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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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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来到日本已经有两个月了。在各种各样的体验中，令我感触最深的，

便是来自日本人的“关怀”。 

   说到“关怀”，大家大概能联想到“照料”、“体贴”、“周到细心”

等积极的印象。这样说来，日本人在生活中到底是怎样表现出“关怀”的

呢。从大的方面讲，我认为可以分成两大部分——言语方面与行为方面。 

   首先从言语方面来看，日本人有口头语和书面语两种表达方式。在现代

的日本社会中，最常用到的联系方式便是打电话与发电子邮件了。在这之

中，是能够感受到日本人的“关怀”的。在与日本人发电子邮件和打电话

时，总会有许多前置语与文末后置语的表达方式。比如，在打电话时，会有

“夜晚来电打扰十分抱歉”这样的前置表达来作为引出下文的铺垫话语。这

里的，针对无视常规的“夜晚不该给对方打电话”的认识，在夜晚给对方打

了电话的举动，向对方表示自责而表达出对对方的“关怀”，这种“关怀”

的意识起了作用。在发电子邮件时，在邮件的开头会写“回信不及时非常抱

歉”，在邮件的末尾会写“请多多指教”这种，十分恭敬的话语，这会给对

方留下一个不死板，温柔的形象，让人感受到发信人的“关怀”。 

    说到口头语，其实自他动词的转换也是关怀的一种表现。比如在去朋友

家做客吃饭的时候，主人总会说“饭已经做好了”，而不是“我做好饭

了”。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是比起自动词的“做好了”，用他动词的“我做

了”，会传达给客人一种“今天我是为了你的到来而特意准备了饭菜”这样

沉重的想法的。因此，如果使用了自动词，客人就不会在意这些细节，能够

轻松的享受饭菜了。 

    从行为方面来看的话，不只是重大的场面，从细致入微的细节中都能够

感受到日本人的关怀。现在，日本制造的产品在世界上有很高的人气。其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其适应不同人需求的人性化设计。 

    比如，在日本的地铁中，有为了任谁都可以轻松地握住，高低长短不同

的吊环拉手。在牛奶包装盒的顶端会设计有凹槽，让视力有障碍的人也能轻

松识别出开口的位置。 

    前段时间，我曾在文具店里买过一本便笺。最初当我看到便笺是完全空

白，没有任何辅助线的设计时，我十分苦恼。因为在这样的纸上写字非常容

易倾斜。正当这时，我在包装袋中发现了线格纸。只要将这张线格纸放在便

笺的下面，写字时就不会倾斜了。当时我便想，连这种细致的地方都能够注

意到的设计，果然是日本的产品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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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如上文所说，“关怀”便是尽量不给对方添麻烦，站在他人的立场，

能够更好地理解对方的想法。 

   “关怀”在人际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维持良好的人际交往，创造

和谐社会不可欠缺的行为。对于非常重视建构人际关系的日本人来说，自小

时候起，便在“不为他人添麻烦”的想法下教育成长，但是我认为抱有这种

想法的中国人却很少。这样看来，我认为日本人这种“关怀”的珍贵的思考

方式，是非常值得中国人学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