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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Lab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数字业务的实验部门，成立于2014年3月。我们致力于将优质的资源送到读
者手中。我们会不断努力，做体验更好、设计更好的电子书，加油！

上海译文出版社｜Digital 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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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一中文版序一

致中国朋友们：

听闻《大量废弃社会》即将在中国出版，我在感到欣喜的同时，也不禁有些许忐忑。因为我无法想象中

国的读者朋友们将会以怎样的方式解读这本书。

低头看看自己身上的服装标签，裤子和长衫是中国制造，针织羊毛衫是泰国制造——它们都是我这一代
人最常穿着的品牌。

再看一眼冰箱，虽然肉类、蔬菜等生鲜食品依然是日本货居多，然而要论加工食品，进口货的比例就高

了不少。存放在冰箱里的蔬菜以及饺子等副食全部都是产自中国。

遇到特殊时刻，人们才会切身感受到自己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去年春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同样在

日本蔓延开来。失去了中国的货源，人们连口罩都难以入手。离我工作那间报社不远的东京银座商圈里

也不再出现中国游客的身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游客，精品店和百货商场的营业额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那些理所当然般存在于“消费者”眼中的物美价廉的时装与美食天堂，光是受到一点小小的影响，便在顷
刻之间分崩离析。用长远的目光来看，我们的花花世界也同样建立在破坏环境、压榨劳工的基础上。我

们真的要对此听之任之吗？凭借消费者的力量，无法对这样的现状做出改变吗？本书尝试着向各位读者

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并非是在煽动焦虑，罗列耸人听闻之事，而是想鼓励每一个人通过对事实的了

解，来面对自己身边的问题。我认为，如果大家能够着眼于“国家”“企业”等宏大概念之外的那些人，就
一定能够理解我的想法。我不希望在阅读后，大家仅仅觉得“某些人很可怜”“某些现状很危险”就了事，
因此我在本书中描写了引发这些现象的运作机制和商业模式，提出了一些改变这些现象的思路与方法。

自本书出版以来，我感受到对本书观点产生同感的人越来越多。在公众的推动下，企业也在渐渐发生改

变。大家会想象发生在他人身上的事，与此产生共鸣，并为了改变社会而行动。尽管身处一个“理性至
上”的时代，但我依然深深地感受到了“感性者”们伟大的力量所在。

听说中国最近在呼吁“拒绝浪费”，大力提倡“光盘行动”，而在日本，“拒绝挥霍，厉行节约”的风潮也同
样在蔓延开来。

衷心希望我们在本书中的观点能够在这个不断变化的社会之中传达给中国人民，令中日关系更加紧密友

好。

仲村和代

2021年2月



中文版序二中文版序二

中国的读者朋友们，你们好！

闻听《大量废弃社会》中文版即将出版的消息，我不禁由衷感到喜悦。这本书是以我们2017年、2018年
在报纸上所发表的多篇报道汇总而成，当时的日本还未对便利店的食品浪费问题，以及服装的大量废弃

问题加以重视。尽管废弃问题近来日益受到关注，但本书能够受到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青睐，依然说明在

中国有人与我们认识到了相同的问题。与我们志同道合的朋友越来越多，这无疑令人感到欢欣鼓舞。

不知道在中文里是否同样有着“切身相关之事”和“与己无关之事”这样的说法？最近在日本，当提到气候
变化与性别差异等问题时，人们都越来越觉得“要把它们视为切身相关之事”。“视为切身相关之事”，意
味着把社会问题当成是自身的问题。进一步讲，面对某些问题，即使觉得自身利益没有因此遭受损害，

认为与己无关，也要把它们当成是自己的问题，思考解决方案，并身体力行地去解决。然而即使知道问

题出在哪里，想要将其“视为切身相关之事”，依旧相当困难。“关心地球气候，这种问题未免太宽泛
了”“光凭个人努力能有多大影响”“大家都在做的事情，不好提出异议”……这些观点无一不是有理有据。

诚然，在撰写这本书时，我也意识到了将一些问题“视为切身相关之事”的困难。为了维持“大规模生
产”这样的生产模式，工人们被迫在恶劣的劳动环境中工作，原本已经贫困不堪的女性进一步受到压
榨，土壤与河流也为此遭到污染……像这些所谓的“与己无关之事”，其实往往与我们自身息息相关。为
了让大家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列举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品与服装遭到大量废弃的事例。其

实身为本书作者的我们，过去也曾以消费者的身份发现过超市冷藏柜里食品过期的问题，当时我们同样

进行采访，并撰写了相关文章。

由于格蕾塔·桑伯格发起的对抗气候变化的青年运动，“气候正义”一词已经得到广泛关注。与此同时，人
们也纷纷意识到引发气候变化的现行制度当中的矛盾，与当下的歧视、不公、长时间劳动以及各种“生
活中的困难”息息相关。对全球化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的新型冠状肺炎疫情，也使这些矛盾变得更加尖
锐。当下不断成长的经济，是在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继而大量废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或许我们是

时候将“退出这样的经济体系”当作“切身相关之事”来看待了。中国的经济在近年来获得了值得骄傲的成
长，因此我由衷地希望能与中国人民共同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

藤田皋月

2021年2月



序序

仲村和代（《朝日新闻》社会新闻记者）

这样下去真的没问题吗？

在享受便捷生活的同时，我曾产生过这样的想法。

每当舒适便捷的生活背后发生的悲剧以“事故”或“事件”的形式展现出来，并成为“新闻”被广泛报道时，
这样的感触便尤其深刻。

2013年4月，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近郊，一栋名为“拉纳广场”的八层建筑发生了坍塌“事故”。钢筋混凝土
支柱突然断裂，建筑无法保持稳定，随即轰然崩塌。建筑中的人们被埋在瓦砾之下，上千人因此丧命。

大楼内共有五家制衣厂，遇难者大半是厂里的工人。

为什么我要给“事故”一词加上引号呢？这是因为大楼坍塌并非由地震或爆炸导致，而是大楼本身存在违
法扩建的嫌疑。早在事故发生前就有人发现大楼的墙壁上出现了裂缝，当地警察也在几天前下达过避难

疏散的通知。然而工厂管理者却拒绝停止生产，最终酿成了悲剧。与其说这是天灾，倒不如说是一场人

祸。

事故发生的半年前，我恰巧去孟加拉国进行过一次采访，因此不由得在脑海中回想起当时的情形。在首

都达卡，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导致人口激增，我在路上遇到了严重的堵车，那幅光景说是“毫无秩序可
言”或许也不为过。到了农村，“日本记者来了”的消息引发了一阵轰动，村民们向我喋喋不休地诉说
着，都想要我“听听他们的话”，他们说现在有许多农村人都会进城打工。当我回想起那时见到的面孔，
实在无法觉得那些事情与我们毫无关联。

孟加拉国并非观光旅游国家，来过这里的日本人可能寥寥无几。尽管拉纳广场事故在电视上镜头令人同

情，但想必许多人都会认为这仅仅是一起发展中国家忽视安全管理所导致的事故，不会意识到它同样是

一个与我们息息相关的问题。

然而这件事却并非与我们这些发达国家的人民毫无关联。因为我们每天都穿在身上的服装，就是在那里

生产出来的。

孟加拉国的人口约1.6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 538美元（2017）。孟加拉国曾经被称作“亚洲最贫穷的
国家”，但近年来经济发展迅猛，而支撑经济增长的正是制衣行业。如今这里已经成为面向发达国家出
口成衣的“世界服装工厂”。优衣库、GAP等平价服装品牌均在孟加拉国设有生产基地。

在过去，长期接受发达国家服装生产订单的国家是中国，与之相比，孟加拉国的优势在于廉价的劳动

力。为了实现产业发展，当地政府也打出“孟加拉国的价格更加便宜，生产服装就到这来”的宣传口号，
于是大量制衣工厂应势而生，其中就包括拉纳广场内的工厂。发达国家的人享受到的物美价廉服装的背

后，却是那些辛勤劳作，却连最基本的生命安全都未能得到保障的工人。

这起事故在欧洲和美国引起了强烈反响，越来越多的人质疑服装行业是否尽到应有的责任，并开始对当

下的消费模式进行反思。在事故发生之后的4月末，在日本同样出现了“时装革命周”等有助于人们了解
服装生产车间信息的活动。

然而遗憾的是，这些活动尚未令现状发生显著改变。想要以消费者的身份付诸行动，迈出第一步并非易

事。况且人们很难感受到自己的行动能够使现状发生什么改变。许多人想给社会提供一个更好的解决方

案，却很难从海量的信息中决定选择什么，如何选择。

而我也正是其中为此而苦恼的一人。

我于2002年进入《朝日新闻》报社。当时大多数日本报社记者的职业生涯都是从当地的“警察担当”开始



干起，也就是从事犯罪案件方面的报道，我也不例外。最初在大分县工作，之后又被调去长崎与福冈等

地，相继负责县政府、市政厅的行政新闻报道工作。此类工作多依赖于所谓的“记者俱乐部”的人脉，需
要与那些消息灵通的人建立良好关系，以便迅速获取更多深度材料。但我性格较为内向，不擅长和大家

打成一片，有时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何还在坚持记者这个工作。

在长崎工作时，我曾撰写过一篇关于原子弹与和平的报道。我和父母都出生于冲绳，从小听着祖母及长

辈们在冲绳战役中幸存的故事长大。在上小学低年级前我一直生活在广岛，曾经无数次参观过位于广岛

的原子弹爆炸资料馆，也曾在学校里多次接受过和平教育。小学三年级时我转学到大阪，当告诉同学自

己来自广岛后，同学们纷纷问我“原子弹爆炸是什么样的”。他们对原子弹的认知与广岛人完全不同，这
让我深受打击，同时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报社面试的时候，我提到了那件往事在心里留下的感受，

于是后来有幸得到了采访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的机会。身为记者，这样的机会难能可贵。在采访中，我也

积累到了大量宝贵的经验。

在长崎，经历过原子弹爆炸的人不仅会向后代讲述自己的体验，还会结合当前世界上的纷争与环境等问

题来叙述，以期引发人们对和平问题的思考。那时恰逢原子弹爆炸60周年，我因而多次得到海外取材的
机会。我采访过战后嫁给美国军人的原子弹爆炸幸存者，也询问过美国人对原子弹爆炸及核武器政策的

态度。这让我感觉到，尽管不在大都市，却也能听到价值观完全不同的人们说的话，感受到各种事物跨

越时空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提供给我一个学会从多角度看待问题的好机会。

2010年春天，我被调到东京的社会新闻部工作。社会新闻部里的大多数记者都是警察及政府的记者俱乐
部成员，在自己深耕的领域拥有杰出的挖掘内幕的采访能力。或许是被大家看出了我没有抢夺头版头条

的能力，因此当时的我没有被吸纳到某个特定领域的记者圈子，一直都处于“散兵游勇”的状态。总而言
之就是什么方向的题材都做。我既会在意外事件或灾难发生时赶赴现场进行采访和报道，也会凭借着个

人兴趣选择题材深入挖掘，撰写报道。

然而在几年后，我感觉自己遇到了职业瓶颈。

报纸是传递信息的媒介。身为一名记者，我深刻认识到新闻并没有绝对的标准，而仅仅具备相对性。例

如，当重大事故接连发生时，平日里会刊登在社会版面上的新闻便销声匿迹（如今这样的报道大部分只

会在电子版报纸上刊登）。过去一些并不会引人注目的小事，如今却能得到机会屡屡引发人们的关注，

被媒体大肆报道。所以说真正决定“新闻价值”的，是特定时代、国家及人民看待问题的态度，对此做出
筛选的人则是编辑和记者，因此难免存在主观要素（当然有时他们也会小看某件事的新闻价值，因错过

好题材而追悔莫及）。

例如在2016年，一篇名为《上不了保育园，日本去死！！！》  (1)  的匿名博文成为热门话题的同一时
期，我也同样以面对孩子“入园难”问题的年轻父母在网上发出的声音为切入点撰写了一篇报道，然而主
任却对我说：“这算什么新闻？”关于保育园的问题后来被拿到国会上讨论，引发了强烈反响，政府也宣
布将采取有力措施处理问题，这时又有人不停催促我“能不能就这个问题再写点什么”了。

“新闻”一词的字面意义就是“新的见闻”。最新发生的事、不常出现的事、发生变化的事容易写成报道，
然而那些即使存在问题，却为社会所默许，变化缓慢，难以进入到大众视线当中的事，却总是难以成

文。诸如“待机儿童” (2)  这种每年都在发生、在社会上已被视为常态的问题，也就不足以被称为新闻
了。能出现在纸面上的大都是些“非同寻常”的事件。若是有一天“日常”变为了“新闻”，那说明一定出现
了非常罕见的情况，或是这些问题引发了什么“事故”。

当然，许多记者每天都在绞尽脑汁，试图改变这样的分类方法。当原本已经被埋没的话题被重新挖掘出

来、得到重视的时候，专业记者也就拥有了存在的价值。

在我从事记者的这17年里，新闻媒体的环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在我2002年刚刚入职的时候，人
们使用的手机都还是“翻盖机”，手机拍照的画质远远达不到印刷水准，无法用在报纸上面。然而现在任
何人都可以使用智能手机来拍摄照片、编辑视频，甚至进行直播。2010年我刚刚开始使用推特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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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实名发布推文的现象极为罕见，而现在，各种社交软件不仅是人们发布信息的平台，更是收集信息

与申请采访的利器。由于网络媒体愈发重要，许多大型媒体机构也纷纷将重心放在了数字媒体的运营

上。

然而在媒体行业的语境中，记者的“基本使命”却依然保持不变，那就是监督权力并与之斗争。即使当局
想隐瞒不利信息，记者也要不懈努力，力求揭穿真相并将其公之于众。刚正不阿，为保护国民的知情权

战斗到底……这是报社始终所注重的信条。因此听到报社记者这个职业时，想必大部分人都会联想到揭
发揭露权力滥用的调查报道，以及从战场和灾区带来的报道这样的内容。

反对战争、独裁及政治腐败，并与之抗争，无疑是新闻行业的重要使命。然而如果身处一个在“没有战
争”的意义上算是“和平”的又能够通过选举选出执政者的民主主义国家中，则需要一些不同的做法。

即便是发达国家也存在着自己的问题。如何进行财富再分配？预算该用在哪些方面？如何缓解人民生活

中的困难？在人际关系愈发冷漠的时代，如何调节人们与家庭、社区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都不存

在“标准答案”，而是要不同身份的人经过多次讨论，在彼此利害关系的不断调整中逐渐寻找到答案。在
这个多元化的社会里，媒体仅靠追究当权者的责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有可能被人们认为

是“为批判而批判”。若要说媒体能为社会性问题的解决起到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仔细发掘问题，将个
人察觉到的问题分享给大众，继而寻求解决之道。媒体不仅要报道容易引人注目的事件，更要深入挖掘

那些难以被人察觉的事件，并努力将自己所看到的内容传达给社会大众。

媒体并非没有做过这些尝试，只是依然不够充分。我认为发达国家的民众对媒体越来越不信任的原因不

仅在于贫富差距扩大化与网络舆论极端化，还有对“与自身息息相关的问题”被媒体边缘化而感到的不
满。在倾听这些不满的声音时，我们有必要对处理新闻的态度、采访的手法以及撰写文章的方式进行改

变。

2010年，我在参与撰写一个以“独居者之国”为主题的系列报道时初次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这些报道先是
连载在报纸上，后来被汇编成为单行本出版。报道的主题是“社会性孤立”。眼下，人们与社区和家庭之
间的关系正在变得愈发淡漠，甚至以孤独死这一极端形式鲜明地呈现在大众眼前。报道关注的就是这一

社会现象。

《朝日新闻》之所以会策划这一连载，是因为在2010年夏季，日本国内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事件。有
人在东京都内的一所住宅中发现了一具已变成木乃伊的尸体。如果他还活着，那么年龄应该是111岁，
同时也是东京都内最长寿的老人。该男子的子女和孙子同样居住在这所房子里，而该男子已经去世30多
年了。没有处理尸体的原因是，该男子的退休金是这个家庭的收入来源，家人担心如果将他的死亡申报

上去，整个家庭会难以维持生计。后来，国内各地也发现了大量类似案例，孤独死也成为了社会性问

题。

在进行“独居者之国”的采访过程中，我发现类似的事件其实很久之前就已经在全国各地悄然上演。

例如很久以前，一些报纸的地方版中就出现过某人去世后，家人以“支付不起葬礼费用”“不知道怎样处
理”为借口将遗体放置不管，最终发展成刑事案件的小型报道。

与家人、熟人基本断绝联系，死后好几个月都没人发现的孤独死事件也时有发生。如果没有被认定为刑

事案件发生，警方往往不会发布公告，这些事件也不会被写成报道。

然而如果将几百件，抑或上千件“不值一提”的新闻汇总在一起，就会发现它们背后存在着的重大问题
——在如今这个时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脆弱，家庭作为安全网的作用也在逐渐减弱。这样
的问题已经显而易见，却从未得到重视。通过这次采访，我深深感到，如果不从一种另类的角度去挖

掘“新闻价值”，人们可能会对这些问题始终视而不见。

与此同时，我也感受到了社会意识的变化。

这一趋势是伴随着人们对“工作方式”的关注而出现的。由于非正式雇佣群体的规模扩大，“过劳死”“吸血



企业”等词汇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大众视野中。拥有稳定收入、结婚生子这些在以前的昭和时代被视为
理所当然的事，在泡沫经济崩溃后却都愈发难以实现。

从另一方面讲，在这个通货紧缩的时代，工资增长停滞不前，然而人们对服务的要求非但没有下降，反

而还在提高。一般认为日本的服务价格和水平都是较高的，然而在高水平服务的背后，正有人为此而做

出牺牲——如今人们已经开始逐渐认识到这一点。

我强烈感受到社会观念发生变化，是在对2016年9月发生的一起事故进行报道的时候。当时关西地区的
私营铁路线上发生了一起跳轨自杀事件，导致电车停运，站台上一片混乱。与此同时，在另外一个车站

里，一位正在处理乘客问题的乘务员突然惊恐万状、拔足狂奔，最终从高架铁路上跳下并摔成重伤。据

目击者称，当时有几名顾客情绪激动地将该乘务员逼到角落，不停地追问他：“到底什么时候开车？”这
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事件传播开来后，人们纷纷在推特上为这位乘务员辩护，并签署了一份请愿书，

呼吁公司对他离岗并跳下高架铁路的行为给予宽大处理，并在后续对他进行心理疏导。其中有一位网友

表示：“在员工遭到恶意投诉时，公司有责任对他们进行保护。”

作为长期关注这一领域事件的人，我对互联网上的反应感到惊讶。因为若是在几年前，如果一个乘务员

做出这样的行为，人们通常会骂他“不负责任”，并追究他擅离职守的责任。直到我撰写“独居者之国”的
连载时，社会上依然存在一种强烈的舆论倾向，将贫困、遭受孤立与心理疾病等问题归结为“个人原
因”。然而，如今在专家与援助人士的科普下，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了“这些问题仅靠自身努力无法解
决”这一观点。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贫富差距”与“阶层固化”等问题视为与自己息息相关之事。

人们能够以低廉的价格获得服装和食品，这本身是一件值得感激的事。然而在这种现象背后，有一群人

正为此而付出巨大的牺牲。为什么这些商品价格低廉？是因为社会上存在着雇佣廉价劳动力、进行大批

量生产的系统。被称作“跨国公司”的巨型企业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人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了
这样一个系统。如果没有独创性极高的产品，小型企业根本无法与之抗衡。伴随着大型企业寡头垄断程

度的加深，就业环境愈发恶化，人民生活愈发艰难。全球化的浪潮甚至同样给发达国家带来了恶果，人

们抱怨发展中国家抢走了自己的工作，或是抱怨企业想要与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进行竞争，拖累自

己的工资也节节走低。

那么承接了发达国家大部分业务的发展中国家的生活状况又是否得到了改善呢？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劳

动者们被迫以低廉的工资进行长时间劳作；当地环境遭到污染，产业被破坏；持续的不合理压榨行为孕

育出恐怖主义，成为了冲突的导火索。

尽管不断有环境问题、矛盾冲突、恐怖主义和极端贫困等现实问题的报道，然而对于生活在日本的大多

数人来说，这些问题都是发生在“遥远异国的事件”，他们不太认为自己的行动能改变现状。身为日本的
媒体记者，自己能否更进一步，帮助人们将自己的日常生活与发生在地球“某处”的问题联系起来，并将
其作为“与我们息息相关之事”来进行报道呢？隐约之间，我开始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就在这时，长期担任NHK“Close-up现代” (3)  节目主持人的国谷裕子女士打算召集人手，共同策划新项
目，我也受到了邀请。该项目同时聚集了来自社会新闻部、文化生活报道部、网络媒体编辑部等跨多个

领域的记者。

2016年7月，在我第一次见到国谷女士的时候，她的提议是对“SDGs”这一话题进行挖掘。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可持续发展目标）指的是联合国于2015年9月正式通过的17个可持续发展
目标。2015年是MDGs（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最后一年，该目标侧重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
题。而SGDs则设定为包含发达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应为之努力的目标。

本项目将由符合SDGs理念的报道与采访共同组成，条件允许的话，还会制作纪录片。国谷女士身为这
方面的采访专家，负责对每个主题所属领域的一线专家与活跃人士进行采访，我们这些记者则负责撰写

现场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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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另一位作者藤田皋月（《朝日新闻》Opinion编辑部记者）于2000年入职，比我要早一些。当
SDGs这一项目开始时，文化生活报道部主要负责的是生活类内容。我们两人的孩子同岁，在撰写文章
时的方向也常常一致，因此我们都希望尽可能让日本人对环境、贫困这些他们原本认为是距离自己非常

遥远的问题产生兴趣。这时我们想到，能不能以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品、服装为突破口，鼓励人们

去联想这些事物背后的“世界”中所发生的问题呢？

经过悉心准备后，项目终于在2017年1月启动。以该项目为中心，我与藤田记者多次就食品浪费、服装
大量废弃等问题进行合作报道。当时我们非常担心自己的心声能否传递给读者，然而读者的反响却远远

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本书是以藤田记者与我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所采访到的内容为基础撰写而成的。

第一部分讲述的是服装行业。以低廉的价格提供流行服装的快消时尚品牌的出现，使我们能以低成本享

受到时尚潮流。然而这种现象所倚靠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生产。另一方面，其滞销产品也同样日益

增加。过去那种光靠牌子就能卖货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大规模生产的商业模式正在快消时尚之外的领

域蔓延。“即使有部分产品报废，依然是大量生产的模式赚钱更多”成了行业心照不宣的理念。在这一部
分里，我们将介绍服装行业的这一现状，以及业界为了改善这种现状所做出的努力。

第二部分讲述的是食品行业。对“惠方卷”等季节商品大量报废的现象及其背后原因进行探访。同时我们
还将对曾在《朝日新闻》电子版中在线公开的纪录片里出现并引起过巨大反响的“不扔面包的面包店”的
运营方式进行介绍。

第三部分是对消费者自身进行的追问。我们要把钱花在哪里、购买什么，这些行为本身也是一种社会活

动。“我们每天都要进行的购物行为可能会令企业发生改变”——我们尝试着从这一视角提出了话题。

或许有些人会感到无助，认为“仅凭我一人做出变化，又能改变什么”。不过我想说的是，即便是看上去
难以抗衡的“巨型企业”，在其内部工作的也不过是一个个普通人而已。

其实我也经常陷入迷茫，因为在外人眼里“报社记者”的形象，与我们的实际形象相比，总是要高大得多
（当然，与过去相比，人们越来越不相信媒体，对记者有所期待的人也变得越来越少）。

大约5年前，当时我还在静冈总局工作，曾经带过一批有志于成为记者的大学生。

经过两天一夜的培训后，其中一位学生对我说：“我原以为新闻记者都是那些能够满怀信心地写出报
道，并表示‘这就是正确答案！’的人。可没想到记者在写作时也会有那么多的烦恼。”

“原来他们是这样看待记者这个职业的”，我不禁露出苦涩的笑容，内心却又感到一丝欣喜。报社记者需
要听取各种观点，查阅资料，并通过比较各种事实来撰写报道。即使同样的资料摆在眼前，不同的人所

得出的结论也会有所差异。事件相关者的论点有时甚至会彼此冲突。你对事实的核查是否充足？在追究

某个人的责任时，你的言辞是否过于严厉？你觉得某件事有问题，会不会是自己理解有误？又会不会是

被人误导？每一次都是磨到最后一刻，我依然在与各种不同身份的人不断讨论，并为此苦恼。即便如

此，我还是经常会在报道发表后，从读者的反馈中得到新鲜的观点。当我还是个职场新人时，有人告诉

我：“当你听到一句抱怨时，就要默认有一百个人心存不满。”因此即使是一条抱怨或好评，报社也会非
常重视。

身为报社记者，我能与身处不同领域的各类人士交谈。在不断积累经验的同时，我也逐渐感受到，无论

看上去多么“强大”的组织，其内部的工作人员也会非常关注外界的声音。强势的跨国企业也好，政治家
也罢，他们都对公众舆论颇为敏感。如果一个组织不能倾听外部的声音，那么迟早会走向衰亡。

因此身为消费者，请不要放弃对企业发声。除去投诉以外，如果你认为企业有值得夸奖之处，也请不要

吝惜你的好评。因为这些好评能够帮助企业验证它们前进方向的正确性，同时为那些原本对路线有所怀

疑的人提供动力。如果你通过社交平台与周围的人分享这一信息，或许也会帮助其他人注意到这一现

象。事实上，这些行为日积月累，已经逐渐发挥出作用，引导各大公司作出改变了。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大量废弃社会：服装与便利店行业不可告人的秘密》仲村和代(Kazuyo Nakamura) 著.epub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3948.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