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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缺什么？
其实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清楚，但从一个日本人口中说出来，总会觉得有些不自在。
近藤大介先生的这本书写得很有分寸：他来北京工作数年，但从不扎堆在“日本老乡”之中，而是愿
意天天乘地铁、搭公交，与周边的中国人搭讪、交往，时时刻刻感受“中国特色”，还娶了一位中国
太太。
所以，这位“中国女婿”对中国的批评，实在留着客气。

我在中国居住多年。
如果说日本是我心中‘最温柔的部分’，那么中国也是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有一个中国妻子，更多时候，我享受着她对我的‘中国式管理’，至今，我们仍然彼此爱慕如初恋
，我们知道彼此拥有什么；我们也时常如两面镜子，通过对方照出自身所缺。
”
——近藤大介
【编辑推荐】
中日虽互不信任，但也要彼此摸底。

这是隔海相望的一次“国民谈心”，通过对方，照出自身所缺！

是国家性的缺失，还是国民性的痼疾？

哪怕一个伟大的国家，也常常通过它的缺点和所处的时代联系在一起！

这是一个日本学者对中日国民性进行观察的反思之作！

作者真正探究到了中日文化的精髓，并实现了有趣的跨文化比较！

中国缺少优质的服务、缺少细腻的技术，中国人仍然很不团结；日本缺少责任心、缺少广阔的视野，
日本的后继力量堪忧⋯⋯。

近藤大介在中国居住多年，他将我们司空见惯的现象娓娓道来，既非尖锐批评，又非一味吹捧，幽默
与自嘲中多带诚恳，此种“诚实的尴尬”难能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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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老板们的“致命伤”不过，世事无绝对，我也遇到过吓出一身冷汗的时候。
有一次，一位来北京出差的领导对我下达了命令——此次，公司正在考虑与中国的A文化公司合作，
希望你们能尽快提交一份关于这个公司的调查报告。
接到命令之后，我立即叫来了一位负责处理相关事务的中国负责人，并向他传达了这件事情。
他说了一声“我知道了”，然后就开始着手写报告了。
到了傍晚快下班的时候，这位负责人走到了我面前：“报告写完了。
”“辛苦了”我一边说着一边开始读他的报告。
然而，还没读几句，我就发现他写的并不是关于“A公司”的报告，而是同属文化产业的“B公司”的
报告。
于是，我赶紧把他叫了回来，向他确认了一下。
谁知，他竟然淡定地回答说“比起A公司，B公司的业绩更好，而且更具有发展前景。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和A公司合作，而应该和B公司合作。
所以，我写了一份关于B公司的调查报告。
”如果用善意的方式解释，这位负责人是出于对公司利益的考虑，才写了一份关于B公司的报告。
但是，如果我也像他那样，把一份关于B公司的报告提交给来北京出差的总公司领导的话，那么，估
计最迟下个月，我就会收到一张飞往日本的“单程机票”。
说的直白一点，我会被立即免除公司驻京现地法人代表的职务。
结果，那天我一个人加班到了深夜。
第二天一大早，我将一份自己亲手整理的“A公司”的资料上交给了总公司领导。
在和我一样被派驻到北京工作的日本人中，我认识一位“猎头公司”的总经理。
他的公司专门为日本企业输送中国的人才。
我曾经问他说“日本企业现在一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他做出了这样的回答：“不管是否属于制造业，日本企业都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会日语。
第二、能够按日本领导的指示做事。
换句话说，日本企业希望录用的都是既能用日语沟通，同时也具有‘一致性’的人。
”听了他的回答，我突然感觉所有的日本企业好像都在为日本和中国的文化差异而叫苦不迭。
正如在上文中我反复强调的那样，日本企业最重视的就是“一致性”和“团队精神”。
所以，对于想要进入日本企业的中国求职者以及已经在日本企业里工作的中国员工来说，以下的“三
项基本要素”非常重要，那就是用日语“向上司报告”、“和上司联络”以及“和上司商量”（简称
“报联商”)。
上文中出现的那位擅自将调查对象由“A公司”换成“B公司”的负责人就是缺乏“报联商”的典型例
子。
不论他的观点多么正确，他的这种做法都成为了公司内部的巨大隐患。
最终，这位负责人似乎也察觉到了自己和日本公司的格格不入，所以不久之后主动辞职。
看到这儿，相信您已经发现了，就连像我所属的日本企业都非常欠缺“一致性”和“团队精神”，那
么中国的企业内部的这种欠缺应该更严重吧。
我曾经看过我们公司客户——一家中国广告公司的主页。
其中，令我感到无比震撼的是，这家公司明明只有100人的规模，但是在招聘启事的人数一栏却赫然写
着“30人”。
后来，我见到了这家公司的“老板”。
我问他说：“最近准备开拓新业务了吗？
”“没有啊。
为什么你会这么问？
”他一脸茫然地看着我说。
听完我的解释之后，他笑着说：“这对于你们这些在日本企业工作的人来说，可能很难理解——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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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民营企业里，人员流动非常频繁。
所以，我们公司虽然只有100人的规模，但是我们仍然做好了随时招纳30人的准备。
”听了他的话，我恍然大悟。
但是，与此同时我又大吃一惊。
如果是一家100人左右规模的日本企业，只要没有大量的新业务出现，那么这家公司一般只会招募一位
新员工。
特殊情况下，最多也只招募两位。
2012年夏，我回到日本之后，整理了一下自己在北京工作的3年时间里收到的4500多张中国人的名片。
结果我发现，在这4500多人中，到我回国时为止，依然在名片上写的那家公司工作的人仅仅只有25%
左右。
也就是说，每四个人里只有一个人还留在原公司。
而且，留下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公务员或者国有企业的员工，民营企业的员工只占到了10%左右。
而在过去的三年里和我交换名片的日本人中，辞职的民营企业员工的人数比例同样为10%左右。
换句话说，根据我的初步计算，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中国民营企业的职工辞职率为90%，而日本的
仅为10%。
中国人为什么会这么轻易地选择辞职呢？
这是因为无论中国有多么强烈的爱国精神也比不上日本人。
那么，为什么中国人缺少爱国精神呢？
我个人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所有的中国人都有“成为老板”的想法。
记得在20多年前，我第一次游览故宫和万里长城的时候，中国导游对我说了一些令我终身难忘的话。
他说：“中国人自打一出生就想当皇帝。
而‘中国现代皇帝’毛泽东留下了‘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诗句。
所以，每次来到故宫和万里长城，中国人都在心里想‘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当上皇帝’。
可是现在中国没有皇帝了，于是大家就想‘那就当老板吧’。
”20多年后，我来到北京工作。
在那三年的时间里，我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中国老板。
在饭桌上，很多中国老板都会一边大口大口地品尝着美食，一边对我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
中国人是条虫。
要想让虫变成龙，就必须采取‘论功行赏’和‘杀一儆百’的方法。
也就是说，像秦始皇那样采用法家的思想才是中国企业的正道”。
“如果在中国实行像美国那样的全民总统选举，那么13亿中国人没有一个会在选票上写候选人的名字
，而是都写上自己的名字。
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宁为鸡头不做凤尾’。
所以说，中国人都想成为‘人上人’！
”所有中国人都想当老板——随着和中国人接触机会的增多，我越发深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同时，我也理解了“为什么在中国公司里都是老板一言九鼎”，那是因为除了老板之外，公司里的其
他人几乎都没有权力可言。
而日本公司则多采用“逐级向上”的方式。
首先是公司最基层的职员提出方案，上报科室。
全科室审议通过后，将方案汇报至上级部门。
上级部门审议通过后提交至董事会。
最终如果董事长同意这个方案，就代表方案得到了全体公司成员的同意。
通过这个过程我们不难看出，对于一个方案，从基层职员到公司董事长的公司内各个层级都有参与其
中。
也许这称不上是绝对的“民主主义”，但是公司里的大部分员工都或多或少地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
这样不但培养了公司员工的“一致性”和“团结精神”，同时也增强了员工对公司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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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公司的营业额也会“水涨船高”。
但是在中国的企业中，我们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景象。
2012年夏，我参加了在中国天津举办的“夏季达沃斯会议”。
会议期间，我遇到了中国极具传奇色彩的励志型创业者、阿里巴巴集团总裁马云，并和他站着聊了一
会。
我向他提出了一个在很久以前我就想请教他的问题：“作为中国大型民营企业的掌门人，您是如何统
领旗下的1万多名公司员工的”。
马云总裁一脸严肃地回答我说：“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公司内的规则，那就是‘接受就留下，不
接受就辞职’。
换句话说，我对公司里所有人的要求就是，想要继续留在公司，就必须对我的话言听计从。
”员工不热爱公司，原因何在？
阿里巴巴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自上而下式”的中国企业。
这种企业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迅速做出决策。
所以对于在日本公司里工作的我来说，和这样的公司谈生意真是太“顺畅”了——拨通“老板”的电
话，约好见面的时间，然后如约到他的办公室和他面谈。
前后用不了三十分钟，“老板”就可以做出“公司决定”。
但是，这样的中国企业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除了“老板”之外，公司里的其他员工不但没有任何
基本权限，并且还被要求必须忠实地执行“老板”的决定，所以员工的心里根本不会产生对公司的热
爱。
而且，在员工看来“反正公司是老板的，我只不过就是一个可以被随时换掉的齿轮而已”。
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失去了“为公司的发展而努力”的动力。
最终，这些消极的方面演变成了“一致性”与“团结精神”的匮乏，进而导致公司业绩的不稳定。
所以，在这样的民营企业中，三年内有九成以上的员工辞职就不足为奇了。
除了大规模的辞职之外，这些企业还有一个性质更为恶劣的习惯——后继无人。
在日本企业里，如果某项工作的负责人调动岗位或者辞职，那么他必须先将手头的工作转交给他的继
任者。
而这种交接所需的时间一般为一个月左右。
在这段时间里，离职者会带着继任者一起拜访主要的客户，向客户解释说“今后由某某接替我的工作
”，并恳请客户今后一如既往地照顾自己的继任者。
之后，离职者会用相同的方式，帮助继任者处理好公司内部的关系。
另外，离职者会手把手地把自己正在负责的工作移交给继任者。
对于自己在以往的工作中交换来的名片，离职者也会在仔细整理之后转交给继任者。
在移交的过程中，离职者还会对每一张名片都进行详细的说明。
所以，在日本企业里，即使发生负责人的变更，工作也不会出现任何遗漏。
从公司整体来看，员工的人事变动不会对公司造成任何影响，所有的工作都可以按部就班的向前推进
。
可是，在中国的民营企业里，如果某位员工辞职了，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客户给他发邮件，他不
会回复。
给他打电话，他会说“我已经辞职了，某某公司的事情与我没有关系了”。
要是客户问“那么由谁接替您的工作呢？
”，他就会说：“我已经辞职了，所以我也不知道”。
由此可见，这位离职者和他的继任者没有一丝一毫的“一致性”和“团队精神”可言。
因此，在和中国的民营企业做生意的时候，对方的“老板”三十分钟“拍板”的高效率让我感到十分
高兴，但是之后的事情就让我非常头痛了——中方的员工一个接一个地辞职，合作项目的负责人也随
之换了一个又一个。
由于离职者和接任者之间没有任何的工作交接，所以中方每换一个负责人，项目就要从头再来一次。
而在这个反反复复的过程中，中国的“老板”还有可能改变主意，终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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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机会随之越来越多。
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我每年都会代表公司和驻京现地法人的每位中国员工签署新的“劳动合同”。
这好像是外资企业里特有的制度，所有员工和公司签署的“劳动合同”的内容每年变更一次。
所以，每逢员工入职整一年、两年、三年的时候，我就会一对一的和员工签署下一年的合同。
在签署新合同之前，我会要求员工就以下四点向我做出汇报：1.在过去一年中取得成绩以及收获的感
想；2.下一年的工作目标；3.下一年的目标薪金；4.对公司的建议以及意见。
然后，我会将大家的汇报提交给东京总公司董事会。
当然，在此之前，我会以公司驻北京现地法人代表的身份和每位员工单独面谈，对他们提出一些意见
和建议。
　这种面谈，有的仅仅持续15分钟，可是有的会持续两个小时以上。
总体而言，中国员工对自己的评价远远高于我对他们的评价。
他们经常会这样反复强调：“○○项目的成功完全是我的功劳，○○○项目的顺利推进也是我的功劳
。
所以我希望明年能够多涨点工资，最少××元”——除了商量涨工资的时候之外，我再也没有看到过
中国员工们这么干劲十足。
可惜的是，我并不是公司董事会的成员，所以虽然很想满足大家提出的要求，但是我只能原原本本的
向上级汇报，然后看准时机多为大家美言几句罢了。
虽然这些中国员工的要求很高，但是在他们的汇报中，我根本找不到诸如“和其他员工保持一致”、
“作为公司的一份子，与他人团结一致”、“融入到团队中”等等字眼——这是因为公司里所有的员
工都是彻头彻尾的“独狼”。
另外，在经历了几次“合同续签”之后，我渐渐习惯了从经营者的角度将中国员工分成截然不同的两
类——“被猎头公司觊觎的员工”和“不会被猎头公司觊觎的员工”。
说得直接一点，其实就是“优秀的员工”和“不优秀的员工”。
在这两类员工中，我肯定会更为慎重地听取前者的意见和要求。
这是因为，如果我稍有怠慢，这类员工就很有可能突然向我提交辞呈，然后跳槽去别的公司。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越优秀的员工，跳槽的几率也就越高。
我曾经向一位优秀的员工小心翼翼打探过他对跳槽的看法。
他说“如果猎头公司能提供一份高出我现在工资30%的工作，我会毫不犹豫地跳槽。
”于是，后来每当他以感冒为由请病假的时候，我都会担心“他是不是去参加猎头公司的面试了”。
当然，我也遇到过完全相反的情况。
在上文中我提到过，我曾在3年的时间里，面试过150多位中国的年轻求职者。
其中就有几位是在我其他日本公司的办公室经常遇见的“熟人”。
“咦！
你不就是□□公司总经理××的秘书吗？
今天来我这面试，你是怎么向××总经理解释的？
”我好奇地问。
“我说我母亲病了，要送她去医院”他坦然地回答道。
“你为什么会放弃□□公司这么一流的企业，而考虑到我们公司来？
”我继续问。
接下来，他就滔滔不绝地说出了一大堆关于□□公司和××总经理的坏话。
在听他的回答的同时，我不禁想起了那位曾和我一起吃过饭的××总经理——被自己的员工恶语中伤
到如此地步，他真是太可怜了。
不过，在同情他的同时，我也感觉后背一阵发凉。
看来在别家公司的会议室里，一定有我们公司里希望跳槽的人在戳我的脊梁吧。
“究竟怎样才能让中国员工萌生对公司的热爱呢？
”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一度陷入了长时间的思考。
最终，我得出了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答案——在中国这样的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里，企业只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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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尽量满足员工的工资要求”来培养员工对企业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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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日本是反面教材吗？
    我在中国工作三年，我的心灵几乎每天都要受到文化差异的冲击。
“井底之蛙”的岛国国民根本不会去学着理解“中国式大陆文化”，而大陆文化的中国人也很难理解
“日本式岛国文化”。
中国人和日本人因相互误会而产生的诸多状况，不断地让我瞠目结舌。
    2012年2月16日，日本驻华大使馆主办了“活力日本展”活动，中目双方相关人士有几百人出席(2012
年是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40周年，中日两国预计将举办大大小小共计1000场的纪念活动，其中“活力
日本展”是最高级别的非常重要的开场活动。
当然，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很多活动被取消了)。
    日本前经济产业大臣野田佳彦首相特使直岛正行、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米仓弘昌、驻华特命全
权大使丹羽宇一郎前来致辞。
另外，通过会场巨大屏幕投影设备还介绍了出席本次活动的日方访华VIP人士，分别是前自民党干事
长加藤纮一、前自民党总裁河野洋平、前西武集团统帅过井乔、前外相高村正彦、前丰田汽车公司社
长张富士夫、前自治大臣野田毅、参议院议长江田五月等。
    活动现场出现的一个现象颇有些耐人寻味。
每当介绍日方人士的时候，一旁观看的中国人便会窃窃私语笑道：“都是老头，怎么是活力日本啊。
”的确，上述的这些人的年龄分别是：66岁、74岁、72岁、73岁、75岁、84岁、69岁、75岁、70岁、70
岁。
由这些人来宣扬“活力日本”，无论如何都有些牵强。
    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米仓弘昌，他用刚刚硬背下来的中文，结结巴巴地努
力致辞讲话，而中国一方的列席人员，对此流露出怜悯的目光。
    “活力日本展”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岩手县的大桶名酒“南部美人”的“开镜”仪式。
岩手县是2011年3月东日本大地震受灾地区之一。
仪式的程序是这样的：主持人用中文解释完日本酒“开镜”的含义后，中日双方的VIP人士，用中文
齐声喊：“一、二、三！
”然后各自拿着小锤一起敲开了大桶木盖。
    接着，主持人又介绍了产于福岛县的“一口闷酒杯”，并提议大家一起畅饮从日本空运过来的出色
名酒“南部美人”。
    按照惯例，我本以为接下来看到的应该是觥筹交错、一片祥和的场面，谁知我又听到旁边中国人低
声私语：“这酒一定受到核辐射污染了！
”他们在接到酒的同时，也面有难色，看来他们都不想喝。
恐怕也会有中国人愤怒地认为“为什么把那么危险的东西发给我们喝呢？
”    在会场上散发写有“愉快的旅途，福岛四季纪行”的小册子，卖命地为“安全的福岛”做宣传的
福岛县上海事务所的国分健儿所长，叹息着对我解释说：    “福岛县的面积仅次于北海道和岩手县，
位居日本第三位。
其中受到核污染的是东部沿岸极小一部分地域，西侧的会津地方等区域，根本没有受到灾害的影响。
而福岛的污染情况，在中国完全得到了曲解，福岛简直成了‘危险’的代名词。
”    中日之间类似于这样的误解可以说无处不在。
举一个例子来说，中日合作的商务贸易如果发生了某些问题，日方会严格按照合同书来解决问题，而
中方为了解决纠纷首先会修改合同书。
    在这样的争论中，我对日方解释说：“中国是在过去的30年间连宪法都修改了4次的国家。
”听了这话日本人变得目瞪口呆了。
另一面我对中方解释说：“日本是自从颁布了美军制定的宪法，到现在65年连一个字都没改过的国家
。
”这下子中国人也都哑口无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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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憾的是，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中日两国间的文化差异对两国相处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无论日本还是中国，政治家们总是陈词滥调般地陈述着“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关系”。
可是让我来说，两国国土的距离确实很近，但是文化的距离就好像互相绕地球一周之后终于遇到了一
样富有距离感。
    正是这种文化差异造成了某些重要认知上面的偏差。
    今天，中国在经济技术方面已经取得了让国际“震惊”的成绩，我在中国居住了三年，也点滴见证
了这个古老国度的变迁。
这些成绩不仅是中国人辛苦所得，也有在改革开放政策下，吸引的别国技术和资金的成果，这其中的
“别国”就包括我们日本。
    曾几何时，日本在中国眼中是多么“金碧辉煌”，不少中国人将学习日语，来日本留学当作实现“
鲤鱼跳龙门”的途径。
据我了解，当时掌管中国对日事务的“日本处”，就是人人称羡的部门。
并且，当时出任外交部长的是曾做过日语翻译的唐家璇，但之后的外交部长就是与欧洲打交道有专长
的李肇星以及现在与美国打交道有专长的杨洁篪，恐怕很难再次出现与日本打交道有专长的外交部长
了。
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日本在中国人眼中的没落。
    这一点，身为日本出版社驻京办事处的负责人的我也深有感受。
在过去3年里，我面试的中国人有150位之多，但是遇到的优秀人才极少。
我们公司一般都不是直接招聘，而是通过猎头公司寻找人才，我曾就此向他们抱怨过几次：“你们找
的人都不怎么优秀啊！
”他们总是叹息着跟我说：“近藤先生，您要找的人才都去了欧美企业或者大型国有企业了啊！
”    在面试这些中国学生时，我总是问他们“为什么选择日语专业？
”得到的答案总是让我异常尴尬：“因为没有考上英语专业。
”“日语专业分数线低，容易考上。
”每次听到这些答案，我都有恍如隔世的感觉。
    我记得上世纪的80年代，中国总是选最优秀的年轻人，以公派留学生的身份来日本学习。
当时，在我就读的东京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还在某系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
并且，那个时候的中国留学生们都对日本怀有美好的憧憬以及对自己祖国的强烈使命感：总有一天我
们要将我们的祖国变得像日本一样繁荣富强。
    现今，中国也正在研究日本，还掀起了一股“关注日本”的浪潮，然而他们研究的是“日本泡沫经
济崩溃之后‘丢掉20年’的过程”。
也就是说他们正在研究“日本为什么没落”，并且引以为鉴。
简单点说，日本是反面教材。
    日本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的20年有没有取得进步，是不是如中国人认为的那样“正走向没落”？
为了向中国人宣传日本，东京大学近期整理了12组数据，根据这12组数据，我可以断定某些中国人持
有的“从经济高速增长到泡沫经济，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日本是丢掉的20年”的观点是错误的。
东京大学提供的12组数据的具体内容如下：    1．日本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从1970年的16765人到2010
年的4863人，过去30年减少了29％。
    2．日本的杀人案件的数目：从1955年的3066件到201 0年的1067件，半个多世纪减少了34％。
    3．日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从1 973年的23．2％到201 0年的负1．0％，物价非常稳定。
    4．日本人的平均寿命：从1955年的男性63．60岁、女性67．75岁到2010年的男性79．59岁、女性86
．44岁，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一的长寿国。
    5．日本的台风受害：尽管日本是个台风大国，但是自1959年的伊势湾台风造成5098人死亡和失踪以
后，日本半世纪以来没有发生过造成死亡和失踪人数超过1000人的台风灾害。
    6．日本的火灾：尽管日本的木质结构房屋众多，但是自1976年烧毁1767栋房屋的酒田火灾以后，日
本连续35年都没有发生烧毁房屋1000栋以上的大火灾。
    7．日本的大地震：除了2011年3月的东日本大地震和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自从1948年的福井地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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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日本近半世纪都没出现死亡和失踪人数超过1000人的大地震。
    8．日本的大型交通事故：自1963年造成161人死亡的鹤见事故以后，除了2005年造成107人死亡的福
知山线脱轨事故以外，日本连续42年都没再发生死亡人数超过100人的大型交通事故。
    9．日本的公害、食物中毒、医疗事故：自1978年至1979年造成约1800人受害的药害艾滋病事件以后
，日本连续32年没再发生过类似事件。
    10．日本的洗手间水洗化率：1965年日本的水洗化率仅为12．5％，到201．0年已上升至91．6％，日
本已经基本完成了所有家庭的洗手间水洗化。
    11．在日外国人人数：从1971年7．5万人到2009年75．8万人，增加了约10倍。
    12．日本的大学升学率：1990年，男生升学率为33．4％，女生15．2％，2010年男生升学率上升至56
．4％，女生升至45．2％。
近20年，日本迎来了“两人就有一人读大学”的时代。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日本在这20年间，不仅没有衰退，反而构筑出了一个更放心、更安全的高
度福利化社会。
如果从日本社会生活水平是否提高这个衡量标准来看，在这20年里，日本取得了比经济高速增长期和
泡沫经济时期更大的发展。
总之日本值得中国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东京大学负责这个项目的宫内所长这样解说道。
    中国有句俗语叫“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日语中也有句俗语“即使腐烂也是鲷鱼”，这两句话的意
思都是指极好的东西即使衰败了，也还会保留着一缕光辉。
    中国虽然在经济技术方面已经赶上了日本十之八九，虽然看似现在中国离开日本也能自给自足，但
是日本依然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正如我在正文中所说，赶超日本技术的十分之八九容易，但
赶超那十分之一的尖端技术并不容易，所以需要中国人耐下心来，认真学习。
    日本也一样，日本也要努力去了解中国大陆，了解中国国民以及他们的文化。
中国离开日本可以自给自足，而日本离开中国呢？
日本离开中国会经济崩溃。
历史已经悄然发生了转移，由“中国离不开日本”转向了“日本离不开中国”。
    所以，日本更需要了解中国大陆的文化。
要想真正了解中国，了解世界，我们日本人首先要革除日本人心里的那种井底之蛙般的岛国寡民的思
想，正如我正文中所说，日本人不要再“埋头只闻日本事”了，要逐渐建立国际视野，这样才能打开
国际市场。
    因为在中国从事的是文化出版行业，所以面对中日间的差异，我总是有冲上去和解这两种文化的冲
动。
我尽我所能地向我周围的人推广日本文化，也通过混迹在中国人周围，试图真正了解中国人的性格以
及中国人的国民性。
因为觉得自己几乎履行了“日本文化大使”的职责，有时候我也会戏称自己为“日本文化小使”。
    当然，我个人的力量在中日巨大的文化差异下有点“螳臂当车”般的薄弱，但依然有着能让中日能
“贴心”理解、倾心交流的“鸿鹄之愿”。
    近藤大介    2013年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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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缺什么 日本缺什么》编辑推荐：中日虽互不信任，但也要彼此摸底。
这是隔海相望的一次“国民谈心”，作者真正探究到了中日文化的精髓，并实现了有趣的跨文化比较
。
是国家性的缺失，还是国民性的痼疾？
哪怕一个伟大的国家，也常常通过它的缺点和所处的时代联系在一起。
中国缺什么？
其实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清楚，但从一个日本人口中说出来，总会觉得有些不自在。
近藤大介先生的《中国缺什么 日本缺什么》写得很有分寸：他来北京工作数年，但从不扎堆在“日本
老乡”之中，而是愿意天天乘地铁、搭公交，与周边的中国人搭讪、交往，时时刻刻感受“中国特色
”，还娶了一位中国太太。
所以，这位“中国女婿”对中国的批评，实在留着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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