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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模空前的大地震，史无前例的海啸，对东日本地区造成的破坏之大是毋
庸赘言的。但是，比较而言，这还不是最恐怖的，福岛老朽不堪的核电灾
变，这一积年人祸才是最最恐怖的事情。 

据平井宪夫披露，福岛核电是一个本来就不该建的核电站，不该建却迫于
美国的压力建了，而且建时就因各个企业的自私而建成了一个缺陷产品，留
下了先天的隐患。并且，福岛核电站早已老朽不堪，因为初建时只预定了10
年的服役期，结果1981年预定服役期满了，却发现根本没有办法将其废止，
无奈只有借助美国技工之力修修补补地维持着，就这样从1981年到现在可以
说已经过期服役了近30年的时间，核电灾变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平井
宪夫一直担心这些核电设施将会给日本人造成万劫不复的灾难。3月11日，平
井宪夫的担心不幸变成了现实，在千年一度的大地震和史无前例的大海啸的
袭击下，老朽不堪的福岛核电灾变了。如果我们相信这样一位在日本核电厂
工作20年的现场专业人士的话，那么，就不得不说这次福岛核电灾变是一个
积年人祸了。 

其实，《菊与刀》这种悖论句式的缺陷，就在于本尼迪克特完全忽视了某
种可能，即拥有“菊文化”的日本人和拥有“刀文化”的日本人分属于两个
完全不同的独立阶层。换言之，“菊文化”与“刀文化”的载体是由不同的
社会阶层构成的，片面关注其中的一个方面，则完全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 

此前很多文章也曾指出，日本人的淡定有序是受日本的宿命论文化熏陶所
致，是其先天多灾多难的自然环境造就，是日本人平素进行的各种防灾训练
使然，对诸如此类的观点，笔者并不完全反对，也认为各有其理，在此补充
“基本人际状态”的分析视角，也不过是期望能对各方家高论有所补充，以
利于更准确地理解日本人而已！ 

日本人，一笔难画，但不等于不能画，或者无从画起。自东日本大地震以来，
天灾人祸中的日本人，再度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有聚焦日本灾民之冷静有序，
而大加赞扬者；亦有聚焦于东京民众的抢购风潮或者近几天陆续报道出来的灾区
趁火打劫事件，而加以鞭挞者。各种言论虽然贬誉不一，但各有其理。笔者也想
对天灾人祸中的日本人做一素描，以期能揭示日本国民性格的一些特点。 



天灾重重降扶桑 

樱花三月，乍暖还寒的东日本，天灾突现。 

2011年3月11日，是石原慎太郎（78）宣布他将继续竞选下届东京都知事的日
子。恰巧就在这一天，就在包括东京都在内的东日本地区，被称为千年一度的大
地震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海啸来袭了，老朽不堪的核电灾变了。于是，这位在3
月8日刚刚放言，日本应该制造核武器对抗中国，而且称日本一天之内就能造出
核武器（朝日新闻社，2011年3月9日）的石原慎太郎愤然曰：东日本大地震是对
日本的天谴，私欲已成为日本人的身份标志，有必要充分利用此次海啸，将日本
人长年积累的私欲污垢全部冲洗掉。（《朝日新闻》2011年3月14日）石原慎太
郎此言一出，顿时日本舆论一片哗然。有日本人说，期盼石原慎太郎此次落选，
那才叫天谴呢！  

无独有偶，在西日本地区，有一位比石原慎太郎（78岁）知事仅年轻两岁的地
方议员，也发表了类似言论。3月２０日，准备参加4月1日公示的大阪府议员选
举的长田义明大阪府议会议长（76岁），在其新事务所开所仪式上谈到东日本大
地震时说：“对大阪而言，若说是天之恩惠，好像用词不大妥当，但是，这次地
震来的实在是太好了。”（《读卖新闻》3月21日） 

石原和长田的言论一出，立即引发了愤怒的声讨，各类媒体及网民纷纷指责他
们对仍然难以计数的地震、海啸及核辐射受害者缺乏同情心，于是这两人都不得
不为此而道歉。长田义明是自民党的地方议员，3月23日，自民党大阪府议员团
决定对长田义明予以除名处分，并劝其辞去大阪府议会议长职务，而且还取消了
长田义明作为自民党公认候选人参加4月1日公示的大阪府议员选举的资格。
（《读卖新闻》2011年3月23日；《产经新闻》2011年3月24日）。 

毋庸赘言，无论石原慎太郎知事和长田义明议长的肺腑之言正确与否，这种时
候发表什么“天谴”、“天惠”的高论，不必说其同族的日本人大为光火，连外
人也觉得他这样讲话确实有些不合时宜。 

此次东日本的大地震、海啸，以摧枯拉朽之力，排山倒海之势，霎那间让数以
万计的生命消失，数以百亿甚至万亿计的财富毁灭，数以十万计的人民无家可
归，给日本造成了惨重的损失。据《每日新闻》3月13日报道，此次天灾导致34
万人避难，仅宫城县的死亡人数即将过万。据日本警察厅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3月30日上午10点，经确认的12都道县死亡人数达1万1232人，接到家人报案
的失踪人员达1万6361人，合计2万7593人。17都县共设避难所2065处，无家可归
的避难人员为17万4367人。建筑物损失，９都县共有１万8699户被彻底震毁或冲
走，其中岩手地区占了6成以上。但是，关于宫城和福岛的受灾情况依旧处于难
以统计的状态。（《产经新闻》3月30日） 

无论是地震，还是海啸，可以说都是我们人类共同的灾难，从人道主义的角度
出发，我们皆应尽己所能，去救助关怀地震、海啸的灾民。对于大自然的淫威，
虽然不可小觑，但恰如古人所云：“天作孽，犹可违”，对于这些大自然的灾
害，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只要人类联手合作，瘫痪的基础设施是可以重建的，
房屋塌了可以再建，庄稼毁了可以再生，经济受损可以恢复，美好的未来还是可
以畅想的，但是，发生举世骇然的核灾难，则随时会带来不可挽回的生态浩劫，



特别是若是人祸导致核灾难，难免会影响举世救援的信心和热情。 

人祸连连成重创 

规模空前的大地震，史无前例的海啸，对东日本地区造成的破坏之大是毋庸赘
言的。但是，比较而言，这还不是最恐怖的，福岛老朽不堪的核电灾变，这一积
年人祸才是最最恐怖的事情。 

之所以说福岛核灾变是积年人祸，首先是源于日本人平井宪夫的披露。 

平井宪夫，是一名机械设备配管1级技能士，曾有过20年核电厂工作经验，现
在日本很多核电厂的管理者、技师都是他当年的部下。1997年1月，平井宪夫因
癌症去世。他曾任核电事故调查国民会议顾问，受核电辐射劳工救济中心代表，
北陆电力能登（现为志贺）核电厂停止诉讼原告特别辅佐人，东北电力女川核电
停止诉讼原告特别辅佐人，福岛二号核电厂三号机运转停止诉讼原告证人。 

据平井宪夫披露，福岛核电是一个本来就不该建的核电站，不该建却迫于美国
的压力建了，而且建时就因各个企业的自私而建成了一个缺陷产品，留下了先天
的隐患。并且，福岛核电站早已老朽不堪，因为初建时只预定了10年的服役期，
结果1981年预定服役期满了，却发现根本没有办法将其废止，无奈只有借助美国
技工之力修修补补地维持着，就这样从1981年到现在可以说已经过期服役了近30
年的时间，核电灾变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平井宪夫一直担心这些核电设施
将会给日本人造成万劫不复的灾难。3月11日，平井宪夫的担心不幸变成了现
实，在千年一度的大地震和史无前例的大海啸的袭击下，老朽不堪的福岛核电灾
变了。如果我们相信这样一位在日本核电厂工作20年的现场专业人士的话，那
么，就不得不说这次福岛核电灾变是一个积年人祸了。 

其次，之所以说福岛核灾变是人祸，是因为出现核灾变后东京电力公司对救灾
态度消极。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日文版3月 19日报道，福岛第1核电出事后，
东京电力公司优先“保护资产”，曾拒绝美国的注入海水废炉的要求，亦未能采
取果断措施，将危害尽可能降到最低点，结果导致福岛第1核电事故进一步恶
化。这边日本政府说虽事态严重但尚在可控之中，可话音还没落地，那边福岛核
电机组就开始相继发生爆炸了，最终，为了控制态势还是不得不选择注入海水进
行冷却，但由此造成的核泄漏已经失控了，其影响，至今未能得到很好的控制。
结果，就连日本政府官员也不得不承认，“这次核电灾变，有6成是人祸。东京
电力初期应对错误，这简直就像是想要拾起10日元硬币，结果却将100日元的硬
币给丢掉了”。 

再次，之所以说福岛核灾变是人祸，是因为东京电力公司无视灾前专家示警，
而未采取积极防护措施。据《时事通信》3月27日报道，在2009年6月、7月召开
的日本经济产业省探讨核电耐震安全的审议会上，日本地质学专家、独立行政法
人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的活断层地震研究中心长冈村行信，曾根据其对史料记载
的贞观地震时的海啸灾害的研究，一再警告东京电力公司，要认真研究如何防止
海啸袭击福岛核电的对策，但东京电力公司未予重视。 

就这样，人祸连连，对日本造成了重创。首先，目前的直接损失就已经非常惨
重，所谓的死亡人数的最新统计，其中大概是难以包括核电设施10公里范围内的
人数。据日本警察厅的消息，3月28日，在东京电力福岛第1核电设施周围半径10



公里圈内的福岛大熊町发现一具男尸，尸体表面受到严重核辐射，为避免对移送
者以及其他地区造成核污染，搜救人员已经将尸体就地放置，并且已经放弃了对
10公里范围内的核辐射地区的搜索。（《时事通信》3月28日）由于受核辐射的
影响，日本关东、关西地区的店铺均拒绝采购福岛、茨城、栃木、群马4个县的
农产品（《毎日新闻》2011年3月23日）。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访问福岛
县的救灾中心，并同县知事佐藤雄平会面。石原说，东京都将会提供支援，协助
未受核污染的福岛县农产品流通。但日本民众指责石原此举不过是为了竞选下届
东京都知事作秀而已。（《福岛民报》2011年3月26日） 

人祸导致的核电灾变，对日本的影响不仅仅是短期的，而且由于迟迟难以彻底
解决核辐射问题，其次生灾害必将对国内国际的民众消费心理产生负面影响，进
而影响日本的经济及灾后复兴，因此对日本的影响也必将是长期的。更重要的
是，核电灾变影响的不仅仅是东日本地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亦给周边国家乃
至欧美国家和地区带来了威胁，正是因为这种不安心理，才致使出现了美国抢购
碘片，中国抢购碘盐等混乱事态的发生。那么，面对如此多重的天灾人祸，日本
人的表现又如何呢？ 

坚忍淡定灾民像 

天灾人祸中的日本人，生活在受灾地区，特别是生活在重灾区避难所中的灾民
的表现，与受灾较轻或非灾区的日本人的表现是不大相同的。 

比较而言，以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国外媒体为首，大家多聚焦于避难所中的
灾民的表现，除了随时更新的灾区记者采访手记不断传递着日本人的坚忍信息
外，2011年3月13日，《华尔街日报》日文版还特意发表社论“不屈的日
本”， 对灾民们的淡定守序送上了最大的赞词。 

韩国《中央日報》日文版3月14日发表社论“比大灾难还要強的日本人”，不
仅极度赞美了日本人的守序，还反省了韩国人面对灾难时素质的低下。该社论也
是在描述了灾区日本人的坚忍淡定后，笔锋一转对韩国自身进行了警醒：“值此
灾难和危机之际，我们必须将其作为反省韩国社会没有节制的思考和对应方式的
契机。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应该向日本学习，我们离发达国家还有很远的距离”。 

中国的媒体也不甘人后，很多颇具影响力的报纸和网络，也在第一时间发表了
很多赞扬日本人守序的文章，由于这些文章将对守序的日本灾民的赞誉，扩展成
了对全体日本人的素质的褒奖，而且有的文章还因有过度对国人进行道德绑架之
嫌，即在夸赞日本人的同时，或明或暗地谴责中国的不足，因而也招致了网络的
一片唾弃声，有人称日本地震震出某些文人的丑陋。 

众多海外媒体对日本灾民的夸赞，几乎都被日文媒体及时地翻译成日文，介绍
给了日本的读者，而且这些对日本人的夸赞声也传到了日本天皇的耳朵里，在其
对日本国民的讲话中还特意有所提及。 

数以万计的人瞬间失去了温暖的家园，失去了生命，虽然日本的建筑质量坚固
无比，但在这种9级地震和14米多高的海啸的淫威之下，足可以推知其死伤人数
绝不会在少数，但日本媒体播报的人数却少得大大出乎人们的想象。而且，日本
的媒体在地震发生后的一个星期左右，也是极力克制对灾害实况的报道，主播们
始终保持着镇静的面容，画面上没有出现令人恐怖的死亡特写，没有灾民们呼天



喊地的镜头，更多的是在播放重灾区避难所的灾民们如何自食其力、有序分水取
饭和自救的画面。 

那么，非重灾区或非灾区的日本人表现又如何呢？ 

屯粮抢水安者忙 

与重灾区民众的淡定有序相比，非重灾区或者非灾区的有安全保障的部分日本
人的表现，似乎就不那么值得人称道了。 

地震过去几天了，灾民们虽然饥寒交迫，但还在坚忍守序地勉强靠一个饭团一
口酱汤维持生命，等待救援。有的灾区灾情还更为惨烈，3月15日，日本著名演
员辰巳琢郎受灾区友人之托，在其博客发表题为“地狱”的文章，称日本媒体没
有对灾区受灾情况进行真实报道，灾区尸横满地，有的地方即使是在避难所中，
也因缺粮，致使很多孩子冻饿而死。辰巳琢郎希望日本民众不要只看表面报道，
而应多关注报道背后的事情。与此相对，却看不到日本举国上下的紧急动员，全
民支援，能看到的多是非灾区超市的货架上空空如也，以及非灾区民众屯粮抢水
的忙碌身影。 

另据《毎日新闻》3月22日报道，２０日下午，位于京都市西京区松尾井戸町
的寺院“来迎寺”的“东日本大震灾捐款箱”被一青年盗走。不仅在文化优雅的
京都都会发生如此偷盗事件，而且更为令人发指的是，盗窃分子还去灾区趁火打
劫。自地震发生以来截至3月20日止，宫城县警方仅接到报案的外地日本人到灾
区盗窃案件就已经超过了330起，当地警方和消防团加大了对外地进入灾区的人
员车辆的检查力度，但无奈人力有限，捉襟见肘；灾民们想组成“自警团”来自
行维护治安，保护灾民财产，但也心有余而力不足。虽然此前抓到的在灾区盗窃
自动取款机现金和从商店里盗窃现金与物品的，均为日本人（参见《朝日新闻》
2011年3月16日报道以及“47news”综合新闻网3月16日的报道），但是，有些日
本人仍不愿承认其同类中也有如此龌龊者，而是散布谣言说“全是外国人的犯罪
集团干的”。 

此外，据《每日新闻》3月17日报道，东日本大地震后，在日本各地相继发生
了很多借震灾之机进行捐款诈骗的恶性案件，日本警察厅在其因特网主页唤请民
众不要上当，日本政府的枝野官房长官也不得不出来在电视上呼吁民众提高警惕
（《时事通信》3月17日），但利益熏心的捐款欺诈仍有增无减，据《产经新
闻》3月19日报道，当天一个29岁的东京人在街头欺诈募捐，并用捐款买饮料享
用，结果被送进了警局。 

如果是重灾区的灾民，在饥寒交迫面临生命威胁的情况下，去屯粮抢水尚情有
可谅，但本为非灾区的居民，且在其安全有很大保障的情况下，仍然是有人屯粮
抢水，更有人趁火打劫去偷盗，还有人昧着良心搞捐款欺诈，这就令人对日本人
的行为难以恭维了，而这些也恰恰成了反对过度夸赞日本人的言论的依据。 

缘人本性当思量 

同为日本人，一方面是挣扎于生死线上的灾民的坚忍淡定，一方面却是非灾区
日本人的救援无策和屯粮抢水风潮，甚至是趁火打劫的盗窃和赈灾捐款诈骗。 

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中，曾对日本人进行过如下的描绘：“日本人



既极端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有礼，既顽固又能灵活应变，既驯
顺又恼怒于被人推来搡去，既忠诚又背叛，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好新。”
（长谷川松治译：《菊与刀》，社会思想社，1992年初版第90次印刷，第6页） 

如果依旧借用《菊与刀》这种悖论式的句式来概括日本人的话，那么，我们也
可以说：天灾人祸中的日本人，是既坚忍又脆弱，既淡定又慌张，既富有爱心又
极其歹毒了。但是，仅做这样的描述，显然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们依旧难以理
解为何同为日本人，却会有如此不同的表现。 

其实，《菊与刀》这种悖论句式的缺陷，就在于本尼迪克特完全忽视了某种可
能，即拥有“菊文化”的日本人和拥有“刀文化”的日本人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
的独立阶层。换言之，“菊文化”与“刀文化”的载体是由不同的社会阶层构成
的，片面关注其中的一个方面，则完全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罗斯·摩尔/杉
本良夫著：《日本人论之方程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同理，我们说天灾人祸中的日本人既坚忍又脆弱，既淡定又慌张，虽然都是在
描述日本人，但显然“坚忍淡定”与“脆弱慌张”所概述的都是不同情境下的日
本人。因此，欲把握真正的日本人，若能从日本人的情境中心主义的特点来分析
会更为妥当，换言之，从日本人的生存状态的视角加以分析，将更有助于我们认
识真正的日本人。 

心理文化学的创始人许烺光先生，曾经提出“基本人际状态”这一概念，并据
此对美国、中国、印度及日本社会进行了分析。“基本人际状态”是一个比“个
体人”更大的概念，是“人的系统”，是一种“社会文化场”。基本人际状态这
种东西虽然从外部看不到，但却构成人的生活最重要的社会环境，可视为社会的
一个“常数”，它不仅可以解释各种复杂现象，而且在社会内部发生变化或受到
外部刺激的时候还起着设定范围、决定对应方法的作用，这也是我们能够对变化
着的现象进行理论说明并进行一定预测的基础。（尚会鹏、游国龙：《心理文化
学》，台北南天书局2010年版，第227-228页） 

尚会鹏先生通过运用许氏理论对日本人的人际状态研究指出，日本人的人际状
态是一种“缘人”的存在状态，这种存在状态的特点是，个体的行为所依据的既
不是基于自我利益、自我感受、欲望等个人的自我意识，毋宁说主要是依据个体
与他者互动时的情境以及基于他者的反应和感受的“他者意识”。（《心理文化
学》，第252页）换言之，日本人主要是存在于一个依靠“地缘”和跨地域的
“信缘（如宗教门徒等）”等各种缘构成的人际网络中，也就是说“缘人小群体
本位缔造了日本人的生存方式”。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上述“缘人”这种行为特点，也仅限于缘人共同体
内。在一个个小的缘人群体内，为了个人身心的长久安全，人们是绝对守序的，
而且很多时候往往也是不能不、不得不守序的，所以诸如饥寒交迫的灾民排着
队，有序领取一个饭团子、一口酱汤的行为，未必完全都能用素质高来予以美
化。在小群体本位的日本人心目中，所谓的适用于所有社会空间的普遍的善恶标
准是不存在的，任何善恶是非都是相对的。所以，对于与灾民处于不同情境的非
灾区民众而言，其屯粮抢水的自保行为，乃至有人发出一些幸灾乐祸声，或者做
出一些令人发指的犯罪行径，也谈不上是什么稀罕事情。 



概言之，对日本人持赞美态度者，是以偏盖全地夸大了缘人共同体内的日本人
的表现；而对日本人持贬斥态度者，无非是以偏盖全地夸大了缘人共同体间的日
本人的表现而已。 

一个社会的“基本人际状态”，就像是该社会的文化基因一样，不会在短时间
内轻易改变，所以日本人这种缘人共同体=小群体本位的生存方式，不会因此次
天灾人祸而立刻有所改变。日本社会中的各类缘人群体，就像一些散乱的珠子，
而天皇恰是串珠子的线，只要日本天皇坚持与其民同在，虽然日本政府再次败在
核威力下，但日本人依旧会发挥出强大的凝聚力量，共建其新的家园。 

最后，附带提一句，此前很多文章也曾指出，日本人的淡定有序是受日本的宿
命论文化熏陶所致，是其先天多灾多难的自然环境造就，是日本人平素进行的各
种防灾训练使然，对诸如此类的观点，笔者并不完全反对，也认为各有其理，在
此补充“基本人际状态”的分析视角，也不过是期望能对各方家高论有所补充，
以利于更准确地理解日本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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