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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以公共幸福为志向的一个商人的历史使命　　中国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对商人有着十分精辟的论述
，他认为“士与商术异而志同”。
　　自阳明学起，面对蓬勃兴起的近代商业，中国与日本的儒学都认为商人与当时的社会精英士大夫
或武士在人格上和社会使命上的志向是完全一致的，这在日本被称之为商人道。
　　我的父亲就是一个以经世济民为目的、以克己尽诚的商人道为天职的商人。
我的父亲毕其一生追求的就是公共幸福的商人道，他的口头禅是“做一个真正的商人”。
　　每一个职员在进公司的第一天，都会听到我父亲“做一个真正的商人”的说教。
这带着近代气息的话语，也会使许多现代的青年人感到困惑。
在我年轻的时候，听到“做一个真正的商人”这样带着旧时代痕迹的说教时，除了有些抵触情绪以外
，并没有认真地去思考它所蕴含的深刻意义。
　　在战争年代，我的父亲曾经被征召入伍，当了一名普通的士兵。
战后，作为俘虏又被送到了西伯利亚。
复员以后，经历了千辛万苦，历经磨炼，创建了现在的芬理希梦公司（法语的意思是：追求最高的幸
福）。
通过波澜万丈的人生经历，寻找到一条用幸福经营的商业方式来实现将来世代的公共幸福的道路。
　　无论在什么时代，无论在什么地方，任何对财富的生产和再生产，对每一个参与者来说都是一种
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
在物质财富增长的过程中，自我的良知与他者的良知相互交汇，相互共鸣，培育出更为丰富多彩的人
性。
商人道要比推崇力量竞争、提倡优胜劣败的“兵法”更有利于社会的经营与发展，可以营造出一种“
三方积善”的环境，即买方与卖方，以及商品的生产方都有可能获得利益，三方共同创造社会的幸福
价值。
　　从人类的发展史来看，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生产财富的历史，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良知，良知
在相互涵养之中得到了升华。
这就是一种对公共幸福的认识，使人得以超越自然的客观消费者的局限，奠定了人性中主体性的基础
。
　　不过，我们仍然生活在受到各种限制的客观自然之中，因此，在我们生存的世界里仍然受到看不
见之手——利己主义的摆布，仍然被层层叠叠的“我执化”构造所控制。
　　近代产业社会是一种用最小限度的投资去追求最大效益的专业分工的经济构造。
这种专业分工使人只注重与自己有关的知识和职责，认为只要完成了生产与社会角色的责任，就是实
现了自我的存在。
这种在经营领域的“我执化”、“私心化”正是近代文明构造所制造的错觉。
　　早在7世纪，玄奘法师在《唯识论》中就已经指出，在人的自我意识中非常容易产生“我执化”
的心理现象。
而近代的学校教育制度所强化形成的人的生活行为模式，使得自私自利成为一种生活习惯，被铺展为
社会制度化。
要克服这种私心化的诅咒，就应该注重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件小事上自觉地实践，发展自己的对待公共
幸福的应答能力和经营方式。
　　商人道的视野应该超越追求个人幸福的局限，超越地域与国家机会开发的界限，去追求公私两全
的公共幸福，追求全球化的机会开发的公平与平等，每个人的良知的成长和应答能力，人的全面发展
以及将来世代的幸福。
这就是作为社会公共幸福的媒介角色的商人的历史使命，或者称之为“新重商主义”。
　　在产业社会的经营思想中，劳动者被看做是一种生产成本，是一种物品的存在。
幸福经营的理论则认为，人是一种有着无限发展可能性的良心的存在，而追求人与社会的永续发展与
幸福是经营和商业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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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时代的商人应该以公共幸福为使命，在实心、实学和实践中不断开拓公共幸福的领域，将每一
个人的生活、生产经验价值化，形成幸福经营的社会文化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
　　我希望幸福经营之道的实心实学，商人之道的“新重商主义”，能够为公共幸福的世界做出一点
力所能及的贡献。
　　日本京都论坛事务局长 矢崎胜彦　　2012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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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矢崎胜彦，现任日本芬理希梦集团(Felissimo)名誉会长，京都论坛事务局长。
是日本邮购帝国的缔造者，长期致力于“幸福经营”的研究与实践。
《幸福经营之道：日本邮购帝国缔造者启示录》作者谈到了让他取得了最大成功的经营思路就是“广
域价值的集约化”和“未来价值的现在化”这两个核心理念在创新商业形式中的应用；其次阐述了全
球经济活动中，从资本主义到资源主义的转变是全球大势所趋；作者饶有趣味的探讨企业的经济利益
必须同社会责任和社会幸福挂钩，一个没有社会责任、破坏环境的企业，长远来看，是得不到消费者
长久的支持的；追求“幸福经营”在过去的一年里成为了中国社会和世界舞台的主要声音，超强的追
求幸福生活的本能成就了这位成功的企业家。

《幸福经营之道：日本邮购帝国缔造者启示录》可以给已经思维固化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思考企业经
营和思考人生经营的角度，激荡他们早已沉睡的梦想。
“幸福经营之道”不正是现代中国企业人践行的最彻底的正道吗？
《幸福经营之道：日本邮购帝国缔造者启示录》对于阐述在企业经营中如何追求“最大最高级幸福”
的运用非常精到，构思奇妙，使读者心领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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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矢崎胜彦，现任日本芬理希梦集团(Fe
Jissimo)名誉会长，京都论坛事务局长。
是日本邮购帝国的缔造者，长期致力于“幸福经营”的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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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西部牛仔”粗放经济到现代“太空船”全球经济　　近代的经济学是以沿地平线无限延伸的
宽阔平原为前提的“西部牛仔”型经济学，就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地球资源为前提，完全不考
虑地球资源的有限性的经营理论。
因此，有必要确立“太空船”式的经济学，以克服“西部牛仔”型经济学之不足。
　　地球上并不存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可以说，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
　　虽然如此，迄今为止的经济学理论偏偏以地球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一前提作条件，完全不顾
地球的有限性这一客观事实。
　　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而与以往经济学发生激烈冲突的名著就是凯列斯·鲍尔丁所著的《超越
经济学》一书（学研社）。
　　正如书中所述，它把地球比作漂浮于星际中的一艘太空船，而人类只是飞船上的乘员而已。
正是这一比喻的生动构思，指出了以往经济学的局限以及未来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可以说这本书是指
示未来的极好的路标。
　　我作为一名经营者，深感有必要以独自的立场或观点来对待地球环境问题，正是由于受到这本书
的启迪。
　　不用说，在这以前，我也有过类似的感受。
　　实际感受到的石油危机就是这样，“罗马俱乐部”的报告《经济增长的极限》一书（钻石出版社
）更加深了我的这种认识。
　　后来所读到的鲍尔丁所著《超越经济学》仿佛是当头棒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鲍尔丁使我警醒，让我意识到必须确立“太空船”型经济学，以克服“西部牛仔”型经济学之不
足。
　　鲍尔丁的书使我切实感受到幸福经营学应超越现代经济学的范畴，有必要涉及上述问题，以及作
为经营者的我们要站在更高的高度从整体上来考虑经济活动。
　　说到这里，如何实现从“西部牛仔”型到现代“太空船”型经济的转变呢？
具体应当怎么做呢？
　　最重要的就是立足于地球有限性这一观点，充分认识到物质增长的有限性。
　　理论方面，并不像以往的企业理论那样把物质增长作为经营的唯一目的，而应当以地球自然资源
有限性为前提，重新认识自我的存在价值，需睁开眼睛重新认识有形价值以外的“无形价值”。
　　如果有悖于此，将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局面。
　　因为作为经营基础的社会以及经济本身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
　　我本人就经历过一段“牛仔型”粗放经营的时期。
　　任何企业都可能有这种情况。
但我切实感到自己公司中的这一情况，是在与通产省的外围团体打交道时，听到对方的一段话。
　　通产省外围团体的人竞使用了“烧荒耕地”来比喻我经营的公司。
　　听了这话，我着实地大吃了一惊。
　　细想起来，在商业方面不干“烧荒耕地”式的公司恐怕没有。
　　首先，像我们这样单靠商品广告目录的无店铺经营的邮购销售，却不受商业圈这样的地域限制。
　　因此，假设自己的公司有“烧荒耕地”这种倾向，使公司的销售区域得到巩固和扩大，这也是能
够快捷地实现的。
　　问题就在于此。
　　“烧荒耕地”一词，有两种不同的含义。
　　在商业界里，一种解释是投人种类纷繁的产品占领市场，也就是说市场像“烧荒耕地”一样，不
断地蔓延、扩大。
　　另一种意思则是，在大范围里只投入单一种类的商品，直到公司的产品丧失一切来自市场的需要
，也就是产品像“烧荒耕地”一样的粗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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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东石油危机以前，邮购销售这一商业方式，从根本上看属于生产型，主要是销售单一产品。
那时，尚不存在像现在这种利用综合性的目录来销售各种商品的流通体系。
　　正是由此，我对于“烧荒耕地”性质这一说法格外敏感。
事实上，即使通产省外围团体的人不说，我自己也深刻意识到这一经营方式的潜在的危机了。
　　在我们经营者当中，大多数都曾有过把某种单一商品的广告夹进报纸中送到订户家里的经历。
　　这还是石油危机发生以前的事。
　　广告小报被塞进之后，通过多次分发，这种广告性的宣传品在日本全面铺天盖地，通常就是这样
让日本的男女老幼尽人皆知。
　　我在这时，似乎才领略到这种“烧荒耕地”式经营的惊人之处。
　　正是鉴于这种实际感受，即使是对于“西部牛仔”型经济这一新词我也作出了格外迅速的反应。
　　加之，还有先前所提到的作为实际体会的石油危机。
　　这些事实，真正让我深切体会到地球环境资源的有限性。
　　我对本公司内在的“烧荒耕地”式经营倾向所抱有的危机感，以及围绕这个问题的外在环境——
即对地球资源的有限性的领悟，更进一步加深了我对“西部牛仔”型经济这一概念的实际认识。
　　以企业为核心的经济理论，只重视盈利性的活动，也就仅在买与卖的同时，与消费者有一次性接
触的机会，基本上忽视消费者的学说。
与此相反，消费者潜在经济意识通常与日常生活的延续性有着密切的联系。
所以，企业的经营活动必须从利润至上的“狩猎采集型”转变为注重人性发展的“固定农耕型”，对
于市场概念，不再像以往那样“烧荒种地”式的一次性的收获，而必须考虑到市场的持续性。
　　⋯⋯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幸福经营之道>>

编辑推荐

　　《幸福经营之道：日本邮购帝国缔造者启示录》为我们介绍了日本邮购帝国缔造者矢崎胜彦的幸
福经营理论。
　　幸福经营理论认为，人是一种有着无限发展可能性的良心的存在，而追求人与社会的永续发展与
幸福是经营和商业的意义所在。
一个新时代的商人应该以公共幸福为使命，在实心、实学和实践中不断开拓公共幸福的领域，将每一
个人的生活、生产经验价值化，形成幸福经营的社会文化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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