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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隽淇

被囚禁的野心家

寡言的野心家

来日本之前，经常听人说：

“日本是一个会让人丧失斗志

的国家，年轻人的话还是去欧

美闯闯比较好。”来日本两个

月之后的今天，我多少有些明

白为什么很多人会这么说，不

过在我看来，也并非完全如此。

日本这个民族，我想称之为“寡

言的野心家”。

我对政治不是很了解，所

以也没有立场发表什么政治言

论。所以我只想说说我能看到

的日本。

尽管刚来这里两个月的我

看到的也许只是一些皮毛，但

我眼里的日本，是一个让人费

解的、神奇的日本。作为一个

发达国家，它做到了无论是便

利店、商场餐厅还是出租车，

几乎所有的门都实现了全自动，

不需要自己开关。但是同样作

为一个发达国家，网络服务、

电子教学等方面却做得远不尽

人意，甚至连普通的打印都可

以将一天变得无比的曲折。

再而，日本商业区和居民

区的氛围感觉和国内完全相反。

在日本的商业区除了大型的商

场之外，其他店铺没有很精致

豪华的装修，就那样随心所欲

地排列在道路两旁，完全没有

印象中中心商业区应该有的样

子。然而居民区却完全是另外

一番景象。窄却干净的马路，

如果阳光拨开了云层，无论走

到哪儿，都似乎化身爱丽丝，

失足掉进了兔子洞而进入了童

话中的世界，清澈得失去真实

感的天空，眼之所见都出奇地

安然而祥和，不知不觉间就让

人松懈了下来。甚至有时候也

会想，长大之后，在国内找一

个类似感觉的地方定居，和亲

人朋友一起平平凡凡地过一生

似乎也还不错。

普通日子里，整个日本似

乎都是安静，寡言的，像极了

一个文静的女孩子，似乎无论

何时都可以优雅而从容。

然而，在我看来，日本绝

对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民族。从

整个国家看来，从古至今，日

本似乎都在不断地吸收其他文

化的东西，进行改造而为自己

所用，一步一步发展到现在，

这样的民族难道没有野心吗？

从个人来看，看似安静，不愿

意惹人注目的日本人，为了做

好一件事情而进行无数次枯燥

的重复。

这样的日本人，不能说是

没有野心吧。

自我囚禁的日本

前不久，一位老师给我们

介绍了日本人制造佛像的过程。

在佛教刚从中国传到日本的那

段时期，日本的工匠是用一棵

完整的树木雕出一尊完整的佛

像。可是一天一天过去，人们

不再满足于小小的佛像，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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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出更大的佛像，于是就出现

了分工，匠人们开始有自己的

专攻，于是大多数人一辈子也

都只会制造佛像的一个部分。

久而久之，如今的日本已经没

有可以独自完整制造出一尊佛

像的大师了。

动漫产业也同样如此。现

今日本在世的、能够独自完成

原画、制作、导演等完整动画

制造过程的大师，也只有宫崎

骏和另外一位大师了。

另外一件让人费解的事情

是：在日本的文化中，学生和

社会人的区分似乎十分的明显。

同住的女孩子中有一个参

加了学校的网球社，每天早上

都会在上课前一个小时到学校

训练，晚上也往往训练到很晚

才会回来。甚至周末都常常会

看见她背着球拍去学校训练。

不仅仅是她，在日本的高中和

大学的社团，尤其是体育类社

团中，参加者的认真程度可以

说是让人敬佩。

和同伴们一起刻苦训练，

在比赛中拿到好成绩，但是，

令人在意的是，他们这样的热

血，在踏入社会的那一刻就被

宣告“到此为止”。

在日本的文化规则中，踏

入社会后，就应该抛弃之前的

一切，为了公司为了家人勤勤

恳恳的工作，成为一个能干的

大人。这样常常在动漫中出现

的桥段在日本确实是真实而广

泛地存在着的。而我和一些日

本的朋友聊天的时候，也能隐

隐约约地感觉到，他们在潜意

识里已经完全接受了这样的文

化规则。

日本这个野心家，被自己

囚禁了。

像造佛像那样，野心越来

越大，想造的佛像越来越大，

却忘记了最初始的东西，越来

越明确的分工确实提高了产品

的整体质量和生产效率，却也

让整体的、本质的革新变得越

来越难。

为了有一个回想起来可以

让整个人生都热血沸腾的青春

时代而努力，却在进入社会的

那一刻，在大半的人生都还没

有开始的时候，遵从其实并不

存在的规则，毫无理由地放弃

已有的东西，为的只是成为一

个成熟稳练却无趣的大人。本

意是想让人生热血沸腾的中学、

大学时代，仔细想来，本质却

是以未来不沸腾作为前提的。

换言之，可以说是在为了放弃

而努力。其实从一开始，他们

就被自己的这种认识束缚了。

被囚禁的野心家

也许是看到了更多的东西，

我自己也变得越来越向往去体

验不同的世界。

人是贪婪的，得到了越多

就越不满足。有一天从学校回

来的路上，偶遇了一片灿烂的

银杏，却突然觉得，乡村的景

色会不会更加让人赞叹，于是

就冒出了无论如何都想去乡村

看看的念头。每产生一个新的

向往，野心就会膨胀一点点。

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有野心

的人，也希望我们的民族是一

个有野心的民族，只是要记得，

兴高采烈向前走时，偶尔停下

来冷静地想想，不要被膨胀的

野心挡住了去路，甚至忘了自

己被囚禁在牢笼之中。

我不想评价，也无法评价

日本这个“被囚禁的野心家”

究竟怎样。现在的它或许还不

错，但是将来会怎样呢？他们

自己会意识到自己给自己修筑

了一道城墙吗？如果意识到了，

这个民族会推翻它吗？

谁也不清楚。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

院外文系日3班本科生，现为日

本一桥大学交换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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