分钟的课，这45分钟应该给他们同等的价值，不悦是一个讨价还价的本钱。这条
分析其实我以前从未见过类似说法，而且觉得颇有趣，并且能用来解释教育以外的许多现象。其四，
在风险社会中，“自己决定，自己承担”的理念听起来比以往的集体社会跟有自主权更自由。但“自
己决定”被过高的吹捧，而真正怎样管理风险却没有应有的教育。因此孩子们常做出来一些其实后果
很严重只是他们还看不到的决定，却标榜为是一种个性和独立，并以这样违背主流的“自己决定”为
荣。个人以为，过分推崇所谓民主社会说话的权力，也带来了类似的问题，当然，这是题外话。其五
，其实最好的风险管理不是考虑怎样可能得到最大的利益——因为不确定性太多，个人就算能力再高
也不可能全盘估算正确，更何况大部分人并不具有足够的资源信息时间精力和智慧做出合理的判断。
将自己放入一个人脉网中彼此扶持，分散风险，才是最理智的风险管理。但没有人跟孩子们说过这个
。其六，自立不等于孤立。自立是一个群体对于你表现的评价，并不脱离群体，但孤立是把己之外的
所有东西都看作约束己限制了己的自由的障碍。孤立被错当自立受到了吹捧，但只会让劣势个体在风
险社会中更难生存。这条其实也很特别，因为这里有东方对西方价值体系的误读和错误实行再带来用
东方价值体系对西方价值体系的批判的味道，读起来有趣而微妙。以下，再加一些纯粹的个人感想。
其一，于作者说到日本造搬了比如说要个性之类的西方价值原则，却又很东方集体思维式地认为，大
家应该都这么认为，很是断层而微妙。我以为这个相当说明了香港的状况。我所见到的所谓中西融合
，其实只是把中西各取一些拼在了一起，并没有进行理性的反省与整合。其二，用风险社会和消费者
无时间延续观念的即时等价交易的看法来解释频繁换工作，个人以为挺中point的——其实我以为这也
能解释频繁的换恋人的现象——不过我以为以此解释neet族则有些隔靴搔痒微妙地偏离了问题本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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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其三，关于师承一段个人颇不以为然。师不如弟子了弟子大可换师门或者自立门户。师徒本身
就有教与学之间合不合拍之分，真能做到无论面对怎样的徒都能因材施教的师大体是不存在的。师也
必然有积累的厚浅，悟性的高低，表达能力的优劣之分。师徒虽讲缘分却不是什么神圣不可欺的宿命
。师本不至于如此高尚，徒也大不必如此摆低自己。个人以为，关键的问题不是师不师承，而是不可
自以为就此学成。如今社会所说大多是学无止尽，师从多家或是自立门派反而是好事，因为能从多角
度看问题，更培养独立的思考能力。只要还有知道自己不足的进取之心和对代代积累下来的深厚内涵
的敬畏之心，我个人以为师不过是个入门的契机。暂且先写到这吧。感谢杜青和董老师的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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