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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佐藤大介
佐藤大介（Satou Daisuke）
一九七二年（昭和四十七年）生於北海道。畢業於明治學院大學法學部之後，進入每日新聞社。曾任
職於長野分局社會部，於二○○二年進入共同通信社。○六年轉調至外電部。○七年，在公司出資下
赴韓國延世大學留學。○九年三月到一一年底擔任首爾特派記者。著作為《不在觀光行程上的首爾》
（高文研）。
侯詠馨
侯詠馨
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畢業。誤打誤撞的走上譯者之路，才發現這是自己追求的人生。喜歡透過翻譯
看見不同的世界。現為專職譯者。

Page 3



《角力．韓國: 只記得第一名的社會》

书籍目录

推薦序：韓國崛起的美麗與哀愁 蔡東杰
前言
第一章 將夢想寄託在選秀節目上
四％的韓國人參加過選秀節目
關鍵字是「代理滿足」
良莠不齊的歌唱教室
擅改規則的代價
淘汰天王歌手與「體貼」
選秀節目的功與過
競爭務必公正
只記得第一名的世界
第二章 人生的競爭從「教育」開始
「家庭收入的五成」是補習費
路旁綿延的接送巴士
擴大的「教育差距」
補習班與公立學校無限循環的捏手背遊戲
身心俱疲的孩子
英語教育狂騷曲
只有孩子跟母親去留學
收入因生活費消失殆盡
取代留學的「英語村」
「菁英教育」與「學級崩壞」
沒有高中入學考的教育系統
大家都想讀的「菁英學校」
「菁英中學」誕生的風波
教育狂熱造成的少子化
比日本還低的出生率
源源不絕的作弊
第三章 就業與戀情都要看規格
戀愛的重要規格
從相親節目看到的現實
理想對象的職業是⋯⋯？
男性的規格、女性的規格
大學生真辛苦
成績、留學經驗、英語能力⋯⋯
為了蒐集規格而籌措資金
買得到的志工活動
首爾大學的學生「最後還是靠臉」？
某位女學生的勇氣
第四章 「正職人員」與「非正職人員」的鴻溝
「八十八萬韓元世代」之後
韓國版窮忙族登場
薪資是正職員工的六成
「剩餘」的世代
「無法工作」的年輕人
失業率真的是三％嗎？
無處可去的年輕人

Page 4



《角力．韓國: 只記得第一名的社會》

越來越多的裁員，勞動者抗爭
一百萬名離職者的現實
離地三十五公尺的奮鬥
在推特擴大的加油圈
東山再起的念頭
成為「第二個日本」的危機
就業補習街的熱氣
「考試院」的居民們
在韓國增加的尼特族
第五章 大企業不救弱者
大型與中小企業的差距擴大
離「景氣好轉」相去甚遠
「同伴成長」可行嗎？
進入大企業還是要競爭
退休是四十五歲？
升遷也很憂鬱
王者「三星」的光與影
壓倒性的存在感
前幹部的震撼舉發
三星工廠接二連三的白血病
「三星工會」成立的波濤
第六章 您住在哪裡呢？
「住址」的品牌力
『您住在哪裡呢？』
被迫搬家的「寄居蟹生活」
持續攀升的居住費用
不動產不敗神話
動盪的都更現場
新市鎮事業興起
傳出死訊的反對運動
第七章 家庭崩壞與自殺大國
「自殺率第一名」的衝擊
前總統與名人的驚人死訊
ＯＥＣＤ成員國中的「自殺率第一名」
菁英學生與軍人自殺
選擇死亡的老人
崩壞的家族
都會一角的貧民窟
某起「弒母事件」
結語

Page 5



《角力．韓國: 只記得第一名的社會》

精彩短评

1、中国何尝不是如此，在高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产生了那么多的社会问题。值得看看，让我感受到
制度，经济发展对于人生活的不可见的影响。
2、看得我心惊胆战，不拼爹只拼学历、每年一半大学毕业生找不到“稳定”工作、自杀率世界第二
、50岁不退休就是“老贼”⋯⋯不过，记者那一套写法我还不清楚，还是得自己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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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摘录了《角力的韩国》里面的一些文字，现在在韩国发现的很多问题在中国每天也在发生，经济
飞速发展的同时带来的问题需要我们面对、分析和解决。短短十几年时间，韩国文化已经迅速崛起，
不容忽视。韩国料理店的门口大排长龙，电视上整天可以看到韩国电视剧，韩国歌星在世界舞台上大
放光彩，韩国化妆品越来越受女生的喜爱，韩国女星的打扮也成为许多女生的模仿对象，三星电子产
品也受到大家喜爱，现在的粉丝层除了原本的中年女性，已经不分男女老幼。然而在如此五光十色的
光环下，韩国社会产生了竞争白热化和贫富悬殊等问题。1.�选秀节目韩国4%的人参加过选秀节目。选
秀节目大受欢迎是因为可以带给观众“代理满足”。指的是，在节目中，大家感情移入的参赛者，具
体表现他“大放异彩，一夜成名”的过程，使大家得到满足感“。重点在于带来代理满足的人，他的
遭遇要和自己相同甚至更差。随着选秀节目兴起，也带动歌唱教师学员激增的现象。没有具体的调查
显示中国有多少人曾经参加过选秀节目，然而却实实在在提供了舞台让有梦想的人站在台上。韩国的
《我是歌手》在比赛进行中，由于制作组给了被淘汰的巨星再一次挑战的机会，引起观众的愤怒和批
评，体现了观众对于节目公平的要求。中国的《我是歌手》的规则跟韩国的很相似，在台上表演的明
星也是感觉压力不小，即使坐在台下看，也为他们担心如果被淘汰怎么办。所幸制作组一直秉持着提
供好音乐的理念，成为一场视听大宴。从韩国选秀节目中突围而出，接下来如果想要继续在演艺圈成
功的话，要和经纪公司的练习生竞争，这里更是需要相当的实力与运气。2.�教育从娃娃抓起人生的竞
争从教育开始。韩国人的想法是：为了将来，要读一流大学。为了下一代，父母宁愿缩衣节食也要挤
出教育费，孩子则是拼了命地读书，上不了一流大学就进不了一流的公司，也无法得到稳定的生活。
家庭收入的五成是补习费。然而，高收入的家庭会在补习费上花费更多的费用，结果造成父母所得影
响孩子差距。尽管学校设立了补习班帮助降低家庭在私教育上的花费，政府甚至规定下课时间，然而
补习班请老师到学生家里进行个人辅导来规避规则。中国何尝不是如此。“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为
了不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中国妈妈从早期的胎教到幼儿园就开始报各种培训班，除了课程辅
导，还有跳舞、钢琴、小提琴等等。每到周末的时候，各种培训班里人头攒动。究其根本， 就是越来
越激烈的社会竞争。家长感受到社会对于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担心自己的孩子无法在竞争中胜出，
于是着急地让孩子读更多的书，做更多的作业，培养更多的特长。3.�英语教育韩国人对于英语教育的
已经到了狂热的地步。为了让孩子接受正统的英语教育，许多家庭选择让母亲和孩子去国外留学，父
亲则留在韩国为他们寄生活费。在韩国称这样的父亲为“雁爸”。对于一般上班族的家庭来说，无法
支付出国留学高昂的费用，于是产生了取代留学的“英语村”。能否在早期学得英语能力，在职业选
择以及预期所得方面将出现很大的差异。也就是说，能否接受充分的英语教育，将造就当事人的社会
、政治、经济上的不同立场。这是大多数家长的想法。无法冷却的教育狂热，以及越来越沉重的私教
育费负担，造就了韩国社会少子化这个严重的副产品。4.�就业与恋情的规格韩国社会在评价人物的时
候，一定会用到规格这个字眼。这个字原本是用来表示商品性能，通常用来说明电器制品等等商品。
不过，在韩国，表示商品性能的词，却直接被人们用来表示人物价值。从韩国的相亲节目中可以看出
，男女在选择恋爱与结婚伴侣时，非常重视对方的规格，这样的现象不只是发生在节目中，只要提到
结婚，不分男女都喜欢拥有稳定职业的规格的对象。在韩国，大学生为了从高竞争率中胜出，到知名
企业上班，大学成绩，语言能力，海外留学经验，各种证书都被视为非常重要的规格。为了收集规格
，大学生忙着打工筹钱，甚至有些人从事危险的打工，例如服用开发中的药，提供各种资料的新药测
试员。也有公司利用追求规格的想法，从事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生意，帮学生用钱买经历。5.�正职人员
与非正职人员的鸿沟非正职人员指的是派遣人员、兼职人员、工读等等非正式员工的劳动形态。2007
年，由经济学者禹皙熏与社会运动家朴权一共同著作的《八十八万韩元时代》成了畅销书，大学毕业
生的就业率逼近50%，成了非典型雇佣者的二十世纪年轻人，平均月收入只有八十八万韩元。描写了
在穷忙状态中喘息，韩国版失落的一代。明明做的事一样的工作，非正职的薪水只有正职的六成左右
，两者之间有着无法言喻的鸿沟。这种鸿沟带旺了就业补习街。由于非正职劳工已经高达半数，青年
层失业者超过一百万人，于是大家纷纷追求身份稳定，又不容易失业的公务人员。在补习街附近就是
鳞次栉比的考试院，是准备参加公职考试或者司法考试的年轻人用来学习，住宿的设施。通常只
有1.5m2，放了床和书桌之后几乎就没有空间了，因为月租相当便宜，许多离家读书的人都会租用。
另一方面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失去就业活动与念书的热忱，每天过着过一天算一天的生活，也就是
尼特族（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6.�家庭崩溃和自杀大国卢武铉，位居总统要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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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让韩国社会受到巨大的冲击，他的自杀也证实了自杀在韩国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其实，
早在卢武铉自杀之前，就有许多名人相继自杀。看一下韩国关系部发表的自杀相关统计资料，可以发
现随着年龄增加，自杀率也会跟着上升。根据韩国统计厅的资料，2010年75岁以上高龄者的自杀率
为160.4人，65-74的自杀率也是81.81人，写下了OECD成员国第一名的不光彩记录。高龄者要面对生活
穷困、孤独与健康等等各种问题。不少人是与配偶死别，或是与儿女之间不再交流，开始独居生活之
后，再演变为忧郁状态。应该要提供高龄人事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随着网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孩
子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坐在电脑前一直到深夜，家人之间的对话就越来越少了，家族关系比以前更淡
薄了。这本书是一个在韩国的日本人佐藤大介缩写，台湾人侯詠馨译。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日本语法
的描述手法，以及将韩元转化为台币的换算方式，颇有意思。读这本书，就好像在照镜子，通过阅读
韩国而更了解中国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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