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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inese buzzword “Foxi (Buddhist-style)” and the Japanese buzzword “Bouttoikitennjyaneiyo 
(Don’t live without purpose)” are used to explore the low desire of “Buddhist youth” in the two 
countries. The popularity of the word “Foxi (Buddhist-style)” indicates the low desire in Chinese 
society while the Japanese buzz phrase “Don’t live without purpose” signals the Japanese’s reflec-
tion on their lost desire. At the same time, analyzed from the social development, cultural influ-
ence factors and the personal situation of the youth to point out the reasons why low desires occur 
in the two countries. China should be alarm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w desire society in Ja-
pan and learn from Japan’s effort in counteracting the low desire trend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low desire among young people. Japan can also learn from some of China’s development strate-
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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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2018年度中国热词“佛系”和日本热词“ぼーっと生きてんじゃねーよ”探究两国出现的“佛系

青年”的低欲望现象。从“佛系”一词的流行状态分析，中国呈现出低欲望趋势，而日本热词“ぼーっ

と生きてんじゃねーよ”体现了日本国民对低欲望的反思。同时探讨两国青年的低欲望现象出现的原因，

从社会发展、文化影响因素及青年个人的思想情况进行剖析，指出在日本低欲望社会发展的启示下，中

国应防范青年人群的低欲望意识的蔓延，可学习借鉴日本的一些应对措施；日本也可以借鉴中国的部分

发展策略。 
 
关键词 

热词，佛系，佛系青年，ぼーっと生きてんじゃねーよ，低欲望，中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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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佛系”一词是中国《咬文嚼字》评选出的 2018 年年度中文热词之一。可理解为“看重自己的兴趣，

事情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和节奏去做”、“不努力拼搏、随遇而安、不追求名利、简单而过”等意思。

在中国，对热词“佛系”有一些分析研究。如西安理工大学刘娟娟在《新时代“佛系大学生”现象的生

成与引导路径》(2019) [1]中，抓住了大学生这一“佛系”主体，从其形成原因、表现、影响等方面进行

研究，提供走出“佛系”舒适圈的建议。欧阳照和赵阳阳在《从“佛系”流行探析当代青年的社会境遇

与心态》(2019) [2]一文中，立足中国当前大环境，从社会舆论、教育制度以及个人心态等方面对“佛系”

思潮的流行进行探究。 
在日语中，有一个与中国热词“佛系”相近的热词“ぼーっと生きてんじゃねーよ”(不要迷迷糊糊

地活着)。对于此热词，尚未受到国内外人研究者的关注以及探讨。本研究认为，该热词背后所反映的是

日本的低欲望社会现象，而低欲望现象早已成为日本当代社会的缩影。对于日本的“低欲望”现象，有

学者对此做过相关研究。如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先生的著作《低欲望社会：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危机与

破解之道》(2018，郭超敏翻译) [3]，对日本低欲望社会的成因、表现还有影响各个方面进行了剖析。而

以中国的“佛系”和日本的“ぼーっと生きてんじゃねーよ”这两个热词关联两国的“佛系青年”低欲

望现象进行比较考察的研究尚未观察到。因此，本研究拟以中日两国的两个热词为线索，分析其背后反

映的中日两国各自的社会发展现状及其异同点，比较两国社会发展中所经历的改革，为理解当今中日两

国的社会状况提供有关参考。 

2. 中国热词“佛系” 

2.1. “佛系”热词的含义 

“佛系”一词是中国《咬文嚼字》评选出的 2018 年年度中文热词之一。虽然其为中文热词，但其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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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起源于 2014 年日本某杂志，即“自己的兴趣永远放在第一位，基本上所有的事情都想按照自己喜欢的

方式和节奏去做”。 
而“佛系”在中国最早出现于 2017 年 4 月的“佛系追星”一词，表达了粉丝远离纷扰追求爱与和平

的状态。同年 11 月，公众号“留通社”发布文章《胃垮了，头秃了，离婚了，90 后又开始追求佛系生

活了？》，“佛系”一词开始面向大众。真正将“佛系”推向高潮的是 12 月份公众号“新世相”的文章

《第一批 90 后已经出家了》。该文章描写了一个年轻女孩的生活状态：“佛系工作”，只完成分内工作；

“佛系健身”，只在想起时才去锻炼……而这已成为许多当代中国年轻人的写照，中国已出现“佛系青

年”低欲望现象。 
有人认为“佛系文化”是“丧文化”的一种分支思想，体现了当代青年的不作为态度，也是青年亚

文化在新媒体时代的一个缩影，但笔者认为二者依然存在不同。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其两面性，“佛系”

也是如此。 
从词语的角度来看，“佛系”重要的是一个“佛”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佛家自古以

来强调的是一个“缘”字，而中国佛教继承了印度佛教“觉”的本真意义，并结合传统儒道内容，形成

具有民族特色的大乘佛教教义。同是“随缘”，中国大乘佛教强调入世，“缘”是因缘果报，自在枯荣

[4]，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便是这个道理。从积极角度来看，“佛系”对于结果是看淡的，做事

看重“过程导向”而不是“结果导向”，从而会减轻自身压力。 

但另一方面，对于更多的年轻人来说，“佛系”是掩盖他们消极生活的外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佛系”是“丧文化”的延伸，是带有目的性的放下、不奋力进取，追求内心平和，而“丧文化”是指

因挫折而失去目标和希望，陷入颓废和绝望的群体形象。“佛系”不似“丧文化”般那样消极，让人看

不到希望，但却仿佛鸦片一样让人在不知不觉中上瘾，想摆脱却没有动力，最后只能深陷其中。年轻人

讲“佛系”，更多是对于既定目标无法达成后的一种自嘲。如考试前不认真复习称为“佛系考试”，决

心减肥却越减越肥称作“佛系减肥”等。徐银翡在“浅析亚文化生态视角下的‘佛系青年’”一文中曾

指出“这种以自嘲为手段的精神胜利法，难免会形成消极的自我暗示，更甚者，会导致个体逃避现实与

责任，走向自我矮化和虚无主义的歧路”[4]。 

2.2. “佛系”与中国“低欲望”趋势 

此外“佛系文化”还体现着一个问题——社会低欲望现象。 
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将低欲望社会的特点概括为：少子化老龄化严重；丧失欲望(包括消费、婚恋、成

功欲望等)；经济发展速度慢。 
中国青年的佛系心态，可能会促使社会向低欲望社会发展。它会加剧当代青年的精神空虚和自我迷

失。美国心理学家贝科尔认为“人们一旦被贴上某种标签，就会成为标签所标定的人”而这在心理学上

被称为“标签效应”。以“佛系青年”自居的青年人容易因为标签效应而变得不思进取，无欲无求，用

“佛系”来解释自己的一切想法和行为，模仿其他“佛系青年”的做法，失去了自身独特性和理性思考

能力。在社会价值观并不稳定的青年时期，容易造成精神空虚和自我迷失，开始心态老化，不愿结婚，

不愿生育，不愿努力工作，这必将会导致劳动力短缺，加剧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加上消费欲望低下

等因素也会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还未步入低欲望社会。据百度数据调查，虽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接近 7%的增

速仍高于发达国家 2%的增速；中国 1.094 的人口出生率高于出生率为 0 的韩国等。 
但不可否认的是，通过“佛系”热词的流行以及分析比较上述数据，可看到中国已出现了低欲望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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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佛系”热词流行的原因分析 

以下从四个方面对“佛系”词语流行社会背景及其原因进行探讨。 

2.3.1. 国家经济发展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水平高速发展，人们已经解决了温饱的问题。现在这一代青年没有经历

物质匮乏的时代，而是过着较为富裕的生活，为他们“不在意、无追求”的态度提供了生存保障。如果

处于家庭贫寒毫无积蓄的情况下，又有多少人能做到所谓的“无欲无求”呢？可想而知，“佛系青年”

并不是真正像佛陀一样心如止水，而是已经拥有让他们可以不再拼搏的储蓄了。 
另一方面，中国目前整体仍处于改革发展时期，在各方面都面临着巨大挑战。当代青年作为推动国

家发展的主力军，也承受着一定的压力和危机感。压力让其内心充满彷徨和无奈，为缓解压力，用“佛

系”来标榜豁达乐观；为减少彷徨，戴上“佛系”面具。青年们承担着发展社会的责任感，但是又妥协

于生活；能认识到自己的欲望诉求，但又无能为力。求而不得只能放下，便是对“佛系青年”最好的概

述。 

2.3.2. 科技的创新拓宽 
当今社会经济文化全球化发展，得益于科技的进步。 
随着网络的普及化，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打开手机获取新的信息来丰富自己的生活，而网络便是“佛

系文化”的媒介载体。当代青年是网络冲浪的主体人群，他们在第一时间看到新兴热词感到共鸣，自发

成为信息的传播者，刚开始“佛系”只是个别青年的自嘲式调侃，当众人转发引用后，便形成了独特的

文化，在其成为一种亚文化后，传播速度和范围就更快更广了。 
其次，手机成为了全民化必备品，“低头族”已是大势。手机占据了群众大量时间。长时间浸泡在

手机里，会使注意力不集中；并且使人变成孤立的个体，与人际脱节，造成精神空虚。青年在空虚焦虑

中容易自我放逐，不求上进，难以排遣精神上的迷茫感，沉浸于手机的虚拟世界，对现实世界变得麻木

无感。 
除此之外，当今社会各方面的技术都有突破发展，虽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同时也带

来了许多对未来不确定的茫然。例如，科技发展导致职业选择的变化更替。几年前语言专业还是热门专

业，但随着机器翻译质量的提高、以及语言市场饱和度问题，对语言专业人才的需求也有一定减少，曾

经抢手的专业沦为现在的亮红灯专业，不过是在几年之内。有些青年不知自己的专业在未来是否会被需

要，刻苦学习考出的技能证书对发展是否真的有用，与其拼搏之后仍不被需要，不如追求眼前简单的“小

确幸”，于是部分青年便越来越胸无大志，越来越“佛”了。 

2.3.3. 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纵观历史，不难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带有“低欲望”的痕迹。 
从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高启厌倦朝政不羡功名利禄的隐士精神，到顺其自然无为而治的老庄思

想，再譬如《三国志》中：“宣王使许允、陈泰解语爽，蒋济亦与书达宣王之旨，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

尹大目谓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为誓。爽信之，罢兵。爽既罢兵，曰：我不失作富家翁。”曹爽在司

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时，本可以握兵权与皇帝与之相拼，但听说司马懿只削其权力不伤性命时，便对属

下说：“我投降了司马懿，也能做个富家翁。”于是投降。他这种不与人争的人生态度也是低欲望的体

现。除此之外，中国文化更有吃亏是福、难得糊涂、舍即是得的思想意识。 
在现代的压力社会下，人们希望得到喘息，于是借着“佛系”亚文化的热潮，放下拼搏奋斗的包袱。

所以，“佛系低欲望思想亦可理解为是中国人骨子里的一种豁达和淡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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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青年群体自身特点导致的结果 
青年群体具有行为幼化和心态老化的初老症表现[6]。当代青年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这一阶段，心理上

具有两面性和矛盾性。行为幼化指的是每当一个新热词出现，便会出现盲目跟风的现象，并且喜欢通过

自嘲自黑来掩饰自己真实的心理状态。心态老化则是表现为爱装深沉、故作世故, 没经历过大风大浪就

开始追求平淡生活。其次，青年群体对于新潮事物具有高度敏感性。青年人追求时尚，常混迹于微博、

贴吧等流量巨大热度无穷的圈子里，掌握社会动态发展的第一手资料，同时又带有高度好奇心和从众心

理。他们一旦对新事物产生共鸣，便会到处引用，其他青年也因具有融入集体意识而纷纷效仿。 
那么“佛系”为何会让当代青年感受到共鸣呢？ 
当代青年的压力不小，从求学工作压力，到恋爱婚姻状态，甚至近年来因熬夜、长时间面对电脑导

致的脱发、肩周炎等疾病问题都让青年人倍感困扰。在这样的的压力下，他们看清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

距并且很难改变的事实。当“佛系”一词横空出世，大家便不约而同“看破红尘”。其次，青年人容易

陷入“阶层固化思想”。当看到某些富二代、官二代不需努力便收获成功时，又受“寒门难出贵子”、

“读书无用论”思想的影响，青年一代越来越不愿意拼搏努力了。娱乐媒体大肆渲染着“身份标签”的

作用，当代青年不断被毒鸡汤所感染，会产生极大的心理落差，不安恐惧在心底放大，开始不争不抢，

用“佛系”保护自己，放弃对生活的抵抗。 

3. 日语热词“ぼーっと生きてんじゃねーよ”(不要迷迷糊糊地活着) 

3.1. “ぼーっと生きてんじゃねーよ”的含义 

2018 年流行语大赏中的“ぼーっと生きてんじゃねーよ”可以看出，日本在经历长时间的低欲望状

态之后已有觉醒状态。这句话是在《知子酱开骂！》这台高人气问答类电视节目中知子酱用来警醒日本

成年人的话语。知子酱是一位五岁的小女孩，当参加节目的人们面对各种问题回答不上来甚至不断狡辩

掩饰想要蒙混过关时，她就会生气地说出这句话来呵斥人们这种无所谓和敷衍的态度。法国作家阿纳托

尔•法朗士说过：“人类最大的优点，是好奇心。”但在重视速度的如今，人们遗失了好奇心，习惯通过

“OK Google”几秒钟得到答案，浑浑噩噩没有求知欲，对于任何事物似乎都提不起兴致，这也是日本低

欲望社会的一个表现。 
黄小鹂在其“日本低欲望社会的警示”一文中对前述大前研一《低欲望社会》中描述的日本低欲望

表现进行了如下概括归纳：“不愿消费和投资，源于对未来的恐惧他们选择将财产存于银行；没有上进

感事业心，满足于便利店一天 500 日元解决温饱的生活状态；独身主义盛行，不想承担结婚以及养育后

代的责任；沉浸在网络媒体、电子游戏等虚幻世界中，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事情没有探索的兴趣等等”[7]。 
低欲望的种种表现都不利于日本社会经济发展，找到其兴盛原因才能做出有效的改变。 

3.2. 日本的低欲望社会原因考察 

以下主要分析日本的低欲望社会产生的原因。 

3.2.1. 泡沫经济破裂的打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美国担心其经济地位受到威胁，于是在 1985 年和日本政府

签订了《广岛协议》，迫使日元升值，大大影响了日本出口，日本经济如同踩了急刹车一般停滞不前持

续至今。 
泡沫经济时代的日本人可谓干劲满满、欲望勃发，每个人都充满了斗志和消费欲望。但泡沫经济的

破裂给予了日本沉重的打击，不仅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日本成年人，更间接为其后代留下了心灵创伤。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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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当代日本年轻人的父辈在房价高昂时付首付，辛勤工作偿还贷款，可最终房产贬值，也只能兢兢业业，

苦苦挣扎，将一生奉献给工作。日本年轻人将父母的做法看在眼里，对于这种做法并不认同，甚至认为

极为庸俗，不再追求买房买车，更享受租赁生活。 

3.2.2. 日本企业制度的影响 
日本企业管理制度有三大核心：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工会制。其中，前两项制度都会促

使日本青年产生低欲望心理。首先即使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也不轻易采取裁员的做法，即终身雇用

制。这种做法虽能保障员工利益，但也会降低员工工作干劲和竞争意识，人们在安稳生活中，易滋生懒

怠情绪，工作欲望会慢慢降低。而年功序列制度的理论根据是：年龄愈大，企业工龄愈长，技术熟练程

度就越高，对企业的功劳也就越大。因此，员工基本工资是按年龄、企业工龄等因素决定，与劳动的质

量没有直接联系。青年进入企业后，要协助前辈完成各种任务，却只能拿到最低工资，这会使其信心大

大受挫，进取心大幅减退。大前研一在上述《低欲望社会》一书中提到 1989 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前，个

人金融资产总额为 1000 万亿日元，30 年后达到 1700 万亿日元，而这 1700 万亿很大一部分掌握在 65 岁

以上的老年人手里[3]。可见日本民众对于经济的不安，想把钱财紧紧抓在手里。而老人群体其消费欲望

基本为零。再根据按照工龄年龄分配工资的年功序列制，可推断相当数量的青年工资不会太高，手里储

蓄也不多，因此也没有高消费投资欲望。 

3.2.3. 日本青年的思想状态 
日本人崇尚欧美文化，青年人生活在新时代，与欧美接触更加便利，更容易接受欧美自由思想。日

本青年从传统日本社会中解放出来，做自己想做之事，不只是为钱奋斗为家付出，反而更追寻自身爱好，

宣扬个性。男子认为婚后的自己是挣钱的机器，一旦退休没有工资，甚至还面临着被离婚的风险；女子

认为结婚生子后照顾家庭的生活使其失去了追求人生价值的机会。于是，日本青年在家庭约束与个人自

由中选择了后者。 
其次日本“宅文化”相当盛行，青年们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压力，为自我情绪缓解，更向往网络世界，

宅在家里，不求上进，脱离社交，不愿在现实生活中寻找伴侣，这样的生活态度日渐盛行也是造就消极

生活局面的原因之一。 

3.3. 日本改善低欲望社会的措施 

日本为解决低欲望社会带来的危机，出台了以下多项措施。 
安倍政府提出“三支箭”的策略，希望通过货币财政政策、推动社会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加大纸

币印刷数量，推动通货膨胀，使日元贬值，增加出口；推行大量国债，提高投资欲望。这一项举措在短

期内推动日本国内经济发展，促进个人消费，但却导致生活成本增加，且货币贬值加大民众和小型企业

的生存压力。除此之外，通货膨胀导致日本国债不断攀升，使政府财政受挫。此举措只能在短期内对大

型企业以及部分人群起到刺激投资消费的作用。但长期来说，并不能真正改善“低欲望社会”需求不振

的现象。 
日本政府为缓解日本劳动力不足情况，进一步开放移民，希望放宽移民政策以提高移民人数，引进

更多低成本劳动力。2019 年 5 月，日本政府决定重新定义退休年龄，将退休年龄延长到了 70 岁。并且

日本还提出了“重用老兵”政策。这些举措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劳动人口短缺带来的压力，但不能

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因为影响劳动人口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日本民众的生育欲望低。 
日本曾出台“天使计划”，给在职女性人员营造一个良好的育儿环境，让其能够同时兼顾工作和家

庭。2003 年日本制定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和《育儿支援对策推进法》，旨在建设基础设施，保

https://doi.org/10.12677/ml.2020.82019


秦瑾 等 
 

 
DOI: 10.12677/ml.2020.82019 135 现代语言学 
 

障生儿育儿，希望改变年轻人的结婚生育意识[8]。之后制定了《少子化对策大纲》和《少子化危机紧急

对策》，通过各种经济、社会保障措施来改善育儿环境，缓解少子化危机。2014 年日本政府增收了消费

税，将增收的财政收入取出一部分投入到地方，为地方少子化政策实施提供财政支持。同年，少子化对

策向大城市进攻，政府制定“儿童晚托综合计划”，解决了生活中的育儿大难题[8]。尽管日本已经建立

一个较为完善的保育服务体系，但民众还坚持着不婚不育思想。想要改变少子化状况，需从意识层面改

变民众思想观念。 
日本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养老保险体系、医疗保险体系、介护保险体系。介护保

险体系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关键。日本老龄人口不断增加，为满足老年人日常生活看病和护理需求，政

府将长期护理这部分单独设立成介护保险体系并不断完善[9]。由于社会保障体系条目繁多，而国家政府

是整个体系的建立维护者，势必会造成一定的财政负担。从另一个角度看，可以说社会保障体系越完善，

越易使人堕落。有国家保障，人们就无需担心未来，日本部分民众怀有此思想浑浑噩噩生活。由此可见，

社会保障体系是把双刃剑，过于完善会对社会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使社会发展止步不前甚至倒退；而

建立不全面又难以保障社会民生。 

4. 中国热词“佛系”与日本热词“ぼーっと生きてんじゃねーよ”隐含的社会现象比较 

中国“佛系”和日本“ぼーっと生きてんじゃねーよ”都是社会经济发展高峰后所产生的一种国民

性社会现象。泡沫经济破灭后的日本年轻人更重视内心感受，而非像父辈做“企业战士”，牺牲家庭幸

福，为企业奉献[10]；同样，中国在经历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得以改善，年轻一代不再为衣食住行发愁，

于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成了许多年轻人的座右铭，涌现出大量的“佛系青年”。 
为改善低欲望状态，日本不仅仅是政府单方面改革，民间也通过媒体等手段自发给日本青年传输振

奋思想。中国面对低欲望趋势也不敢马虎，各个城市发动“抢人才”大战，为应届毕业生提供了大量优

惠条件，鼓励大学生到全国各地就业，让大学生能够真正为社会做出贡献；为防止老龄化状况愈加严重，

实行“全面放开二胎”等政策，保障社会劳动活力。但与日本相比，中国缺少民间自发的精神振奋宣传。

日本早已认识到自己处于低欲望环境，群众为改变今后生活，出现了“ぼーっと生きてんじゃねーよ”

诸如此类的警示语。但中国人口众多，素质又不平衡，尽管部分高素质群体认识到中国也出现了低欲望

趋势，但是还有很大部分的人对此并不以为然，因此，提高国民忧患意识迫在眉睫。每一项政策的实施

都离不开群众的支持，只有群众觉醒了，社会才能更进一步。 
从源头上来讲，中国的“佛系”一词源于日本，可以说是一种“文化入侵”。因此，我们要保持清

醒的头脑，有清晰认识和定位。通过“佛系”热词的盛行，可看出中国有开始进入低欲望社会的趋势，

有日本作为前车之鉴，中国更要对其重视。无论是个人层面还是国家层面，无论是精神还是政策，都应

对青年和国家的发展保持积极心态，正所谓“少年强则国强”，只有年轻一代有干劲，国家才能有未来。 

5. 中日的相互借鉴 

中国和日本地理位置相近，为世界强国或大国，均为东亚文化圈，在社会发展中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发展。 
中国呈现出“低欲望”趋势，是一种警示，我们可以学习借鉴日本应对“低欲望”的各项措施政策。 
首先，在刺激生育，应对少子化危机方面，中国除了“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也可借鉴日本逐渐健

全的育儿保障体系。中国青年不愿生育，一是育儿成本太高，二是思想转变，低生育甚至不育成为主流，

三是育儿环境仍需完善。借鉴日本的育儿保障体系，可为年轻人提供良好的育儿环境。 
其次，中国要提高国民意识，学校要大力加强思想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关心学生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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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社会舆论给予 90 后巨大压力，称其为“垮掉的一代”。因此政府应引导舆论积极传播正能量思想，

为青年人提供相对宽松的环境，推动他们努力奋进。 
反之，日本也可学习中国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日本受低欲望思想影响，国内需求严重不足，政府

采取系列措施，但都不能大规模高程度刺激国民消费。长期信奉安倍经济学，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消

费，但也难以解决消费欲望不高的现状。而中国“改革开放”、“双创”等，都取得较为优异的成绩。

日本可学习中国改革先试点，再广泛推行的策略，找到最有利于本国发展的道路。 

6. 结语 

本研究以中国热词“佛系”和日本热词“ぼーっと生きてんじゃねーよ”为线索，分析其流行的社

会、文化原因，同时对此热词反映出的中日两国佛系青年的低欲望现象及其在各自国家社会发展中呈现

的异同点进行比较。中国的“佛系青年”是矛盾体，既积极乐观，也有消极和散漫，这和当前中国的社

会发展阶段以及青年个性等因素密不可分。经济高速发展过后的日本衍生出低欲望社会，今天日本也在

不断谋求改善其青年的精神面貌和社会状态。 
中国应以日本为前车之鉴，吸取日本的教训，学习其有益的发展理念，“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总结引导中国当代青年更健康发展的策略。日本也可借鉴吸取中国的部分好的做法，促进其本国青年面

貌的改善。两国互鉴，谋求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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