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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在不断创造“黑科
技”，一面还在使用印章、传真
机这样的“老古董”。一直以
来，创新与守旧，同时存在于
日本社会。

然而，一场疫情，正在让
日本发生转变。

肉眼可见的，是对生命与
健康的威胁。截至当地时间 5
月 26 日 23 时 59 分，日本报
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4536 例，累计报告 731358
例。25日，东京、京都、大阪和
兵库 4 个都府县第三次发布
紧急事态宣言满一个月。目前
处于宣言下的 10 个都道府县
的感染人数均保持较高水平。

悄无声息的，是对环境和
心灵的重塑。当一些有着上千
年历史的传统逐渐被“遗弃”，
一些新鲜事物被慢慢接纳，日
本人“固执”的一面，似乎正在
经受疫情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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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开始青睐通过扫码来
进行小额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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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改变的旧传统
疫情之下，一些日本传统文化

正在面临冲击。

在日本，无论是买房、买车、办理
手续，还是申请护照、信用卡、贷款，

申请材料落款处的印章就是本人签
名一样的存在，有着不可替代性。

日本有着悠久的印章文化。大

约在两千年前，印章从中国传入日
本，成为贵族用品；19 世纪 70 年

代，伴随着日本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印章逐渐发展成为每个企业和公民

的必需品，成为企业、组织和政府信

誉的重要象征。
但疫情的到来，动摇了印章在

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

疫情发生以前，日本东北大学
的管理层就在研究如何精简运营一

所高等院校所需要的工作时长。疫
情暴发后，随着出行受到限制、学校

讲座转变为线上进行，以及仙台市
政府采取了“严守社交距离”的措

施，东北大学管理层决定

正式废除印章的使用。
“当日本开始出现新

冠疫情，保持社交距离和

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就成
了当务之急。”东北大学工

作人员横田友子说，“所以
我们制定了一个紧急计

划，将课程搬到网上，让大

部分行政人员居家办公。”
横田友子说，这意味

着学校允许远程办公，员
工不必前往办公室盖章签

署文件，以及减少纸张浪
费。

东北大学估计，告别
印章将为学校每年节省 8

万小时的工作时长。为了取代实体

印章，东北大学还引进了一个电子
审批系统，所有行政工作都可以在

网上进行。
东北大学的做法似乎是日本社

会对于印章态度变化的缩影。疫情
期间，日本从政府到企业都开始积

极推进电子化作业。

去年 4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在政府相关会议上称，希望对

民间经济活动中的书面和盖章习惯
进行全面摸底，以便改革这一习惯。

日媒报道称，现在日本正在酝
酿一场基于信息技术的“电子印章

风潮”。尤其是大型 IT企业对于这
项改革最为积极，不少企业开始撤

销书面合同，改签电子合同。
但对于一些日本人来说，改变

需要时间。
疫情面前，虽然很多日本企业

施行居家办公，但总有些人不得不

去公司。

一项调查研究显示，76.7%的
日本上班族即便在家办公也时常

需要去公司，理由是“要确认和整
理客户寄来的书面材料”和“给合

同盖章”。
岩村真洋子是东京一家跨国企

业的员工，她说她十分“佩服”自己

的上司，因为“他不得不冒着生命危
险去公司拿印章，不然很多项目都

会陷入停顿”。
而接受也需要过程。

“印章仍在被广泛使用，这种情
况不会在短时间内改变。”在日本印

章工业协会理事长德井高雄眼里，
印章是一种能清楚证明使用者意志

的工具，而每个印章也是独一无二
的艺术品。

“不过，我们预计未来几年，印
章的订单量会减少。”德井高雄也承

认，变化正在酝酿中。为此，他们也

在研究开发电子印章，以满足日益

增长的数字化需求。
除了印章，传真机也是代表日

本企业传统的一个标志。
去年，日本政府的一项研究表

明，几乎每一家日本公司和三分之
一的日本家庭仍在使用传真机。

“一些五六十多岁的人，对黑客
攻击、数据泄露有着深刻的恐惧，他

们认为传真是最安全的。”

日本新潟经营大学教授泽利切
夫分析称，日本人对传真机的依赖

虽难以理解，但究其根源，还是一些
老员工不愿相信现代科技。

伊万也注意到，随着日本年轻一
代的崛起，对于没有一份可以保存的

纸质文件的恐慌情绪正在消退。
“难道说，即使有新冠病毒，我

们也要坚持手写和传真吗？来吧，让
我们停下来吧！”一名日本医院的呼

吸内科医生发表推文呼吁。
疫情正在重塑日本人的工作方

式。分析人士认为，这场危机在一定
程度上给那些对工作持有深刻传统

观念的日本公司提供了一个摒弃旧
习惯的机会。

陷入更绝望境地
疫情带来的改变，还关乎人们

的内心。

去年春天，因为疫情，在大阪一
家健身房做私教的桥本真奈丢掉了

工作。
由于害怕一个人，她总会给男

友打电话，让他过来陪自己。即便如

此，桥本真奈还是忍不住想哭。
一个可怕的现实是，疫情加重

了她的抑郁症。
“我所生活的世界已经很小了。

现在，它变得更小了。”今年 7月，桥
本真奈试图自杀。好在男友及时发

现，才挽回了她的生命。
失业的绝望感、居家隔离的孤

独感、沉重的家庭负担、骤增的家庭
暴力……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让

很多日本女性倍感无助、苦苦挣扎。
一些人甚至选择以死来作为解

脱。据统计，2020年有 6976名日本
女性自杀，这个数字比 2019年增加

了近 15%。

而每一次自杀都是植根于复杂
原因的悲剧。

去年 7月，一名感染了新冠病
毒的 30岁日本女性在痊愈后不久

于家中自杀身亡。她在家中留下一
张字条，上面写着对因她而染疫的

人们的抱歉，以及给他人带来麻烦

而深感痛苦。
“女性承担着预防病毒的重担，

她们必须在疫情期间照顾好家人的
健康，如果做不好，就会受到质疑。”

日本精神卫生服务协会理事长西村
由纪说。

医学专家还担心，去年接二连
三的日本明星自杀可能会激起一连

串的模仿自杀事件。
在广受欢迎的日本女演员竹内

结子于去年 9 月底自杀后的一个
月，日本自杀女性人数比前一年增

加了近 90%。
“当你一个人独处时，你会感到

被社会孤立。这种感觉非常痛苦，痛
苦到想自杀。”在竹内结子死后不

久，30岁的奈央开始用博客记录她
与抑郁症的斗争。

奈央的丈夫表示，他妻子的抑
郁症或许是漫长的工作时间和残酷

的办公室文化所致。疫情期间，因为
抑郁症愈发严重，奈央辞去工作并

寻求了精神治疗。
但奈央清楚地记得，自己总是被

交不起房租的不安全感折磨，这些感

觉让她萌生了想要自杀的念头。“我
只是觉得失去了一切。”她回忆道。

疫情期间，女性不仅要为如何
取悦电脑另一头的老板而忧心，还

要花大把精力来确保孩子和老人的
健康。与此同时，她们与外界的接触

和朋友的联络越来越少。
“如果他们不能和其他人一起

分担压力，那么抑郁情绪的产生就
不足为奇了。”京都外国语大学社会

学教授内本久美子分析。

正在拥抱新事物
另一方面，一些保守的日本人

正在学会接受新事物，尽管这并不

是件容易的事。

日本人的钱包里总是塞满了硬

币和纸币。长期以来，对现金的热爱
都是日本人走向“无现金经济”的

“阻碍”。但疫情似乎成了刺激他们
拥抱电子支付的“一剂猛药”。

位于东京都东部的三鹰市曾是
一座只接受现金的城市。但为了尽

可能避免人与人之间近距离接触以

及居家期间网购的兴起，三鹰市也
投入到了“电子支付”的怀抱，成了

东京都第一个安装了自动结账机的
城市。

“自疫情发生以来，我们就开始
考虑接受像二维码、电子货币以及

信用卡这样的无现金支付方式。”三
鹰市政府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田中弘

说，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减少感
染风险，提高办事效率。

三鹰市不是日本唯一一个开
始接受无现金支付的地方。福岛、

横滨……越来越多的日本城市也
加入其中。

将数字化融入实体店的购物
体验，也在进一步促进数字支付的

流行。
日本的星巴克和麦当劳推出了

一项移动订购服务，顾客在进店前
已经通过应用程序订购、付款，到店

后即可提货就走，无需扎堆排队等
候取餐。

“二维码支付呈现出很高的增
长率，人们越来越青睐通过扫码来

进行小额结算。”日本经济产业省无

现金支付促进办公室主任西川直夫
说。

在危机时刻寻求与他人的联系
似乎是人类的天性。

疫情下的一些日本年轻人，开
始通过在线约会和在线派对来排遣

焦虑、摆脱孤单。
一项最新的调查研究显示，自

多地开始发布紧急事态宣言以来，
日本有 90%的未婚男女有孤独感。

东京某婚姻代理机构客户经理
山口表示，该公司刚推出在线约会

服务，用户数就翻了一番。
统计数据表明，与朋友介绍、酒

吧餐厅偶遇这种传统的方式相比，
在线约会的匹配成功率高出了

30%。
一家名为林克瓦尔的日本公司

在疫情后创建了一个视频在线聊天
服务，最多可邀请 200人一起参加

线上“派对”。
“在逆境之中，人们越发渴望陪

伴。”公司的负责人这样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