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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前美国驻日本大使赖肖尔说，日本人如同钟摆，在优越感和自卑感的两个极端摇摆。
    欧美人形容日本人时，突出地说他们没有个性。
    日本人的等级观念非常实用。
他们认为，阶段和身份不过是暂的，当你有实力有权力的时候，下级依顺你，一旦你失去了那些，你
的阶段和身份也就没有了，你过去的部下立即对你另眼相看。
    他们普遍有两种形态和面孔，一是社会性的，二是个人性的。
在个人交往中，露出个人原本的面孔和性格，于是就有了酒中酒后借酒吐“真言”，相互几乎无话不
谈，感觉好像亲密无间。
但是在社会组织里，也就是集团中，表现就截然不同了。
    在日本人群体当中，。
往往原则是暖昧的，理论是暖昧的，行动目标和原因也是暖昧的，却存在一种氛围。
他们互相感受，互相支撑，氛围能量逐渐增强，成为氛围趋势和倾向，这些人群形成一股超凝聚、超
强力、超冲动的行动集团。
至今日本人还说不清为什么挑起60年多前的那场战争，甚至也说不清明治维新为什么一蹴而就成为列
强，战后经济为什么能迅速地发展壮大。
这个氛围机制到底是什么，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从外面来看，日本的团体坚如磐石，但深入其中就会发现，那里面的派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倾轧之
激烈，绝不在其他民族的团体之下。
所不同的是，日本团体发生的内斗，一般不显露到外界去，内部斗得一塌糊涂，往往外面看来依然是
“一潭静水”。
    日本式的欺负是以隐蔽性骚扰为多，不是从肉体上实施攻击，而是从精神上给予摧残。
使得很多被欺负的人精神总是处在紧张状态，渐渐养成了疑心重的毛病。
　　日本的暖昧，是与日本这个倾向于集团主义的单一语言单一民族的社会构造相辅相成的。
理解暖昧，或者“以心传心”，需要非常懂得日本传统文化和习惯，并且要有极好的日本式的感性神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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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志强，1950年代中期出生。
60年代，目睹并饱尝动乱时代的世间冷暖炎凉。
70年代，有幸当工人，上大学，没有上山下乡。
80年代，当过大学教师、干部、后到日本研修软件技术，从此与日本结下不解之缘。
中日之间经济和生活水平的差距，引起作者琢磨日本的兴趣，至此已达二十年。
当过日本信息企业的软件工程师，现在做经济技术合作咨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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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实用的等级在印度，有一个用日本的资金建立、全都由日本医生和护士进行治疗、看护的麻风病
医院。
医院完全按照日本式的“公平民主”来运营，患者一律平等，住同样的病房，一起打扫病房，在同一
个食堂吃同样的饭菜。
有一个婆罗门的患者住进来。
婆罗门是印度各阶级当中地位最高的阶层，但未必都是富翁，反而因为是婆罗门人，有些“低贱”职
业不能去做，难于成为富翁。
这位婆罗门患者其实是个乞丐，虽然他不直接向人乞食，但依靠别人施舍过着清贫的生活。
进了医院，不但能够接受治疗，还能在衣食住上得到保证。
但他说不能和阶层低贱的人一起就餐，不能和阶层低贱的人一起打扫病房。
日本人认为那样想是不对的，人应当平等，说应当遵循医院的平等的规矩。
于是这位婆罗门人跪地乞愿，请求允许在这里维持婆罗门人的生活方式。
当他知道愿望不可能实现的时候，则毅然离开能够给他提供舒适生活的医院，回到了过去的乞丐群当
中。
　　二战中，日本军人成了俘虏，军官的权力地位没有了，军队的军衔阶层的意义就没有了。
士兵俘虏说：“当官的居然还当俘虏。
”军官俘虏反而成了被蔑视的对象。
日本的士兵俘虏们反对并不能容忍因为是军官就不参加俘虏营里的劳动。
这个时候，军官的身份地位和尊严已不存在了。
日本军官本身对国际条约规定的军官身份应得到保证和照顾的意识也非常淡薄。
欧美的军人成了俘虏，仍保持军队中的等级秩序和级别关系，军官是军官，士兵是士兵。
二战中，日本抓了欧美军人俘虏，对他们的等级秩序和级别关系大惑不解，日本看守和欧美俘虏常常
为此发生争执和冲突。
欧美抓了日本军人俘虏，俘虏营的看守、所长向军衔阶层比自己高的日本俘虏表示敬意，如同迎接本
国失去军队指挥权的上级军官接受自己管辖一样，使得日本俘虏不知所措。
　　日本著名作家三浦朱门在解释日本人的等级关系时，举了上述两个例子。
　　日本人没有印度那样明确的等级身份制度和传统。
在阶级层次的意识上，支撑日本统治阶层的是物质和实力。
当二者都失去的时候，他不过是一个平民百姓。
除了皇族，日本没有世代相传的身份地位，没有像印度那样的婆罗门等等的阶层。
　　但是日本人特别注意现实中的等级关系。
在与人接触时，总是细心地注意自己和对方的地位，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并且揣测对方的地位，来
决定交流时应当采用的对策和所持的态度。
日本人有面对生人紧张的心理，当确认了对方的地位，知道自己该如何做，便解除了紧张。
有一个最典型、也是被日本人或非日本人论说日本人时百举不厌的例子，就是利用名片。
名片一般都注明了能立即了解对方地位的所属集团、从事职业、官衔级别等信息。
人们公认日本人特别地喜好名片。
除了初次见面，第一个有效动作是交换名片以外，持有某大人物的名片也是炫耀自己的手段。
在日本的社交场合，名人的跟前总是排起长队，小人物们争先恐后地交换名片。
我还见过一张名人的名片，被数人借去复印以备收藏的情景。
他们的等级观念是非常严密的，上下关系清清楚楚，似乎谁也不想“越雷池一步”。
　　重要的是日本人的等级观念非常实用。
他们认为，阶级和身份不过是暂时的，当你有实力有权力的时候，下级要对你依顺，一旦你失去了那
些，你的阶级和身份也就没有了，你过去的部下立即对你另眼相看。
都说日本人论资排辈，尊敬年长者，这是儒学思想在日本产生影响造成的习惯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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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代表性的是日本人集团（企业、团体等）中的“年功序列制度”（论资排辈），长者为先的习惯
意识不仅深入人心，而且成为工作生产甚至生活娱乐中人际关系的规范。
不过，这个“长者”不一定就是年长者。
年长者以其年龄，“吃的盐比别人吃的面都多”，标志着他比较经验丰富、知识渊博。
但是在一个集团中待的时间长短更为重要，“在团长者”对这个集团应该属于比较经验丰富、知识渊
博。
在年长者和“在团长者”之间，这个集团往往选择“在团长者”，因为从现实角度讲，“在团长者”
要实际、实用得多。
“年功序列制度”就是基于这个实用概念而形成的。
日本人不跳槽，安分守己地在一个企业中，充分享受“年功序列制度”。
随着时光流逝升薪晋职，“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成为“在团长者”，然后可以像前辈一样“叱咤”
一番“风云”，退休时领取一笔可观的根据在这个企业的时间长短来确定数值的退休金，完成其有价
值的职业人生。
　　日本人的地位意识非常实际，根据供求关系，地位随着变化，有利地位和不利地位的相互态度明
显不同。
在人的经济交往中，最频繁的活动是买卖关系。
买方手中有钱，可以任意选择购买某个卖方的商品，立场地位就相对有利。
卖方要把自己的商品卖出去换回现金，求买方购买自己的商品，立场地位就相对不利。
在供求关系上引起人的地位感觉和态度的变化，这似乎是商品社会中一种自然现象。
　　日本买方与卖方的关系有一种强烈的反差和绝对的不平等。
买方虽然就是个普通人，在买东西的时候立刻有了自己是“上帝”的感觉。
我买你的东西来了，我给你带恩惠来了，要求卖方提供尽可能的服务，自然而然地采取傲慢、得意的
态度。
而卖方则鞠大躬施大礼，用尽日本繁杂的尊敬礼节和甜言蜜语，宛如见到“上帝”，采取卑恭的态度
。
在这一瞬间，因为买卖发生的接触产生了供求关系，使人的地位发生了重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
　　可是，与日本同样商品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尽管也叫嚷“顾客是上帝”，但没有日本那样的强
烈反差和不平等。
一些发展中国家学习日本的作法，比如说中国，在有的商店门口两侧，身披彩带的两排俊女，鞠躬作
笑，对入店者致欢迎词，对出店者致谢语，把顾客捧为上帝。
这不过是改善服务水平、促销的一种手段。
购物者没那么自我感觉“伟大”，售物者也没那么故做“渺小”，相对平等的地位并没有因为供求关
系而发生变化。
这个能够引起地位意识变化的供求关系并不仅仅限于经济活动。
　　日本人求人做事，求人者和被求者之间，也是同样。
在没有既定的上下等级关系、相互是一种平等关系的时候，求人者为达到目的，对被求者点头哈腰、
甜言蜜语，而被求者很自然地腰杆挺直、指东说西，呈伟大状。
看上去，二人明显的地位有所不同，实际上就是在求与被求之间，彼此地位发生了瞬间的变化。
当事情过后，二人之问求与被求的关系结束了，相互地位立即恢复正常。
日本人的地位意识中，没有稳固的平等，也没有难变的上下关系。
当有需求时，平等将被打破。
根据场合，根据情况，日本人的地位意识是频繁变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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