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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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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主题是今后日本的消费方

向。 笔者将 2005 年至 2034 年定义为

第四消费时代，如今已然过了拐点，也

意味着第四消费时代基本定型。 与此

同时，第五消费社会出现萌芽。时下正

值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之际， 也对消费

造成了重大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是否

会成为催生第五消费社会的契机还未

可知，但似乎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疫情凸显贫富差距

冲击服务消费

在日本，新冠肺炎疫情使人们意

识到的最大问题就是“贫富差距”。 有

人因为不是正式员工而遭到解雇，有

人在“外出自肃”（自觉减少外出）期间

收入或营业额下降，这些人与高枕无

忧的公务员形成了鲜明对比。 越是低

收入者，越难从事居家办公的工作，这

种倾向是日本的一大问题。

简而言之，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节点，

日本人明显分化为三个层次：骤然跌落

中产阶层、惶惶不可终日的人；虽然保住

了工作，但收入缩水、内心不安、不敢消

费的人；不管发生什么都不担心，能继续

保持中产以上生活水平的人。

新冠肺炎疫情给消费带来的最大

影响是以外出就餐为主的服务消费萎

缩了，因为外出就餐避免不了人与人

之间面对面的服务。

在第四消费社会， 年轻人逐渐在

共享住房、 共享办公室等人与人交流

的空间中发现价值，或者跑到小酒馆、

澡堂子、 胡同小巷里感受类似于昭和

时代的人际关系的魅力。 然而新冠肺

炎疫情直接冲击了上述人们聚集、对

话、交流的场所。笔者一直强调人们自

发地聚集交流、相互联系、相互理解的

场所的重要性， 疫情的突然暴发令笔

者困惑不已。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个重大节点，

然而即便没有新冠病毒， 在日本这样

的超级老龄化社会， 护理消费也会持

续增长。 今后旨在保护健康的预防性

消费与健康受损时的治疗性消费都会

大幅增加。

政府希望延长居民的寿命， 因此

会鼓励消费者积极投入预防性消费。

但是，富裕的人负担得起预防性消费，

经济条件不好的人却无能为力， 他们

患病的风险较高， 往往把更多的钱花

在了治疗性消费上。 这些都是贫富差

距在护理和健康问题上的体现。

市中心人口外流

郊区意外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给日本带来的

另一大变化是城市结构。 大城市圈的

人口数量多、密度大，感染风险较高，

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搬到郊区或小城市

居住。目前，东京的人口已连续数月净

流出。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唯一正面作

用是推动了居家办公。今后，在位于郊

区的家中或共享办公室里上班的形式

将快速得到推广。由此，日本郊区的行

政机关如果能够抓住机遇， 认真研究

相关问题并提出建议， 将大大促进郊

区的发展。

在一些人口回归的郊外住宅区，

越来越多的居民在避免“三密”（2020

年日本年度流行词之一， 即密闭、密

集、密接）的情况下互帮互助，社区的

力量不断壮大。

市中心的居酒屋、 夜总会等“三

密”场所的酒局减少了，与此相反，人

们利用郊区的空置店铺建起了儿童食

堂、家庭食堂、夜间咖啡馆、轻食餐厅

等。 这些社区商业活动产生于居民自

身，也更易于被大众所接受。笔者已经

多次提出这种模式， 但它借助新冠肺

炎疫情的契机推广开来却完全不是笔

者的本意。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能

够不断催生好的现象就是好事。

政府发布紧急事态声明后，在市中

心，人们交流的空间受到挤压，而郊区

的居民互助增多，社区力量得到发展。

未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街区

大多数曾体验过居家办公的人不

会再想回到乘坐人满为患、 摇摇晃晃

的电车去上班的生活。 当前，“不用通

勤也能工作”的观念深入人心，甚至，

“能否居家办公”将成为求职者选择公

司的一项标准。

城市中心的租金贵、物价高，居家

办公削弱了市中心的优势， 甚至能够

为日本的家长提供便利条件， 满足他

们让孩子亲近大自然的愿望。

如果长期居家办公， 人们就需要

一处场所，那里有绿色的植物，能够呼

吸新鲜空气，做一些简单的运动。尤其

在发生地震等紧急状况、 需要去公园

等开阔场所避险时， 人们愈发感受到

家里有一个宽敞庭院的重要性。

在不动产市场上， 位于市中心、靠

近车站的物业一度抢手，但人们正在重

新审视郊区的独门独院住宅的价值。

综上所述， 今后适宜工作和生活

的街区具备以下四点共同之处： 区域

内不仅有千篇一律的连锁商店， 还有

个性鲜明的个人商店； 街区拥有历史

气息浓厚的街道和各式各样传统文化

展示，并能将其应用到城市建设中；文

化方面，有大学、美术馆等；自然条件

方面，绿荫浓郁，水景宜人，空气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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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消费时代》是日本知名社会观察家三浦展的经典之作，该书将日本消费社会的

发展归纳为四个阶段。 这一系列社会消费形态的分期不仅在日本国内取得共鸣，概念引入

中国之时，也引发了国内很多媒体、学者和企业家的关注和讨论。

在此次修订的新版中， 三浦展特别增加了疫情对于消费社会形态演变的影响和趋势

分析，在他看来，或许第五消费社会的雏形正随着疫情的发展在悄悄形成。 以下内容节选

了三浦展对疫情影响下消费社会现状的分析，以及对疫情后消费社会的展望，读者或许有

所启发。

为纪念赛珍珠诞辰 130周年，

《永恒的赛珍珠》《再见赛珍珠》两

书在 2022年赛珍珠国际学术研讨

会上首发。赛珍珠出生未久便随父

母来到中国，并在被其称为“我的

中国故乡” 的镇江成长、 成才、成

婚。 1938年，她描写中国农民生活

的长篇小说 《大地》（The Good

Earth）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并风行一时、畅销海外。

两书的作者刘龙、徐和平，是

改革开放以来镇江赛珍珠研究的

拓荒人， 开启了中国大陆的赛珍

珠研究事业。 作为学术史料汇编

与回忆性资料集， 两书对开拓赛

珍珠研究领域， 记录镇江市赛珍

珠文化遗存的发现、 保护及利用

颇具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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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讲述朱元璋所称 “洪武

愚顽”，即“不合格的被统治者”的

故事。 它选取《大诰》中写到的十

二个案件抽丝剥茧， 阐述了案件

背后的来龙去脉。 审案纪实结合

作者对明代政治制度史、 法律史

的研究， 勾勒出洪武时代各色人

物的荒诞命运以及可怖的生存状

态，再现了洪武帝“重典之治”的

本来面目。

作者作为资深历史编辑，曾

在多个平台发表历史类文章，主

张回归常识，寻找历史真相。本书

关注大历史中的小人物， 文笔晓

畅明白，逻辑笃实严谨，将温情与

敬意给予洪武时代的小民， 对其

辗转腾挪与顽强生命力表达 “同

情之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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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再见赛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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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海的匈牙利人……》由匈牙利驻上海总领事

馆与匈牙利国家档案馆联合推出，图文并茂地记录了过往

在上海生活过、并以之为家的杰出匈牙利人。

1843年开埠之后的上海无疑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

外侨总数在 1942 年达到顶峰，超过 16 万人，国籍约近 60

个。 近代上海的文化拼图中，自然少不了匈牙利人的身影。

1890 至 1949 年，近 800 名匈牙利人在这座被誉为“东方巴

黎”的城市度过了他们人生中的一段时光。 其中为人所知

的，有名叫李恩斯的匈牙利商人 1901年首次将“汽车”运抵

上海；而大名鼎鼎的匈牙利籍建筑师邬达克的诸多非凡作

品至今屹立于上海。

上海社科院院长王德忠在评介此书时提到：“月朗星稀，

许是邬达克的个人光芒太过于耀眼，若再追问，上海历史上

匈牙利人全数几何？ 群像若何？ 世上能答出一二的人就少之

又少了！ ”而本书极大弥补了这一知识空白，记录了其中 60

多位匈牙利人在这座城市留下的印记，让他们的故事重回大

众视野，其中不乏有建筑师、物理学家、艺术家及探险家等。

上海匈牙利人史迹寻踪

走进被疫情悄悄改变的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