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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兩面鏡子》讀後心得
─從日本與中國現況找出我國的未來

【銀椽獎•劉建緯】

甫一見到書名，便聯想到唐太宗那段著名的話語：「夫以銅

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

失。」此話語是唐太宗用來緬懷唐初名臣魏徵的事蹟，其中以古為

鏡，正是警惕歷史教訓不能忘的重要性。然而隨著時空變遷與國際

化，往往古代的經驗已無法滿足現代快速變化的需求，因此，「以

鄰為鏡」便是吾人常用來探討社會問題與尋求解決問題的最快方

法。而這本《台灣的兩面鏡子》，正是藉由一位「中國通」的日本

人，以他長年居住中國的經歷，分析出中國人與日本人兩個世界經

濟大國的國民各自的共通特質，並特別為台灣版提出他對於我國國

人的觀察。

由於本書作者所提出的觀點，主要以生活中的經驗來做其論

證，因此，以下我針對本書各個章節，提出個人的見解與批評。

壹、中國缺乏願意為他人服務的精神

首先，作者在中國的角色，就是屬於來自外地的「客人」，以

客人身份來看中國，首先會觀察到最大的問題，就是中國缺乏優質

的服務。作者以生活中接觸到在中國各行各業的服務人員所得到的

回饋，證明中國距離成為服務業大國仍很遠。

其實，我認為會有這現象出現，作者知其一不知其二，因為這

種願意為他人服務的精神，正是我們現今中國傳統文化中所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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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無論從諸子百家到民間戲曲，我們一向把服務人員當作低下

的僕役甚至牲畜看待，很多從事這方面工作的人，連個像樣的名字

都沒有，加上自古以來中國多以農村社會為立國基礎，彼此僅限於

「幫忙」而非專職於服務，最接近服務業型態的「工」、「商」，

其地位反而在「士」、「農」之下。因此到了近代這種分工精細的

工商為主的社會，服務態度若沒有在文化中建立起來，就需要靠後

天的訓練才有辦法建立出一套「以客為尊」的服務態度。

吾人身為公務員，在我們的傳統觀念中，對於公務員就是當官

的意象，大概是既有科舉以來，千年以來固定的想法。若現在要轉

型為服務業，以服務民眾為宗旨，個人認為除了加強內部訓練與考

核之外，最重要的是觀念上的轉變。若能體會到服務的對象不只是

民眾，還有內部各單位，若能秉持優質的服務態度，相信整體的行

政效率會跟著提升，民眾也必能滿意公務單位的服務成果。

貳、日本人真的缺乏責任感嗎？

作者首先以鴻海老闆郭台銘先生在夏普併購案時為例，夏普

董事會遲遲無法決定是否跟鴻海合作的主因，是由於沒人敢承擔決

定本案是否成案與否的責任，寧願放任夏普繼續虧損、股價大跌，

作者甚至認為日本國鐵對於旅客的各種溫馨提醒，都是一種推卸責

任的表現（因為已盡到告知責任，便可卸除若意外發生時的責任歸

屬）。

我倒覺得日本人的缺乏責任感的現象，並沒有作者自己想的這

麼簡單。因為根據一本專論日本文化的經典名著《菊與刀：日本文

化的雙重性》所述，其作者Bened�ct Ruth以人類學家的角度來觀察

日本人，她認為日本人是一種具有極端二元矛盾性格的民族，既講

求永恆的美麗（菊花），又追求瞬間的暴力（武士刀），如同愛美

而黷武、尚禮而好鬥、喜新卻又遵古般對立的雙重性格。因此，該

書認為日本人在對於責任感方面，比較貼近於日本人的講法就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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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道義（漢字：義理），而且可另外分成對社會的道義與對名聲的

道義兩大類，這兩大類道義正是至今仍緊緊地扣住日本人的社會規

範與文化精神當中。

所以，我想作者本身是日本人，可能無法以比較客觀的角度來

檢視自己國人的責任感。因此就以本書的例子來看，夏普會遲遲無

法決定與鴻海的合作案，係由於夏普身懷對整個社會的道義責任，

不輕易出售給外國企業；同樣地，對於旅客的溫馨提醒，也是一種

基於社會的道義責任。至於作者提到日本公司比較喜歡選擇能幫忙

自己卸責而非提高公司營收的律師，我想這本來就是律師該為客戶

應盡的義務，若以此例作為證明日本人本身愛卸責的缺點，未免稍

嫌牽強。 

參、�中國缺乏的是團結精神。要是人人都
想當老闆，誰想當員工？

缺乏團結精神，一直是海峽兩岸中國人都共通的弊病，作者在

書中屢次提到，在公司內部一直為中國員工無法團結之事而煩惱。

據　國父孫中山先生於《三民主義》中指出，四萬萬中國人是一盤

散沙，我們其實有著相當程度的自由，卻無國族主義凝聚彼此的共

識，才會飽受外國勢力的欺凌。這段話經過百年後，我們再回頭

看，　國父當年意指中華民族一直欠缺的正是團結，放眼現今，正

十足印證本書作者的觀點，中國人確實只考慮到自己的利益，而非

團體整體的利益，這種性格最常表現在居功諉過、無時間觀念等行

為上。

此外，作者更一針見血的指出，正是因為每個中國人都想當人

上人，人人都想當領導者，並有著孤狼般的性格，所以相較於日本

人極度講求員工的一致性，不允許有英雄存在的氛圍下，日本人較

中國人有著更強烈的團結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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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在公務體系上，若是在單位中沒有凝聚合作的共識，組織

文化低迷、各自為政，那整個單位就是深陷於內鬥之中，彼此橫向

聯繫不良，所導致的就是行政效率低落，受害的將是公務員自己及

民眾，因此凝聚團結共識，放下彼此歧見，才是在團隊合作中最重

要的關鍵所在。

肆、日本缺乏的是年輕人的活力

由於我國與日本的人口結構相似，可以說日本的現況就是我國

的未來。看到此篇的時候，不禁感受到這可能是我們未來一、二十

年所要面臨的社會問題。

作者在本篇指出，在長年通貨緊縮、少子化及超高齡化的社會

環境之下，造就出日本年輕人普遍低薪的現象；另一方面，在講求

輩分排序的社會中，日本老年人普遍掌握高階職位及資金，結果就

是導致日本變成只有老年人持有金錢資本的社會。

根據2012年日本銀行統計，60歲以上的日本老年人消費支出占

日本個人消費總額的44%，並呈現持續往上攀升的趨勢。這樣的趨

勢使得各通路開始轉型，以爭取有購買力的老年人為主，而不再是

年輕消費者。由於年輕消費者沒有穩定的收入，再也無法負擔車子

及房子等費用，為了維持生活，工作消磨了大部分的時間，失去了

生活品質，而且喪失了出遊玩樂的興趣，社會便逐漸地喪失了年輕

人的活力。

我認為會造就出這樣的社會，正是派遣制度所導致的結果，但

作者並無提到這點。根據2014年日本厚生勞動省出版之《勞動經濟

之分析》指出，自1984年開始，派遣、兼職、定期契約等非正規勞

動者的人數持續增加，到2013年已超過1900萬人，占總就業人口的

36.7%，但失業率卻不見得好轉。且當企業為了降低人事成本，普遍

開始濫用非正規勞動者時，便會擠壓到正式勞動者的職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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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得不到穩定收入的工作，當然對人生的看法也只剩下

「小確幸」。例如作者在書中提到日本年輕男性熱衷於AKB48等女

子團體，而日本年輕女性則將希望託付給來自韓國的帥哥明星。

當我國的企業開始大量使用低薪派遣人力之後，使得年輕人無

法獲得穩定的職位或收入，對於人生的規劃相對就會保守許多。加

上已進入了高齡社會，我國未來也即將面對上述日本的情況。

此外，我國的高齡化社會的後續效應，就是我們即將邁入一個

既老且窮的高齡化社會，因為我國並沒有辦法跟日本一樣，擁有大

量健康、富有的銀髮族持續支撐國內的內需經濟。主因在於我們在

長期各年齡層普遍低薪的情形之下，國民平均所得至今才剛突破2萬

美元，而日本早已超過4萬美金。我們真能邁向如同日本般富有的高

齡化社會嗎？未來還有龐大的社會福利、醫療支出，到時政府及民

眾都將會被這些支出給拖垮。

因此，我認為我國公民營機關在面對高齡化的衝擊，所作出的

因應仍顯著不足。以公務機關為例，各局處服務民眾的流程、無障

礙設施乃至於網站設計等等，仍不便於年長民眾使用。而且我們身

為公務員，對於服務民眾，應該要將民眾當作自己的高齡父母般看

待，傾聽其意見並盡力解決他們的問題。

伍、  中國缺的是由90到100的細膩技術，這
是條難以跨越的鴻溝

作者在本書中認為，雖然中國已然成為世界工廠，在代工上

不缺細膩的技術，卻缺乏使用細膩的技術製造本國產品的能力。作

者指出，是因為中國年輕人缺乏耐性，無法在同一個崗位待上數年

甚至數十年以上的時間，潛心專研自己的研究，導致中國的技術水

平永遠無法超越日本，無論在傳統製造業、高科技業甚至文創產業

上，與日本仍存在著難以跨越的鴻溝。

其實海峽兩岸中國人都面臨相同的問題，追根究柢來看，有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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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面向可以討論。

首先，作者在書中表示，日本各大企業長年所發展的技術，都

是靠著眾多無名的技術人員花費自己的時間與知識所達成的成就，

而中國人無法長時間待在同一個職位上，持續鑽研自己的專業，進

而使得中國企業的技術始終無法超越日本。我想，這正是日本公司

的終身雇用制能讓技術人員能安心從事研究的重要關鍵，並能在原

領域中持續突破；倘若這家公司大量採用約聘雇的非正式人員來進

行技術研發，很快的，這個公司的技術就會被對手迎頭趕上。 

所以若要歸咎到中國人沒有耐性，我認為似乎有點倒果為因。

若一個具有健全制度的公司願意培養技術人員、給予安心的工作環

境從事研究、提供技術人員所需要的研發設備與資金，我想技術人

員跳槽的機率也會大為降低。畢竟對於跳槽的人來說，要重新適應

一個新的環境，也是需要時間成本，而新公司能不能容忍其適應

期，也是風險所在。

其次，國際上技術水準越高的國家，其文化中必定存在著對於

專業技術人員的高度尊重。比如德國、法國、瑞士等歐洲各國，自

古以來，上自君王，下至市井小民，對於各行各業的專業工匠，都

秉持崇高的敬意、尊重其意見與判斷，並支付其合理的報酬。日本

更是如此，無論是戰國時代的國友村（開發出比歐洲更為先進的火

繩槍）、村正（戰國時代打造日本刀的著名冶煉家族）、狩野永德

（安土桃山時代的畫師）、千利休（日本茶聖），均是在各地諸侯

高度重視及培養專業工匠之下，才能讓日本社會即便在戰爭時期，

仍有著輝煌的技術成就。

中國自古以來，在中央機關編制中，也有統領天下工匠的工

部；以瓷器來說，從宋朝的景德鎮到清代康雍乾三代官窯；以制定

曆法聞名的欽天監、掌管車馬的太僕寺等等，都是培養專業工匠的

場所，也有良好的訓練制度。以清代官窯為例，在官方大力支持培

養之下，其創作出來的瓷器，均是人間極品；但是在道光之後，官

方不再投資窯廠，其工藝便一蹶不振，官窯解體，良工四散，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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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瓷禁令解除，官窯的製作技術才普遍的傳入民間。就清代官窯的

演變，即可證明前段所述，有良好穩定的制度，才能培養精良的工

匠。

除了上述這些有官方支持的技術機關，其他民間的工匠，由於

受限於傳統上士農工商的階級制度，無法獲得社會上的地位，造就

中國在其他技術的發展，就不如西方先進。這也就是為什麼西方有

文藝復興時期及工業革命的出現，而中國卻晚了西方百年之久。

最後，即是近年來為各界所批評的，主事者及民代不尊重專業

事務官的意見，為了迎合民眾、政治鬥爭或憑藉個人偏見，以政治

意圖凌駕專業判斷，形成今日為了討好民意，而時常做出與專業判

斷相左的決策之怪現象，目的僅僅為了選票或是穩固自己的官位，

如此一來，對於在國家長期發展、永續經營，是極為不利的。

陸、日本缺乏廣闊的世界觀

作者在本篇中對於日本現今國內瀰漫著一種「封閉型島國意

志」，即不再關心世界的脈動，只關心國內的事務的氛圍，相較中

國人對於這個世界具有廣闊的視野與敏銳的觀察能力，感到無比的

憂心。作者認為主因是日本地理因素，加上泡沫經濟崩解及三一一

地震後，徹底瓦解日本人對於自己的自信心，變得再也不關心世界

的變化。

事實上，在日本歷史上並非首次發生這樣鎖國的情況。在二次

大戰前，日本向世界主動學習、大開門戶的時機只有三次，最早是

為7至9世紀時日本派遣往隋唐之使節、安土桃山時代的戰國時期、

最後就是幕末明治維新至二次大戰前開始瘋狂侵略亞洲時期，其它

千年以上的時間，日本都是處於半鎖國的狀態，如平安時代、鎌倉

幕府、室町幕府及德川幕府，都是為了維持內部勢力的平衡，將軍

下令不得與外界接觸，即便在國內發生內戰，也大多僅限於小規模

的戰爭；由於日本地理環境，也僅受到三次外國勢力的侵襲，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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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元寇（元朝征日之役）、應永外寇（朝鮮攻打對馬），第三次即

是被美國投下大量燒夷彈及原子彈，造成空前的毀滅。

當一個社會開始對於外國事務失去興趣的時候，也是這個社會

逐步失去活力與進步的動力，更喪失了危機意識，將難以應付世局

的變化。

有鑑於日本現況，我不禁反思，我國不正因為長期國際地位遭

受到中共的封鎖，在無法參與各個國際組織及會議之下，亦讓我國

國民陷於「封閉型島國意志」的邏輯思維當中。吾人身為國家的公

務員，更應該要跳脫出這樣的框架，以更具有國際觀的眼光，來思

考國際上所發生的變化，預先做好問題發生的因應準備。 

柒、作者對於台灣缺什麼的見解與自我省思

綜合以上，作者對於台灣提出以下歸納式的觀察：

一、優點： 隨機應變、男女地位平等、可與日本媲美的優質服務。

二、缺點： 宣傳自我能力不足、複製外來事物卻無法脫胎換骨、缺

乏危機意識的島國意志。

作者認為，台灣人融合中華文化、日本文化及既有的本土文

化，成為日本平安時代以來，由日本學問之神－菅原道真所提出，

理想中的「和魂漢才」，既具備日本式優點（優質服務的精神），

更具備日本所沒有的中國式優點（隨機應變、男女平等），但也對

於台灣人，可能陷於日本與中國所各自擁有的缺點（沒有國際觀及

缺乏團結）之中感到憂心，因此作者期盼台灣年輕人能更有智慧、

廣闊的視野及更團結的精神來面對台灣外部的威脅。

首先，我不禁對作者既親切又敏銳的觀察感到無比的感激。因

為正如同《論語．述而第七》所說的：「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

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身為公務員的我們，除了可以

透過本書，在中國人及日本人的身上看到某部分的自己，更應該正

視自己的缺點，彌補自身的不足，我們才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不

《
台
灣
的
兩
面
鏡
子
》
讀
後
心
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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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蹈兩國人民所發生的錯誤。

其次，在我個人對於這本書的評價，雖然內容上用字淺顯，

簡單易讀，字字切中要害，然而在某些議題上，作者的觀察並非客

觀及全面，甚至有些論點帶有作者本身主觀的刻板印象。不過瑕不

掩瑜，因為這本書正是一面鏡子，藉由中國的現況，看到我們的過

去，同時放眼日本的現況，看到我們的未來。

最後，值得我們深思的，就是現今受到中國崛起的世界趨勢，

台、日、中三方在政治、經貿、歷史、文化、科技等不同層面上有

著更複雜糾結的三角關係，且相當容易被簡化成如同原始部落般

「是敵是友？」的愛恨情結。而我們身為地緣政治、強權夾縫中的

小國，將必然在未來中美世界霸權之爭當中，被迫選擇與誰為友、

與誰為敵。

因此我們更需要藉由了解中國、日本兩國的政經局勢與深入分

析其民族個性，進而選擇出一條適合我們的最佳道路。關於這點，

我們公務員更應深刻反省與檢討，因為我們是掌握國家命運的重要

成員，須因應未來國際上的趨勢、國內未來可能的社會變遷，及早

做出對策，讓我們國家及人民走向更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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