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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沒有了他們前輩們的進取精神與自信。

從面臨求職冰河期的“迷惘一代”到飽

受教育的“寬裕一代”，如今20多歲的年

輕人們，面對未來更不願冒險。

日本青少年研究所去年發布的“有關

高中生的生活意識與留學的調查”顯示，

近六成中國高中生希望去海外留學，但超

過五成日本高中生則不希望去海外留學，

他們回答“沒有信心一個人生活”等所佔的

比例較高。據文部省的調查，到美國的大

學留學的日本學生正在急劇減少。

日本產業能率大學曾以剛畢業的 400

位新職員為對象進行調查，結果顯示有超

達149人，這一數字是2007年的 2.5倍。

東京大學日前公布調查結果顯示，日

本年輕人普遍覺得當今社會貧富差距過

大。該調查的目的是跟蹤年輕人的意識變

化。31%的受訪者認為“10年後的生活水

準將下降”，比2007年提高了16個百分點;

而選擇“對將來的生活和工作充滿希望”的

人數進一步下降，僅佔39%，而2007年則

佔55%。

本報訊（記者 楊文凱）日本相撲協會

4月3日召開臨時理事會，對東京地方裁判

所在3月25日針對相撲協會以“參與假賽

醜聞”名義解雇中國內蒙古出身的原相撲

力士蒼國來（本名：恩和圖布新，29歲）做

出的無效判決進行了審議。日本相撲協會

決定接受法庭判決，放棄二審上訴──這

意味著一直期望能重回比賽場的蒼國來通

過法庭裁判的異例形式確認了自己的清白

和地位，將正式回歸相撲界。

蒼國來在勝訴後表示，終於等到了公

正的判決結果。這兩年聲援我的人很多，

包括我的家人、媒體，還有幾萬名粉絲簽

名支持我，他們都是我的精神支柱。父母

去年10月來東京陪了我10多天，給與很大

鼓勵。東京地裁判決後，幾十名支持者聚

集在兩國國技館，展示了約23000 人的聲

援署名書，希望我重新回歸比賽。

確定勝訴後，蒼國來與師匠荒汐一同前

往日本相撲協會，北之湖理事長向兩人表示

了道歉。雙方商定5 月的夏季賽事暫不復

出，而於7月7日在愛知縣體育館開幕的名

古屋賽事正式重返賽場。蒼國來當日在國技

館附近的賓館舉行了記者會，表示“希望從

明天開始系上兜帶”。4月4日，他就在所

屬的荒汐部屋重新開始了晨間訓練。

據悉，相撲協會同意蒼國來最快可參

加今年5月12日即將開幕的夏季比賽。相

撲協會提出的探討性方案是：蒼國來遭解

雇時位居幕內西前頭15位，重返賽場後將

以幕內最低位的前頭16位級別參與比賽；

即使他在夏場比賽中全休，也不會影響到

排名位置，仍可以參加7 月舉行的名古屋

場所的比賽。最後，雙方同意蒼國來在 7

月名古屋賽事復歸。

對於判決結果，日本相撲協會理事會

認為“（上訴）沒有勝訴的把握”，因此在

4月3日決定放棄上訴，北之湖理事長在會

後的記者會見中表示了謝罪。4 日，北之

湖理事長與蒼國來的師匠荒汐親方和他本

人見面，親自傳達了理事會的決定，以及

復歸比賽之後的待遇。理事長在正式道歉

的同時，表示“為了不讓同樣的不幸事件

再次發生，需要查明原因”。他期待蒼國

來在日後的比賽中能取得讓支持者和相撲

迷們感受到相撲魅力的好成績。

■ 本報記者 孫 輝

數十年前，在日本可以看到眾多年輕

人在各自的領域努力實踐自己的夢想，他

們的勇氣和熱情令人深受鼓舞，伴隨著一

個個夢想的實現，日本也由此實現了經濟

騰飛。而進入二十一世紀，日本的年輕人

越來越消沉。本應是懷揣希望和夢想的一

代，本應是肩負日本未來、前途無量的20

多歲的年輕人，卻是無精打採，毫無活

力。

世界最大的人力資源服務企業德科

(Adecco)公司近日對在日本工作的中日青

年就人生目標等問題開展調查。結果顯

示，約9 成在日工作的中國年輕人擁有明

確目標，遠遠高於日本年輕人的3成。

調查以在日本工作的年輕人為對象。

結果顯示，對事業或事業“有目標”的日本

人為28.7% ，中國人則為86.6%；另一方

面，“沒有目標”的日本年輕人為35.3%，

而中國人的這一比率僅為3.8%。

對於“目標”，兩國的年輕人之間也存

在很大差距。在回答“有目標”的日本人

中，48.9%的受訪者希望成為“有專門知識

的職業人”，17.1%的人希望成為“成為公

司幹部”；而47.1%的中國年輕人希望自己

創業，17.6% 的人希望擁有自己的店，獨

立意愿和冒險精神非常強烈。

缺乏進取精神的年輕人
現在日本年輕人，對新鮮事物毫無興

趣，同時在家中度過假日的傾向開始增

強。不考慮購車，活動半徑狹小，每日過

著最低限度的生活，可謂是“不消費的消

費者”。

在圍繞日本年輕人的新聞報道中，出

現許多涉及到社會問題的關鍵詞：自由職

業者、啃老族、求職碰壁、中低收入者、

網絡咖啡店流浪者、不婚化、網絡犯罪等

等。

去年 8月日本文部科學省所屬的教育

研究機构公布了一項問卷調查結果，被調

查對象是美國、中國、日本、韓國的7200

名高中生。“認為自己是有價值的人”─

─美國89.1%，中國87.7%，日本36.1%，

韓國75.1%。“對自己很滿意”──美國

78.2%，中國 68.5%，日本 24.7%，韓國

63.3% 。在上一輩看來，日本的年輕人已

過一半人對去海外工作表示抗拒，其中較

多的理由是“風險很高”、“對自己的能力

沒有自信”和“沒有感覺到海外工作的魅力

所在”。

經濟衰退讓年輕人心灰意冷
有分析指出，日本經濟衰退及貧富差

距加大也致使年輕人對未來感到悲觀，年

輕人缺乏夢想整個社會難咎其責。

經濟衰退的日本大環境，越來越多的

年輕人無法找到工作。即便找到一份工

作，也往往覺得無法跟自己的才華和興趣

相匹配。

近日，日本招聘網站 Inntelligence 以

2447名 15至 25歲年齡段有打工經驗或希

望打工的男女為對象，實施了一項關於就

業的調查。當調查問及“將來想要幹什麼”

時，約七成回答最多的是“想要就業”，或

是“想要過社會人的生活”。在大學生中，

約有八成人也是這麼回答。對於他們，好

像一提到將來就與就業直接相關。

日本一家旨在防止自殺的公益機构

Life Link近日公布調查結果稱，日本正在

找工作的大學生中有十分之一感覺“真心

想死，想消失”。

該機构在 3 月以首都東京為中心，調

查了121 名正在找工作的大學生、研究生

和職校生。結果顯示，8.3%的學生在開始

找工作前就感覺“真心想死”，1.7%的學

生正式著手找工作後抱有同樣想法。認為

“如果死了就能完全解脫，變得輕鬆”的學

生比例上升至24.2%。

該機构代表清水康之表示：“可以說

很多學生有自殺的念頭。大概是被找工作

逼得走投無路了吧。”

日本警察廳的統計數據顯示，2012年

因“找工作失敗”而自殺的20-29歲年輕人

在被迫離開相撲界的兩年裡，蒼國來一

直堅持自主鍛煉，參加橄欖球運動和健身鍛

煉。對於重返賽場，蒼國來表示：我在心理

上做好了準備。但在身體上可能還要準備半

年或幾個月的時間。在打官司期間，我一直

在健身房進行肌肉健身訓練，也沒有停止相

撲基本功的練習，但作為職業選手來說，我

要為職業負責，需要有較好狀態時再上場。

自身必須有個修復的時間，體力和精神都需

要修復。對於一直支持我的人來說，能回到

相撲賽場就是對他們最好的回報，我希望回

去後能有更好的表現。

不過，他在遭解雇後的一年內無法從電

視中看到每隔兩個月舉行一次的大相撲比賽

的實況轉播。他經常捫心自問“我為什麼不

能出現在比賽場上”，對此感到困惑不解。

相撲協會也禁止他住在原來的荒汐部屋，蒼

國來後來一直居住在朋友家裡。但打贏了官

司後，力士地位再被確認，他已經搬回了荒

汐部屋。師匠荒汐一直很相信弟子，雖然官

司太漫長了，但他也為最終取得一個公正的

審判結果而感到高興。在接受了相撲協會道

歉之後，蒼國來表示：雖然經歷了困難時

期，留下了痛苦記憶，但是理事長的話語還

是打動了心靈，讓我感到欣慰。我要以超過

迄今為止的相撲成績來報答一直支持我的相

撲迷們。

在日本相撲界，有“離開一次就再也

不能回來”的原則。但據相撲協會廣報部

介紹，過去也有不少回歸的例子。直到

1950年代末還有資料顯示，力士復歸時的

排名位置有降一格的通例。不過，現在相

撲界內部已無此規定。一度離開相撲場的

力士再次復出，這是最近 70 年以來的首

次。本次，相撲協會對蒼國來實行特別對

策，以接受他的復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