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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名列第一》

作者简介

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 ），男，1930年7月生，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社会学家，精通中文和日文
。1950年毕业于俄亥俄州韦斯利大学。1958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在1963—1964年成为哈佛的
博士后，学习中文和历史；被认为是美国唯一的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撰有《邓小平时
代》《日本第一》《日本的中产阶级》《重整旗鼓一重建美国实例分析》等著作。20世纪70年代始，
对中国广东社会经济情况进行考察和研究。撰有《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
治(1949-1968年）》。2013年3月23日上午，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傅高义被授
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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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事实方面的信息有些价值，至于作者的评论和理解，呵呵呵
作者难道真的不是个日本黑？
2、傅高义早期的书
3、傅高义的大作
4、30年前的眼光``见仁见智了``
5、现在肯定已不算新鲜，但读来还是有点意思。当年应该是另一番光景吧？同时也深感80年代出版界
的敏锐和效率。
6、有人说这书不好，但了解下总比不了解好，拣点有用的来补充自己的知识面就行
7、见过没读，以前的经典，现在读来有点儿像大众读物
8、站在一个学习的角度去看它好的部分 并呼吁自己国家的人学习之 要普及这种思想 首先教育教书人
认知理解 之后普及开来 而不是把书本一丢 写出来就可以了这样 很好的传播非常重要
9、改头换面出版叫《日本第一》
10、傅高义日本时期的著作。停留在表面之上，分析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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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作者在写作时倾向与描述日本的集体的意识和集体行动的好处，例如行业联合会、企业对职工忠
诚的要求。做这些问题时，侧重强调它们的好处而忽视了这些做法对日本国家的一些未来利益的伤害
。最为明显的就是集体意识容易压制个人的创新意识。因为创新必然是少数人的行动，如果过度强调
集体，那么创新肯定会受到抑制。从整个作品来说，内容虽然全面发人深思，但是缺乏批判性的分析
，过于片面。
2、傅高义 先生是美国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另外一个作品是 《邓小平时代》。这个介绍日本的
书在当时有非常高的知名度，我们应该仔细研究！“日本为什么会成功？”是美国与中国都感兴趣的
题目。美国人的答案：日本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战败国，日本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国力大大
削弱，尤其是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放的两颗原子弹，更是使日本四分之一的国土遭到重击。谁都没有
想到这样一个日本竟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用了将近七年的时间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经济
发展速度平均每年增长10%，几乎是我国近几年来的增长速度。日本的经济腾飞的因素有很多，比如
外部因素有：美国和西欧的支援、二战战争期间所获得的资本积累等，这些当然对日本的经济发展有
所助益，可是毕竟是外部因素，更重要的应该还有日本本身的自身因素。当大部分人的眼光聚焦西方
时，日本的经济如雨后春笋般地崛起为世界第三位，国民生产总值超出英、法、西德，仅次于美苏。
欧美的经济学家称为“日本的奇迹”，很多人对这个“奇迹”进行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有人认为
是由于日本适当的经济政策，有人认为是由于科学技术和教育人才的发展，也有人把这归结于政府的
宏观政治支持。作者从全新的角度对这个现象进行了解读。《日本名列第1-对美国的教训》是美国学
者于1979年所写的。由我国的谷英、张柯等翻译的，于1980年12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进行了第一次出
版。全书除了作者的序言以及译者所写的后记外，正文部分的内容共3个部分分别是《日本的挑战》
、《日本的成功》和《美国怎么办》。全书从客观公正的角度运用比较的手法对日本的制度的优秀方
面进行了赞扬，但也没有忽视日本制度的缺陷。正如本书的副标题所说的“对美国的教训”，本书着
重强调了日本制度值得美国甚至其他国家学习的地方。对于日本经济发展的缺点，其他国家也要引以
为戒的。作者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日本的经济发展作了较多的考察，从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分析了
日本经济发展的原因。本书自发表，就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其中的日译本，已经在日本国内发行就成
了日本的畅销书之一。引起美日等国广大读者的兴趣和议论,成为一本畅销书。新加坡政府甚至把它列
为部长和高级官员的必读书。美国，甚至于全球大部分国家也正是由此开始探索一种新的管理学理论
——企业文化理论。作品的开篇就以“镜子”这一题眼进行阐述。说明了美国长期居于世界第一的地
位，已经鼠目寸光，看不到其他国家的飞速崛起。日本的发展应该作为美国的一面镜子，美国经过长
期的发展，渐渐感到制度方面的不适应，“责怪某一个人的缺点与失误”成为美国人遇到困难时的借
口，导致美国政府不切实际地只顾关注政治问题。他们花大力气来培养优秀的接班人，而不是在制度
上进行变革。这时候，必须要有一面镜子来对美国进行提点，进行警告，正如唐太宗所说的“夫以铜
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那美国人以日本人为镜就可
以脱掉狂妄自大、骄傲自满的包袱，就可以拜别国为师，拜谦逊的民族为师，检点自己的行为，顺应
国际形势，采取积极的政策促进发展。否则，会有毁灭性的破坏。日本民族是谦逊的，他甘愿当小学
生，他不断地借鉴他国，不断地学习他国。日本同时也应成为他国学习与借鉴的榜样，沃格尔认为理
由如下：日本的传统制度已经深思熟虑并不断地创新、日本的工业制度也在不断变革、经济发展的不
利因素与问题日本早已经发生了等等。在第一部分中，沃格尔从较为宽泛的方面讲述日本的快速发展
诸如：日本的技术与效率，国民的素质高等。正是由于日本的科学技术不断适应国际社会的需要，才
能养活相当于美国一半人口数量的国民，但是它的可耕地面积与美国是无法同日而语的。国民的素质
特别是思想道德素质高，这在一方面使日本的犯罪率是每年呈递减的趋势，而其他的国家大部分都是
直线上升；另一方面，日本人的勤奋、团结、以及好学敏求的性格使这个国家不断地借鉴国外，不断
地发展。有一个很形象地说法来形容日本人的勤奋并不辞劳苦为国家奉献是这样子的：说在那个时候
，国民的工作状态是极度高涨的，尽管经常加班到深夜，有的大厦甚至是通宵达旦，灯火通明，但当
问到他们是否反感的时候，他们都回答是自愿的，他们很乐意这样做。经济的高速发展的一个表现就
是交通的发达，那个时候日本的交通远没有现在完善，他们经常是从中午一直堵车堵到晚上，可是大
家在车子里耐心的等待，没有表现出焦虑的状态。日本人比别人更富有理想和上进心，他们有不达目
的誓不罢休的干劲。正是由于这种热情，日本在六十年代发展的是异常迅速，而且发展完全是在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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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的精神物质需要的基础上的。从知识信息、政治、教育、社会稳定等方面分析日本成功的原因。
在知识信息的获取上，日本人很有智慧，而且是“群众性的学习”，时刻地在积累知识，积累信息，
能及时有效地获取商机和战机，连苏联都自愧不如。日本倡导终身学习，从来不会和自己的老师反唇
相讥，总是会耐心地听取。在体育上，日本从来不会炫耀自己已经非常出色的体育项目，而是派人到
外边学习自己没有的，或是邀请那些很出色的体育运动员到日本国内交流学习。日本人对各种体育项
目都很热心，尤其是自己国内非常弱的，或是自己没有的。对于自己国内传统的体育项目日本一刻都
没有放松，积极地发扬改进，以实现一定的突破。在“头脑公司”和企业情报发展方面，日本都是别
出一格，不仅花费的资金少，而且效率都是极高的，主要是因为日本非常重视发现其他国家在这反面
的不足进行改进，从而使自己获得极大的发展。还有就是政府、福利政策方面的优秀措施，都是值得
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所要学习的。作者引用别人的话很好说明了日本企业的与众不同就是：美国工厂简
直像军队一样，工长总是严密地监视着工人，不让他们偷懒；而工人们也绝对不是带有好感来听从工
长的指挥的；但是日本的工厂，工人们没有受到监视也干得很起劲，对上司也几乎没有反感，而且似
乎在由衷地期望企业的发展。有人说这是两国传统的不同，实际上这要归功于“日本式”的经营方法
。日本开始采用的美国式的经营方法，但发现对企业的发展并不是很有利，于是发展了自己的一套制
度，如论资排辈制、终身雇佣制等。这在当时是创了企业的先河的。对于终身雇佣制，日本了解到年
长的人经验是极大的丰富，富于判断力，而且对企业有忠诚心，可是外国却只看到了这一制度的缺点
。日本企业拥有长远发展的眼光，立足长远，用远见卓识。有的时候甚至为了长远利益来牺牲眼前利
益。这按照哲学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工人有了制度的保证就可使日本工人忠诚心和自豪感提升，促
使企业的理念升华。日本的大企业的都拥有协商一致的精神，重视集体精神，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合作的精神，这就会使很多的决策达到最优。这就是日本企业中值得我们学习的“软文化”，即明确
的企业经营哲学，员工共同的价值观和无形的行为准则。另外，日本企业明白专业化的员工是不能适
应剧烈变化的现代社会的，所以力图他们都树立一种“全局主义者”的观念。让他们进入到一个企业
之后，并不是全部精力投入到一种生产工序中，不要像《摩登时代》中的卓别林似地，而是激发他们
获得广博知识的欲望。这样一来，日本企业的员工就会了解到自己的晋升并不是与自己的技术完全挂
钩的，而要什么杂活都要干，当雇主对员工也采取灵活的运用方式的时候，员工就会意识到自己以前
干得各种活并不是无用功，而是为了在以后的工作中避免单调，进而把这种行为当做是一种幸福。日
本企业处处对职工负责，形成了“温暖的企业”。在这种企业中，上司给你分配完一定的工作后，还
会关心员工的交往生活。通过交往，增进彼此的感情，更加容易地开展工作。另外，日本还特别重视
保护员工权益的工会。正像沃格尔自己文章中总结的那样，日本企业的成功并不是传统的集体忠诚心
，而是由于企业给了员工个人以“归附观念”与自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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