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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青少年隐蔽性人格的社会文化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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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日本青少年中存在一个特殊的人群——隐蔽一族，即那些不接受教育、不就业，也不与人交往，隐蔽在家中的青少

年。隐蔽性人格在欧美只是作为个案存在，而在日本，具有隐蔽性人格的青少年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到80年代中期逐

渐多起来，近年来呈现激增态势。据推断，目前日本隐蔽一族的人数已经高达100万以上。 

  隐蔽性人格不是一种疾病的名称或疾患概念，而是作为一种人格状态被定义的。如斋藤環认为，隐蔽性人格指连续6个月以

上隐蔽在家中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且没有其他精神障碍存在的状态。据调查，隐蔽一族的平均年龄为26.7岁，30岁以上的占30％

以上。隐蔽状态不是由综合失调症或抑郁症等精神疾患发展而来的。隐蔽性人格是与具有精神障碍症状的自闭症相区别的、在青

春期或青年期易出现的一种人格发展障碍。 

  不登校与隐蔽性人格关系密切 

  不登校，指学生不去学校上学的状态，是现代日本学校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由于隐蔽一族中的多数青少年曾有过不登校

的经历，所以不登校常常被看做隐蔽性人格产生的社会背景。 

  日本文部科学省将一年无故缺席30日以上的学生称为不登校学生。这些学生是由于心理的、情绪的或社会的原因而不去学校

的，或者即使想去而不能去学校的（如受虐待儿童）儿童，由于疾病或经济原因而不能上学的除外。据文部科学省的统计，1996

年以后日本中小学的不登校学生数大大增加，不登校学生在全体学生中所占的比例也在增加，这表明不登校倾向已呈现出常态化

趋势。 

  不登校与隐蔽性人格一样，不是一种特定的疾患或精神障碍，而是一种“状态”。不登校，指不去学校的状态，强调目的

地；隐蔽性人格，指不出家门的状态，强调出发地。这两种状态都是由于心理、社会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

关系。虽然有过不登校经历的青少年不一定都成为具有隐蔽性人格的人，但不登校状态的长期化、深刻化很可能使其演变为隐蔽

性人格。例如，日本社团法人青少年健康中心就不登校与隐蔽性人格之间关联性的调查结果表明，在有关隐蔽性人格的咨询案例

中，约40％的青少年有过在小学或中学不登校的经历。斋藤環认为，隐蔽一族中83％的青少年有过不登校的经历。所以，为避免

隐蔽性人格的出现，对不登校的早期引导是非常重要的。 

  母子一体感影响青少年自立 

  隐蔽性人格作为日本青少年常见的一种人格状态是与日本的社会文化密切相关的。土居健郎在《“溺爱”的结构》一书中分

析了日本人的育儿方式，指出日本人自出生以来的社会化过程就是在母子关系间完成的，重视母子间身体的、情绪的非言语交

流，强调母子间的一体感。这种早期的母子依恋关系使孩子获得基本信赖感的同时限制了孩子的行动，使孩子易形成内向、缺乏

自我主张的性格。日本许多家庭父亲长期不在家，更增强了母子间的依恋，这种母子一体感使孩子与外界的交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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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日本的个人“自立”观表现为与他人维持一体的关系，成人后与母亲继续保持情绪上的一体感是日本典型的自立观。这种母

与子相互依存的自立观是导致青少年不能自立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有些孩子由于惧怕母子分离而不愿去学校，有些母亲也由

于母子分离不安而默许孩子不去学校，母亲的纵容无形中强化了孩子的不登校行为，久而久之影响了孩子自立性的发展，同时使

母与子的相互依存关系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对人恐怖根源于日本“耻文化” 

  日本人的自我是依存于他人的，总是倾向于与他人保持一致，在与人交往中常常保持被动的接受姿态，对于突然的破绽、突

然的自我暴露感到非常害羞，对出丑、丢脸感到非常恐惧。在关于隐蔽的体验调查中，许多具有隐蔽性人格的青少年认为，“自

己长得丑，害羞”、“活着可耻”、“怕见人，不外出”、“在乎别人的眼神，害怕被讨厌，害怕没有朋友”等，这些都与“耻

文化”的熏染有关。小川捷之等人的研究也表明，与美国大学生相比，日本大学生的对人关系意识性（对自我不能满足、不能与

人很好地相处、在意别人的眼神等）较强。 

  有研究者认为，对人恐怖是日本“耻文化”的根源，这可以说是日本人的集体自我无意识。例如，日本人与人说话时，总是

低着头或看别处，有时为了示意不无视对方的存在看一下对方的眼睛，但视线马上离开，盯着人看被认为是非常失礼的。浮世绘

中日本传统美女的眉眼细得难以分辨，这是因为不刺激别人的视线是日本美女必备的条件。近代日本虽致力于“脱亚入欧”，确

立近代的自我，即不迷惑于他人的意见、不迎合于他人的期待和要求、真正拥有自己的判断、信念和主张，成为具有主体性，具

有理性行为的个体，但日本的这种集体自我无意识使孩子从小就随着他人的视线生活。调查表明，与中国、韩国的孩子相比，日

本的孩子更在意同周围人的关系，即使是处于青春期的初、高中生也对老师、父母满意，而对自己不满。因为不给别人添麻烦、

不与周围的人发生冲突是日本人的行为准则。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孩子想要发挥自己的个性是很难的，有个性的孩子常常会成为

被人欺负的对象。 

  集体主义使青少年隐蔽自我 

  在日本人的意识里，文化分“表”和“里”两个层次。一般来说，“表”文化是官方的、体制化的文化，“里”文化则是私

下的、非体制化的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的产物。日本人一般都认为“表”文化是一个虚幻的不真实的世界，其民族特征之一就是

“里”文化意识优越。因此，日本人考虑问题往往都是从表里二重关系出发，形成内外有别的社会关系。在这样的人际关系中，

人们非常重视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日本人强调“集团主义”，即个人与集体融合为一体，个人与集体始终要和谐共存。日本人

从古至今都是尊崇集体主义的，并以此作为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核心。 

  日本历代的教育制度也都把集团主义精神作为教育的中心与主要内容，“要求学生明确自己作为班级、学校、家庭、地区甚

至世界日本人中的一员，正确处理好自我与所属各集团的关系”。日本青少年为了适应社会的要求，就必须充分发挥隐蔽自我的

心理机能，否则就会因为不能融入某个集团而受到负面评价，而这便是日本青少年从心理上否定二重性社会构造的防御机制表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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