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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 

  作者吳其哲留學日本上智大學經營學系，以優異成績交換留學美國麻州大

學。他是吳氏日文的創始人，著有《企業菁英管理手冊》、《快速成功的秘

訣》等書。在書中，作者以細膩的觀察和生動的實例寫出日本的美學，包括教

育上、工作上與生活上的一公分。書中的十八篇文章都在日本真實發生過，能

使讀者了解日本是如何在國際舞台上享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二●內容摘錄： 

  這些點點滴滴的生活小節，或許就是決定一個國家，是否具備自清自律的

能力吧！（p.39） 

 

  萬箭齊來時要低頭、要彎腰，而且要越低越好、越彎越好，讓萬箭全部掠

過頭頂，隨風而去，千萬不要害的自己被萬箭穿心。（p.89） 

 

  越是面臨困難的時候，越是請走艱難的正直路。正直路一開始走來必然辛

苦，但長遠下來，卻是省時省力的。（p.145） 

 

三●我的觀點： 

  說到日本，浮現在眼前的形容詞一定是乾淨、一絲不苟、認真負責、有禮

貌…等，而日本對於這些讚美當之無愧。臺灣之所以無法和日本相提並論，撇

掉歷史因素後，最重要的就是態度上的不同，認真和苟且相距甚遠，即使兩國

都具備認真的心，但臺灣還是在那最後的一公分中輸掉了。堅持到底才是通往

成功的康莊大道。 

 

  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會注意到很多細節並付諸行動改良，舉例來說，日本

的人行道與馬路之間沒有階梯，而是用小到不會令人察覺的緩坡代替，如此一

來，推嬰兒車的媽媽、行動不便的老人或是坐輪椅的人都能夠方便的行動，這

顯示出日本人觀察細膩，對生活周遭的小細節都能有如此為人著想的設計，更

顯他們的體貼。改良階梯的技術是每個國家都具備的，但這樣細膩的心思可就

不是每個國家都能擁有。 



 

  在臺灣，有些家庭的窗戶上下會各短少一到兩公分，有些房內的柱子、牆

壁下側會露出塗漏的木頭色，而社會上發生的毒澱粉、香精麵包、餿水油等事

件都顯現了工人或經營製造者的馬虎，他們都在整個流程的最後一公分中鬆懈

了，而會發生這種事情，其皆來自於他們對自己的要求不夠多，總想著差不多

就好，豈不是和差不多先生一樣？上述的食安事件被媒體報導時，很多業者不

但不檢討，反而還推卸責任，此作為更顯他們少了對自己的三項要求：「一、

即使失敗，也不推卸責任。二、徹底忠於自己的任務。三、嚴格要求自己的訓

練。」（吳其哲，2006）自律，要從自己做起，靠著自己的意志力去克制住平

常因貪婪而做的一時享受；如果社會大眾人人都能自清自律，那社會中也許會

少些是非不明的事件，而國家也會朝向好的一面發展。 

 

  日本的物品常常用白色的，這樣只要物品一髒便能馬上發現並清潔，反

之，臺灣卻比較常用深色的物品，總想著髒污看不見就好。這樣的民情顯示日

本會積極的面對問題，不逃避，而臺灣只是讓自己看不見髒污，但髒污依舊存

在，這樣是在自欺欺人，反映到日常態度就是用一種消極、得過且過的態度去

面對問題，遇到問題時可能會覺得問題不大，而讓問題不斷的延遲，等到哪一

天鑄成大錯時就後悔莫及了。 

 

  日本在日常生活中展現了許多的同理心，以身心障礙者為例，臺灣的停車

場會用殘障停車位這樣的稱呼，但在日本不會用殘障這麼冷酷的詞，而是用身

體不自由人士這種令人感到比較舒服的文字來表示，如此為人著想、顧慮到他

人的表示法凸顯日本對於遭遇不幸者的體貼，使他們感受到有人在默默的關心

自己，對於遭遇的不幸也許就能稍感釋懷。當日本的新聞報導不幸的事件時，

主播的表情會轉為凝重，沉默片刻後轉換心情，再繼續報導下一則新聞。這樣

的報導方式顯現了他們具備同理心，會考慮到當事人和家屬以及閱聽人的心

情。反觀臺灣的新聞，在報導不幸事件時，主播多以輕鬆的態度敘述，給人的

感覺是報導的事件內容越誇張、越血腥越好，因為可以提升收視率。不久前有

一個洗手台破裂導致女學生被割傷的新聞，當記者去醫院採訪時，對於不想表

述的女學生，記者不但沒有表示關懷，反而還上前硬要採訪她，記者為了收視

率而做出的極度缺乏同理心的行為，足以令人汗顏。如果大家都能發揮同理

心，彼此互相體諒，那新聞報導也許就能以更真實的層面，呈現在社會大眾的

眼前，也許就不會有那麼多人覺得臺灣的新聞根本不值一看了。 

 

  臺灣要變好不是不可能，而是沒有行動力。臺灣的路面要乾淨，只要清潔

人員更認真、社會大眾更自律就能達成，而那認真、自律的態度是從小就能培

養的。只要學生在平常的打掃時間，認真努力的做好自己份內的工作，每次都

不偷懶，做到最好；久而久之，認真、自律就會變成一種習慣，在未來的日子

中也必會派得上用場。臺灣如果能比現在再多一點的體貼，多一點的要求，多

一點的積極感，多一點的同理心，多一點的自律，哪怕只是一公分，臺灣也能

因此跨出一大步，甚至更上一層樓！ 

 

 

四●討論議題： 



  臺灣有不少人具備體貼的心、同理心、自律心，在社會上對自己的要求

高、行事很積極，但是台灣的整體形象卻沒有相對的好，其原因是執政者的影

響，教育體制的結果，還是社會中苟且的人數過多，抑或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