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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疫情悲剧：日本女性自杀率飙升
文 / ?天然

一旦社会状况恶化 弱者首先遭到抛弃

    日本自杀率一直居高不下，随

着疫情的蔓延，情况日益严峻，女性
自杀率更是飙升。2020年 7至 12

月，日本自杀人数连续 5个月呈上
升趋势。其中，10月自杀死亡人数

甚至超过 10个月以来疫情死亡人
数总和，自杀人数环比上涨 39.9%，

男性自杀人数环比增幅 21.3%，女

性自杀人数环比增幅高达 82.6%。
这些在疫情之下被生活压垮的

女性，只能以自杀的方式，在无限的
黑暗中发出最后一声悲鸣。每一条

逝去的生命都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数
字，揭示的是日本社会一个深刻的

问题：日本应该如何处理好两性关
系，如何对待占国家人口总数二分

之一的女性群体？

失去兼职工作
贫困无力自救

“一旦社会状况恶化，首先被抛
弃的是弱者。日本社会不在乎女性，

她们是日本社会的弱者。”43岁的
小林惠理子说。

小林在一家非政府组织工作，
疫情之下虽没丢掉工作，但薪水远

不如从前。小林身边的女性朋友中，

很多人都失去了兼职工作，这让她
越发产生了对贫困的担忧和恐惧。

小林曾在二十多岁时因为生活
贫困自杀未遂，如今她再次感受到

死亡般的气息：工资少了，好像人走
在漫长的隧道里，永远看不到出口

的光亮。“仿佛又要回到以前的贫困
状态，我被危机感紧紧缠绕着。”

2020年 4月，由于疫情蔓延，
日本政府第一次发布“紧急事态”宣

言，采取一系列措施限制民众活动，
以餐饮、旅行等为代表的服务行业

受到重创，餐厅、商店、旅馆等商家
纷纷裁员自保。首当其冲的，便是长

期以来在服务行业从事各种非正式
工作的女性。据不完全统计，因疫情

失业的约七成是女性，高达 74万女
性失去工作，是男性的 2倍以上。

女性贫困，这个日本社会的痼
疾在疫情之下被放大，一些日本女

性在无助与绝望之中选择默默无言
地终结自己的一生。

这些被解雇的女性，不少是家
庭主妇。男主外女主内是二战后日

本的主流家庭模式，丈夫心无旁骛

在外工作，妻子作为贤内助照顾家
中老小生活。可以说，这种以性别为

基础的社会分工，是日本战后经济
腾飞的基础。然而，随着上世纪 90

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国家经济
陷入低迷状态，单靠丈夫在外打拼

已经不能支撑全家人的开销，妻子
也不得不在完成原有家务劳动之

余，外出兼职贴补家用。
酒店餐厅服务员、便利店收银

员、百货店售货员……越来越多家
庭主妇从事兼职工作。据统计，如今

靠丈夫单方收入维持生计的日本家

庭已不足三成。

虽然丈夫不再像之前一样是一
家的顶梁柱，但繁重的家务劳动依

然只有妻子在负担。这使她们不能
像男性一样成为全职的正式员工，

而兼职工作不但工资少也没有保
障，疫情中最先被解雇的便是她们。

家务压力繁重
家暴无处可逃

日本女性所面对的，不只是对
经济状况的担忧。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以年
龄区分，在疫情之下自杀的女性之

中，四十多岁中年女性占比最大且
环比增幅最快。她们中的大部分人

除了经济的担忧之外，还从家庭中

感受到了日渐繁重的压力。
在日本，育儿和照顾老人被公

认为女性需承担的责任，这种根深
蒂固的家庭观念并没有因为家庭内

部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发生显著改
变。疫情持续加剧让母亲永远在担

忧孩子的健康状况，而随着紧急事
态的宣布，学校封闭，孩子整天待在

家中，母亲的家务重担更是日渐加
剧。一边是日渐干瘪的钱包，一边是

需要营养补充的孩子，被夹在其中

的中年母亲们疲惫不堪。然而，她们
还被繁重的家务占据了几乎所有时

间，无法向他人诉说自己的痛苦。
同时，家庭暴力也随着疫情的

蔓延日渐显著。男主外女主内的家
庭模式决定了男女双方不平等的经

济水平，导致了夫妻双方不对等的

家庭地位，隐忍顺从长期被视为日
本妻子的“美德”。紧急事态宣布后，

很多公司开始居家办公，一家人待
在一起的时间变长了，日常琐事带

来的矛盾也随之增多了。加上失业
带来的经济贫困，妻子在家庭内部

的话语权更是受到严重冲击。
在家庭办公和外出控制之下，

日本的女性无处可逃。据日本内阁
府统计，疫情之下女性遭受家暴的

求助案件比去年同期增长至少两
成。不少女性因不堪忍受家暴而到

精神疾病科住院治疗，更有甚者自
杀未遂而被紧急送往医院，也有一

些人用自杀结束了生命。
“女性不得不为了家务劳动和

育儿牺牲自我，这是日本的家庭模
式。但对女性来说，这个担子是不是

太重了点？”日本精神神经学会理
事、东邦大学教授水野雅文指出。

网络暴力肆虐
放大性别问题

即便没有失去工作，没有家庭
困扰，依然有日本女性没能逃离自

杀的命运。
2020年 5月 23日，年仅 22岁

的女拳击手木村花自杀身亡。她生
前曾参加一出人气爆棚的真人秀，

因在节目中对一名男性演出者严加

训斥的失言行为，遭受了大量来自
网络的暴力攻击。木村花推特账户

下的评论中，“滚出节目！”“从世上
消失吧！”“去死吧！”这样的字眼频

频闪现。
“国家呼吁民众‘自肃’，减少外

出，大家把更多时间花在网络上，工
作和生活中的不如意便通过网络发

泄给了别人。”日本国际大学国际交
流中心副教授山口真一如此解释。

除了对木村花在节目中不当言
行的猛烈批评外，同时还有例如“她

一点也不可爱！”“长得真丑！”这样
针对女性外貌与性格的批判言论，

日本警方还逮捕了一名多次通过社
交网络诽谤木村花的男性网民。身

为拳击手，木村花用自己的实力在
赛场上获得了荣誉与掌声，却在疫

情之下的网络世界里，被“男性凝
视”的淫威吞噬了鲜活的生命力。

女性自杀问题的凸显，更提示

了在日本社会讨论性别议题的必要
与迫切。日本的社会构造对女性来

说是极其不利的，明确以性别为导
向的社会分工，强化着男女两性不

得不扮演被社会书写好的性别角
色，个人的每个选择都必须与性别

捆绑。疫情如同一把放大镜，将这些
问题加以放大，并以女性自杀人数

飙升的方式呈现在世人眼前。
（作者系复旦发展研究院·复旦

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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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菅义伟 7 日宣

布，东京都及周边神奈川县、埼
玉县和千叶县 8日起实行紧急

状态，暂定持续至 2月 7日。

菅义伟当天在召开专家咨

询会议并向国会报告后正式发
布“紧急事态宣言”，这是新冠

疫情以来日本第二次宣布紧急

状态。 2020年 4月，时任首相
安倍晋三针对东京都和大阪府

等地疫情发布 “紧急事态宣
言”， 此后紧急状态扩大至全

国，5月下旬全部解除。

为减少对经济的影响，本

次紧急状态的措施比第一次更
加“克制”，重点针对被认为加

剧疫情扩散的餐饮业。 餐厅被
要求 20时结束营业，对配合要

求的餐厅， 政府将向每家店铺
提供最高每天 6万日元补偿。

此外， 日本政府要求民众
20时以后尽量避免外出；呼吁

企业尽量让员工在家办公，目
标是减少 70%出勤人数；要求

举办大型活动时入场人数不超
过场地额定人数一半， 并设定

5000人上限。 不过，幼儿园和
中小学不需停课， 而第一次紧

急状态时， 除很多餐饮和娱乐
场所被要求停业外， 学校全部

停课，很多活动延期或停办。

疫情紧急状态

第二次实施紧急状态无可

避免地给日本经济带来新一轮
冲击，尤其是餐饮业、零售业、

交通业和旅游业等。

对餐饮业来说， 忘年会和

新年会是一年中最挣钱的业
务， 但在 2021年新年，90%以

上企业取消忘年会和新年会，

给餐饮业带来重大打击。

日本最大的居酒屋连锁集

团“和民”宣布，到 3月将关闭
114家店铺， 占其全部店铺的

20%。经营“牛角”烤肉店和“北
海道”等居酒屋的 Colowide餐

饮集团宣布， 已关闭 125家直
营居酒屋和 70 家直营餐厅。

“家庭餐厅”集团也宣布，到 12

月将关闭 200家店铺。

日本亚洲航空公司宣告破
产，负债总额达 217亿日元，成

为疫情暴发以来日本最大的企
业破产案。 全日空航空公司也

出现严重亏损， 不得不宣布全
体员工减薪 30%，取消冬季奖

金。 这是该公司创立半个多世
纪以来第一次取消冬季奖金。

企业现倒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