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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夜泡吧是一种哲学”
麻生太郎 23日再次就针对他晚上

频繁出入高级酒店的指责反驳称，酒吧
不是奢侈场所，“因为酒店里的酒吧便
宜”。官房副长官松本纯则力挺麻生，
称：“这是首相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是一
种哲学。因为他喜欢吃西餐，所以才选
择了提供西餐的场所。”

但就连执政党本身也开始担心麻
生的言行会影响到众院选举，一些中层
议员抱怨说“不景气的时候还是控制一
下奢侈餐饮比较好”。

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夜夜饮酒？日本媒体报
道说，上月24日就任的日本首相麻生太郎与往
届首相不同，每夜都会参加饭局或酒宴，结束后
接着去“第二轮”的时候也很多。

自就任之日至本月17日，麻生太郎在24天
里共参加晚间聚会达25次。而前任首相福田康
夫在就任后的前24天里仅出席过5次晚间聚
会。另外，麻生太郎在参加带有佐餐酒
的饭局后，接着去第二轮的次数为 7
次。据悉，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只去过
一次，安倍晋三则一次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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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饭局菜式众多，往往一顿饭下日本饭局菜式众多，往往一顿饭下
来一二十道菜，盘子大碗大，可惜偏偏来一二十道菜，盘子大碗大，可惜偏偏
菜量少得可怜，一道菜分到每个人盘里菜量少得可怜，一道菜分到每个人盘里
不过一勺一口而已。一个大盘中三分不过一勺一口而已。一个大盘中三分
之一的面积是装饰的菊花瓣，三分之一之一的面积是装饰的菊花瓣，三分之一
的位置放调料，菜量怎么可能多。即便的位置放调料，菜量怎么可能多。即便
二十道菜也不过二十来口。吃一个日二十道菜也不过二十来口。吃一个日
本饭局常常要三四个小时，这二十来口本饭局常常要三四个小时，这二十来口
菜分成三四个小时上来，其充饥水平可菜分成三四个小时上来，其充饥水平可
以想象。花掉宝贵时间，劳力劳神地应以想象。花掉宝贵时间，劳力劳神地应
酬了几个钟头，居然还不得一饱，有的酬了几个钟头，居然还不得一饱，有的
朋友不免对日本的饭局颇有腹诽。朋友不免对日本的饭局颇有腹诽。

同样作为东方国家，日本和中国一同样作为东方国家，日本和中国一
样，自古以来把饭局当作沟通感情、解样，自古以来把饭局当作沟通感情、解
决问题的重要手段，至今长盛不衰。在决问题的重要手段，至今长盛不衰。在
日本，至今把“饭局”看作很好的交流沟日本，至今把“饭局”看作很好的交流沟
通手段。即便是日本最普通的职员，每通手段。即便是日本最普通的职员，每
个星期都少不了一两次饭局。时间通个星期都少不了一两次饭局。时间通
常是周末，办公室的同僚们一起出动，常是周末，办公室的同僚们一起出动，
下饭馆吃一顿算是惯例。此外，还有五下饭馆吃一顿算是惯例。此外，还有五
花八门的饭局名目，什么“忘年会”、“送花八门的饭局名目，什么“忘年会”、“送
别会”和“新人会”，等等。别会”和“新人会”，等等。

不过，这种饭局可不是能够轻易推不过，这种饭局可不是能够轻易推
辞的。在中国，不参加饭局顶多是不给辞的。在中国，不参加饭局顶多是不给
朋友面子，在日本，不参加饭局有丢饭朋友面子，在日本，不参加饭局有丢饭
碗的危险。因为日本的饭局，是一种碗的危险。因为日本的饭局，是一种

“官方”性质的活动。它的作用，在于增“官方”性质的活动。它的作用，在于增
进上下级之间的沟通，培养同僚之间的进上下级之间的沟通，培养同僚之间的
感情，也是协作单位之间增强联接的纽感情，也是协作单位之间增强联接的纽
带。说到底这是工作的一部分。带。说到底这是工作的一部分。

麻生太郎的归家时间也比往届首相
们晚2小时左右。在就任后的前24天，
麻生太郎的归家时间为晚10点54分，而
小泉纯一郎为晚9点7分，安倍晋三为晚
8点57分，福田康夫为晚8点25分。

麻生太郎去的“第二轮”场所为东
京市内的某会员制酒吧。因非会员不
能进入，外界并不清楚麻生太郎在那里
做了什么。麻生太郎方面声称，麻生太
郎只是在结束一天的公务后，与秘书们
喝一杯而已。但在发表上述声明后，麻
生太郎在酒吧与财政大臣相中川昭一
在一起的消息却得到了证实。有猜测
认为，麻生太郎可能是在避开媒体与重
要人士见面。

麻生回家都比前任晚

日本饭局文化很独特日本饭局文化很独特

麻生舌战记者这段最精彩
自媒体披露日本首相麻生太郎上台后频繁酒店“夜宴”后，22日又有记者在首相

记者招待会上就此事向麻生发难。岂料，在口才超凡的“大嘴”麻生面前，媒体非但
发难不成，反倒被麻生反过来如机关枪般接连追问。以下是双方交锋实录：

记者：您连日酒店夜宴，在高级酒店一晚动辄花费数万日元，我们
认为您脱离庶民，首相如何看待？

麻生：我觉得至今为止我去的最多的是宾
馆。不过在提问里，我听到“宾馆”被“高级酒
店”“每晚”之类的措辞给替代了。这可不一样。

记者：那个高级……

麻生：所以啊，这种欺骗性质
的措辞不要用！实事求是点儿。

记者：那个……

麻生：你说我说的有道理么？

记者：宾馆是……

麻生：“马尻”（饭店名）什么时候成高级酒
店了？啊？你倒是说来听听！你这种卑劣的措
辞，不行的知道吧？要好好整理之后再说！你
们这种鱼目混珠的措辞手法可以消停了！

记者：是。不说高级酒店，就说从一般国民角度看很贵
的地方吃饭。

麻生：嗯，像这样就对了，以后也都要这
样。其实，我经常把你当作代表在听你的提
问。你的问题总感觉听起来有点别扭。

记者：啊，是吗……

麻生：嗯。 记者：现在民众对您有批判的声音，首相怎么想？

麻生：迄今为止，我一直是
这么认为的，宾馆是一个相对较
便宜的地方。老实说，我一直就有这
么个意识，就是当和许多人会面时，

宾馆的酒吧既便宜又安全。这是说实话。不
过事实上，便宜也好贵也好则需要另当别论。我给
你假设一个提问。比如我们去便宜的地方。周围
有 30个记者哦，你也在内，还有警察。如果你被人
说妨碍营业，你会怎么回答？如果你被提醒“不好
意思，您妨碍我们营业了”，你回答“我们是记者这
是我们的权利”，然后一直就那么站在店里妨

碍人家做生意你会心安理得吗？喂！我
在问你呢！快回答！

记者：我想问的是……

麻生：NO、NO、NO，请回答我的问题。我先回答了
你的提问。现在轮到我提问了，你会心安理得吗？

记者：我们采访的时候都尽量不妨碍营业的……

麻生：可是现在妨碍了！我在现实中就被
人这么说过！宾馆是最不会被这么说的地方！

记者：原来如此！

麻生：所以说，我听你提问的时候，总感觉
你只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我认为宾馆是最
不会被人发牢骚的地方。所以（去宾馆）是我
一贯的风格，以后也没有改变的打算。

记者：那您花的是“有色钱”吗？我认为政治献金、
政党扶助金专门就是为享用高级酒店准备的……

麻生：我花的是自己的钱。
很幸运，我自己口袋里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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