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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感悟日本    有这样一种通俗的说法：一个中国人肯定胜过一个日本人，而三个中国人绝对顶不上三个
日本人。
这种说法显然是强调日本人的集体主义精神。
然而，如果真要论证一个中国人能顶几个日本人，还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中日两个民族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
不同的标准，不同的领域，比出的结果可能大不相同。
    许多优秀的中国计算机软件技术工程师活跃在日本的大公司里，他们一个人顶两三个日本人似乎不
是问题。
软件是日本的弱项，又是中国相对的强项。
    近年来，不少退休的日本汽车技术工程师被国内一些企业高薪聘用。
一个日本汽车工程师顶上10个甚至20个中国工程师应该没有悬念。
中国的汽车工业太弱了。
    如果对比文化和动漫产业，结果恐怕会更惊人。
100个甚至200个中国当代作家能不能抵得上一个村上春树？
把包括香港和台湾在内的中国所有动漫制作人员加在一起赶得上半个宫崎骏吗？
    相反在哲学领域，无论是孔子、孟子还是朱熹，搜罗日本历史上所有哲学家或思想家兴许也赶不上
三人当中任何一个。
为什么呢？
因为思想领域是日本人绝对的弱项。
弱到什么程度？
弱到不能再弱的程度，即“无思想”的程度。
我们可以说，中国和日本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日本是一个无思想的民族，而中国人则是注重思想的民
族。
“无思想”对于理解日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本书分六个主题探讨了日本的民族性，其背后都贯穿着“无思想”这一特性。
而我们对日本的误读往往也是因为误以为日本是个有思想的民族。
    我们说日本没有思想，并不是说日本人是没有思想的人。
作为个人的日本人既爱好学习又善于思考，思维活动积极而又敏捷，可以称得上富于思想的人。
日本的“无思想”是说日本人作为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独创的思想体系，譬如中国的儒教、阿拉伯的伊
斯兰教、欧洲的基督教等等。
神道被称为日本原创的本土宗教，遍布各地的神社印证了其信仰的广泛程度。
不过，神道虽然有各种祭祀仪式和仪礼，却没有宣示教义的经典。
它并没有用文字形式告诉日本人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人应该为何而生为何
而死。
    “无思想”相对于中国的有思想是缺欠，然而这种弱势在日本历史上发挥了积极作用，甚至可以说
是日本的一大优势。
比如19世纪的明治维新，并未经历不同思想的激烈冲突和新旧势力的残酷斗争便实现了向近代文明社
会的过渡。
明治维新时的政治口号是“王政复古”，也就是复辟。
用不着打破旧体制的革命，也不需要冲出旧思想的牢笼，只要废除幕府，让天皇重掌统治大权，便完
成了引进西方文明的政治准备。
对比我们中国走向现代化路程的曲折和坎坷，“无思想”显然发挥了积极作用。
    不过，“无思想”也给日本民族的发展带来许多不利因素。
“无思想”就难以集中全民族的智慧，无法形成强大的领导核心。
今天的日本拥有高度发达的科技水平和强大的经济实力，却怎么也摆脱不了从属于美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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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无思想”。
    “无思想”的民族在政治上必然幼稚，而政治上的幼稚表现为外交上的弱点。
思想对一个民族来说，最大的作用就是指明未来的前进方向。
日本没有自己的思想，但他们曾经很幸运地借助外来的先进思想实现了本民族的发展。
古代的中国，近代的欧洲，战后的美国都曾为日本提供了现成的样本。
今天的日本却困惑了，因为他们已经走到了世界前列，再也找不到样本，需要自己去开创未来了。
这个时候，政治上不成熟的种种弊病凸显出来。
老龄少子化的问题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很明显，然而20年过去了，至今连一项能鼓励年轻夫妇多
生孩子的政策都没有成立。
20世纪80年代末泡沫经济崩溃，日本持续萧条了20年，竟然没有一位政治家能拿出摆脱困境的方略。
不难设想，日本的衰退还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无思想”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中国和日本历史上的种种恩怨。
江户时代以前的日本在中国面前是一个热心的学生。
满清王朝统治中国后，日本人逐渐产生了蔑视中国的情绪。
他们借助儒家的华夷思想，认识到一个“事实”：中国已经变成“蛮夷”。
一开始，有的学者主张日本才是真正的“中国”。
不久，更有些学者发现与其这样“打着红旗反红旗”，还不如独树一帜，发掘日本自己的思想。
于是，日本的“国学”应运而生。
为了创建能与中国思想分庭抗礼的“日本思想”体系，一代又一代日本学者持续奋斗了300年。
今天，冠以“日本思想”的著述不少，却没有人说清楚“日本思想”到底是什么。
倒是五年前一位叫养老孟司的学者做了个干脆的了断：“所谓日本思想就是无思想的思想。
”    “日本思想”至今仍是幻影，然而在探索过程中对中国思想和中国文化的批判却结下了果实。
去日本的书店观览一下书架，或在图书馆网页上做一下检索，会令你气不打一处来：中国人已经被骂
得体无完肤了。
中国人到底是怎么被骂，人家骂得有没有道理，“中日恩怨”主题中对此做了一下梳理。
    思想是永不停顿的，它总是在发现新的矛盾，追寻这些矛盾的发展规律。
因此善于思想的民族往往不会满足于现实的社会生活，而是不断地构思更理想的新世界。
“无思想”的民族则相反。
对日本人来说，现实永远是最佳选择。
所以他们努力地固守已有的生活方式，维系现存的社会关系。
这正是日本人的核心价值观所在。
这个价值观可以用“各得其所”四个字来概括。
所谓“各得其所”，是说日本人坚信每个人从生到死都注定有专属于自己的一块天地一个角色，这块
天地这个角色如同生命一般重要。
不管你情愿不情愿、快乐不快乐，你必须为守住这块天地、演好这个角色付出一切。
日本人的敬业精神著称于世，而这种精神的源泉正是“各得其所”的核心价值观。
    去年国内媒体报道了郭明义的事迹。
他被誉为“雷锋传人”，15年来一直坚持提前两个小时上班，累计献工15000多小时。
这个数字足以让我们肃然起敬。
但如果在日本，没有人会感到震撼。
在这里，几十年如一日每天献工两小时的普通职工不计其数，三小时甚至四小时也算不上稀罕事。
所不同的是，支撑郭明义行为的是奉献社会和劳动光荣的思想意识，而日本人的加班加点并非如此。
他们没有、也不需要郭明义的思想。
日本人的无偿奉献并不是因为素质高，也不是因为有什么先进思想，而是因为他们是“公司人”。
日本人一旦进了公司，就失去了自我。
“公司人”只有在公司里才感觉安宁和有依靠，离开公司就找不着北了。
对许多日本人来说，正点下班回家意味着某种尴尬甚至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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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叫小笠原泰的学者说日本人具有“角色同一性”。
意思是日本人缺乏自我，把自己视同于社会赋予他的角色。
自己是不是自己不重要，但自己必须担当那个角色。
正因为如此，在外国人看来，日本人的生活就好像按照剧本在演戏一般，他们懂得在某一个场面自己
是主角还是配角，应该有哪些标准的动作和台词。
有人觉得日本人太虚伪，总是逢场作戏。
其实对日本人来说人生就是演戏，就是扮好自己的角色。
只有弄清了“各得其所”，我们才能搞懂日本人何以成为日本人。
    2011年冬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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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日本小日本》告诉我们应该通过日本人的核心价值观来理解中日两个民族在思维方式上的不
同。
那么什么是日本人的核心价值观呢？
药进把它概括为“各得其所”。
“各得其所”，即每个人都有专属于自己的一块天地，有属于他（她）的人生角色。
日本人坚信应该用毕生精力维护这个天地，演好自己的角色。
正因为两个民族的价值观不同，同样的事情和同样的行为会引出完全不同的理解。
对中国人来说，公司只不过是出卖劳动力而换取薪水的场所，日本人则把公司看做支配自己人格和个
性的统治者，他们一旦进了某个公司自己就不再是自己，而变成了“公司人”；在中国，下厨房的男
人对妻子来说是好丈夫，而对日本女性来说则可能是与自己抢角色的危险分子，等等。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日本.小日本>>

作者简介

药进，1958年出生。
东北师范大学外语系日语专业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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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一篇民族精神 大地震促归“小日本” 日本这些年在钓鱼岛问题上调子越来越高
。
他们把驻扎在北海道的自卫队调到西南方面的岛屿上以防范中国，同时还与美军一道搞反登陆演习，
以“歼灭”试图登上该岛的中国海军。
日本舆论普遍认为，如果不强化军事上的准备工作，中国军队肯定会“染指”钓鱼岛。
然而，防这防那，却很少有人认真地探讨一下是不是该防的另有所在。
结果，一场大地震和大海啸以严酷的事实告诉人们到底该防什么。
 天谴与小日本主义 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对这次大地震有了雷人评语：“这次的地震海啸是对日本
的天谴”。
他认为日本人崇尚私欲，所以引发了这次海啸以清洗日本人被私欲填满的心。
 石原的发言激怒了众多灾民。
他们不但要面对失去亲人和家园的痛苦，而且还在忍受政府救援不到位造成的生活困境。
石原的话等于在他们已经难以愈合的伤口上重重地撒了一把盐。
 中国古代的天谴之说把自然灾害的发生与君王政治上的失误联系在一起。
这一方面是古人的自然知识有限，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想借天灾来警示统治者要施仁政。
石原慎太郎当然不相信天谴之说，他也是想警告日本人不要背离传统的价值观。
 现代科学告诉我们，地震和海啸并不为人类的意志和行为所左右，它们早在人类还没有诞生的远古时
代就已经在地球上活动。
然而，地震和海啸带来怎样的损失却是和人类自己的活动方式密切相关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日本人的确应该从这次震灾领悟到一些东西。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千万不能背离“小日本主义”的正确道路。
 早在战前日本军国主义波涛汹涌的时代，著名的政治家石桥湛山就提出过“小日本主义”的思想。
他认为，日本通过耗费巨资扩军备战来搞领土扩张，只不过是“大日本主义的幻想”。
他主张日本应该放弃军备，放弃殖民地，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和平相处，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与欧美
列强的良好关系，保证日本对外贸易的顺利发展。
然而，他的逆耳忠言并没有打动“大日本帝国”的政府和军部，“大日本主义”把日本引向了战争并
在战争中自我破灭。
 战后，日本在美军占领下被迫走上了“小日本主义”的道路。
然而，这条道路却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和辉煌。
多数日本人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小日本主义”最适合日本的国情，最能给日本民族带来幸福和发
展。
靠侵略扩张没法得到的巨大利益和国际声誉却靠自由贸易得到了。
日本人搞武器的本事难以达到世界一流，飞机快不过美国，坦克硬不过苏联，而把精力投到民用产品
上，很快就走到了世界前列。
和平主义的对外方针也给日本带来莫大的好处。
军费开支一直保持在最低限度。
战后六十多年，没有一个日本人死于战场。
这大大减少了由此带来的社会振荡。
由于没有必要开发大规模的攻击性武器，日本的科研力量集中在民生领域，带动了国际竞争能力的提
高。
大日本主义的傲慢带来悲剧 尽管战后的日本社会一度接受了石桥湛山的“小日本主义”思想，但也有
不少人难舍“大日本”情怀。
日本很多公司名称里使用“大日本”字样。
“大日本印刷”、“大日本咨询”、“大日本银幕制作”、“大日本住友制药”、“大日本涂料”、
“大日本木材防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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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见哪家公司用“小日本”做名称。
当然名称只是个象征性的东西，它本身不会带来危害。
真正有害的是大日本意识的膨胀。
坚持“小日本主义”的意义就是使日本对于自己的国情有清醒的认识，在处理国际国内事务上保持谦
虚谨慎的态度。
从战败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基本保持了这种态度。
而进入90年代后，随着在国际经济中地位的提高，大日本意识的种种苗头开始显露出来。
日本开始尝试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以获取政治大国的地位，还把防卫厅改为相当于国防部的“防卫
省”，并修改法律使向海外派兵合法化。
大日本意识还体现到了文化领域，美化侵略战争、宣扬日本民族和文化优越性的出版物泛滥成灾。
 地震和海啸是天灾，然而在大日本意识的影响下它却转化为人祸。
 比如说核电站，日本近年来一直号称拥有世界最先进的原子能技术，政府和民间一道大力向各国推销
日本的核电站设备。
几乎所有日本人都误以为自己国家核电站的设备和管理技术是世界第一流的。
如果做事能低调些，把力量用到审视国内核电站的安全隐患上，这次海啸带来的灾害也不会这么大。
灾害给电站冷却系统带来的损害或许无法避免，但紧急时备用的发电设备、注水装置、足够作业人员
使用的防护服、发生事故时的危害模拟以及处理预案等等，这些最基础的应急手段的缺失实在不可思
议。
 再比如说，日本极力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建造准航母，并公开表示目的是为了牵制中国。
对于背离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倒行逆施，日本公众却给予了普遍的认可，中国威胁论已成为日本媒体
的共识。
甚至有些右翼政治家鼓噪要拥有核武器，认为这是日本取得政治大国地位的必要手段。
这次地震后，菅直人下令十万自卫队官兵投入救灾，《产经新闻》却指责说这会削弱对中国的防范。
在几万人丧失生命和家园的大灾害面前，这种右翼报刊还忘不了在军事上对中国的敌视。
大日本意识使许多日本人忽略了历史经验早已证明了的一个定论：没有哪个国家会主动来进攻日本，
日本最大的敌人是“大日本意识”。
 日本在对付中国上下了那么多功夫，在防灾上却漏洞百出。
不仅在人员救助上行动迟缓，而且连向灾民发放救济物资的系统都没能及时启动，致使许多灾民冻死
饿死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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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日本 小日本》对日本文化和中日文化的差异提出了不少独特的观点。
比如“民族精神”篇大胆地触及了日本人的“民族魂”——武士道。
药进通过文献考证告诉我们，“武士道”在某种意义上是个虚构，它并不像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是
一种思想，是日本的“民族精神”。
他还进一步地指出了日本武士不惧死的背后存在着同性恋的情感基础。
再比如“爱恨情仇”篇中，药进揭示了日本式集体主义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性民俗根源。
他还在“中日恩怨”篇里解读了明治维新和靖国神社与中国儒学家朱舜水的关系。
这些重要发现给我们深入认识和理解日本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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