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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若论当下日本最畅销的书籍，毫无疑问便是你手上的这本《下流社会》。
该书出版后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销量便突破40万册，上市五个月竟令人惊异地增印了14次，累积销
量直逼100万册。
如此众多的日本民众将目光倾注于低收入、低消费的“下流社会”，人们不禁要问：在曾经号称“一
亿人口中流化”的日本，中产阶级难道已经分崩离析？
“下流社会”真的已离我们越来越近？
日本社会向来以中产阶级居多、贫富差距较小而骄傲，但《下流社会》的作者三浦展却有感于近年来
日本社会的个人收入、学历、生活需求等差距愈来愈大，从而指出今天的日本正在从“中流社会”向
“下流社会”转变。
他在本书的序言中写道，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期出生的所谓“新中间层”，眼下
正出现“上流”与“下流”的两极分化，但由“中流”上升为“上流”的实属凤毛麟角，而由“中流
”跌人“下流”的却大有人在。
换句话说，日本的中流阶层正在经历着一个“下流化”过程。
而年轻一代源源不断加入的“下流社会”，其最大的特征并不仅仅是低收入，更在于沟通能力、生活
能力、工作热情、学习意愿、消费欲望等的全面下降，也可以说是“对全盘人生热情低下”。
“现在的年轻一代面临就职难的困境，好不容易有了工作，加班又成为家常便饭，真可谓苦不堪言。
面对职业、婚姻等方面的竞争和压力，不少人选择不当事业和家庭的‘中流砥柱’，而心甘情愿地将
自己归人‘下流社会’的行列。
”三浦展一语道破了“下流社会”形成的背景。
从《下流社会》一书所提供的数据来看，日本在泡沫经济时代，个人年收入600万到1000万日元才算是
中产阶级，而2004年个人年收入低于600万日元的已占日本纳税总人口的78％，更有37．2％的临时雇
员月薪不到10万日元。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群年轻的创业者在网络科技、创业投资等新兴行业成功掘金，三四十岁便
跻身亿万富翁的行列，他们个性极其张扬，生活极度奢华。
因涉嫌做假账而锒铛入狱的活力门公司前总裁堀江贵文和靠网络拍卖起家的“乐天”社长三木谷浩史
等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三浦展1958年出生于新漏县，从一桥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在PARCO公司从事市场信息杂志的编辑工作
，担任过杂志主编，后进入日本著名的民间智库三菱综合研究所，1999年辞职创办了CultureStudies研
究所，专门从事消费文化课题的研究，在家庭关系、青少年以及城市化问题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研究成果，备受各界关注。
《下流社会》甫一面世，也立即引起日本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大报
纷纷刊载书评，称该书好似一条醒目的标语，令人们不得不直面正在悄然发生的社会变化。
日本两大周刊之一的《POST周刊》和以世态分析见长的《SPA！
周刊》则分别以《你也沦入“下流社会”！
》、《“下流社会”的脚步》为题，煞有介事地宣扬了一整套“下流社会”的处世之道。
这些媒体的评论普遍认为，通过《下流社会》一书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小泉出任日本首相之后，为纾
解泡沫经济遗留下来的一千兆日元财政赤字，采用了自由开放的小政府管理模式，令整个社会贫富两
极分化加剧。
如今的日本社会只容许少数富人或有才华的人成为赢家，其他出身平庸的人即使拿着贬值的学位，也
都会被打人“负组”，就像多达500万人的自由职业者和至少60万人的“NEET族”（既不上学也不工
作的特殊人群），他们没有固定的收入保障，也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不易积攒财富，所以才会贫者
愈贫，翻身无望。
针对《下流社会》中对于日本社会阶层贫富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的冷峻分析，《读卖新闻》的评论认为
，在少数IT精英和商界名流醉心于高档时髦的都市生活的同时，类似于喜欢在便利店里阅读廉价周刊
的“散漫一族”这样的低收人人群正在不断壮大，还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自由职业者的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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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流社会》一书揭示的正是中产阶级分崩离析之后，日本社会各阶层之间无法实现相互理解与沟通
。
用三浦展的话来说，那就是“井底之蛙”在不断增加。
他借用养老孟司在超级畅销书《傻瓜的围墙》中的观点，指出因互联网而变得“缩小的世界”里不经
意间筑起了一道“傻瓜的围墙”，人们只跟与自己相同的人来往，而将其他阶层的人拒之门外。
《下流社会》谈的不是坚涩难懂的社会发展理论，而是以大量的调查资料为基石，以消费市场为切人
点，完整地剖析了日本社会各阶层的价值观及消费模式、思维差异。
作者没有从主观臆断出发来评判“下流社会”的好坏，而是真实地、全方位地揭示这股社会的暗流，
从个人认知的差异，以及自我意识形态的滑落来探讨“下流社会”现象。
诚如三浦展在接受《读卖新闻》记者的采访时所言，对“下流社会”不能简单地以好或者不好来加以
判断，但目前日本社会阶层的分化还只是处于开始阶段，随着中产阶级的日益崩溃，各种社会矛盾也
将接踵而来。
在全球化的今天，“下流社会”的现象已非个别发达国家所独有，下流阶层的出现对于任何向往建设
和谐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来说其实都是灾难，因而也很值得我们关注和警惕。
如何应对社会结构的失衡、如何消除贫富分化，也许会成为一个旷日持久的系统工程。
译者200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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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下流社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作者三浦展，在他的笔下，“上下分流”并不只限于收入
的两极化趋势，而且更涉及整体生活状况的变化。
在年轻一代人中间，职业生涯的“终身雇佣制”早已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而烟消云散；他们走向个体
化，离群独处，无论工作意愿或消费意欲都在急速下降之中。
一般经济学家注意的是日本经济复兴的现象，而三浦展却提出了警告：一个“下流社会”正在形成。
　　　　所谓“下流”，是指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个人回应这种转变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格，已由过
去的朝上往中流进发的取向，转为目前由中流向中下层下滑的一种结构状态与生活态度，此话题之所
以迅速热起来，乃因这是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最担忧的问题。
　　如今的日本，在战后经济高增长期出生的“新中间层”正面对一种“上下分流”的状况，曾经令
日本人自豪的“中流社会”正在解体，而“上流”与“下流”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
在东京的新兴消费热点“六本木之丘”或“表参道之丘”的风光背后，正是“上中层”在复苏中的经
济里富者愈富，而“下中层”则逐渐向下滑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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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三浦展，日本“文化研究所”主办人。
知名的社会观察家、社会消费现象研究者，以及阶层团块研究者。
一九五八年出生于日本新泻县。
一桥大学社会学系毕业。
著有《快速风土化的日本》、《“便装女”的时代》、《家族和幸福的战后史》等多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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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从“中流化”转向“下流化”40％的人群将沦为下流阶层？
进行式中的年轻人群“下流化”从“1955年体制”到“2005年体制”中流化模式面临着失效针对上流
阶层需运用“上流化”的策略从1955年的“皇冠”到2005年的“雷克萨斯”第2章 阶层分化导致消费人
群的分化阶层化社会的价值观女性的分化（1）专职家庭主妇型当个专职家庭主妇也难如愿（2）富婆
型日本桥地区美女增多之谜（3）“便装女型”（4）“酷女型”（5）普通的职业女性型女性间的差别
在不断扩大女性面临失去共同性的危机只要就职成功就算跨入“胜组”？
男性的分化（1）白领精英族（2）“LOHAS族”（3）“SPA！
族”（4）自由打工族第3章 团块次代的“下流化”方兴未艾团块次代男性中48％是下流阶层！
团块次代的阶层意识正在不断“下流化”真性团块次代同样“下流”人数激增沉醉于疯狂消费的真性
团块次代今后只会越来越糟糕——普通人群的不安团块世代和新人类世代是稳定的中流期望差距容忍
收入差距扩大？
正式雇员与非正式雇员的差距第4章 年收入300万的人结不了婚？
过去10年间“胜”“负”分明？
储蓄额分化为500万以上和150万以下两极未婚者的生活满意度低下女性学历低就跨不过上流的门槛？
结婚是成为中流的先决条件吗？
500万日元是结婚的一道门槛传统的家庭意识依然根深蒂固是要700万日元还是要孩子？
女性把握住幸福的模式“啃老”女性年龄愈大愈“下流”400万是女性脱离“下流”的必需条件企业高
管的妻子最幸福吗？
研究生造就“上流”，自由打工族造就“下流”派遣雇员、自由打工者不利于结婚和生育家庭形态多
样化了幸福却未必多样化第5章 追求自己的个性是“下流”？
越是“下流阶层”越追求自己的个性团块世代与团块次代的差异“以自己的方式自由生活”是一道人
生咒语“尊重个性的家庭”也是下流阶层居多越是低阶层的年轻人自我感觉越强无法从自我主张的梦
中走出自我主张派的阶层意识和生活满意度双双低下自我主张派大多未婚、无小孩、非正规就业过于
追求自我主张带来的问题第6章 “下流”男性自我封闭，“下流”女性自我展现“下流”男性的三种
神器：3P“下流”女性喜欢唱唱跳跳“嘉年华会”式的现代社会下流阶层偏好自民党和富士电视台感
到幸福的时刻团块次代的上流阶层也喜欢廉价服饰喜欢购物的“下流”与无暇购物的“上流”团块世
代是下向渗透式消费的主要市场第7章 下流阶层的性格、饮食与教育观性格决定阶层吗？
“上流”女性味十足，“下流”喜欢颠覆“上流”善交际，“下流”不显眼不善推销自己的“下流”
势将出局恋爱难的时代“下流”不愿随时尚而逐流不同阶层的饮食生活“下流专用方便面”的时代“
郊外下流阶层女性”的生活阶层化社会取决于团块次代女性的下一代上流阶层拒绝放任式的教育团块
次代“上流”女性期望孩子既高雅又国际化孩子必须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第8章 阶层分化导致了
居住地的固定化？
东京的地形——山手圈和“下只角”住在“山手圈”内的中流阶层 ，东急田园都市线沿线的“上流化
”东京之外的人难以进入上流阶层回归都市中心与“郊外定居时代”的开始团块次代中八成人口今后
仍将居住原地郊外街区化、“只在当地的年轻人”与网络取代地球村的“村子”西武池袋线的学生不
去池袋在“缩小的世界”里不经意间筑起“傻瓜的围墙”结束语 一防止下流社会化的“机会恶平等”
“工作上流”与“悠闲下流”的分裂多样化的国家还是四分五裂的国家？
为了防止阶层的固定化？
（1）“穿靴式”入学考试（2）东京大学实行学费免除（3）大学教育网络化（4）从地方到东京求学
的资金援助（5）上流阶层要尽“高贵者的义务”花边外谈1：永恒的门当户对婚嫁观念花边外谈2：恋
爱也会遇到阶层的壁障花边外谈3：“龙樱疗法”能够阻止“下流化”？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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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1955年体制”到“2005年体制”从上述意义上来讲，日本社会正处于一个剧烈转变的时期，即从
战后的经济增长体制“1955年体制”朝着完全不同的社会体制进行转变。
所谓“1955年体制”，是指1955年日本自由党与民主党两大保守党派合并成立自由民主党后，形成在
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由自民党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政治学中称之为“1955年体制”。
“1955年体制”在政治上是东西方冷战时代的产物，在经济上则正好与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时期相契合
，而在消费方面，这个时期又是大众消费社会不断发展，中流社会逐渐扩大的时期。
换一个角度讲，所谓“1955年体制”也可以理解为是这样一种体制，即对于社会积聚起来的财富，不
再只由少数资本家阶级、权力支配阶级独占，而是让更加多的国民来参与进行平均分配，从而构筑一
个中流人群占大多数的社会。
也就是说，“1955年体制”所追求的是社会财富的平均分配，是全社会所有人群的“中流化”。
让我们再来看看前述的“国民生活意识调查”。
1958年，“中下，，与“下”的回答者合计共49%。
1958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一年中，东京塔建成，“美智子热”（1958年，日本皇太子即现在的德仁天皇与正田美智子发表婚
约。
作为首次从民间挑选的皇太子妃，美智子从与皇太子交往开始就受到媒体的强烈关注，两人约会在轻
井泽打网球的照片出现在各种报纸杂志上，带动了网球运动在日本的大流行，美智子打网球时所穿的
网球服、发带、胸饰等也成为一时的时尚服饰，并引发全国范围持续不衰的连锁消费狂潮，被称之为
“美智子热”。
——译者注）狂卷日本，富士重工的“SUBARU360”甲壳虫家庭轿车、本田技研的“Supercub”摩托
车、日清食品的鸡味拉面等相继面世，让人真真切切看到了一个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时代的到来。
到了1973年仅“中”的比例即达61．3%，短短十五年时间，日本已经从一个等级悬殊的社会转变为贫
富差别不甚明显的中流社会，超过百分之六十的国民认为自己属于中流阶层。
然而，2005年以后的日本社会预计将不再会有较大的经济增长。
对于大部分国民来说，虽然期盼着尽快摆脱经济不景气，并且消费欲求不低，但有消费欲求并不意味
着追求阶层的进一步提升以及经济的增长，因为占社会大多数的人群都是中流阶层，因此也催生了一
种新的价值观，即不再谋求更进一步地缩小贫富差距（参见今田高俊著《后摩登时代的社会差别》）
。
在这样的境况中，继续追求社会财富的平均分配、追求社会所有人群的中流化便失去了价值，于是人
们开始追求对自己来说最舒适的生活、最合适的消费，这种新的价值观已经渐露端倪。
正因为如此，评论家森永卓郎所著的《年收入300万轻松潇洒生活法》一书大受追捧，畅销不衰（森永
先生自身的年收入超过3000万日元，这似乎有点讽刺）。
人人以年收入700万、800万甚至1000万日元为生活目标的时代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至少是几年前的
事情了，如今年收入300万日元也能活出自己的精彩来，所以持有这种想法的人越来越多。
当然，如果有人要追求年收入3000万日元，认为那样才是最适合自己的生活，并且进行高风险的投资
，动辄牟利数十亿，那也不关我的事情，别人喜欢不断提升自己的阶层则由他去好了，本人绝不妄加
评论，只要我自己最低限度的生活有所保障就可以。
这类人群的心理便是如此，觉得自己目前的生活并无什么不当，并且也不想随别人一同再提高。
换言之，“1955年体制”所追求的“一亿人口中流化、平等化”的社会模式已经发生了动摇，转变为
“阶层化、下流化”的新模式。
这种转变实际上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已经潜移默化开始了，只不过当时还处在高消费社会阶段，取代
“1955年体制”的新的社会模式尚未清晰地显现出来。
而现在，随着经济不景气、高龄化、人口持续减少等社会结构性的剧烈变化，家庭、教育、雇佣等生
活各个方面的具体的变化也渐次明朗化，新的社会体制模式便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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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前几天，我的女儿和儿子学期结束，带着成绩单回家。
两人的成绩都不太好，可我并没有什么不高兴。
女儿以前走读上公立小学，今年春天起进入私立中学，每天坐电车去上学，放学以后还要练习打篮球
，一定很累。
我想她将来会懂得努力学习的。
至于儿子才刚上小学二年级，今后的路还长着呢。
我的父母都有工作，所以我直到上小学二年级，放学后不是回自己家，而是去跟祖母住在一起的伯父
家，与堂兄一块儿玩。
每学期的期末，总是祖母第一个看到我的成绩单。
如果成绩很差，祖母就会数落我一通，说要更加用功才行。
祖母是村长的独生女，尽管如此，也还是个平民百姓，除了最低限度的读写之外，没有什么学问。
她的字也写得很差，汉字根本就不会写。
现在回想起来，虽然祖母性格刚强、思维敏锐，但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没有学问也并不让
人感到奇怪。
我的曾祖父也是个与学历无缘的人，只会最简单的读和写。
可他的头脑特别聪明，在村长的位子上干得很不错，只是苦于不会写文章。
他觉得今后没有学问是肯定不行的，于是便卖了田地投资于孙儿的教育。
当时处于日本的近代，正是有学问就能安身立命、出人头地的时代，也是通过努力能够进入上流阶层
的时代。
曾祖父的三个孙儿从大学或女子学校毕业后，全都从事教育工作，伯父后来成了大学里的名誉教授，
他们的子女也都毕业于名牌大学。
由于曾祖父肯花大本钱让孩子读书，所以我自己和家里的亲戚们在学历方面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事情。
可不知道是这个原因，还是生来性格如此，我并不太在意自己孩子的学习成绩，更不会看着成绩单，
说几句要更加用功才行之类的话。
女儿在中学里的考试，我从开始到结束都没怎么去关心。
尽管如此，父母总是会想着该给孩子点什么，这也就是所谓的父母心吧。
曾祖父为了子孙卖掉了田地，那么我又能给孩子什么呢？
这样一想，觉得自己身为大企业的管理人员还真不错，孩子向别人说起我的时候不至于有什么自卑感
。
不过如今对大企业的职员来说，带着家属赴海外工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孩子不仅精通英语，还
有不少海外的朋友，世界变得开阔了，对今后的人生都会带来很大的好处。
我觉得自己无法给孩子创造这样的条件是不可原谅的，或许我还没有顺利地上升到更高的阶层。
越是上升到高一级的阶层，越是难于确定下一个目标。
过去说要掌握学问，那是非常朴素而又坚定的目标，而且有没有学问与经济是否宽裕、物质是否丰饶
有着直接的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的年轻人一生下来就享受着丰富的物质生活，当然不会对跻身上流阶层充满强
烈的向往，工作和学习的意欲也自然就会减弱。
那么，在他们中间为什么既有努力工作的人，又有不愿工作的人呢？
还有，过去阶层低的人比起阶层高的人，总是不分昼夜地拼命工作，现在情况变成了阶层越高的人工
作越辛苦，而阶层越低的人工作越闲散，甚至有些人根本就不工作。
这样的话，那些还在辛苦工作的人，究竟是在为了什么而工作呢？
第一种假设是与阶层有关。
越是出身于上流阶层的人，越具有勤勉的生活态度，习惯从有利于社会和国家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付
诸行动，而越是出身于下流阶层的人，就越懒散，越想过悠闲自在的生活。
第二种假设是与遗传的性格有关，这显然不被社会学者所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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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观点认为，一种人生来就喜欢工作，另一种人天生讨厌工作。
或者也可以理解为：天生不服输、喜欢竞争的人一向追求一流的大学、一流的企业，渴望出人头地、
富甲天下；而生性懒散、讨厌竞争的人则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欲望。
小谷野敦就多次提出过与阶层有关的遗传学说（参见《美妙的愚民社会》、《回家后不受欢迎的男人
》）。
不过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所以希望社会学者今后能够对此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毕竟我在本书中介绍的问卷调查抽样数量较少，缺乏统计学上的非偶然性，因此在各章节的标题中多
处出现了“？
”，意在提醒读者，本书所写的内容有不少还只是假说。
希望这些假说能在今后得到更为精确的验证，我自己也会朝这方面继续努力。
2002年以来，我与株式会社博报堂研究开发局联手进行过数次共同研究，这些研究形成了本书的一大
基石。
另外，本书还在很大程度上灵活运用了2004年与株式会社e-FALCON共同进行的“昭和4世代欲求比较
调查”的结果。
2005年承蒙株式会社读卖广告社赞助而得以实施的“女性阶层化调查”，以及居住环境研究所进行的
调查，为本书提供了大量的统计数据。
我谨在此向博报堂、e-FALCON、读卖广告社和居住环境研究所的相关人士深表谢意。
此外，我有幸与东京学艺大学教授山田昌弘先生、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副教授佐藤俊树先生就阶层问题
进行过直接的交谈，他们的观点对本书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最后，还要向光文社新书编辑部的草雉麻友子小姐表示由衷的感谢，正是有赖于她下工夫收集资料、
整理图表，才使本书得以提前问世。
她那沉着而又热情的工作作风始终令我深受感动。
三浦展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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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日本某网站书店销售排行榜冠军！
国内主流媒体强势报道。
　　中产阶级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下流社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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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下流社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由文汇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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