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都认为不可能的事，往往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20 年前，不光日本人，就连中国人也不会想

到，日本会失去以后的 20 年。

当时的日本旭日东升，有凌驾美国的势头。 感到不安的美国人走到街头抵制日货，用锤头砸烂

日本家电。 有一本美国人写的名为《日本作为世界第一》的书风靡全球，尤其在日本销量特别大，着

实让日本老百姓飘飘然了一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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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高手的制胜法宝

每个人的圈子里都有一些特别的人，他们中有的初次相

见就能迅速打开局面， 有的看似貌不惊人却让人印象深刻，

还有的霸气内敛不外露，平和似邻家大哥，像磁铁般具有取

消距离感的能力。 那些在人际关系里如鱼得水的人，仿佛在

释放着某种正能量，不经意间已经吸引了你。

大多数胜利都是好人缘的胜利

我的学弟贾小胖是个有想法、爱交际的大男孩，初次见

面的人总会被他颇具爆发力的热情感动， 迅速和他称兄道

弟。不过，结拜后的小胖很快便成为手机里一串沉默的号码。

隔上一个月再偶遇时，称呼中的“姐”就变成了“学姐”，似乎

关系拉远了不少。“虽然平时不联系，但你有事时绝对可以找

我”———小胖诚恳地拍拍胸脯。 之后便又长久地消失下去。

贾小胖很厚道，但我极少麻烦他：无事不登三宝殿，我得

多损啊！

同校的朱小瘦是个专升本的女孩。与大多数经历相仿的

女孩不同，小瘦的毕业季有种前程无忧的淡定。 这份淡定背

后是她丰富的实习经历：敲开一家企业的门，努力做事不分

内外；嘴巴又甜，见谁都有种不卑不亢的亲切感，仰着小脸冲

人微笑……小瘦很快就取得该企业的信赖， 被委以重任，提

供新的机会，实习经验也一点点丰满起来。结束实习后，小瘦

还记得时不时地问候曾经的工作伙伴。 她实习过的企业，都

长久地惦念着这姑娘的好， 开年会时还打电话邀她回去，小

瘦也从不见外。今年春节前，一家企业人手紧张，问她能不能

回去帮忙。 小瘦二话没说就向老东家伸出援手。

这样的员工，哪家企业不想要？ 朱小瘦于是带着她傲人

的实习经历和如潮好评，成了某顶级事务所的实习生，最终

留了下来。

人生中大多数的胜利都是好人缘的胜利，而“人走茶不

凉”是人际关系正能量的试金石。想得到这样的待遇，起码不

能留给旧相识们沉默的背影。 热情是正能量的前调，但生人

能否变成熟人，还看你能将这份关系保温多久。

看看手机通讯录里的那些名字，你马上就会发现自己对

已经建立的人际关系多么疏于管理。 人往往是健忘的，想让

人际关系攻得下而且守得住，你得时常添把火。

平衡感是碗难端的水

释放人际正能量，最重要的不是爆发力，而是平衡感。对

于某方面出众的人，人们会悄然提升对亲和力的要求。“高调

做事低调做人”的分寸必须拿捏精准，事业加速度才不会转

变为人际负能量。

拥有双重身份的李教授既是一位深受学生喜爱的老师，

也是一位成功的律师。如果说学识渊博是所有大学教授的标

配，那么风度翩翩的同时平易近人则为他赢得了不少民心。

课堂实践做模拟庭审，李教授提前安排好茶点。 几个慕

名来观摩的外院学生缩在后排，被他哄到前面：“往前坐才有

好吃的哦。”学生的陌生感被瞬间融化。这一刻，他是李老师。

庭审完毕，李教授逐一评讲。 一米八多的个子像立在法庭中

央的定海神针，这一刻，他是李律师。被评讲的男生是个有经

验的熟手，李教授于是点名道姓直言相告。 另一个待评的女

生是只菜鸟，老师还没开口，她人已经矮了半头。李教授于是

隐名去姓，以“有些同学”婉称。课后，一位过生日的学生提出

了两项要求：要老师请大家吃冰激凌，还要坐一坐老师的宝

马车。 李教授欣然应允。 于是，8个学生满怀新奇，笑着闹着

挤进“据说能装十几个人”的车子，向超市进发。这一刻，他像

学生的大朋友。

当晚，过生日的同学发出微博：“如此和谐的师生关系让

我觉得上学还真是特有乐趣！ ”

人际交往中的“平易近人”不是底线的要求，而是高难度

的要求。 因为每个人心中的“平易”都有不同的标准。 对于有

些人，“平易”是教授在课堂之外要表露“接地气”的真性情；

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则是律师在援助农民工时老朋友般的诚

恳与尊重。

平易，是用不同的方式安抚不同的人。它可能是小细节，

也可能是大气场。 它最需要饱满而均衡的人际正能量。

人际高手并非具有某种秉性的人

一直以来，人们对人际能力存在很多偏见和误解，大家

普遍认为那些能迅速打入陌生团体、 和别人擦出火花的人，

都拥有高压水枪般强大的正能量，而含蓄内敛的人则略显萎

靡。

但实际的情况是，第一印象的“热情”已经成为判断人际

能力的误区：有些人看似“自来熟”，初次见面就拽着人家聊

得热火朝天，其实是内心不安害怕冷场，不知如何面对留白

背后的不确定性；有些人话不多，别人家长里短时他在一边

微笑，乍一看像个低调的局外人，其实每个人的性情和需求

他洞若观火，一开口就能准确碰触人心。最后的结果是，前者

能迅速冲进你心里，又很快跌跌撞撞地走出去。而后者，看似

不温不火，但一旦走进去，就长久地栖息，不再离开。

人际能力看的是综合正能量， 衡量它的指标并不是说话

的频度和笑容的热切，甚至也不是和别人打得火热的速度。它

是人际之间的亲和力、感染力和影响力，不仅以总量计量，还

要在长期中考察它的流量。正因如此，人际高手并不局限于具

有某种秉性的人。 外向的人有张力，内敛的人有耐力，各自在

正能量的释放上形成自己的格局，谁也不一定输谁几分。

甚至在更多的时候， 你不必努力表现出灼灼的热情，只

需要展现出浓浓的善意。 （据《中国青年报》）

2 0 年前日本的失与得

汽车成热门话题之一

我们再看看汽车。我在北海道大学读书时，正是日本泡沫

经济加深加重的几年。家庭富裕的大学生们开始有车，和女朋

友约会时有车是非常光彩的事。 很多年轻人省吃俭用攒钱买

车，车是当时年轻人谈论的热门话题之一。周末你能常看到一

边吃方便面一边擦车的年轻人。

可现在的日本呢，很少有人把车当做显示身份的道具，只

是当做移动工具，很多情侣们宁肯坐公交车出游，省心省力，

也更有情致。也许在我们看来，他们缺乏热情，老成爱静，但我

们中国的年轻人真的活得舒服吗？ 他们是不是为了很多不必

要的攀比而活得很累？

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

很多人以为日本产品原来就是安全精细， 其实不然，20

年前日本也很不规范。 撕不破的包装袋，喷射果汁的包装盒，

我都记忆犹新。我记得有一次去一个食品公司，那里的职员就

告诉我，他从不吃自己公司生产的东西，因为他知道用料和生

产过程。

我不认为当时的日本食品质量就和现在的我国一样，但

起码是现在的日本不可想象的。日本是一个不断改良的国家，

也是消费者舆论非常给力的国家。 当发现某个企业作假或掺

入不当成分时，这个企业必须及时向消费者道歉，赔偿损失，

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同类问题，不然这个企业必死无疑。 因

为它的产品再也无人问津，代理商也不会将其放到货架上。

北海道的“雪印”公司，是日本最有历史和影响力的食品

公司之一，比我们的某个奶制品公司有名多了。就是因为一个

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混进了毒菌，而且处理不当引起民愤，就破

产了。尽管看起来好好的一个老牌企业，为一件事倒闭有点可

惜，但是对整个产业起到了最好的示范作用。尽管倒闭了一个

公司，但一个产业得救了，老百姓的健康得救了，一个国家的

形象也得救了。

有人说，不让作假公司倒闭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因为国

家是大股东，我不知是真是假。 但是无论谁持有这样的公司，

都应该让其倒闭，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的后代，也为了我

们的国家。

吸取日本的经验是我们的捷径

告别高速成长之后，日本已经走过了 20 多个年头，这期

间，日本产生了很多问题，经济成长率一直很低。为此，有人说

这 20年是日本失去了的 20年。但是这 20年又是日本走向成

熟、走向精细的 20年。 当今，我们为之诱惑的产品和服务，都

是经过这 20年的进化而产生的。

我通过自己的经营和生活体验觉得， 我们现在的处境和

20 年前的日本相似的地方太多了。 我国今后的 20 年如何发

展，我不得而知，但吸取日本的经验是让我们 20 年后活得更

好的捷径。如果你体验了 20年前的日本，你会对此深信不疑。

（据《读者》）

加大公共投资刺激经济

当时， 日本政府刺激经济的常用

手段，那就是“加大公共投资”。GDP成

长率稍微下降了， 人们首先想到的是

政府，是公共投资。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

府都高兴， 利益链上的公司和个人也

高兴，大家都说应该修路，他们都默认

一个前提：人口会不断增加，经济也会

持续增长。

最火的时候， 我的日本同学都买

了股票，很多主妇都成了投资名人。 到

了 1989 年， 东证股指在接近 4 万点

后，就开始“跌跌不休”，每况愈下，一

时返回两万多点之后， 再也无力突破

两万大关。

我国 2007 上证股指达到 6000 多

点时，股民也是一片疯狂，学生上课炒

股，退休大妈排队买基金。 后来股市一

泄千丈，返回 3000 点后，就再也难破

3000点大关了。用倍数算算，你会发现

这些拐点数据相似得多么惊人。

老百姓硬着头皮贷款买房

我永远也忘不了日本当时房价居

高不下的理论， 那就是“土地不能生

产”，意思是它只会越来越少，也就是

说会越来越贵。 很多人现在还在为当

时的投资埋单， 因为他们恐惧将来更

买不起房子，就硬着头皮贷款买房，而

那时正处于经济最泡沫的时期。

当时的日本人见了外国人就叹

气， 说我们日本人拼命劳动让经济复

苏了，可是我们的老百姓没地方住了。

他们也想了很多压制房价的政策，也

盖了好多公共房，连我都住过。 不过最

后房价还是被房价自己压垮了， 尤其

是那些地方城市和大城市的郊区，如

今房价是当时的十分之一。

我的岳母当时就因为扛不住压

力，为了我妻子的将来，在福冈买了块

地，现在那块地上长满了杂草，恐怕白

给人都没人要。 实际上，日本从上世纪

90年代就开始了人口减少， 现在老龄

化已经非常严重。 年纪大的人不喜欢

住郊区，宁肯拥挤点，也愿住在市内，

看病方便，购物方便。 房间小点，便于

清扫。 过去繁荣嘈杂的郊区小区，现在

都成了鬼城， 只剩下些没有去处的老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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