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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的社会是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维系的。
不管你的头脑多么聪明，学习多么优秀，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人际关系的话，就无法享受愉快而有意
义的人生。
　　在人际关系方面，最为重要的就是钝感力。
当受到领导批评，或者朋友之间意见不和，还有恋人或夫妻之间产生矛盾的时候，不要因为一些琐碎
小事郁郁寡欢，而应该以积极开朗、从容淡定的态度对待生活。
　　钝感力不仅限于精神方面，在身体方面也同样如是，要想不因些许感冒或伤痛等就败下阵来，就
必须拥有这种能力。
　　一个人谨小慎微，凡事看得过重的自寻烦恼的时代，应该宣告终结了。
　　钝感虽然有时给人以迟钝、木讷的负面印象，但钝感力却是我们赢得美好生活的手段和智慧。
　　2007年4月　　渡边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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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钝感力”,作为一种为人处世的态度及人生智慧，相比激进、张扬、刚硬而言，更易在目前竞争
激烈、节奏飞快、错综复杂的现代社会中生存，也更易取得成功，并同时求得自身内心的平衡及与他
人和社会的和谐相处。
作者据此分章论述了在男女爱情、婚姻、事业、人生、家庭等诸多方面的表现和作用，并从医学角度
出发（作者为医学博士），阐述其合理性。
作为一种独特的人生智慧，对当代社会中的人们都有全新的启发。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钝感力>>

作者简介

　　渡边淳一，日本当代著名作家。
生于日本北海道，1958年毕业于札幌医科大学，医学博士。
在母校担任整形外科讲师，授课行医多年。
后弃医从文，开始文学创作。
1970年以小说《光和影》获第63届直木文学奖。
　　1980年以小说《遥远的落日》获第14届吉川英治文学奖。
 　　2003年获日本出版大奖菊池宽奖。
 　　1997年2月出版的《失乐园》，在《日本经济新闻》连载时引起极大反响，在日本已发行260万册
。
小说的书名还获得了日本1997年流行语大奖。
作者初期的作品以医疗题材为中心，逐渐扩展到历史、传记小说，特别是其以医学知识和生活经验为
基础，丰富多彩、深入男性和女性本质的恋爱小说，深受广大日本读者的喜爱。
作为日本现代浪漫小说的著名作家，现在仍活跃于文坛第一线，至今已出版了130多部作品。
 　　1980年日本文艺春秋出版社出版渡边淳一作品集，共23册；1995年日本角川书店出版渡边淳一作
品集，共24册。
 　　2004年5月，主题随笔集《丈夫这东西》在中日两国同步出版。
 　　2005年，长篇小说《幻觉》中译本在中国出版。
2007年，长篇小说《爱的流放地》中译本在中国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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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我们丧失了某种才能第二章　在斥责声中成长的名医第三章　血液因此畅流第四章　迟钝的
五官第五章　睡眠良好的能人第六章　得寸进尺的才能第七章　肠胃钝感的男人第八章　被爱的女神
射中第九章　为了维系婚姻生活第十章　为了战胜癌症第十一章　女性的强大之一第十二章　女性的
强大之二第十三章　感谢嫉妒与讽刺第十四章　恋爱的能力第十五章　为了更好的生存第十六章　适
应环境的能力第十七章　伟大的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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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我们失了某种才能：　　在各行各业中取得成功的人们，当然拥有才能，但在他们的才
能背后，一定隐藏着有益的钝感力。
　　钝感就是一种才能，一种能让人们的才华开花结果、发扬光大的力量。
　　一般来说，提起“迟钝”这个词，人们头脑中联想到的都不是好事。
　　实际上，“那个人好迟钝”和“那个人很敏锐”这两种评价，可谓是天差地别，如果听到别人议
论自己反应迟钝，一定会气得火冒三丈。
同时，人们口中有关钝感一类的言词，也都带有明显的贬义和否定的成分。
　　然而，如果把迟钝这个词的理解范围稍稍扩大一些，扩展到对人体的各个部位进行考虑，那么反
应迟钝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譬如，眼下大家都在外面乘凉，露在外面的胳膊被蚊子叮了。
　　此时小A慌忙进行拍打，赶走了蚊子。
由于被叮的地方非常痒，于是他开始抓挠，那里很快就变得红肿起来，然而他还不停手，接着皮肤就
会变得溃烂，转成湿疹。
　　与之相反，小B只是轻轻地拍打一下，把蚊子赶走也就算了，被叮的地方好像并不怎么痒，他一
脸毫不在乎的表情。
　　如此情况下，很明显敏感的是小A，钝感的是小B。
不用说，从被蚊子叮咬皮肤瘙痒的程度上，就能得知小B的皮肤相对健康一些。
而小A皮肤的过于敏感、脆弱、容易受伤，也是一目了然。
由此看来，敏感和迟钝相比，有时反应迟钝的皮肤为佳，我们自然就明白了钝感的优越之处。
　　即使挨骂，也不气馁　　下面，我们再从人的心灵，或者称之为精神的这一方面，讨论一下关于
愚钝的种种意义。
　　首先，以一个暂且称为小K的男人为例，他在一家公司工作。
作为一个白领，小K在公司既谈不上优秀，也不算差，属于表现平平的职员，有一次由于一时疏忽，
他在工作上出了个差错。
　　更加倒霉的是，恰好碰上上司心情不爽，所以小K在众人面前被上司狠狠地责骂了一顿。
　　当时周围在场的同事，都对上司的怒骂感到非常震惊，他们十分同情小K：“唉，刚才那顿臭骂
，是否有些太过分了。
”甚至有人担心说，“这样一来，小K肯定情绪低落，明天他会不会不来上班？
”　　可是和同事们预料的正好相反，第二天早上，小K和往常一样，按时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并且
满面笑容地向众人道声：“早上好”！
似乎昨天挨骂的事他已经忘得一干二净。
　　此情此景，使同事们都觉得白白替他担心了一场。
　　面对这样一个小K，你会怎么看呢？
　　往好处讲，被上司如此劈头盖脸臭骂一顿，小K却毫发无损，依然精神抖擞，他可以算得上结实
的佼佼者吧。
可话又说回来了，上司那么严厉的斥责，对小K都毫不起作用，他也真称得上是个“迟钝的家伙”。
　　与小K相比，另一个小N，同样被上司怒骂了一顿，他却不能像小K那样迅速改换心情，回到家之
后，仍旧没完没了地沉浸在个人的烦恼和思虑之中。
　　“我真没用，真是个无可救药的家伙。
”他责备自己，然后开始钻牛角尖，“到了这种地步，我怎么可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再出现在公
司。
”第二天，小N也许就不去上班了。
接下来，他一直摆脱不了这件事的阴影，一而再、再而三地休息，这样拖延下去的结果，恐怕最后就
会辞职。
　　把钝感的小K和敏感的小N放在一起比较一下，占绝对优势、值得信赖的还是钝感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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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若是小K的话，他都可以十分顽强地闯过难关，说不定将来还会成为公
司的骨干。
可是敏感的小N，在以后的生活中，就会接连不断地遇到挫折，他的朋友们也将渐渐地和他疏远起来
。
　　敏感的O先生　　这样的钝感力，不仅是在公司的上下级关系中显示作用。
一般工作中的人际交往就不用说了，而在朋友关系乃至男女关系中，钝感力也相当重要。
　　下面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件事情，距今约有四十年了，那时我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作家，加入
了已故的有马赖义先生创办的一个名为“石之会”的文艺沙龙。
　　这个文学沙龙聚集了一批年龄在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曾经获得过主流文学新人奖，或曾为直木
文学奖或芥川文学奖候选人，但最终落选的尚未功成名就的作家。
若是依照相扑级别来算，则属于刚刚上榜的一级力士的那一档。
　　该沙龙有近三十名成员，每月一次的聚会通常在二十人左右，大家聚在有马先生的府邸，一边就
着有马夫人亲自烹制的料理喝酒，一边随心所欲地交流彼此的创作心得，之后大家都作鸟兽散，所以
是一个十分轻松的沙龙。
　　后来，这个沙龙之中产生了五六位获得直木文学奖或芥川文学奖的功成名就的作家，此外，还有
一位我认为最有才华的名叫O的男作家也是沙龙的成员之一。
他那时就已在文学杂志上发表小说了，只要读了他的作品，其才华便一目了然。
　　然而，因为当时大家都是刚刚入行的作家，所以不可能有多少稿约。
多数人都是按照编辑们“写出好的作品来了，请拿给我们”的吩咐，创作一完，就送往出版社。
对于这些“毛遂自荐的稿件”，编辑每次几乎都是“那么，我读一下”这句话，然后就杳无音信了。
我们等得不耐烦了，就主动打电话问编辑，得到的回答还是老一套，不是“这篇稿子还不能马上刊登
”，就是“这里、那里需要修改”。
尤其是当自己呕心沥血创作的作品遭遇退稿的时候，那种打击之大，常会令人变得非常消沉。
　　当然我也有过同样的遭遇，在那种时刻，只能靠说“那个编辑根本不懂小说”、“发现不了我的
才能，真是一个糟糕的家伙”等等来安慰自己，同时跑到新宿便宜的酒吧，埋头喝起闷酒。
　　说实话，花了两个星期或一个月的时间，费尽心血创作出来的作品，就这样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
来，不靠自说自话或借酒消愁，根本无法来排遣心中的郁闷。
　　就这样埋头喝上它三天三夜，酒醒之后摆脱了郁闷。
“好啦，我要重整旗鼓”，这种愿望再次涌向心头。
　　说起来，那位天赋不错的O先生，也有过被退稿的经历。
　　“那个对小说一窍不通的臭编辑⋯⋯”我那时以为他也会如此装模作样地抱怨一番，然后借酒消
愁一阵子，不久便又会重新燃起创作的欲望。
　　然而，O先生高于他人的才华，以及极强的自尊心，使他受到的伤害更深，于是便没有那么容易
振作起来。
　　我和他曾有一些交往，可就算我打电话招呼他：“你在忙什么呢？
”他也只是无精打采地回答一句“哦⋯⋯”，根本不知道他想说些什么。
 “你不用在意那些”， 我劝解道。
“嗯⋯⋯”他仍然只是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我这才明白了他所受打击之大。
　　新人作家的遭遇，我想现在依然一样，当时像我们这种无名作家，几乎没有编辑会主动打电话过
来。
因此偶尔接到编辑打电话来的时候，我们多少都会有些夸大其词，“眼下，我正在着手写一部全新的
作品。
”“这次的作品，我觉得有相当的卖点啊！
”试图以此显示我们的积极进取，给对方留下好的印象。
　　但是，O先生却从不这样，他的回答肯定是翻来覆去、死气沉沉的几句。
说实话，我去他的住处看他，他不是挠头就是叹气，一副阴郁暗淡的神情，根本没有创作新作品的欲
望和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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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我深深体会到没有比那种多少有些才华，但自尊心过强的家伙，更令人担忧的了。
　　正是由于以上情况，就算编辑打电话过去，也得不到想要的信息；由于创作没有进展，编辑便难
以再打电话询问，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如此一来，O作家慢慢失去了发表作品的机会，几年后，在文坛的主流杂志上，再也看不到他的名字
，他在文坛上消失了。
　　钝感的力量　　后来我常常回想起O先生的事来。
像他那样有才华的作家，为什么会在文坛上消失？
　　每当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各种思绪就会涌入我的脑海，不过最后都会归结到钝感力这个词上
。
　　说句心里话，O先生性格天真、敏感，容易受伤，又因才华出众，故十分自信，所以一旦遇到挫
折，其所受伤害也很大，会因消沉而难以东山再起。
也就是说，他恐怕是一个“文学路上的少爷”。
　　的确，像他那种性格的男人，如果一切进展顺利，处于周围掌声不断的境遇中，他的才华也许能
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一路顺风的话，O先生没准已经成为大作家了。
相反，风向一旦发生变化，O先生恐怕就难以及时调整好心态，从打击中恢复过来的时间太过漫长，
结果失去了重整旗鼓的机会。
　　在此，我重新认识到的是，人们能否成功，不完全取决于才能。
也就是说有才能的人并不一定就能成功。
　　在文坛上，非要举出什么是成功的必要条件的话，那就是有益的钝感力。
无用赘言，其前提是需要有一定的才华，而能让才华经过磨炼熠熠生辉的，正是坚韧的钝感力。
　　假如O先生那时富有钝感力的话，不知他能成为一名多么优秀的作家。
　　其实，这种事情不仅仅限于文学的世界，在演艺界、体育界，还有在各种各样的企业和公司工作
的白领也同样如此。
　　钝感就是一种才能，一种能让人们的才华开花结果、发扬光大的力量。
　　　　第二章　在斥责声中成长的名医：　　对健康而言，最为重要的就是让自己全身的血液总是
能够顺畅地流淌。
　　因此，做事不要总是思前想后，即使别人说些不中听的话，听完后马上就能抛到脑后。
这种有益的钝感，是保证血液畅通无阻的重要原因。
　　在上一章中，谈到了即使被斥责也不气馁，能够保持开朗的心情，很快复原，这是一种才能，本
章我再谈一个与之类似的事例。
　　故事中的主角是个医生，与其说他性格开朗能够迅速复原，不如说他原本对斥责就有些无所谓，
在他身上潜藏着一种有益的钝感。
　　提起医生，多数人可能认为医生的职业性格敏感、细腻，其实事情并非如此。
相反，像医生那种压力很大的职业，需要的正是钝感。
　　以“唯唯诺诺”对“嘟嘟囔囔”　　以前，我曾在札幌大学附属医院当过多年的整形外科医生。
　　从医学院毕业后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在札幌大学附属医院，我就是在各式各样前辈们的斥责声中
，一边对自己的无能感到无奈，一边点点滴滴地积累起作为一个医生应有的医术。
　　当时，指导我的主任教授是一位后起之秀，医术高明，要说他有什么缺点或令人不满的地方，只
有一样，就是在手术当中，他总是不断地指责医疗部那些协助他的部下。
　　然而，他也并不是出于什么恶意或是想要惩戒谁，那只是他的一个毛病，喋喋不休地指责别人，
例如“手脚太慢！
”“快点儿，拿牢靠些。
”“你眼睛往哪儿看呢？
”等等，都是些无关紧要的指责。
　　说来那些指责就像小言幸兵卫的单口相声一般，甚至还有暗合手术节奏的地方，所以若不放在心
上的话，也没有多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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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当大血管被切断的时候，教授的抱怨就会戛然而止。
所以把他抱怨连天的时候，当作是他心情良好、手术进展顺利的表现，也就对了。
　　不过，话讲起来虽然简单，可一旦轮到自己被指责的时候，还是会感到有些沮丧和畏缩的。
　　总而言之，在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疗部，是严格按照毕业时间的前后顺序论资排辈的，而且在手术
室里要绝对服从上司的命令，所以被上司提点、申斥便是家常便饭了。
　　虽说大家都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但和自己喜欢的护士、机械助手等同处一间手术室的时候，如果
一直被上司喋喋不休地训斥，在自己喜欢的女孩面前，显示不出一点长处，有时也会难过得想要哭上
一场。
　　因此，每当被安排做教授主刀的手术助手时，一想到第二天会受到多少训斥，心中就会感到十分
腻烦。
　　即便如此，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是排在第三、四位的助手，被教授训斥也理所当然，这样一想我
也就认命了，可是比我高三届的S医生，也许正因为是教授的第一助手，所以他被教授训斥得最多。
　　我觉得在各种各样的团体中都有S医生那样的人，他身材修长，略稍有点儿驼背，戴了一副好似
蜻蜓一般的圆黑框眼镜，给人一种没什么出息的感觉，一看就是那种容易挨骂的类型。
任何上司看到他，大概都会觉得他属于那种易于呵斥的下级。
　　每当S医生被教授斥责，我都偷偷地在心里表示同情，觉得他是一位十分可怜的医生，可是我发
现每当被教授训斥的时候，S医生的回答都很独特，必定为“是，是”、“是，是”，把“是”轻轻
重复两次。
　　不管教授说些什么，S医生的回答永远一成不变，一次我听着听着，甚至觉得教授的呵斥对S医生
本人毫无影响，仿佛在对牛弹琴似的。
　　反正，无论教授如何训斥，那位S医生都像准备好了似的，一律以“是，是”作答。
也许就是这种忠厚的回答，才使得教授的“嘟嘟囔囔”也来得十分坦然。
想到这里，我发现教授的“嘟嘟囔囔”和S医生的“唯唯诺诺”之间的一唱一和富有节奏，好像捣年
糕的人和捣年糕的棒槌一样，配合得非常默契。
我甚至觉得正是托S医生那句轻轻的“是，是”的福，教授的手术才得以顺利进行。
　　手术进步最快　　这位S医生即使遭到训斥，也丝毫不受影响。
相反，还能使现场的气氛得到缓和，甚至使整个团队的力量凝聚到了一起。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十分出色的才能。
　　不仅如此，这位医生更为了得的地方在于，在手术中被教授那样斥责，一旦手术结束，他立刻忘
得一干二净，舒舒服服地泡在洗澡水里。
完事以后回到医疗部，他一边喝着啤酒、日本酒，一边和同事们谈笑风生地聊起刚刚结束的手术以及
其他各种事情。
S医生以惊人的速度把一切不快统统丢到了脑后。
　　与这位开朗的S医生相比，也有那种稍稍受到斥责就备受打击的男人。
尤其是那些出身良好、在溺爱中长大，没有习惯被人斥责的男人，仅仅被上司训过一两次，马上就变
得失魂落魄，一脸阴沉的表情。
还有喝了闷酒之后在外面闹事的，更可笑的是，一位力气多余的家伙，居然把沉重的公共汽车站牌标
志也给移走了，这些幼稚的举动，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那些经不起训斥的家伙，真应该好好学学S医生那轻轻的 “是，是”，学会那种心胸开朗、不屈
不挠向前看的精神。
　　此外，S医生的出色之处不只是开朗豁达地面对自己所受的责骂。
而且还在每次一边回答“是，是”，一边完成助手工作的过程中，不断近距离地掌握教授手术中的要
点，他后来成为医疗部最为出色的外科医生。
　　从上面的事例中我们也可以明白，是个男人的话，都要成为像S医生一样钝感、经得住打击的人
。
特别是男孩子，必须有这种顽强的精神。
　　假如有一个小男孩，母亲对他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大介，快点儿，这里还有那里，不收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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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行啊，听明白没有？
”孩子却毫不理会，只是嘴上回答“是，是”。
“反正妈妈总会累的，累了就不作声了吧。
”我希望能够把孩子教育成有这样素质的孩子。
　　如今仍很健康　　后来，S医生当上了一家位于札幌郊外的大医院的院长，现在担任名誉董事长
。
　　两年以前，在一次同门聚会上，我见到了好久不见的S医生。
虽然年纪长了不少，可无论外表还是说话方式他都和以前别无两样。
我们双方都觉得十分亲切，聊了许久，不管我说些什么，S医生还是老样子，“是，是”点头而已。
那种轻声细气、没有什么响动的样子，和过去如出一辙。
　　到那时我才恍然大悟，S医生原来根本就没怎么认真听人讲话，对方说的事情，他并没有一字一
句去听。
所以不管教授怎样“嘟嘟囔囔”地抱怨，对他几乎没有影响。
　　因此， S医生现今七十五岁高龄，却无病无灾，十分健康，一副神采飘逸的样子。
　　我想大家或许已经发现，那些高龄而健硕的人，基本上都不听别人讲话。
偶尔听上几句，也是听听就过去了，这种情形可称为自我中心主义者，也可以说是孤芳自赏。
往坏的方面讲，也可以称之为我行我素，以自我为中心，不过正是这种不太计较他人言语、不听别人
讲话的做法，才是保持健康的秘诀。
　　也就是说，做事不要总是思前想后，即使别人说些不中听的话，听完就马上抛到脑后。
这种有益的钝感，与精神上的安定和保持心情愉快密不可分。
　　现在，各式各样防治疾病的报道不绝于耳，其实没有必要想得过于复杂。
对健康最为重要的，就是让自己全身的血液总是能够顺畅地流淌。
　　为此，需要让全身的血管一直处于舒张状态，控制血管的神经叫做自律神经。
尽量避免刺激自律神经，让其总是保持一种放松的状态。
这对促使全身的血液循环畅通无阻极为关键，S医生不管遭到怎样的训斥，都能保持绝妙的钝感，所
以他的血液循环肯定一直非常通畅。
这是他常葆健康的根源所在。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将在下一章进行详细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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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钝感虽然有时给人以迟钝、木讷的负面印象，但钝感力却是我们赢得美好生活的手段和智慧。
　　——渡边淳一　　本书为日本著名作家渡边淳一的最新主题杂文集。
他以“钝感力”作为一种为人处世的态度及人生智慧，分章论述了这种观念在男女爱情、婚姻、事业
、人生、家庭等诸多方面的运用，作为医学博士，他还从医学角度出发分析其合理性。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钝感力>>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