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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回首这十几年，我们就会发现，人们对于工作和雇佣的价值观一直都在左右摇摆，变幻不定。
　　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济萧条，刮起一股裁员风暴，于是人们认为不管什么工作，有工作比什么
都重要。
到了2000年左右，学生的就职形势越来越严峻，遭遇冰河期。
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和证券新兴市场的开设，出现了互联网泡沫，以及“先成立公司再说”的创业潮。
　　裁员风暴刚刚偃旗息鼓，跳槽之风又悄然刮起，演变成了“另寻高就的时代”。
随着股市股票开始攀升，新兴市场出现了小泡沫，刮起了创业股风潮。
甚至有人提出“既然要成立公司，就要以IPO（股票上市）为目标”的观点。
　　诸如此类的小泡沫，在“活力门事件（LivedoorShock）”所产生的震撼下，也随之破灭。
于是人们又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投资银行或企业并购，一时间，基金公司这类工资高、员工少的大资本
企业成了人们追捧的目标，“不升职就离职”风行一时。
　　可是好景不长，2008年秋天，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投资银行相继破产。
由于消费市场紧缩，一些以低风险的基础设施为代表的经营安定型企业受到大家的青睐。
　　职业选择，对于我们来说，到底路在何方？
笔者在采访中常常不由自主地想到这个问题。
　　由于经济环境的变化，雇佣以及工作方式也会有所改变。
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是，笔者觉得随波逐流、跟风的人还是太多了。
这种现象，表现在2011年的大学生就职意愿上，也就是说，低风险、安定的工作成为了大学生就职愿
望的主流。
这同时也表现在高中生将来职业选择的第一志愿上，很多人都希望成为“公务员”。
虽说现在还存在诸如人口减少、高龄化之类的重大问题，但是照目前这样下去，人们也太缺乏职业理
想了。
　　希望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挣钱养家是人之常情，对其本身无可厚非。
即使如此，也不得不让人对此产生疑问。
　　一个人工作的目的难道仅仅是为了生活稳定、为了金钱吗？
　　几年前，笔者开始有意识地注意另类资讯。
　　笔者开始留意那些辞去工作，有意开创自己事业的人们。
　　例如，农业。
从总数上讲，务农人数一直呈下降趋势，现在这种状况也没有任何改变。
但是，如果只说新入行的务农人员的话，就会发现，2009年增长了11?4%，增长幅度很大。
特别是30~39岁这个年龄段的新入行的男性务农人员，其增加幅度更是惊人，与2008年相比增加
了44?1%。
在一些杂志上，甚至出现了农业专访，其中很多文章都写到这些新农民，他们亲手培育、种植农作物
，感受到了在公司上班时从没有过的快乐。
　　再如，非营利组织（ＮＰＯ）法人。
1998年日本实施了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此后，NPO的数量连续增长，到2010年，已经超过四万家
。
如同现有的自治会一样，NPO是没有任何收入的组织，它开展大规模募捐活动，为世界福利事业作贡
献，像这样的组织越来越多。
这些组织设有带薪员工，积极提高组织收益，为社会福利事业而工作。
　　另外，因为回乡或异地工作而远离大都市，开始在地方演绎人生的人们也日趋增多。
既有对异地他乡一见倾心，只身前往，开创事业的人，也有因为喜欢工艺制作技术而落地生根的人。
　　通过对此观察分析，笔者从中发现了一个共同点。
这就是：有些人能把自己的爱好转化成工作，他们认为把握自己的人生以及自己人生的意义比什么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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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更确切一点说，他们这些人原本就具有这种性格。
即使设立了公司，也不会把扩大规模和营利放在首位。
他们重视自身的经营特点，并会在自己能够把握、切实感受到的范围内完成好自己的工作。
他们与其说是在挣钱，不如说是通过工作表现自己的人生，他们更加看重自己的活法。
他们的价值标准不是来自外界的评判，而是其本身。
这就是说，“自主创业”本身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十几年前，曾任美国劳动部部长RobertBernardReich的辅佐官兼发言撰稿人达尼尔·品客
（DanielH?Pink），主动辞去工作，选择了“不上班的活法”。
同时，他还周游美国，找到和自己有类似经历的人，采访他们，写成了一部书，名为《自由职业社会
之兴起》（FreeAgentNation：TheFutureofWorkingforYourself）。
这本书在日本由钻石出版社翻译出版。
书中有下面这样一段话：　　“对于大多数自由职业者来说，‘发展壮大’不一定就是好事。
对自己有益的事才能说得上是好事。
出人头地或富可敌国，这种仿佛用‘均码服装’一般的标准所衡量的成功已经不再是这个时代人们所
追求的目标。
如今的时代将会成为崇尚自由，追求个性、名誉，以适合自己，体现自我价值，为自己量身定做的标
准为目标，去追求成功的时代。
”　　和美国的国情不同，日本还远远不是一个易于自由职业者生存的社会。
作为社会上的大趋势，更多的人都希望进入一个安定的大公司、大机关工作，快点儿找到一个避难所
。
尽管现在希望以一个自由职业者的身份立身于世的人仍然寥寥无几，但是，这样的人实际上也在日益
增多。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走上这条路呢？
这正是笔者想要知道的。
　　这些人为什么会辞掉安定的工作，特意走上现在的自由职业之道？
他们经过了怎样的挣扎，才坚持到现在？
他们在何时何地经历过怎样的艰辛困苦，又是如何一一面对的？
还有，对他们来说，工作到底是什么？
金钱到底是什么？
　　因此，笔者很想听听他们的故事，写一本有关他们的书。
　　首先，笔者把要采访的对象限定在地方经济、农业、手艺人、店铺、NPO（非营利组织）等几个
不同的领域，在开始寻找他们时，才发现采访对象竟然遍及北海道、千叶、长野、京都、岛根、高知
、冲绳等日本全国各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本书中，笔者没有将重点放在如何独立以及成立公司的构想上，而是着重记述
了他们如何行动起来的过程。
很多讲述独立经营和创业的故事，常常会强调创业者的所思所想。
虽然这在故事中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是，笔者认为创业者的实干本身往往会隐藏着很多重要转机，
讲述这方面的故事，也是不可或缺的。
另外，创业者从某些朋友的介绍中获益，从一些琐事中有所发现，笔者尽可能地让他们详细讲述这些
事情，从而深入广泛地了解他们如何理解工作和人生的关系。
　　在创业过程中，所有的人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自己的人生经历中，他们都能够冒着各
种风险，投身到自己喜欢的工作中去，并感到很有意思，而这又会成为他们面向未来的动力。
听着他们的故事，笔者时而心有戚戚，感到和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
　　作为本书的作者，笔者希望能够通过这本书和广大读者共享这些故事，那些受访者应该也会希望
如此吧。
　　很早以前，就常常宣传“为了建立一个丰富多彩的社会而努力”。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不上班的活法>>

但是却不得不说，这样的社会还没有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然而，就像本书所写的采访对象那样，能够自由自在地把握自己人生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多，笔者
认为这证明我们的社会正在一步一步地丰富多彩起来。
　　森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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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有句俗语叫做：“365行，行行出状元。
”在竞争激烈的今天，很多人都在为自己的生计而发愁，也有很多人为自己在工作中无法施展拳脚而
苦恼。
很多人在工作中迷失了方向，也有很多人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如果说刚才所说的都是对目前的活法
一种消极的表现，那么为什么不尝试一下不去上班，但又能让自己活得很好的方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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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森健，1968年出生，毕业于早稻田大学。
大学期间开始从事写作，曾为科学杂志、经济杂志、综合杂志的专职记者，现为自由撰稿人。
在《月刊文艺春秋》《周刊文春》《AERA》等杂志发表过人物传记、经济报道、科学报道。
另外还出版了《就职活动到底为何物？
——人事经理给学生的话》《读那些让你变聪明的书!》《人体改造的世纪》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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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凭借手艺，活出精彩人物1　　1?知遇是福——染匠·青木正明　　1967年出生于三重县
，东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后进入华歌尔公司工作。
工作中与奈良的“益久染织研究所”织染作坊负责人广田益久相识，因此知道了天然染料的美妙之处
，最终决定进入广田益久的织染作坊当学徒。
进入染坊之后，有幸见到了手工印染大师前田雨城的作品并为之倾倒，深受感动。
经过两年的修炼，于2002年独立创业，成立了“手工染坊”。
　　优衣库时代的手工染色T恤　　红叶初染京都御所之时，笔者信步而行，不经意间看到一群中国
游客正在兴高采烈地拍照留念。
从御所一直往南走，就是笹屋町，在这条街的街口，有一座古色古香的洋房。
这座洋房的地基已经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上面的建筑也有七十年房龄了。
青木正明所经营的“手工染坊”就在这座建筑的二层。
　　进门往右望去，摆着几件衣服，这些衣服的颜色在一般服装店很难见到，有黄蘗色、浅粉红、藤
紫色、菖蒲色、灰樱色、柿涩色等日常生活中几乎没有听说过的罕见色彩。
这些颜色的T恤、衬衣、披肩、大衣把房间打扮得别具一格。
　　这些服装的颜色光洁柔和。
没有原色那么耀眼华丽，给人一种自然褪色形成的美感。
它们都不是用化学染料，而是用纯植物天然颜料染成的。
　　“这种服装的色调既丰富又漂亮吧？
因为是纯手工染色，即使想要做出完全一样的颜色，也会多多少少有些差别。
但是，正是因为这样，有时候效果反而更好。
”青木手里拿着商品，解释说。
　　“这件T恤是有机棉制成的，编织方法也略有不同。
您看，是不是稍微有些凹凸感？
这是因为加入很多不匀纱，才会有这么好的触感。
”　　青木一头长发，几乎盖住眼睛，一条穿旧的牛仔裤，让人怎么看都有些音乐家的感觉。
虽然看起来不像上班族，但也绝不是我们印象中染匠的样子。
　　“虽说每天早晨要做的工作是固定的，但由于产品需要几道工序，所以感到每天都在干不同的工
作、做不同的产品。
即使使用相同的材料，只要温度或染制时间略有不同，染出来的产品色调就会迥然不同。
 这就是手工染色的困难之处。
因此，我现在一直在研究如何保持颜色的稳定。
”　　如今，优衣库、H&M之类的公司，以其物美价廉而享有盛誉。
这类跨国服装企业呈现出一派兴隆的繁荣景象。
它们在中国、越南、中美洲等地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工业化生产的商品，非常便宜，如今只要花
上几百日元就能买到。
　　与此相比，青木亲手染制的衣服就太贵了，一件T恤的价格为5145日元，制作工艺极其繁杂。
这种使用天然染料进行的染色作业，有着几百年的历史，一直延续到近代。
但是，这项古老的手艺现在几乎已经绝迹了。
原因很简单，这种工艺不仅工序繁多，而且不能保证产品具有相同的质量。
　　形式的开始　　将石榴或印度茜草、涩柿子之类的自然素材煮一煮，用木醋酸铁或灰汁等作为媒
介，调出颜色并使之固定。
这是一项需要注意温度、时间、配比的工作。
在如今追求效率及合理化的年代，手工染色可以说是一项不合时宜的工作。
　　但就是这种摇摇欲坠的工艺却引起了青木的极大兴趣。
　　青木开始从事手工染色服装的制作和贩卖是在2002年的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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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已经8年了，出现了很多忠实粉丝，事业也是蒸蒸日上。
2010年，预计营业额为2200万日元。
即使是作为公司，这样的年营业额也算不错了，而现在青木仍以个体户的身份经营着这家店铺。
　　不做工薪族，工作就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说起来，青木原本是日本大型内衣制造企业华
歌尔公司的员工。
如果继续刨根问底的话，青木还是东京大学医学部的毕业生。
作为一位染匠，这样的经历确实有些与众不同。
据说正是因为这种奇怪的经历，多家媒体都采访过他。
　　可是，青木对此却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他说，虽然大家认为他的经历与众不同，他感到很高兴，但这只不过是人们的一种误解罢了。
　　“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每天沉迷于乐队，学习很糟糕，不是一个好学生。
虽说读的是医学部，但我的专业是保健学，根本拿不到医生资格。
由于我留级了，大学读了6年才毕业。
正是这种偶然，让大家误解了。
其实，我真的没有那么优秀。
不过，大家这么高看我，我也很高兴。
”　　当我们的话题转到这次采访的主题，谈到如何开展事业的问题上的时候，青木马上认真起来，
说道：“我认为，如果不做工薪族，自己独立经营的话，就一定要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作为事业。
至少我个人是这么做的。
换言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认为自己的人生就碌碌无为，毫无意义了。
”　　那么，青木为什么会选择染匠这条道路呢？
　　从结论上说，就是由于某种缘分，让青木接触到了天然染料这个未知的世界。
青木到华歌尔公司工作是在1991年。
那时候正是日本的泡沫经济时期，学生毕业后只要去应聘，基本上都能被公司录取。
　　青木那时候喜欢西装，于是就应聘了几家服装公司，而且都被录取了。
青木从中选定了华歌尔公司。
之所以选择这家公司，是因为华歌尔公司有一家研究所，即 “人类科学研究所”。
那家研究所时常发表一些关于女性体型变化之类的研究成果，青木对这些研究很感兴趣。
　　青木说道：“不管怎么说，我是学理科的，感到使用收集到的硬数据，化解人们的好恶这种抽象
概念所产生的难题，应该是个挺有意思的工作。
”　　话虽这么说，但是青木对公司的热忱到底如何却很令人怀疑。
因为在他被华歌尔公司录用之前，青木一直认为华歌尔公司的总部在东京，而实际上华歌尔公司的总
部在京都。
　　刚刚进入公司的时候，公司将青木作为干部候选人进行培养。
一般来说，进入公司的新员工按照惯例都必须干一段时间的营销工作，而青木没有担任这项工作，就
直接被分配到企划部。
　　最初三年，青木负责原材料和生产等产品管理方面的工作。
通过这些工作，他了解了从素材、缝制到生产管理的有关知识，并随后负责公司的产品策划和采购
（MD）。
刚开始的时候，只是负责一个小品牌，这之后又担任了一个大品牌的产品策划和采购专员。
从上述这些可以看出，青木在当时已堪称年轻有为了。
但是，青木说那时候的自己却感到兴味索然。
这是因为他所策划和采购的产品，基本上都是面向高龄妇女的睡衣。
　　“我不是说工作没意思，那时候的工作也确实很有意思。
看到自己的策划变成产品，没有什么事情能比这更让人高兴了。
但是，我是一个男人，又很年轻，对于产品内在的优点，却不能以一个消费者的眼光去实际体验。
这种矛盾一直困扰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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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作为MD，青木有时要在百货商场讲课，多次成为众人瞩目的对象。
在青木刚刚进入公司时，他就想过，如果能够尽早把握流行趋势，并参照各种数据，引导需求，建立
市场，进而通过这种项目策划，建立品牌，令世人瞩目该有多好呀。
实际上，从青木策划的产品所产生的效果来说，虽然规模不大，但他的这种理想很快已成为了现实。
　　“当实际产品做出来以后，如果发现这个产品不是自己所喜欢的，就会无所适从，也就无法做出
任何判断。
我渐渐地明白了这一点。
这也成了我的烦恼所在。
”　　进入公司的第五年（1995年），青木又被选派为一个更大项目的MD。
当时，华歌尔公司创建了一个名为e?earth的绿色环保品牌，青木是负责这个品牌项目中睡衣的MD。
e?earth品牌选用对皮肤刺激小的素材，在缝制方面也是十分考究，从袜子到内衣、睡衣都有相应产品
，可以说是一个横跨公司各个部门的项目。
　　“虽然说我担负的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重要角色，但是从调动年轻员工积极性的角度来说，公司
让我做这项工作，确实对我是有些鼓励提拔的意思。
说实话，在接受这个项目以前，我对于绿色环保、保护自然环境之类的事情毫无兴趣，我的生活方式
也是一点都不环保。
”　　可是这个项目却给青木打开了通往染匠之路的大门。
为了学习绿色环保，作为工作，青木走访了益久染织研究所。
这也就成了青木和染织结缘的开始。
　　刻骨铭心的缘分——第一部分辞职学徒　　坐落于奈良县斑鸠町的益久染织研究所，是从20世
纪70年代开始从事靛蓝染色或草木染色的作坊，创始人是广田益久。
这是一家使用纯天然纤维和染料制作产品，并开办染织训练班的企业。
他们使用中国山东省培育的无农药、不施化肥的棉花，以及纯天然的染料。
其产品具有古朴之风。
　　青木被这种产品的朴素无华深深打动了。
　　“颜色纹理非常独特，手感质地也是别有风味。
这些产品居然是用草木染成的，我过去竟然对此一无所知。
以前我就喜欢复古仿旧风格的衣服，曾经花七万日元买过一件复古仿旧风格的牛仔裤。
而益久研究所的产品正好就有这种复古仿旧的感觉。
这种微妙的手感让我感到很舒服，觉得很不错。
该所所长察觉到我的想法，对我说，‘想不想染染看？
’于是我立刻当场试了试。
　　“我第一次接触染色，使用的是称为五倍子的染料，这是一种有些发暗的藤紫色。
做好了染料汤，把布料放进去，加热，再放入木醋酸铁，经过两次发色、定色后才算染好。
虽然缩短了工序，但还是用了五个小时才完成。
染完之后，我整个身心都受到了震撼。
　　“我万万没有想到染色竟然如此简单！
我当时感到这简直是太棒了！
”　　E-earth品牌的草木染色项目，由于草木染色总是达不到华歌尔公司的质量标准，仅仅上市一个
季节，就结束了销售。
由于是手工纺织，布料每隔三米左右就会出现五十几处纱线不均匀的地方，这些都不符合华歌尔公司
的规定。
　　虽然如此，青木本身却被这种使用纯天然纤维和染料生产产品的方式所吸引，益久染织研究所的
广田益久老板也成了他仰慕的对象。
因此，青木经常找个理由拜访益久染织研究所。
　　每次见面，广田都会将自己多年的丰富经验和各种知识讲给青木听。
例如：棉花在世界上有欧洲、北非、东亚、南北美四个种类，虽然它们各有长处，但不会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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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项目之后，青木在公司的地位虽然步步高升，但是人际关系却每况愈下。
在e?earth品牌项目完成之后，青木被分配到运动服CW?X部门。
这个部门生产一种紧身服装，可以支撑肌肉的伸缩，就连著名棒球选手“一郎”也穿这种服装，是非
常受欢迎的产品。
青木的工作就是提高营业额。
这是1997年的事情。
　　“那时候的营业额是二十多亿日元，我们的目标是在三年内增加到五十亿日元。
当时也是好运当头。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公司的科长在一张体育报刊登的照片上，无意间发现棒球选手‘一郎’穿着我
们公司生产的CW?X服装，于是和我说‘你去找他谈谈’。
为此我去了欧力士公司的秋季赛的营地，请棒球选手‘一郎’作我们公司的形象代言人。
从此，我们公司的这个产品一路畅销。
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我的工作环境却变得越来越糟糕。
”　　青木在做产品企划和提案的时候，常常不顾公司沿袭至今的各种程序，而是越级提出，因此，
他的企划也就常常被驳回。
对于公司的这种对应方式，青木不知忍让，满腹牢骚。
渐渐地，他在公司的人际关系越来越不好。
　　“我这个人，当时就是不懂得疏通关系，做好铺垫，为人处世也很幼稚。
我还有个坏毛病，就是不能放手让别人干，总要自己亲自动手。
有时候，我心里想，不能在这公司继续干下去了。
于是，在一个星期六，我就跑到益久染织研究所发泄我的不满。
”　　到了研究所，青木和广田老板说他真是不想再去公司上班了。
广田老板却出人意料地问：“你要不要到我这里干干？
　我这里虽然不能给你华歌尔公司那么高的工资，但如果你的家人同意，你也想干的话，就来我这吧
。
”于是，青木和妻子说了这件事。
青木的妻子结婚前也在华歌尔公司工作，他们是在1996年结的婚。
青木的妻子同意了，她说如果益久染织研究所真能雇用青木的话，青木想去也可以。
　　当时，青木在华歌尔公司的收入是每年将近600万日元，青木那时几乎都没有考虑他会没有收入。
　　“事到如今，我决定辞掉公司的工作。
下一周上班的时候，我就和事业部长谈了我要辞掉工作的想法。
”　　2000年7月，交代了一下手头的工作，青木就从华歌尔公司辞职，成为益久染织研究所的一名临
时工。
　　刻骨铭心的缘分——第二部分 发现自己创业之路的瞬间　　刚刚进入益久染织研究所的青木，并
不是一下子就爱上手工染织这一行的。
由于来自大型生产企业，青木在技术上没有任何技能及专长。
而手工制品，因为只此一件，所以从商品本身到其制作方法，以及生产者的智慧、知识和思考方式，
都要从头学起。
　　与此相反，青木也有自己多年练就的本事，他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将电脑和互联网引进到益久
研究所。
在青木来这里之前，益久研究所的客户管理、商品管理、在库管理还都是手写的，按照年度，分成不
同的账本，这些账本堆得到处都是。
整理这些账目，才发现产销地址有很多重复的地方。
于是，青木让公司购入了电脑和数据库软件，设计出相应的系统，将这些数据全部通过电脑进行管理
，建立了一元化管理系统。
由于青木不仅仅是学习织染技术，还给公司带来了变化，他的工资很快涨到月薪25万日元。
　　青木做完了管理系统，接着又设计了公司网页，使得网上销售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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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青木说，虽然那时他正在学习手工染色，但仍未真正投入全部热情。
　　“以前接受采访的时候，经常被写成‘因为太想做染匠了，就辞掉了工作’，其实，我辞职的原
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公司内部的人际关系。
这理由实际上非常消极。
所以，当时我虽然学了手工染色，但真不知道前面的路应该怎么走。
”　　然而有一天，青木在手工染色事业上终于出现了转机。
这是由曾经专门从事古代染织复原的前田雨城先生的作品所引起的。
前田雨城先生是广田老板的师傅，是位独自一人坚持从事平安时代和奈良时代染色工艺的染色大师。
这位大师要在福冈举办个人作品展览，青木当时乘夜行巴士去那里帮忙。
这件事让他爱上了染色工艺。
　　青木当初想着既然去帮忙，就顺便用数码相机拍些和服布料的照片作为参考。
不过在他看到那些布料的一瞬间，他感到一种无法比喻的感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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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当脱离上班族之后，你就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活法！
　　2、不是只有上班才能体现你的价值！
　　3、为不想上班的你找一条更好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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