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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稻盛和夫是日本著名的京瓷公司的创办者，名誉董事长。
在他的经营下，京瓷公司从一个地方的小企业发展成为今天拥有两个名列世界500强的子公司的跨国大
企业。
而他的成就和他所创立的一套经营哲学是分不开的，，本文将从文化等角度，对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
进行考察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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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钟放为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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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代序：我所认识的稻盛和夫　　尚 侠　　如果从2000年岁尾的首次会晤算起，我与稻盛的忘年之
交，不觉之间已经有七个年头了。
　　我至今没有问过稻盛，我们素昧平生，文化迥异，他当时何以对我们的合作提案做出了积极而迅
速的反应；就像他也从未向我提及过，作为世界超级经济大国，日本的企业界高手如云，各领风骚，
我们何以对他情有独钟一样。
人间事，春华秋实，甘苦寸心，让合理的东西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过程，应该远胜于哲学的复杂。
　　稻盛和他的京瓷公司，最初是从企业与企业家研究的意义上，进入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世界
经济专业的视野的。
新千年伊始，就在我出任重新组建的研究所所长后不久，当时的世界经济专业的负责人刘荣教授便向
我提出该专业方向之一的日本现代企业与企业制度研究，应该摆脱学院派的既有模式，向市场实际倾
斜以服务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现实需求。
刘荣推荐了他眼里的首选日本企业家稻盛；并且谈到了曾与京瓷事务局有过联系，然无甚进展，希冀
所里出面促成此事。
　　由于世界经济并非是我的专业，当时的我对稻盛几乎是一无所知。
于是从刘荣那里借了两本稻盛的奋斗史，读子便一发而不能收。
遂向东北师大史宁中校长进言，拟建立专门机构，研究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思想。
　　2001年10月25日，“东北师大稻盛和夫经营哲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庆典在长春隆重举行。
该中心作为中国学术界与日本企业界竭诚合作的结晶，吸引了社会各方面的注目。
这是在东北师大日本研究所现有人员和图书资料储备的基础上建立的一个常设学术机构，由日本研究
所组建了专业研究队伍，旨在向中国的知识界和企业界传播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思想，弘扬京瓷企业
文化。
　　其时已然是京瓷公司名誉董事长的稻盛，亲率京瓷公司一行数人莅临了成立庆典，做了“经营何
以需要哲学”的主题演讲。
谈笑风生之间，东北师大人接受了这位来自日本企业界的新科名誉教授。
　　此后，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经营学、文化学、历史学与哲学等多角度人手，对稻盛经营
哲学的理论体系与市场实践进行跨学科研究，便成为“中心”理论探讨的基本模式；力求对稻盛的经
营哲学思想做出理论阐释与科学说明，则是“中心”的学术投入所致力于达到的境地。
　　　　2001年，我从南开大学毕业，回到家乡的名校东北师范大学就职。
1991年考入师大附中高中部的我，十年后又到师大工作，几乎是返回了原点。
相对于那些热衷于在北京、上海求职的大学同学，我乐观地用“缘分”来解释这一切。
　　教育改革的浪潮中，师大的事业在上升。
我选择的日本研究所却面临着很多艰辛和坎坷。
我工作的第一年，为了用新的思路求得发展，尚侠所长做出了与京瓷公司合作的决策。
当年10月25日，“稻盛和夫经营哲学研究中心”在师大逸夫楼第13教室宣告成立。
我和上千名学子一道，目睹了稻盛和夫这位两家“世界500强”企业缔造者的风采。
　　为培养后辈，造就新人，尚侠所长将“中心”的科研工作向年轻教师倾斜。
2002年，我开始跟随尚先生读日语语言文学的博士。
他建议，我的博士论文与“中心”的工作可以统一起来。
于是，我在他的指导下开始对稻盛哲学做跨学科研究。
近两千个日夜之后，我自己过了而立之年，《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也即将问世。
　　从构思到写作，我并非从来没有过顾虑和担心。
跨学科研究是社会科学发展的一种趋势，但在当今高手如云的中国学术界，真正能在不同学科纵横驰
骋的人可谓凤毛麟角，更何况我这样的科研新手。
我从小酷爱读书，驳杂而不专精。
这给从事科研工作的我带来了很多麻烦，对几个学科都只是学了些皮毛，而未能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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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选定这个题目的时候，对于企业家和商人的话题，除了细读过《史记·货殖列传》外，我没有
半点积累。
然而，既然受命，就要尽全力做好。
几年来，我在承担大量教学任务的同时，挤时间阅读了几百本关于中日企业家的书籍。
逐渐找到了写作的感觉。
另外，这是日本研究所在2000年重组后的第一个重大项目，其成果应该体现出我所新一代学人的风貌
和水准。
作为科研新手，完成这样的重任，难免要有很多殚精竭虑、食不甘味的日子。
　　人是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现象的主体。
这是各学科在终极意义上的共性。
换句话说，研究稻盛和夫这样的企业家，和研究那些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一样，都具有学术价值和
现实意义，尽管后两者我可能更为熟悉。
企业家是特殊的一个群体，他们用自己的智慧调剂社会余缺，积累和创造财富。
我希望通过研究企业家稻盛和夫的活动，最终得出一两点关于人自身的结论，并传播开去。
若真能如此，我可以欣慰地说，自己为中国文化的构建添过一两片瓦。
　　这部书稿的问世，首先应该感谢尚侠先生几年来的精心指导，以及日本研究所诸多同仁对我的支
持。
七十多岁的老所长宋绍英先生曾为此书提过宝贵意见，日本樱美林大学的金山权先生从东京寄来过很
多有价值的资料，在此，我对他们深表谢意。
同时，也感谢对此书的出版给予大力支持的商务印书馆的各位朋友。
　　　　钟放　　2007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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