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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日本人的思想意识，普遍都会想到日本人注重“和”

的观念，强调“集团主义”，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都需要遵

守一定的集体规则，主要表现在重视集团意志。但是到了近

现代社会，随着日本的开国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日本人长期

以来的“集团意识”逐渐出现了瓦解的倾向性，“集团意识”

所持有的内外有别、排他性的思想受到了一定的冲击，“自

我意识”抬头。本文旨在通过小说《人间便利店》的主人公

展现的“自我意识”，讨论日本人“集团主义”中的“自我

意识”。

在研究日本人的思想文化的领域中，日本人的“集团主

义”和“自我意识”让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前人的研究中，

大多仅只是针对日本人的“集团主义”和“自我意识”的其

中一项进行探讨：梁红梅的《日本人称代词与日本人的自我

意识探析》中，通过分析日语中人称代词的特点和使用情况

与日本人所拥有的自我意识到之间的联系；张佳宁的《浅析

日本集团意识的内涵及影响》分析了日本集团意识的内在含

义及集团意识对日本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而一个集团内

部的各个成员，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每个个体必定

会的“自我意识”，马双的《从〈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

巡礼之年〉看日本集团意识的瓦解》则是通过对村上春树的《没

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这部作品的分析，做出了

对日本集团意识瓦解以及自我意识出现现象的研究。

一、日本人的集团意识

1、集团意识的含义

集团意识是一种强有力的思想理念，是指在一个国家或

社会中，经过了长时间的历史沉淀和文化积累，在位于这个

国家或社会的集团内部成员之间会形成以强烈的归属感为基

础的纽带，集团主义就是指在受到集团意识影响下，所属于

一个集团内部中的全体集团成员，所有工作都要以集团的利

益至上，做任何工作之前都要首先思考是否会损害或是有利

于集团利益，不能做出损害集团利益的行为。在集团意识的

影响下，集团内部成员对自己所处的集团抱有高度的归属感，

自身作为集团成员之一会以集体利益为重，这样的集团意识

结合一个团体的集团行为能产生很强的力量。在一个集团内

部，通常会展现出各个成员行为模式的高度一致，追求集团

整体的统一，减少了个人的自我意识表现的倾向。

2、日本集团主义的特征

日本是少有的高度强调集团意识的民族，集团意识是日

本民族的代表特性之一，在日本人中集团意识主要表现为大

家习惯于合群和集体行动两方面。日本集团意识的形成有多

个原因：第一，日本是一个由多个岛屿组成的国家，地形狭长，

海岸线长，平原面积少，在古代日本生产技术比较落后，进

行农业生产必须要依靠村民们的共同作业，仅依靠个体自身

的能力难以完成食物的获取。因此，村民们为了耕作出足够

的粮食以维持生存，就离不开集团所有成员的共同协作；其次，

随着中国和日本开始有了文化交流，中国的儒家思想文化传

入了日本，中国儒家思想中“和”的思想对日本思想文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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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很大影响，在这个思想的影响下，日本重视人际关系的

和谐，强调以和为贵。为了维护集团的利益要避免当面的冲突，

以平和的方法和手段调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成了处理日本集

团内部矛盾的主要方式。最后，古代日本长期处于封建社会，

有着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和家父长制度，这两种制度下，要

求民众要服从当地领主的命令以及自己家族的家主的命令，

以便于更好地为整个利益集团或者是整个大家庭谋求利益，

这样的封建制度导致日本人产生了习惯于服从命令的倾向，

容易自我怀疑，即缺乏主见。长此以往，日本人形成了强烈

的求同意识，对集体产生了依赖性，少有表现出与集体的不同。

在当今日本社会，集团主义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学校里，各个社团组织就是一个小集团，学校会组织学生

进行修学旅行，班级活动和社团活动等各种集体活动，从各

方面培养学生的集团意识，使学生更好地融入集体。对于从

小就接受集团意识教育的日本国民来说，在长大后进入公司

工作，也能很好地融入公司，从企业的集团意识来看，日本

有不少企业实行年功序列制度，在本公司上班年限越长的职

员工资会越高，以减少职员的流动性，增强职员对公司的归

属感，职员会将公司的发展和维护公司的名誉看作是自己的

责任，全身心的为公司的发展做出贡献。在日本人看来，个

人一定要与集团共存，没有人能脱离集团独自生存，可以看出，

集团主义在日本人的思想文化中还存在着较强的影响力。

二、日本人的“自我意识”

在日本的社会环境下“集体主义”观念表现得较为突出，

但并不代表日本人完全缺乏“自我意识”，日本人的“自我意识”

的出现尤其体现在近代的明治维新之后。

从大化改新之后起，日本社会进入了等级森严的封建社

会，国家权力由统治阶级把控，普通百姓基本上没什么表达

自身想法的渠道和权利，在社会长期以来占据思想主导地位

的封建专制思想和伦理规范的统治下，日本人的思维受到了

禁锢。日本通过大化改新由最开始的原始社会过渡到了封建

社会，由此日本的社会等级和阶层随之发生了变化，天皇成

了最高统治者，地方豪强也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在武士政权

镰仓幕府建立之后，日本之前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名存实亡，

日本统治集团的阶层划分则变成了虚位的天皇、将军、大名、

武士，而普通的平民一直都是被压迫的阶级，必须服从统治

者的意志。而在家父长制度下，作为户主的在一家之中拥有

极高的权力，可以随意支配家中的所有财产，安排家族成员

的婚姻，对于生活在这种制度下的女性来说，她们不能自己

选择自己的结婚对象，通常都由她们的父亲代为安排婚姻。

对于在这两种制度下生活的日本一般平民来说，都是依附于

集团中生活的，没有真正的自由，也没什么自我意识。

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国，欧美国家的各种政治制度

和思想文化传到了日本，日本废除了在本国延续了一千多年

的封建专制制度，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资本主义

改革。在这一时期，欧美国家的民主和哲学的思想同样传到

了日本，给日本带去了自由主义的思想。以福泽谕吉为代表，

他曾在 1860-1867 年期间三次前往欧洲国家进行访问，在自

身亲自体验了西方文明之后，坚定了将西方文明传播到日本

的决心，早期的福泽谕吉将西方的自由主义和“天赋人权”

等思想在日本进行传播，这对日本民众的思想解放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在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使得日

本传统的封建专制思想和儒家的伦理规范及家父长制度受到

了冲击，集团主义和集体利益至上的观念有所动摇。明治维

新改革的推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以及自由民

权运动的展开，一方面是塑造了日本人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概

念的认识，加强了日本人对国家和民族的归

属感，另一方面则是唤起了日本人追求个人

权利和个人自由意志的重要性，日本人的“自

我意识”开始萌芽，开始有人思考个人存在

的价值及其意义，为后来人们产生的“自我

意识”奠定了基础。

三、《人间便利店》中体现的“集团主义”

和“自我意识”

《人间便利店》为日本女性小说家村田

纱耶香所著的芥川赏获奖作品，全文以第一

人称视角完成。主人公古仓惠子从小开始就

被身边的人看作是“一个有点怪异的孩子”，

主人公在幼儿园时看到死去的小鸟，她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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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悲伤，不会想着要把小鸟埋葬，而是想着既然小鸟已经

死了，还不如把小鸟的遗体带回家烤着吃掉比较好，还因此

遭到了母亲的“责备”；到了小学，有一次上体育课时，她

看到有两个男生在打架，首先想到的劝架方式是从旁边的工

具箱中取出一把铲子，往打架的男生头上砸去……古仓惠子

所做出的各种“怪异”的行为都使得她在一般人眼里看来是

一个“不正常的人”。因为她的这种与别人的“不一样”，

也因为她自身不善于交际，从小没什么朋友，家人一直很担

心她的情况，希望能把她“治好”，能像正常人一样融入社会。

主人公的家人一直在思考怎么才能“治好”主人公，让

她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而这种所谓的自己需要接受“治疗”

的话语也一直伴随着古仓惠子，古仓惠子摆脱“异类人”的

处境，是在她进入大学之后去到一家便利店打工的时候开始

的。大一时，她进入到一家新开的便利店做店员，第一次真

正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个齿轮能在便利店发挥一定的作用，在

家人看来似乎她终于能像“正常人”一样与别人交往，正常

生活了。而古仓惠子就这样在便利店做兼职做了 18 年，她一

直没有恋爱，没有结婚，大学毕业以后也没有去找一个全职

工作，就一直在同一个便利店做兼职。到了 36 岁的古仓惠子

身上已经开始有了“到了中年还在打零工的未婚女性”的标

签，古仓惠子的婚事一类的事情引起了家人和同事们的询问，

在短短两周时间里，14 次被问到“为什么不结婚”，12 次被

问到“为什么做兼职”。在家人，同事以及朋友们等“一般

人”眼里，每个人到了一定的年龄都应该有一个正经的工作，

应该按部就班的结婚生子，而古仓惠子是一个例外，是“不

正常的”。在这样的看似“关心”的虚情假意背后，是大家

所持有的集团意识下的排他性，排斥古仓惠子这样的“与大

多数人不一样的人”，这样的言行给古仓惠子造成了巨大的

心理压力。

古仓惠子一度也认为自己应该符合周围人的期望，像一

个“正常人”一样，找个人谈恋爱和结婚，并且真的尝试着

和同在便利店打工认识的男性白羽交往，自己也辞去了便利

店的工作。不过在离开便利店之后，感觉到自己与世界之间

的联系被切断了。古仓惠子切身感受到自己是离不开便利店

的，去了其他便利店买东西，古仓惠子总是忍不住想去帮忙。

于是，尽管面对白羽的反对，古仓惠子还是结束了与白羽的

恋爱关系，放弃了正式工作的面试，再次去找新的便利店面试。

古仓惠子所在的学校、家庭、便利店、社会就是一个个

集团，如果有人表现出与集团里其他成员不一样的言行，似

乎就会破坏集团里的秩序。作者在这部作品中以主人公的视

角，描写出了社会上大多数人都有着强烈的集团意识，表现

出明显的排他性特征，也体现出社会上女性缺乏自主选择的

权利，对社会上的集团意识排他性的抵抗。主人公最后遵从

了自己内心的选择，没有按照别人的期望选择找一份自己不

喜欢的所谓正式的工作，没有为了符合他人的期望去结婚而

勉强和自己并不喜欢的人结婚，展现出主人公的“自我意识”。

四、结语

集团主义虽然诞生于古代日本，一直传承至今，在现代

日本人身上仍保留着。人们既希望自己能融入集体，对群体

抱有归属感，又呈现出集团的封闭性和排他性质。当有人表

现出与群体的不同，就容易被群体排斥，被认为是“不正常”。

《人间便利店》主要是以主人公打工的便利店为背景，

登场人物主要是主人公的家人和便利店老板、同事以及客人，

是一个社会的缩影。这部描写了生活在社会成员们制订出的

条条框框的规则下的古仓惠子对自我定位的追求，她最后按

照自身的意志做出了自己的人生的选择，挣脱了“集团主义”

观念的束缚，给人一种轻松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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