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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东方出版社委托我审核本书的翻译稿。
一边重读原文，一边要斟酌译文的每一句话，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好的学习。
看稻盛和夫如何描述西乡隆盛，审译过程中时时引发我的感动和感悟。
趁出版社希望我写导读之际，我把重读此文时的感想记录如下。
西乡隆盛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元勋，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
他又是稻盛和夫出身地鹿儿岛的同乡前辈。
稻盛从小就敬仰他，爱戴他，把他看作心目中的大英雄。
稻盛创立京瓷不久，就把西乡的格言“敬天爱人”奉作社训，挂在办公室里。
你若请稻盛题字，他多半就写下“敬天爱人”这四个字。
我2005年去日本横滨参加盛和塾第13届全国大会。
面对1891名企业家塾生，稻盛演讲的中心就是“西乡南洲翁遗训”。
而在本书中，稻盛更是详尽地解读了西乡人生和西乡遗训中宝贵的思想。
西乡身处日本明治维新这一历史大变革的激流之中，他的人生波澜万丈，他的故事跌宕起伏。
维新革命发动之前，因为不忍眼见同志孤身遇害，他竟毅然与这位同志携手投江自尽。
他率领的新政府官兵战胜封建割据的庄内藩，当敌军投降时，为了体恤对方的尊严，他竟命令胜者卸
械，允许败者佩刀，造出旷世未闻的入城奇观。
维新运动大功初成，看到一起革命的同志开始建豪宅、穿华服、纳美妾，他痛心疾首。
他的热血弟子不满新政府的腐败，贸然起义。
他明知此事不可为，明知起义毫无胜算，但当他得知事态的发展已势不可挡时，他甘领“逆贼之首”
的罪名，不借与充满正义感但缺乏谋略的弟子们同归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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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让平凡的人生不可一世敬天爱人，真正的人才是用来相信的，公务员就是公共服务员，规章制度永远
都不会完善，坚持正道才能赢得所有人的尊敬，天堂与地狱，只是选择的不同，美德藏而不露的人才
能永远身居高位，树大志、行大义、谋大计，败而不馁才是真正的大英雄，诵读三遍，人生从此有希
望。

　　在本书中大家可以看到，无论西乡还是稻盛，他们的思想乃至文字表述方式，受中国古代典籍的
影响都非常之深。
从个人修身养性到治国安民，他们竭力吸收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并注重实践。
西乡之所以成为明治维新的功臣，稻盛之所以成为大企业家并在经营理论和人生哲学方面有重大建树
，都与他们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勇于实践，包括学习、思考、实践中国文化的经典息息相关。

推荐购买《活法（I、II、III，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作品集全新修订版，超值赠送郎咸平精彩演讲光
盘，包含“日航破产的启示”等内容》
推荐购买《郎咸平说：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热点（全新修订版，共六册，超值赠送郎咸平讲座DVD
两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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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稻盛和夫：1932年出生于日本鹿儿岛，1955年毕业于鹿儿岛大学工学部。
1959年创办京都陶瓷株式会社（现在的京瓷公司），1984年创办第二电电株式会社（现名KDDI，目前
在日本为仅次于NTT的第二大通信公司），这两家公司又都在他的有生之年进入世界500强之列。
在日本四大“经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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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推荐序
　无私——西乡和稻盛共有的精神境界
序言
　为了提升人的品格
　作为人　间正道的普遍性真理
第一章　无私
领导者应舍私利、断私欲、行正道
　成功后骄傲自大——一当今经营者之通病
任用人才的关键在于相信人的成长
第二章　考验
克服苦难，树大志
后方坐镇不如前线战斗
　成功也是考验，一时的成功不能保证一世的成功
　虚心倾听别人的意见
　杰出的经营者游刃于两极之间
第三章　利他
　利他是现代社会的“灵丹妙药”
　以意志力除贪、嗔、痴
　如日中天的企业家面前亦有陷阱
　成功难，保持成功则难上加难
　要将事业做大，不仅要用“君子”，更要用好“小人” ．
　具美德而不露锋芒者居高位
　爱己绝非善行
第四章　大义
　京瓷的社训——敬天爱人
　确立经营理念
　以策略取胜的成功难持久
　常扪心自问“动?善否，私心有无”
第五章　大计
　未经深思熟虑的施政危国殃民
　提出明确的方针
　领导者应展示国家之大计
第六章　觉悟
　“不惜命、不图名、亦不为官位、钱财之人”
　掠夺创造财富的国民，实乃本末倒置
　国家公务员是国民的公仆
第七章　王道
　依循正道、鼓足勇气进行外交往来，
遣韩使节论——对西乡真实意图的误解
　成为高素质的富裕之国，可得世界之尊敬
第八章　真心
　持纯粹之心，做至诚之人
第九章　信念
　规章制度完善即?杜绝不当之行?非也
　人生方程式——心态、思维方式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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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知识到见识、从见识到胆识
第十章　立志
　一切始于“思”
　行正道忌圆滑
　凡人须行正道
第十一章　精进
　一心埋头工作可磨炼灵魂
　经营依赖踏窦努力的积累
　败而不馁真英雄
　日日反省，认真处世
第十二章　希望
　托钵行乞以自知
　老师的教诲——地狱天堂之别在于人心
　西乡南洲的教诲是心灵的明灯
　现代亦适用的“遗训”
　西乡隆盛略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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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无私领导者应舍私利、断私欲、行正道我邂逅西乡的遗训是京瓷创办约十几年后的事情。
公司急速成长，股票也顺利上市。
然而，我内心却仍惶惶不安，总是担忧，若经营判断出现重大失误，不知何时企业或许就会沦落至濒
临破产的境地。
一旦破产，员工和他们的家人就会流落街头。
而且，公司上市后又新增了对股东们的责任。
这些与公司休戚与共的人们，绝不能让他们受到牵累，基于这样的信念，我夜以继目、拼命工作。
某日，一位年长的先生来访。
询问后得知，他是山形县地方银行原行长，退居顾问后管理着传承西乡精神的“庄内南洲会”。
这位先生特意前来将《南洲翁遗训》相送于我。
那正是因公司的经营管理而奔波劳累、烦恼丛生的时期。
翻开从小敬爱的西乡的遗训集，书的内容便如磁石般紧紧吸引住我，从第一则开始读起来。
【遗训第一则】立庙堂为大政，乃行天道，不可些许挟私。
秉公平，踏正道，广选贤人，举能者执政柄，即天意也。
是故，确乎贤能者，即让己职。
于国有勋然不堪任者而赏其官职，乃不善之最也。
适者授官，功者赏禄，方惜才也。
然，《尚书·仲虺之诰》有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赏”，德官相适，功赏相应，即此意乎？
闻此言，翁欣然应之。
【译文】在政府中执国家之政是行天地自然之道。
行事不应挟半点私心。
所以不论何事都该秉持公平，依循正道，广举贤明之人，让能忠实履行职务者执掌政权，方为天意，
换言之，就是遵循神灵的旨意。
所以，若有真正贤明且适任之人，应该立即将自己的职位相让。
由此而言，不论于国家有何等功勋，若将官职授予不胜任者以表彰其功绩，此为最大的不善。
翁道：“应慎重选择适任之人授其官职，有功绩之人则赏其俸禄，乃惜才之举也。
”那么，《尚书》（中国最早的古典文献，亦称书经）《仲虺（商汤王的贤相）之诰（任命官员的文
书）》中有言“德高者升官位，功多者厚褒赏”，这句话的意思是否指德行与官位相适配，功绩与褒
赏相对应，听到有人这么问，翁大喜，回答道：“正如此言。
”这是《南洲翁遗训》开篇第一则。
对于身为组织之长的领导者而言，应该将此视为自己行动的指针。
西乡虽然言及政治，但大中小型企业的经营者，甚至不论多么微不足道的机构的领导者，凡位于人上
者均应有此觉悟。
西乡彻底否定了利己思想，认为领导者绝不可挟半点私心。
读到此处，只觉当头棒喝。
因为到那时为止，我还未能完全抛却私心。
如前所述，当时已实现了京瓷公司的上市，企业仍在不断顺利发展壮大。
然而作为经营者，我与创业时并无分别，仍是个只知努力工作的“拼命三郎”，完全没有属于个人的
时间，昼夜不分，废寝忘食。
当时我开始有了如下的思考。
所谓组织，原本并非活物，只有把经营者的意志、观念注入其中，才宛如活物般生气勃勃起来——向
组织中注入生命正是位于领导地位的社长的本分。
那么，作为社长的自己在思考京瓷时，京瓷这一组织便具有了生命。
而当自己的思维回到个人，考虑自己的事情时，京瓷这一组织就难以发挥它的机能了。
若果真如此，那作为经营者岂不是必须每天24小时一刻不停地专注于公司事务，完全将个人置之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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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这就是我而，位于众多人之上的领导者，为了顺利统率一个集团，无论如何必须具备“无私”这一领
导者的重要素质，并时刻明鉴，严格自律。
成功后骄傲自大——当今经营者之通病现今年轻的经营者，他们开办风险企业，发挥才干，获得成功
，并实现企业上市。
之后便立即将自己所持股份悉数抛出，以获巨额财富。
例如，才刚三十岁出头，便已幸运地实现企业上市，从而数百亿日元的巨额资产收入囊中。
然而，获如此巨大成功之人不久已风光不再。
近些年，我们目睹了不少这样的实例。
那是因为成功纵容了私心的滋长，点燃了没落的导火线。
1971年，正值京瓷公司上市之际，我进行了此番思考。
创业以来，京瓷不断顺利发展壮大，于是几家证券公司来访，商议上市一事。
据他们解释，公司上市有两种方式。
其一为将创业者所持股份在市场发售，男一种为发售新股。
前者上市的红利归创业者个人，后者则归公司所有。
某证券公司的人士强烈推荐前一种方式，认为可回报创业辛劳。
然而，这却与我的观点不合，所以我并未与这类证券公司合作，并且选择了第二种方式，发行新股，
不曾卖出一份自己名下股份，而上市后所得的全部资金一概入企业账目。
此后，京瓷公司资金更加雄厚，经营基础更加稳固。
同时，以此雄厚资金为基础，开始了新一轮投资，让事业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男一方面，现今的经营者一旦实现上市，多数人会立即卖出自己所持股份，获得大量增值收益，这种
做法似乎无可厚非。
然而，其结果，经营者个人自然愈加富裕，企业财务却丝毫未见增强，更难以确保开创新业的投资资
金，从而会错失上市后企业的第二次成长。
这类事情并非仅仅发生在企业界。
那些声称为民众利益而勇闯国家考试难关的官僚们，汲汲于升官，发迹之后却只顾自己所属部门的利
益，以至凡事都以保全自我为优先。
而打着清正廉洁旗号的政治家们，几番竞选当选后，不知不觉也为争权夺利而腐化变质。
甚至，本应潜心钻研的学者。
研究出成果后也开始自以为是，变得俗不可耐。
越成功，越伟大，就越应谦恭行事。
并且，应率先做出自我牺牲，以做表率。
若无承担最大损失的勇气，如何能成为领导者？
无自．我牺牲勇气之人若居高位，是位于其下者之不幸。
遗憾的是，综观当下日本，持有“无私”精神的领导者实在屈指可数。
这正是现代日本社会陷入混乱迷茫之一大重要因素。
现在，亟需拥有杰出人格、出众品行之人，就是为社会、为世人尽力，即使付出自我牺牲也在所不惜
的、“无私”的领导者。
这是超越时代、超越组织规模的普遍的真理。
不论西乡生活的明治维新时代或是我们当下的现代社会，甚而微如NPO（非营利组织）之类的小型机
构，对领导者的要求也毫无二致——第一条件即为“无私”。
西乡一贯主张“无私”这一理念。
排斥私心，对于领导者来说这是首要条件。
这一点西乡在整本“遗训集”中都在谆谆阐述。
把西乡的全部思想都归结于“无私”这一点，这么说也不为过。
任用人才的关键在于相信人的成长遗训第一则中，西乡还论道：“于国有勋然不堪任者而赏其官职，
乃不善之最也。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活法（叁）>>

翁日：'适者授官，功者赏禄，方惜才也'。
”明治维新这场革命的成功，是依靠长州藩和萨摩藩作为主力的，维新的功臣自然在新政府中就任要
职。
然而萨摩藩本就被揶揄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风，家族中倘一人有所成，亲属血缘者便都随之
平步青云。
这一习气也被带入了新政府。
如此人事任用方式畅行无阻，定会有力不胜任者居于要位。
这样公私不分的人事安排于国家有何益处？
有何等脸面向维新革命中抛头颅热血的烈士交待？
“功者有禄，德者任官”这正是维新革命先锋西乡的痛切悲叹与深切呼吁。
此言就是用人的真谛，同样适用于企业经营。
一企业规模尚小时，未能集结合适人才。
而随着公司规模的壮大，经营者也愈加求贤若渴。
此时，便面临两种方案。
其一，厚待与自己一起创业、同甘共苦的元老们。
随着公司发展壮大，将他们提升为理事或副社长。
此番做法在营业额约一亿日元规模的小公司或许还凑合，若公司营业额动辄成百上千亿，那就要求领
导者有高度的经营能力。
即便如此，仍将创业时与自己同甘共苦的功臣们委以重任，参与经营，这样的事例也不鲜见。
确实。
过去他们曾付出辛劳，立下功绩，对公司之今日功不可没。
然而，若想守住一千亿营业额规模的大企业，仅将重任托付能力稍嫌不足之人，公司必将后患无穷。
其二，随着公司发展壮大，从外部寻求优秀人才。
随着公司的发展。
逐渐意识到部下能力的不足之处，虽然曾与自己一起辛劳打拼，但若他们已不能再有更杰出的表现，
则需要接连不断地从外部引入新的人才。
例如，录用在美国取得MBA（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并具备高度经营技能的人才委以重任，为企业的发
展献计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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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根据我七八十年来的观察，既是企业家又是哲学家，一身而二任的人，简直如凤毛麟角，有之自稻盛
和夫先生始。
    ——季羡林    稻盛和夫不仅创办并带领两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还将他的经营和人生哲学传授给众
多的中小企业和千千万万的个人。
他不仅创造经济价值，还创造普世价值，是我很敬佩的全球企业家。
    ——郎咸平    我对稻盛先生一直很敬仰⋯⋯很多事情是我最近一两年才想清楚的，但是稻盛先生多
年前就已经想清楚了。
    ——马云    越接近真理，道理越简单，《活法》书系让你更接近真理。
    ——自立新博士  IBM(中国)全球企业咨询部运营战略首席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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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IBM（中国）全球企业咨询部运营战略首席顾问白立新博士诚恳向您推荐《活法3:寻找你自己的人生
王道》：越接近真理，道理越简单，《活法》书系让你更接近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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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根据我七八十年来的观察，既是企业家又是哲学家，一身而二任的人，简直如凤毛麟角，有之自稻盛
和夫先生始。
 ——季羡林 稻盛和夫不仅创办并带领两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还将他的经营和人生哲学传授给众多
的中小企业和千千万万的个人。
他不仅创造经济价值，还创造普世价值，是我很敬佩的全球企业家。
 ——郎咸平 我对稻盛先生一直很敬仰⋯⋯很多事情是我最近一两年才想清楚的，但是稻盛先生多年
前就已经想清楚了。
 ——马云 越接近真理，道理越简单，《活法》书系让你更接近真理。
 ——白立新博士IBM（中国）全球企业咨询部运营战略首席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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