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断舍离和共享式生活的趣味与幸福
如今，人们都在思考如何在不

花钱的情况下获得幸福。 例如，不

再筹资还房贷，而是低价买一个二

手房并进行翻新；或者减少在外吃

饭的次数，把各自带着吃食的朋友

叫到家里来，等等。 甚至还有个城

市规划案例是为陌生人建造一条

街，以供他们彼此带上食物一起享

用。 看一下这样做的人的表情，就

会发现他们有多快活。

共享一个趣味
世界

现代消费社会， 从扩大私有

领域的阶段发展到缩小私有领

域、 增加共享领域， 东西能租就

租，能共有就共有。特别是消费社

会的最大商品———住宅和汽车 ，

人们愿意把自家的拿出来共享。

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代：大

家可以一辈子租房，住共享房，而

不是去住一间套式的公寓； 使用

共享汽车等等。

现在还出现了这样一种动

向：将闲置的房子改造一下，共享

给家人以外的当地居民使用，把

整个街区拥有的各种功能共享出

来等等。或者，每个人把自己的技

能拿出来交换，也是一种共享。我

一直在想， 如果整个社会变成这

样一种共享社会就好了。

最近，我总在说“共享、共享”

的， 于是有一位大型汽车厂商对

我说：“你净说共享， 我们的车都

卖不出去了。 ”但是，我听说这个

人在公司内部传阅过我的书。 这

就是共享的行为啊！ 而我更希望

他不要传阅我这本 700 日元左右

的新书，而是每个人买上一本。这

家公司销售的汽车价值高达 700

万日元哪。 我认为共享 700 万日

元的车、私有 700 日元的新书，更

具有经济合理性，你看怎么样？

拥有数千本书，建个书房，或

者拥有数千张密纹唱片，买个 LP

机听，对于许多人来说，已经构成

了一个趣味世界。像这样，拥有高

档汽车并且存放在车库的行为，

也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个趣味

世界吧。

简单一族正在

增多

拥有不太多的物品， 在房间

里只摆放喜欢的物品， 而且尽可

能地使用天然物品———有着这样

生活方式的人正在增多。 我把这

些人命名为简单一族。 最近好像

也有极简主义者 （minimalist）这

一说法。minimal 是最小限度的意

思， 所以极简主义者大概就是只

拥有必要的最小限度的东西来生

活的人吧。

这种倾向好像越来越严重 。

去书店看一看， 就会发现关于极

简主义者的书特别多！ 那些以极

简主义为目标的人， 在房间里摆

放一堆这样的书， 想来总让人感

到有点矛盾。其中有一本叫《和无

印良品一起开始极简主义生活》

的书，什么啊？ 结果，还是让我们

买东西，让人忍不住“吐槽”。有的

书上印着家无余物、 尽显贫寒的

房间照片； 还有的书上提议不要

用电视机， 用像护目镜一样的设

备看视频， 但是这看上去应该是

极客（机器宅）的生活吧。

简单一族、 极简主义者确实

有这些情况，我就先“吐槽”这么

多。 东西很少却能感到富足才是

真正的简单一族。 这与日本泡沫

经济时代之前， 东西的数量和尺

寸都很足量的生活方式比起来，

大不相同。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

电视机、收音机、立体声音响，或

许连电脑都变得不再需要， 也让

无需多余物品的简单生活成为可

能。很早以前就有人说过，便利店

会让冰箱和微波炉无用武之地。

但是， 我不会把在便利店解

决吃饭问题的人定义为简单一

族。简单一族是这样一类人：他们

使用天然食品，认真做饭，不使用

合成洗涤剂， 用天然成分的洗涤

剂打扫卫生、洗东西，吸取传统生

活中的优点， 不开空调， 洒水降

温，不追捧新产品，使用爸爸妈妈

或爷爷奶奶留下来的东西， 并对

这些东西心怀感念， 长年坚持使

用。总之，他们不是单纯地扔掉没

用的东西而过着无趣生活的人。

每天穿同款衣
服的时代

已故的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

夫·乔布斯总是穿着同样的衣服：

三宅一生设计的黑色高领毛衣和

破旧的牛仔裤。有观点认为，服装

是个人特征的体现。 乔布斯的特

征标签有很多， 黑色高领毛衣就

是他的服装标签， 他是一个技术

宅， 但据说他本人只不过是想把

选择穿什么衣服的时间用在工作

上而已。

在日本， 知名的经营者或者

经营顾问也是每天穿着同样的衣

服。 很多人左右脚上的袜子也都

是完全一样的，一律黑色。经营者

和经营顾问， 每天都要做出很多

重要的决策。所以，不想浪费时间

去决定每天穿什么衣服， 更何况

是袜子。

经营者每天真的要做那么多

重大决策吗？ 据说比尔·盖茨每天

会收到 3000封邮件， 假如对每一

封邮件都要做出相应决策，这真的

很辛苦啊。 袜子、领带、衬衫以及如

何搭配什么的，是没有时间去考虑

的吧。 确实，像没有任何图案的黑

色袜子， 就算闭着眼睛也能穿上。

衣服也是一样，如果决定好了就穿

白衬衫、 牛仔裤和藏青色夹克，那

么就没有什么考虑的必要了。

反过来说， 每天穿着不同颜

色的衬衫、夹克、袜子，打着不同

颜色领带的人， 可能是完全不用

做什么决策、很是轻闲的人吧。但

是我并不认同这种说法， 他们还

是因为喜欢时尚才这样的吧。

基于此，在现在这个时代，比

起每天穿的衣服换了又换的人

来，每天穿同样衣服的人更精致、

更酷、 更有超凡的魅力。 换句话

说， 这是一个不买东西的人反而

常常显得更精致、更酷的时代。虽

然消费不景气的最大原因是收入

减少， 但是高收入的人不去轻易

地买东西， 也是导致消费萎靡的

一个原因。

编剧兼随笔作家向田邦子已

经去世 36 年了，然而现在还在大

量出版关于她的书。 她展现出来

的职场女性的知性、 坚强和精于

打扮的特点， 大概是其人气旺盛

的原因吧。据说她从 45 岁之后也

开始只穿同样的普通衣服了。 例

如，她发现一件棉毛衫，虽然样式

随意，但是穿起来方便，拍成照片

后，倒也魅力非凡，于是就一口气

买下了店里所有不同颜色的同款

棉毛衫。 她无疑是每天穿同样衣

服却显得精致的先驱。

统率现代最具人气的设计公

司 NENDO的佐藤大，据说也多是

每天穿着同样的白色衬衫。他一开

始是为了理解客户的品牌而尝试

穿穿看的， 穿着穿着就喜欢上了，

于是就买了 20 件同样的衬衫，等

他回过神来，发现自己还买了 4双

同样的鞋子。 物品的种类很少，但

是数量一直在增加。 佐藤说，这并

不是一种讲究， 也不是收藏癖好，

而是这么做能让自己安心。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这和每

天穿着深灰色西装去公司的人好

像完全不是一回事。

第四消费社会
已经产生

回顾过去 100 多年来日本消

费社会的历史， 我认为现在的日

本处于第四阶段。

第一消费社会是从大正到昭

和时代。 现代中产阶级的生活方

式的原型就在这一时期： 白领们

在市中心上班，住在郊区，去枢纽

车站的百货店买东西， 休息就去

沿线的游乐园逛逛。

第二消费社会始于 “二战 ”

后， 是在这些中产阶级的生活一

下子大众化之后形成的社会。 其

原理是生产和消费的大量化，消

费者买东西的时候不特意追求商

品的个性，也不讲究设计。这个时

期， 大家只要和邻居有同样的东

西就好了。并且，普遍的情况是置

换的物品越来越大。例如，最初买

的车是斯巴鲁 360， 接着是丰田

大众，然后是卡罗拉、可乐娜、皇

冠，最后换成了奔驰；电视从最初

的 14 英寸，渐渐换成了 21 英寸、

28 英寸。 这个时期，经济在增长，

基本工资也提高了 20%，还会定

期加薪，并且越来越高，所以置换

的物品当然会越来越大。

第二消费社会的另一个特征

是以家庭为中心进行消费。随着核

心家庭化的推进和孩子的成长，年

轻的家庭在置换物品的时候，必

然会把汽车和房子越换越大。 这

样就导致了经济的螺旋式增长。

但是，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

半叶开始， 日本变成了第三消费

社会， 它对一致性的消费行为有

很大的冲击，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

尝试更有个性的消费。 第三消费

社会的特征是品牌倾向。因为，父

母那一代和子女这一代想要的设

计和品牌有所不同，此外，同一代

人也越来越希望和别人有所不

同， 大家都在追求设计和品牌的

个性化。

但是，这种个性化、多样化、

差异化、品牌化的第三消费社会，

到了 21 世纪也饱和了。基本上每

家都有几台汽车、家电和电话，或

者人均一台。于是，日本萌生了不

必拥有自己专属东西的价值观。

这是第四消费社会的发端。

一言以蔽之，第四消费就是摆

脱了物质上的丰富性。这提高了人

们的非物质性意愿，希望彼此之间

进行交流、形成社区，也希望从完

全私有变成共有和共同使用 （共

享）， 还体现了人们对生态型生活

的向往。人们对品牌的讲究程度也

变低了。全身穿着优衣库觉得很舒

服的人变多了，他们认为物品和自

己的个性无关，物品可以是量产的

商品。整个生活从豪华奢侈变为简

单的人越来越多。

人们对简单生活的追求 ，结

果导致了大家对日本传统生活方

式的再次认可。 这是因为日本在

经济高速增长之前， 其生活方式

是与自然共存、 不浪费能源的生

态型生活。 越来越多的人被这种

简单生活方式吸引， 这也是第四

消费社会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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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浦展在日本一直从事社

会动向、消费动向和城市动向的

研究。30多年来凭借自己的观察

和经验，提出了很多非常有价值

的研究成果。 《下流社会》《第四

消费时代》等代表作品都曾在日

本引起强烈的反响。随着国内经

济的不断发展，新中产阶层的崛

起，中国也迎来了“消费升级”的

新时代，书中所提及的很多日本

社会有趣的现象和行为其实在

国内已经出现。希望此书可以为

国人打开一扇窗户，在看到别国

人有趣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更

加了解自己以及当下我们所处

的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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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记述了作者在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国

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

任、国家能源局局长期间，一些重大工程建设项

目的动议、决策、建设情况，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

瞩谋划和科学民主决策过程。 包括给国务院的报

告、给中央领导同志的建议与发表的相关文章 62

篇和许多珍贵历史照片。 这一时期正是我国改革

开放走过的 40年历程， 这些文稿翔实记录了这

一时期辉煌的建设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