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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道歉背后的政治逻辑
本周，日本首相菅直人发表

讲话，对日本过去在韩国的殖民
统治表示“深切的反省和由衷的
歉意”，并承诺向韩方交还原属
于朝鲜王朝的文物。

菅直人针对韩国的道歉一
出，随即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强烈
反响。有网友表示：这个日本首
相很不错，他宣称不参拜靖国神
社，而他这次的道歉表明了日本
政府的态度，我对这样的行为感
到欣慰。也有网友说：不管是出
于什么目的，道歉总比不道歉
好，但仅仅道歉又是不够的。而
更多的中国人在问：日本向韩国
道歉了，什么时候向中国道歉？

有分析认为，日本此次对韩国
道歉是刻意为之。日本是把历史当
做现实政治的工具。这种说法洞悉
了时下东北亚的政治格局，在中、
日、韩、朝微妙的关系下，日本单独
向韩国道歉，其拉拢韩国、讨好美

国以对抗中朝的心思昭然若揭。
“天安号”事件的发生，使本就

剑拔弩张的朝鲜半岛局势更加紧
张。中国连续在黄海、山东、河南等
地的高调军演，客观上刺激了日韩
的不安全感。为此，韩国与美国开
始在东北亚海域展开大规模军演：
一边威慑朝鲜，一边警告中国。日

本在与美国就普天间基地的冲突
暂告结束后，也开始迅速接近。如
今，日本向韩国公开道歉，又为两
国之间架设了一条理解与信任的
纽带。在安全利益的共同驱使下，
美日韩在东北亚地区形成了更加
紧密的联盟。

正是军事同盟的联系下，日
本适时对韩国进行了道歉。而除
了经济利益之外，中国与日本很
难就国家安全达成利益一致，更
为重要的是，在日本眼中，中国与
韩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所
以我们不要对日本向韩国道歉
后，再向中国道歉抱太大希望。

日本眼中的中国与韩国，是怎
样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呢？简单地
说，中国是大国，韩国是小国。在日
本看来，向韩国道歉，那是大国向
小国摆姿态，体现了日本的国力、
风度和尊严。而向中国道歉，那是
小国向大国表臣服，体现了日本的

无能、懦弱和愚蠢。
在中、日、韩三国之中，韩国

无疑是综合国力最为弱小的国
家。但是中国和日本谁是三国第
一，两国国民恐怕有着不同的看
法。在我们眼里，中国本是东亚
封贡体系的宗主，无论是日本、
还是韩国都曾是深受中华文化
影响的藩属国。虽然近代以来，
中华帝国曾经沉沦，但是历经革
命、改革与发展之后，中国又重
新站到世界舞台的核心。在中国
人看来，如果排除美国的影响，
中国至少已经重回东亚第一的
位置。曾经藩属中国的日韩理应
居于中国之下。

相较于中国国民，日本国民的
心态要复杂一些。历史上，中国既
曾经长期是日本的老师，又曾被日
本任意蹂躏、践踏；而在最近几十
年，中国经济科技既曾远远落后于
日本，又在如今有全面赶超之势。

对于中国的崛起，日本不愿相信，
而又不得不相信，对美国的倚仗，
加上日本民族固有的倔强性格，使
其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难以把
自己摆到一个正确的位置上。日本
其实很清楚，中国已是世界大国，
但日本就是不愿承认中国是比日
本强大的大国。在这种心理的作用
下，日本很难向中国低头。

其实，对中国而言，也没有必
要在现在就要求日本道歉。日本当
初凭弹丸之地就把地大物博的中
国蹂躏一番，我们确实应该好好反
省自己。当今中国正在和平崛起的
战略下异军突起，可我们的综合国
力还不足以令日本折服。前事不
忘，后事之师。中国人热爱和平，但
和平倚仗于武力，平衡来源于威
慑。对国人来说，与其过分注意日
本，不如把精力放在国内。高贵与
下贱都不是与生俱来的，尊严需要
靠实力赢得。

“无奈”的小费
对于中国人来说，在美国生

活最难适应和理解的一点，似乎
就是这里的小费文化了。我有朋
友从来不去饭店吃饭，因为觉得

“给小费是一件很麻烦的事”。的
确如此，中国人大多好面子，不
大习惯当面谈钱的事，何况美国
这一整套依行业和性质的不同
而盛行的“小费”标准的确很复
杂。不过，仔细分析一下，也能得
出一些有趣的结论来。

必须要指出的是，并不是必
须要给小费。理论上，如果你对
服务不满意，1分钱都不用给。只
不过社会上普遍认为这种行为
十分无礼，所以就算再不满意，
也最好忍痛给一些。小费的金
额，就很复杂了，基本上需要逐

一记忆：在饭店吃饭，通常午餐
给总金额的 10 % -15 % ，晚餐给
15%-20% ；出租车司机给10%-
15% ；酒店服务员给两三块钱就

行；理发师和按摩师则相对高
些，通常都要 20%以上；如果是
吃自助餐或快餐，也就是没有专
门服务员服务的那种，则不必给
小费。对我这种怕麻烦的人，后
来干脆一律20% ，再四舍五入凑
个整，省事也好计算。

小费文化所牵动的是一系
列连锁的制度与效应。首先，因
为小费是客人给某个服务人员
的，所以在饭馆吃饭的时候，必
须记住从一开始为自己服务的
那个人，如果中间需要换碟子、
要纸巾，也只能朝这个人要。像
我们在中国这样随便伸手喊“服
务员”的行为，也被认为是不礼
貌的。其次，因为小费的存在，服
务业成为美国一个收入不低的

行业。比如大学生暑期打工，大
多选择做餐馆服务员，富人区的
餐馆服务员收入水平完全可以
跻身中产阶级，买车买房丝毫不
成问题，甚至比企业白领赚得还
多。在很多历史悠久的高级餐
厅，甚至能见到满头白发的年老
侍者，一生都在优雅地从事着这
一行业，在很大程度上自然也是
因为收入不菲。最后，服务业的
收入与国家总体经济状况直接
挂钩，自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美国人大多“手紧”，小费给得越
来越少，也间接导致了服务业的
质量比以前下降。

美国是个人种密集的移民
国家，所以比较各国移民给小
费的风格就成了一件自然而然

的事。总体上，中国人口碑尚
可，不算特别大方也不算特别
小气；而印度人则声望不佳，时
常少给或干脆不给。当然，很多
初到美国的人会时不时忘记小
费这一茬儿，我就曾有一次结
账出门后服务生追了出来，委
屈地问我是否对他不满意，搞
得我很像个不好伺候的主儿，
赶紧把小费补上。后来我学聪
明了，对于常去的饭馆时常特
意多留小费，这样下次再去，侍
者就会抢着招待我，把我带到
比较好的位子，或送我个免费
甜点之类。总体上，从小费文化
中我学到最多的，是对他人劳
动的尊重，尽管这种尊重需要
用货币价值来表现。

常 江

王宇辰

周观察

西洋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