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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于近邻日本，我们究竟了解多少?吉田茂怎样引领日本“和平崛起”?田中角荣为何下台?小泉纯一郎
跟“下流社会”有何干系?洛克希德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美日安保何去何从?“环保天堂”是如何炼成
的?何谓“萝莉控”?“历女”为什么这样红?⋯⋯
著名“知日派”学者刘柠以布衣之身讲解“日本株式会社⋯‘下流化”的历程，扫描日本政坛“大物
”，透析政治态势，聚焦社会热点，漫谈文化风情，理趣浑然，事情昭然，物态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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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柠，北京人。
大学时代游学东瀛，后服务于日企有年。
长年来，不懈地关注日本问题和东亚国际关系及前卫艺术，系《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
》《东方早报》等新锐媒体的特约评论员、专栏作家，艺术评论者、书评人。
著有《摒弃。
中日友好”的乡愁》（香港泰德时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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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政坛人物扫描
　吉田茂：现实主义掌舵者
　王者背后的“女王”
　宫本显治：日共“独立自主路线”之父
　宰相中曾根：日本政治大国梦的教父
　“小泉剧场”谢幕，近乎完美的背影
　与鹰共舞——安倍其人及其新保守主义政治
　宫泽喜一：“1955年体制”的终结者，还是牺牲者?
　小泽一郎：从王者到造王者的退阵
　弟子不如师?
　再见，河野洋平
政治生态透析
　自民体制的黄昏，两党政治的开端?
　民主党，小泽一郎的新道具?
　公明党：从在野回到在野
　日共：从革命党到生活党
　执政党的钱袋子
日本外交回归以联合国为中心?
　奥巴马的礼仪与麦克阿瑟的“无礼”
　美日安保：从何处来，向何处去
社会热点聚焦
　“下流”，怎么了?
　“下流社会”何去何从
　洛克希德事件还有多少幕后交易
　 淀号劫机案犯归国之路迢迢
　“泡沫经济”是怎样炼成的
　日本环保三味
　漫谈日本的“医疗崩溃”
丰田事件呈露日本产业危机
　世博会的重要性在于改变了什么
工潮何以从日资企业兴起?
　日本的“暗部”：研修还是奴役?
美国视野中的中日经济崛起
文化风情漫谈
　援交·日剧·足球
　漫画·动漫·宅男
　哪里有贱民部落，哪里便有《山谷》的观众
　Always三丁目的夕阳
“历女”的抱负
　汉字缘何时“新”
　“萝莉控”的非常美与非常罪
　1Q84：村上春树的超现实世界
　软实力是怎样炼成的
　斜阳笼罩的日本大报
　出版视野中的“日本热”第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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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谈日本的新闻出版业——在上海季风书园的演讲
超越异域想象
　想象的异邦，飘忽的照准
　神圣的“牺牲”逻辑背后
　都是“参谋”惹的祸?——兼谈历史研究的视角问题
　中日东亚共同体的前世今生
沟口雄三：汉学“手艺人”、越界者
　“零增长”、“小日本主义”与“下流社会”（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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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进入21世纪以来，中曾根的外交思路逐渐跟不上“接班人”小泉的激进步伐。
2003年10月，小泉借解散众院、提前举行大选之机重组自民党，并要求中曾根和另一位元老级政治家
宫泽喜一“退阵”，以腾出众院席位给小泉拔擢的年轻实力派“国防族”政治家。
尽管在一番抵抗后，中曾根不得不让出了议会的位子，但作为天生的、真正富于政治自觉的政治家，
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理念，而是继续以自己的形式，对日本政治，特别是对面向21世纪的日本国
家战略保持着不懈的关注。
在中曾根漫长的从政生涯中，留下了近五十部著作。
其中，出版于2000年6月的《日本21世纪的国家战略》，是诠释“中曾根流”政治理念和国家战略的集
大成者。
在书中，作者检讨了“屹立于20世纪与21世纪分水岭上”的日本包括“大东亚战争”在内的历史，在
此基础上，对政治、经济、外交、安保、教育和科技等关乎日本在21世纪命运的重大课题进行了深入
的思考，并提出了一整套战略构想。
首先，中曾根认为，日美安保体制和东亚集体安全保障应当成为日本外交战略的基轴。
对于前者，随着日本“普通国家”化进程的深化和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调整，这种体制还有可能进
一步强化。
而对于后者，中曾根提出，美国在亚洲的驻军及以美国为中心的、在东亚地区呈放射状的同盟条约网
（日美、美韩、美泰、美澳）是维持东亚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基础之一，正是这种安保网络，构成了亚
太经合组织及东亚各国间经济合作的强有力的基础。
在中曾根看来，这种状况就好像在欧洲，欧盟和通用货币欧元存在于北约的背景中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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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近年来，一个几乎已被遗忘的名字在日本媒体上悄然升温：下村治；尘封多年的著作开始再版，其理
论被重置于传媒、学界和政策研究的视野下。
下村治（Osamu Shimomura），已故经济学者，20世纪60年代初期池田勇人内阁打出的“国民所得倍
增计划”的幕后操盘者，作为构筑高度增长理论并使之体系化的“总设计师”，曾经是战后日本最具
代表性的主流经济学家。
但如此乐观高调的“高增长论”的“教父”，却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际提出了“零增长论”，令世人
大跌眼镜。
下村的结论很简单：石油价格既然已膨胀四倍，那么“浸泡在石油中的日本经济”将不得不进入“零
增长”。
从“所得倍增”到“零增长”，主流经济学家缘何走极端？
尚在高增长的惯性中乐不知返的上班族甚至质疑学者的学术人格。
事实上，即使增长势头已成强弩之末，但日本经济的增长毕竟维持到经济泡沫崩溃前的1989年。
历史仿佛雄辩地反证了“零增长论”的不靠谱，对其始作俑者的负面评价至今都未完全消除，下村治
其人也随着昭和时代的终结而作古（1989年1月，改元“平成”；同年6月，下村去世），但对其“零
增长”学说则至死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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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下流的日本》：没有哪个国家像日本这样让我们又爱又恨又敏感！
对于日本，我们真正了解多少？
了解当下日本，就从“下流”开始——所谓“下流”，不是猥亵，不是流氓，而是指经济泡沫破灭之
后生活兴致，委顿不振，出现了诸如“宅男”、“房奴”、“飞特族”、“NEET”等社会风景。
著名“知日派”学者刘柠讲述日本的非常罪与非常美。
李长声，止庵，张鸣，余世存，加藤嘉一特别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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