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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日本社会在进步
2017年1月30日，在岛根县益田市191号国道上，一辆小卡车冲向上学途中的小学生队列时，一位
义务维护交通安全名叫三原董充（73岁）的老人挺身推开孩子，而自己却被汽车撞倒，第二天在
医院不治去世。不幸的是肇事者是酒驾，更不幸的是33年前，这位老人的女儿也是在同一个地点
因车祸去世。从15年前起，他便开始做义工，长年坚持护送小学生们列队去学校。1月16日早上，
群马县前桥市，一位名叫中野丈子（69岁）的妇人也在去做交通义工的途中遇到车祸，不幸身
亡。

这种义工在日本很常见，早上和下午上下学时，总能看到退休的老人站在路窄车多的地段打着小
旗，看护孩子们过马路。以前，交通安全协会的女警察经常参与这种活动，现在主要由交通义工
来负责。这种义工完全出于自愿，无论是市政府还是学校都不会付一分钱，只是定期发给一份感
谢信而已，但是很多老人都积极参加，令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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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地震、海啸、台风、洪水、火灾、雪灾，总之每年日本各地都
有各种自然灾害。最近一次的是去年12月22日发生的新泻县糸鱼川市大规模火灾，市中心的一家
中餐馆起火，强风导致火势蔓延，周边闹市商店街的店铺和住宅陷入熊熊燃烧的火海，火灾一共
烧毁150栋房屋，据悉这是过去20年中最严重的火灾。 

2016年4月14日晚和16日黎明，熊本县发生了两次7级大地震，震源益城町毗邻熊本市，多处房屋
倒塌，死亡23人。熊本和大分两县死者达110人，受灾房屋高达18万栋。

印象最深刻的是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以及随后的大海啸和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
泄露事故。据日本警察厅统计，那次灾害中的死者达15,894人，伤者为6,152人，失踪人数为
2,561人，是战后死伤人数最多的一次灾难。另据统计，灾害的受损金额达到16万亿至25万亿日
元，估算为岩手、宫城、福岛三县的生产总值的总和，同时，据世界银行推测，这是历史上自然
灾害引发的经济损失最大的一次灾难。

这些自然灾害发生之后，最多的就是参加救灾的义工人数增加，特别是去年的地震和火灾之后，
通过为灾区纳税捐款赈灾的金额骤然上升，这是以往少见的。赈灾的义工种类很多，主要的是在
避难所发放毛毯、水和食物等救灾物资，为灾民煮饭，分发热食，还有开车帮助运送救灾物资
的，有的医生和护士、律师、教师和心理工作者也加入义工活动，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在救护
所帮助急救，在避难所帮助照顾婴幼儿，在受灾地区和避难所帮助确认死亡和受伤人数，还有的
在避难所做手语或者外语翻译等，灾害发生后除了政府派遣的自卫队和消防队、医疗队之外，现
在日本主要是靠义工来帮助救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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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后重建开始后，还需要大量的义工，如帮助灾民整理废墟，重建家园，在避难所帮助灾民洗衣
服，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买东西，在避难所和孤独的老人聊天，倾听她们“诉说”，解决灾民的
心理障碍，还有的帮助照顾失去主人的宠物猫狗等。 

灾后，中小学、公立高中的校园、地区的公民馆、公营的体育馆都是临时避难所，为失去家园的
灾民提供食宿。受灾后的避难所开设的时间比较短，一旦进入灾后重建时期，需要外地的义工帮
忙，什么时候需要多少人，这些信息十分重要，外地来的义工人生地不熟，如何管理好秩序，让
那些抱着热情来参加义工的人们不失望，这就需要各地志愿者团体的组织协调合作，这种志愿者
的组织就是NPO，是一种非官方的市民组织，平时运作时则受到政府或者团体的资金资助。

   义工也称为志愿者，起源于19世纪欧美国家基督教团体的慈善服务，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
史，义工的本质是服务社会，核心精神是“自愿、利他、不计报酬”。日本在江户时代起就有称
为“五人组”的老百姓互助制度，战后城乡的居民区还有“町内会”的居民自治组织，但是随着
城市人口的流动加剧，居民之间交往的减少，以往的居民组织很难对应现代社会发生的各种灾
难，1995年发生阪神大地震之后，全国各地的志愿者赶来救灾，志愿者的作用便受到社会的重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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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工顾名思义是义务性质的，交通费、饮食等费用都要自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自愿参加这种活
动呢？

这有内因和外因两种：
内因是义工可以丰富生活体验。年轻的志愿者除了可以帮助他人以外，还可以培养自己的组织及
领导能力，学习新知识、增强自信心及学会与人相处等。同时，志愿者还可亲身体验社会，加深
对社会的认识，这对自身素质的成长和提高十分有益。年长的志愿者通过义工的工作，增加社交
和互相帮助的机会，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及关怀。而且，还可以促进社会进步，有机会为社
会出力，尽一份公民责任和义务，获得充实感和满足感。

外因是高中和大学积极鼓励学生参加志愿者活动，高中生在升学时，参加过义工能得到学校的好
评，有机会获得推荐的机会升入大学。大学也设有特别学分制，鼓励学生利用假期参加志愿者活
动。现在，有些大公司也实施义工休假制，鼓励员工参加各种义工活动。

现在，不仅是灾害救助，举办马拉松等大型体育活动都要依赖大量的志愿者帮助，在中途为长跑
者递水、沿途维持秩序和帮助指挥交通等。2007年开始举办的东京马拉松也是由众多的志愿者参
与的体育活动。目前，每年有34,000人参加东京马拉松长跑，同时有10,000人的志愿者在幕后支
持，这种志愿者只要招募马上就会满额，受到市民们的欢迎。据内阁府2015年进行的社会调查显
示：希望参加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志愿者活动的市民高达22.7%，因此，招募东京奥运会期间所
需的8万人的志愿者前景十分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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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喜的是，东京还有一个华人团体——中日志愿者协会，他们利用周末假日，清扫东京都内的电
车站附近的街道，同时还举办侨务讲座，帮助在日侨居的中国人解决各种难题。另一方面，日本
也有一批人每年到中国内蒙古等沙漠地区义务植树，这些都是社会进步，市民参与社会的意识不
断增强的体现，总之，日本社会仍在进步。（来源：阳光导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