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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拯救日本》

内容概要

《谁能拯救日本:个体社会的启示》通过对90年代以来日本历年40多种畅销书和日本读者感想的介绍，
客观地展现了日本人价值观的变迁。再加上使用大量权威的统计数据、以及对历年重大事件的分析，
得以立体地展现了当代的日本社会风貌，为了解当代日本提供了全新视角。日本在泡沫经济崩溃后长
期经济低迷时期的各种经验和教训，对我们如何对应现在全球性经济衰退应该有所启示，而《谁能拯
救日本:个体社会的启示》中着墨最多的有关日本人在逆境中的生活态度，更是值得处在经济衰退冲击
下的我们拿来参考。从统计数据看日本经济的现状，从每年大事看日本社会的变迁，从阅读取向看日
本人价值取向。
面对历史的巨变，日本人不得不痛苦地改变原有的价值观。在经过对旧时代结束的愤懑和对社会变化
的彷徨之后，他们开始自我拯救，开始寻找在个体社会中继续生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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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亚南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东京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博士课程。先后在德隆国际战略
集团和日本瑞穗金融集团所属公司担任高管。现为上海上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在日本和中国
长期从事企业咨询和企业并购工作，对中日之问的企业并购用力最深，颇有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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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无为的价值取向　　日本在战后经历了近十次的经济萎缩，但是在日本人的忍耐和坚持下，这些
经济萎缩很快就过去，新的经济增长局面又重新开始。日本政府公布的1992年度《经济白皮书》这样
分析，泡沫经济的崩溃并不是没有给实体经济带来坏影响，但是也没有必要过度的恐慌。所以，对待
泡沫经济的崩溃，很多日本人都抱持乐观的态度，当时的日本首相宫泽喜一更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
物。　　日本著名评论家立花隆在《已故原首相宫泽喜一的功罪》一文中指出，宫泽首相为了使日本
经济尽快回到健康发展的道路上而想尽了一切办法，结果却选择了什么也不做的方针。因为到1992年
一路下滑的股价开始反弹，这使得包括宫泽首相在内的政府官员都确信不动产价格和股价一旦重新上
升，危机就会过去。　　结果，什么都不做的政策使日本走进了“失去的十年”的时代。　　日本人
坚信危机很快就会过去。与政治家选择的无为而治不同，老百姓选择了及时行乐的生活，其中的代表
就是一个利用海滨仓库改造的叫作JULIANA'S TOKYO的迪斯科舞场。1991年5月开张的这家迪斯科舞
场实际上成了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娱乐产业的一个象征，总面积有1，200平方米的舞场可以容纳1
，000人同时跳迪斯科，开张之后立刻赢得了东京青年男女的青睐。到了夏天的7、8月份，加上从日本
各地闻风而来的，一个月入场人数竟然达到了3万人以上。　　不过，一群群穿着紧身短裙的女性，
从离JULIANA'S TOKYO最近的车站成群结队地徒步走向迪斯科舞场的风景，已经不再是那种挥金如土
的泡沫经济时代的景象了。但是这些年轻的女性依然认为狂蹦乱跳的迪斯科是泡沫经济还在持续的表
现，已经平民化的JULIANA'S TOKYO是她们实现追求时代最时髦梦想的绝好舞台
。JULIANA'STOKYO就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很多人把这里当泡沫经济余韵的代表性场所，旅游公司甚
至把JULIANA'S TOKYO当成一个景点纳入东京一日游的旅游项目。所以，可以说JULIANA'S TOKYO
是日本社会对社会发展认识中产生错觉的一个象征，蜂拥而来的人们依旧想过延续泡沫经济时代的生
活，而对泡沫经济的崩溃无动于衷。　　毕竟泡沫经济已经崩溃，当人们开始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这个迪斯科舞场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1994年夏天，JULIANA'S TOKYO落下了帷幕，悄悄地关闭了。
　　无感应期的阅读　　如同以上所述，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人还在幻想这次危机很快就会过去
，新的增长就会重新回来。所以他们对之没有明确的反应，采取了无为的价值取向。姑且把这一时期
称为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无感应期。　　在无感应期，多数日本人采取了无为的价值取向。这也反应到
这一时期人们的阅读生活中。在这一时期最受追捧的书籍要么是演艺红星们出版的散文集和写真集，
要么是认真钻研“无用知识类”的书。读者从中获得安慰，或者可以发泄，还可以消磨时光。这种情
况的产生，是因为大家对泡沫经济崩溃的深远影响还没有认识到的缘故。　　一时，演艺红星和有关
他们的话题成了大家饭前茶后的谈资，而演艺红星们出版的散文集和写真集更是大家争相购买的对象
。宫泽理惠的写真集《Santa Fe》（1991年）就是其中的典型。这本写真集，到处洋溢着青春的气息。
一点也没有感染到泡沫经济已经崩溃的气氛。而1990年最畅销的书是二谷友里惠的《被爱的理由》。
二谷友里惠也是日本青春偶像。在事业的最高峰的1987年和当时同样是青春偶像的人气歌手乡裕美结
婚后引退。转播他们结婚仪式的富士电视台的转播节目创造了47.6％的收视率纪录。畅销书《被爱的
理由》记录了二谷友里惠和乡裕美相知相爱的历程，充满了幸福结婚生活的气息。这本书的畅销，引
领了20世纪90年代前期演艺人士散文书籍大受欢迎的新浪潮。　　1992年最畅销的书是根据同名电视
节目整理出版的《快来尝试！心理游戏》一书。同名的电视节目从1991年4月开始播放，并迅速赢得观
众的喜爱。在这个节目中，一些专家对参加演出的人进行心理测试和解释睡梦，并且进行心理分析。
这种游戏般的心理分析在以后的一段时期内非常流行。比如，有个测试是这样的，有条船漂流在大河
上，你认为这条船上有多少人？答案是：你回答的人数就是你被人信赖的人数。当然，谁也没有把这
种分析当回事，而是把它看作是一种游戏。既然是游戏，就没有心理负担，没有了负担就会从中得到
一丝的慰藉。尽管有很多人批评这个节目中的心理测试非常庸俗，但是从节目的效果来看，更多的人
还是从中得到了一些安慰。不论是否承认，在泡沫经济的崩溃已经开始影响到人们的生活，在大家对
前途出现迷茫的时候，这种安慰效果是十分巨大的。因此，同名的书籍也就非常畅销，成了1992年最
畅销的书。而且，这种因为电视节目大受欢迎而形成的同类书籍的畅销在以后几年中也不断出现。　
　接下来，1993年的畅销书有一本题目为《矶野家之谜》的书。《矶野家之谜》是以人气漫画为题材
的、揭示书中秘密的书，这本书和其续集加起来一共销售了240万册以上。在这本书的带动下，一时间
以漫画为题材的揭秘书就出版了50多种。但是，看上去十分认真的研究成果《矶野家之谜》实际上只
是探究了一些作为爱好家喜欢讨论的问题，如一家之主矶野波平的头发是什么时候开始秃顶的?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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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言耸听的矶野家是否使用了冰毒之类，结果在漫画迷和漫画研究者之间还引出了一场笔墨官司。虽
然关于矶野家的漫画在日本几乎人人皆知，但是所谓的这些谜团以及所谓研究者的解释本来都是爱好
家之间的问题，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什么意义。所以以后人们把这本书归类到“无用知识”之类，称
为对生活没有积极意义的书。　　其实，钻研这种“无用知识”也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表现。事实上，
这一年列畅销书榜第一名的是池田大作的纪实小说《人间革命》。沉浸到宗教幸福中的人为数不少。
　　泡沫经济崩溃后已经过了几年，按照以往的经验危机早应该过去，日本经济又重新开始增长。但
是，这一次，以往的经验不再有效，相反经济却走进了看不到头的深渊。连一直稳如磐石的金融企业
也出现了问题。（面对长期的不景气，人们开始寻找替罪羊，对时事开始冷嘲热讽）1994年前众议院
议员浜口幸一的口述文集《使日本走下坡路的9个政治家》风行日本全国，夺得畅销书榜第～名。浜
口在这本书中实名实事揭露了政治家的腐败情况，痛快淋漓地批判了日本的政治体制。这本书出版之
后，浜口做好了与书中所揭露人物进行名誉诉讼的准备，结果没有一个人和他打官司。或许这是因为
本书已经把日本最坏政治家的桂冠戴到了作者自己的头上。　　1995年则是日本当代历史上的一个重
要转折点。90年代前期，很多日本人对已经发生的泡沫经济的崩溃还没有很深的认识，他们以为这次
危机也会像以往那样很快就会过去。所以，很多人对这次危机并没有非常认真的对待，也没有为自己
的将来想些办法。从这一个意义上可以说，一直到1994年，日本对泡沫经济的崩溃还处在一种无感应
的时期。他们对这次危机的反应是从1995年日本安全神话破灭之后才显示出来的。　　历史巨变中日
本人的阅读取向　　经济的长期低迷超出了日本人的经验范围。按照以往的经验，他们认为只要忍耐
就能对付经济的衰退，但是这一次的经济衰退却越演越烈，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历史性巨变，也给日本
国民的生活带来深刻的影响。　　泡沫经济崩溃后，政府的财政状况日益恶化，国民个人收入开始减
少。从1997年到2006年，日本工薪阶层的平均工资减少了将近一成。到2008年，根据日本内阁府的调
查统计，认为生活状况正在恶化的日本人达到34％，而认为生活状况正在改善的只占4％，相反对生活
不安的担忧却越来越大。日本国民对生活的设计也开始越来越正视现实。根据野村综合研究所从1997
年以来发布的1万人生活调查来看，以收入减少为前提设计生活的人的比率正在逐步提高。1997年，以
收入增加为前提设计生活的人占24.4％，到2006年降低到20.6％，以收入减少为前提设计生活的人
从1997年的16.2％上升到2006年的22.1％。经济的变化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样的变
化在阅读方面也可以感受到。日本人常说畅销书是时代的镜子，从每年畅销书的类型可以明显地看出
日本人阅读取向的变化。泡沫经济崩溃后无感应期过后，愤懑失落的阅读已经不能减轻人们对历史巨
变带来的痛苦，所以他们开始选择逃避现实，沉湎于宗教的宣传或者流连于对神秘灵异的崇拜。然而
日本人很快发现这样的逃避并不能解决问题，他们认识到变化才是唯一不变的真理。为了适应变化，
适应在个社会中继续生存下去，日本人开始寻找适应这一历史巨变的继续生存能力，贪婪地学习，努
力提高自我修养。1995年13本安全神话的破灭是日本社会发生历史性巨变的标志。日本社会开始从群
体社会走向个体社会。在这样的历史巨变中，日本人的阅读取向除了上面所述的无感应期（1991-1994
）之外，还可以明显地分为神话破灭时期（1995-1997）、价值观改造时期（1998-2001）和个性创造时
期（2002-2007）三个时期。　　一、神话破灭时期（1995-1997）　　1995年以后，日本社会的安全神
话破灭，维系群体社会基础的各种制度随之崩溃，日本不得不告别群体社会。本来，具有很高知识水
平和教养水平的日本国民应该马上适应新的个体社会的到来，但是，他们不仅没有努力去确立作为个
人的自我，反而埋没到更加否定自我的新兴的“邪教”资本主义中去。泡沫经济崩溃后的长期低迷，
加上新自由主义改革所引进的全球性大竞争，使日本大多数国民陷入了空前的不安之中。他们还没有
做好任何心理准备，除了愤懑和失落，还需要心理的安慰和精神的寄托。越是心灵空虚越是希望有美
好的现实，而现实越是丑恶，人们就越是需要编织美好的童话。连索尼这样的国际知名科技企业也非
常认真地研发超自然能力。日本政府主要部门的科学技术厅也组织了有国会议员参加的隔空打物研究
会。　　这一时期的畅销书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实际状况。大家对社会发展一片迷茫，不满意社
会的现状却又无可奈何。所以，冷嘲热讽成了他们发泄感情的工具。滑稽艺人松本人志的随笔集《遗
书》（1995年）就成了一种大家共同的话题，然而这本个性化十足的书并没有成为日本走向个体社会
的号角，在读者眼里个性化的典型恐怕还是阿甘这类人物。而销售发行超过500万册的《脑内革命》则
是日本经济陷入萧条的深渊之后，日本国民追求灵性安慰的总体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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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股价地价的暴跌、企业破产的剧增、终身雇用制度的瓦解、社会保障系统的困窘⋯⋯　　泡沫经
济崩溃后的十七年，日本是如何应对的。　　全新视角，读懂日本！　　欢宴的余韵（1991-1994），
神话的破灭（1995-1997），认识的过渡（1998-2001），个性的打造（2002-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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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實際是從暢銷書透視日本社會，雖然文不對題但也頗有價值。
2、看了一半了，集体日后再说吧思路不错，不过评价上方式比较单一权当通过排行榜了解下日本，
汲取教训
3、对了解泡沫经济后日本社会的变迁相当有帮助
4、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发现研究，细致真实，非常有价值
5、近年畅销书目一本
6、日本社会的变化值得人深思。
7、很不错的一本书，值得一读。
8、本书介绍了1990-2008年日本各个时期畅销书的变化，普通读者可以了解到很多日本书籍的内容以
及时代背景；出版商可以引进这些图书、出一本类似的书籍，介绍1990-2012各个时期中国的畅销书，
或者根据日本的经验，在中国的对应时代阶段，预先把握出版热点的潮流。
9、从畅销书发行的视角，看日本经济危机时期的社会、人文、经济变化。
10、非常好的一本书 是我们值得推荐的一本书我认为很好
11、此书主要写90年代日本社会的问题，选取日本畅销书排行榜的角度来深入，对了解日本社会有点
帮助。当年我看过渡边淳一的《失乐园》，对其中赤裸裸的性爱描写记忆犹深，这对一个少年的冲击
力实在太大。而通过这本书，让我对其背后的社会根源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12、失去的十年，日本人喜欢读什么书
13、个体社会与日本畅销书籍
14、从当年热销书籍来谈日本近20年的发展与变化,相当新颖的小角度写的文章,非常通俗易懂.侧面反
映了日本20年来从群体社会到个人社会的转变,国民价值观的改变,及在日本经济神话泡沫崩溃之后,国
民心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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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90年日本股市腰斩和91年日本房地产崩盘后，日本陷入“失去的十年”的痛苦岁月。根据日本内阁
府的统计，1991年到2007年日本的平均GDP增长只有1.3%。经济的持续低迷带来了社会变化。政府本
身财务恶化，已无力全面保护国民。企业面对低迷的经济环境，也无法对雇员作出终生的雇用承诺。
社会风险直接分配到个人身上，日本国民必须直接面对个体化社会带来的巨大风险。如今日本已是个
体社会了，相比十几年前的集体社会，这个巨大的转变是如何演化的。黄亚南的《谁来拯救日本：个
体社会启示录》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通过每年日本畅销书来分析日本国民价值观的演变。一个时代
会产生一个时代的流行，流行语和流行商品非常敏感地反映出该时代的特征。通过日本人的阅读来梳
理他们的价值观变迁不失为一种科学的尝试。85年广场协议后，日本经济一片大好。89年日本企
业2000亿日元秒杀洛克菲勒中心，东京地价相于全美国的地价。教师和学者无不乐观地表达类似的内
容“受惠于出口的扩大，日本成为拥有资产最多的国家。战后一直是以美国为首，到21世纪恐怕就是
以日本为首。”91年泡沫破灭，人们还处在欢宴的余韵之中。当年的畅销书《Santa Fe》是宫泽理惠的
全裸写真集。写真集看不出一猥琐的内容，充满着青春气息。日本国民对于经济繁荣还存在错觉，认
为泡沫只是暂时的，政府高官公开发表“日本经济依然在持续增长”。基本上，在91-94年间，人们对
经济是乐观的，对现实无感应，马照跑，舞照跳，该干嘛的依旧干嘛，夜夜笙歌好不快哉。95-97年神
话开始破灭了。人们像欢宴过后醉熏熏回家的样子，用脚投票，选了两名滑稽艺人当东京和大阪的领
导。巧合的是，畅销书《遗书》，也是一名滑稽艺人松本人志写的。在当时来说，日本各界奉为至上
的工作态度是“谦虚”、“谦逊”，演艺圈也不例外，松本人志大胆毒舌的表达风格竟然没有被清理
出局，反而受到国民的追捧。人们开始认同积极表达自己意见。作者认为从这畅销书大体可以看出，
日本集体社会开始进入个体社会的历史进程，越来越多的国民开始追求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不再是写
出四平八稳、不瘟不火的文章。企业放弃终身雇用制度，也就意味着放弃对员工终身生活的保障，不
再从零开始培养员工。对员来说，雇用环境不再是赖以生活的群体组织，只是一个工作的场所，个人
面对前所未有的不安，需要寻找新的生活方式，要掌握在其他企业也能发挥作用的能力。于是，工具
类的书畅销了：《超级学习法》，教你如何在知识大爆炸社会里有效地学习；励志类的书畅销了
：&lt;脑内革命&gt;，告诉你要乐观面对所有问题，你就会获得快乐和活下去的勇气。可是现实依然没
有变好：八百伴公司倒闭，97年9月；第一劝业银行的前任董事长自杀了；大型企业和证券公司有36个
高管被捕；管理数万亿客户资产的山一证券破产；北海道拓殖银行破产；日产生命保险公司破产。保
险公司的破产，相比银行破产来说，更有像征意义：一签就是几十年的人寿保险是一种长期约定，是
对经济持续向上的信心表现。保险公司的破产则体现大家对日本经济失去了信息。人们开始YY了，
在YY中寻找精神满足。于是，渡边淳一的《失乐园》上场，以前爱情知识被否定，婚外情的故事给上
班族带来了新的精神刺激。98年到01年，人们在体会到繁华过后的经济现实后，开始面对现实，认识
开始过渡到与现实合拍。98年日本政府实行更加彻底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放弃对金融业的全面保护，
全面开放金融业。这创建了一个自由开放的以自己责任为基础的社会环境，企业必须要在自由化的社
会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促使日本社会向个体社会迈进了一大步。畅销书应
证了这一点：《幸福的革命》，大家看名字就知道;&lt;大河的一滴&gt;，把人比喻为大河中的一滴水来
引发很多人生哲理；《所以你要活下去》、《谁动了我的奶酷》、《富爸爸，穷爸爸》从02年起，日
本国民开始使用身份证象征个体社会的开始。经济依然没什么变化，日本人结束对旧时代的愤懑和对
变化的彷徨后，开始寻找适应这一历史巨变的继续生存能力。自己责任成为新的处世原则，须要通过
不断地学习，打造自己的个性。政府取消储蓄保护政策，国民必须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判断保护财产。
以前日本没有身份证，要证明个人身份有时就拿驾驶照出来，这对没有的人很不方便。国家管理的最
小单元，也从“户”转变为“个人”。在02-07年期间，畅销书有几个特点：1.学习外语类和理财类的
工具书，人们开始想要了解外界和谋划自己的未来。2.教养类的书：优雅品格的养成、国民性格的分
析、书法、俳句的指南。3.家庭温情的书：人们开始回归到家庭和睦温馨的环境中，《东京塔》的故
事感动千万人，很多读者在小说中看到自己生活的影子，明白到世上除了男女恋爱之外，还有太多重
要的事情。日本“失去的十年”，在我看来，是一个个体自我觉醒的过程，从依赖到被迫为自己谋划
，再到主动适应变化；是人们生活重点从工作逐步回归到家庭的过程，期间经历迷茫与挫折，但也照
样还好好的。
2、作者在日本和中国长期从事企业咨询和企业并购工作，因经常接触日本人而体会到暗含在时代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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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中的社会生活方式的更迭——从群体社会到个体社会。同时，作者在解释这种更迭的时候，并没有
直接阐述社会是怎么变化的，而是通过畅销书这种具象的、有数据可以作为参考的参照物在年年岁岁
中的变化，来从大局着眼、从细微处着手。我印象中的日本人非常团结，无论是从战争时期的万人空
巷，还是和平时期的齐心协力，他们在任何时候的表现和做法都惊人的一致，或许正是这种一致的力
量使这样一个没有资源优势的小国迅速成长为发达国家。这种团结，就是群体社会的一种体现。随着
时代特点的变化，日本逐渐从群体社会转为个体社会，更加重视了个体的发展和特点的体现，然而团
结依然作为他们民族的优良传统被传承了下来。而作为一个拥有丰富资源、广袤土地的泱泱大国，中
国需要像日本学习的，首先就是团结。从1995-2007，每年畅销的十本书，代表了人们当时的兴趣点、
关注度，影射出人们在那个时候需要的是精神的慰藉、还是方法的指引、是通过小说的放松、还是通
过传记的激励。动辄上百万册的销量，告诉了我们日本人对书籍、对知识的渴望。我们总是在一些方
面对日本人嗤之以鼻，但是如果真正要拉开差距的话，我们至少要做些什么！刚才在网上看到“新闻
出版总署下属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进行了一项调查，2007年中国人的图书阅读率（每年至少读一本书
的读者在识字者中的比例）仅为34%。这个数字在1999年是60.4%，到2003年还有51.7%，2005年时
为48.7%，首次跌破了50%。这说明大部分中国人根本不读书，且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在不习惯读书的
人群里面，18-19岁的年轻人占45.9%，也就是说，高中和刚刚离开高中进入大学的人群，居然已经不
习惯读书！”想想自己也是最近才开始频繁读书，大学四年的时间读的课外书不超过十本。。。是因
为什么影响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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