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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面是天使，一面是魔鬼

——日本教育现状观察

前两年，两则有关日本天皇嫡孙女爱子的新闻格外引人

注目。一则是皇太子反对搞子女教育特殊化，坚持让爱子徒

步上学。于是，在报纸醒目位置出现了爱子背着大书包、拼

命奔跑的照片；另一则是说爱子因在学校受到欺负而患上“校

园恐惧症”，逼得雅子妃亲自陪读。

两则新闻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一面是天使，一面是魔鬼，

折射出日本教育的斑驳现状。

日本是个让我们百味杂陈的国度。从政治和近代史的角

度讲，可谓不折不扣的恶邻；但从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

着眼，又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参照和学习的榜样。

不得不承认，日本教育当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从

日本的教育当中，我们可以找到当初其何以雄踞亚洲的答案。

当然，精华与渣滓从来都是相依并存的，身为老牌资本主义

国家，日本教育也折射出很多社会问题，这对于正处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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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中国，也不啻为另一种借鉴。

比如，日本的家庭与教育。作为同属儒家文化圈的国家，

日本既重视家庭的作用，更重视家庭的教育。家庭，是孩子

进的第一所学校，而家庭成员则是孩子们面对的第一任师长。

有什么样的家庭，就有什么样的教育，也就有什么样的教育

结果。日本的家庭教育，具有显著的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碰

撞交融的特征，既强调父母的权威，又不失相互间的平等、

尊重。尤其是在从小培养孩子的意志体魄方面，其严苛、严

厉程度堪称“虎妈虎爸”。

然而，家庭并不是隔离于社会而存在的。在不良思潮的

影响下，日本的一些社会问题也映射到日本的教育当中。校

园凌辱、校园暴力、援交……似乎已经成为日本教育的另一

代名词。连日本天皇的孙女都能受到同学们的“特殊照顾”，

可见日本校园暴力达到了何种程度。所谓“染于苍则苍，染

于黄则黄”。日本教育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日本的社会环境、

社会风气难辞其咎。

此外，透视日本这些年的教育状况，还呈现出诸多乱象。

其一，政府越来越重视，学习环境却越来越恶化。虽然

日本政府一直致力于解决少子化问题，但是教育资源短缺、

虐童案激增、禽兽教师性骚扰案件频发、儿童色情信息泛滥等，

都让校园不再宁静，不再单纯。

其二，学费越来越高，教育质量却越来越低下。日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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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里的不良学生、问题学生层出不穷，即使是日本大学也因

为这些年日本政府经费投入上的减少，导致实力下降，世界

排名后退，这一切均导致了教育质量的下滑。

其三，学生学习热情越来越少，校园暴力却越来越多。现

在的日本学生，没有上进心，缺少学习的动力，安心读书的人

越来越少，倒是打架斗殴、侵凌弱小的校园暴力事件越来越多。

其四，改革力度越来越大，改革效果却差强人意。为了

扭转教育质量下滑的问题，日本政府近年来也推出了一系列

教育教学改革计划，可奈何学生和家长并不买账，认为这是

换汤不换药，瞎折腾。结果导致很多改革措施步履维艰，甚

至半途而废。

这些教育乱象并非日本一国所独有，作为转型期的中国，

类似的情形也时有发生。本人近些年通过对日本教育的观察

和思考，陆续写了一些文章，所谓积沙成塔、集腋成裘，不

经意间，竟也有几十篇之多。现将其整理成书，其目的不只

是观察日本的教育，更是希望通过对日本教育的观察，给我

们当下的教育改革提供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参考。

当前，中国的教育改革已经驶入了快车道，如何兼顾教

育的效率与公平，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问题。同时，日本教

育中出现的校园暴力、色情、网络沉迷等问题，在中国的学

校里也并不鲜见。如何杜绝这些问题的发生，还校园以原本

的纯真与简单，中日两国在这方面也都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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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双肩书包装满传统文化

稚嫩的肩膀上边，背着方方正正又很卡哇伊的双肩书

包……这是日本小学生走在道路上的常见身姿。这种典型的

日本小学生形象，可不是“主要靠气质”，说起来，他们身后

的那款双肩书包作用不小。

如今，日本小学生的双肩书包不但在日本占据着重要位

置，而且成为“日本制造”走向世界的又一代表。随着访日

外国游客飙升，日本双肩书包已经作为一种时尚和文化，迅

速被不少国家的民众了解和接纳。有些知名品牌的双肩书包

不但设计和材质高大上，价格也相当不菲，少则三四万日元，

多则六七万日元。但是，这依然没有阻挡外国“剁手党”购

买的热情。比起绝大多数外国人对日式书包工艺及质量的热

捧，日本人其实有着更多的感情投入和文化坚守。

第一，双肩书包是日本人长期引以为豪的“匠人”传统

的忠实体现。比起那些颇具产业形象的“日本制造”，以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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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为消费主体的书包可谓是十分低调，深藏不露。然而，

这一商品却凝聚着日本的手工匠人一针一线的技术绝活，堪

称日本匠人的“巨作”。

知名书包制造商“大峡制包”的技术人员介绍，日本精

湛的双肩书包中的手工技术含量不亚于高端汽车，很多书包

里甚至采用了与奢侈运动系汽车 LFA 相同的材质。因此，对

双肩书包的钟情，也是日本民众对“匠人文化”的一种坚守。

第二，双肩书包与日本的动漫因素相互辉映，形成了独

特的小学生文化。动漫正日渐成为日本面向世界的文化软实

力之一。而书包文化也深刻体现在日本动漫作品中，比如在

人气颇旺的《名侦探柯南》、《哆啦 A 梦》中，均有背着日

式双肩书包的卡通人物登场，其形象深入人心。对书包文化

的坚持，客观上已经成为日本人通过实际行动对本国动漫文

化的自觉传承。

第三，双肩书包是日本小学生的身份符号和社会标志。

款式统一又各有小特色的书包，是向外界释放“我是小学生”

的最好信号，伴随着日本小学生的学习与成长。日本一般实

施 6 年小学制，日本书包生产商也一般将书包产品质保期设

定为 6 年，与小学生的生活保持同步。6 年这一时间的设定，

不但有对自身质量和服务的自信，更多体现着对作为消费主

体的孩子们的一种人文关怀。而且，书包一定程度上还充当

着小学生“护身符”的角色。独特的“大砖头”式款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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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精挑细选的材质选用和技术含量，小学生书包在小主人

后仰跌倒、被外来行人、自行车等冲撞时，还能起到缓冲的

保护作用，一度被不少日本妈妈视为孩子的“守护神”。

直到现在日本小学生们依然背着多年未变的双肩书包，

其实与价格、款式和人气关系不大，更多体现了一种文化传承。

而且随着海外知名度的不断提高，承载着日式文化的双肩书

包，还可能成为展示日本传统特色的又一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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