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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章 走出乡间小路一座毁田建成的公园，孤零零地兀立在青幽幽的稻田中央。
夏日的炎阳助长了杂草疯狂蔓延的势头，让它郁郁葱葱地覆盖了大片空地。
远处从繁茂的树林里不停地传来夏蝉的聒噪，连从公园入口正对的马路上来来往往的汽车发出的噪音
都听不见了。
那情形宛如矗立在真空地带，一种异样的感觉袭上心头。
那一天从早晨开始，天上就垂着厚厚的乌云，但是暑热依旧得势不饶人，下午的酷热再次刷新了8月
的最高气温。
马路对面可以看到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的陵墓和“松下幸之助君诞生地”的石碑。
正当蝉鸣越来越猛的时候，一辆丰田Century轿车悄无声息地滑了进来，司机熟练沉稳地急打方向盘倒
车，漂亮地停在墓地和石碑之间的小道上。
此时是2008年8月5日上午8点55分。
从Century的后排座下来一位绅士，身穿高级蓝色衬衫，系着领带。
两个男人以最敬礼迎接他，刚才就是他们两个一直忙着打扫墓地和给道路洒水。
其中一位叫关本宏，他家世代经营农业，住得离幸之助出生的老家非常近。
关本是幸之助的远亲，自从松下家的历代祖坟从极乐寺（菩提寺）迁至此地，并在1990年4月建成新的
墓地之后，他一直担任守墓人的角色。
“幸子小姐跟我说拜托了，我就把这事给揽下来了。
幸子小姐非常爽快，很好说话。
”他称呼的“幸子小姐”就是幸之助的独女松下幸子。
她今年已经87岁的高龄，但据说每逢盂兰盆节和春分、秋分举办祭祀法事的时节，她都要回和歌山来
扫墓，并亲自步行至高野山，参拜故去员工慰灵碑和先祖墓碑。
穿西装的绅士在幸之助的墓前献上鲜花和线香，然后面色凝重地垂下头，像许愿似的双手合十一分多
钟。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抬起头来，脸上如释重负一般恢复了轻松的表情。
他在周围走了一圈，像是察看墓地，然后指着那棵遗迹似的老松树，跟关本说着什么。
那棵松树说是有八百多年树龄，紧邻着松下幸之助出生的老家生根，据说这也是松下这个姓氏的由来
。
这棵老松树过去曾经被火烧过两回，一次是因为遭遇雷击，另一次是因为火灾，未燃尽的主干部分被
当地的人们用铁柱支撑起来，并被视为神木，得到人们的悉心照料。
那位绅士和关本谈笑了五分钟的光景，才做出告辞的样子向关本略施礼，朝Century走过去。
然后他把预先准备好的点心盒交给关本和另外那个男人，再次钻进Century的后排座，依然悄无声息地
离开了。
这一天，站在松下幸之助墓前的那位绅士，就是松下电器的社长大坪文雄。
他是从幸之助算起的第七任松下电器社长，现在统率着集团在全世界拥有的38万雇员。
在大坪这次扫墓的两个月之后，2008年10月1日，在松下电器创立90周年之际，公司名称变更
为Panasonic，同时废除家喻户晓的National品牌名称，公司名称和品牌名称也统一起来。
进而在那两个月之后的12月19日，大坪作为Panasonic的首任社长，宣布签订资本业务整合协议，将三
洋电机纳为全资子公司。
三洋电机是幸之助的内弟井植岁男创办的企业，他在二战后不久就离开了松下电器自谋出路。
幸之助和井植的关系早在1917年就开始了。
那一年，23岁的幸之助在大阪府东成郡猪饲野的出租房里，开始生产自己设计的灯头插座。
高小刚毕业的井植被姐姐——嫁给幸之助的梅野叫过来帮忙。
14岁的井植就背着一个柳条箱，不远千里从淡路岛来到姐姐姐夫家。
从此，他成为松下电器发展的先驱，为公司业务阵容的扩大作出了卓越贡献。
但在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他抛弃专务董事的职位，离开松下电器自立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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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井植的独立众说纷纭，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井植的离开肯定不是正常离职。
也正因为如此，在60年后，围绕着Panasonic吞并三洋电机，混杂了各种各样的感情。
也许，大坪正是为了寻求精神上的后盾，才来到松下幸之助的墓前报告相关的交涉情况。
前任社长中村邦夫也曾自述，在每逢遇到重大决策时，都会首先考虑如果是松下幸之助的话他会怎么
做。
松下幸之助的威严和威望，即便现在也依然存活在Panasonic经营领导层中的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那天大坪来参拜幸之助陵墓时所走的县道，也正是与幸之助以不屈的意志耗尽毕生所追求的经营理念
紧密相连的道路。
但是作为交通道路的这条公路，在1964年之前是不存在的，因为这是那年春天，经过一周的突击施工
铺设成的公路。
新铺的公路从和歌山市出发沿着纪之川向东行驶八公里左右，就会有一个写着“松下幸之助诞生地”
的招牌跃入眼帘。
这个巨大的招牌全长有十米左右的样子，白铁皮底板的焊缝已经锈出了条条印痕，油漆也没有了光泽
，看上去是很久没有人修整过，在风吹雨淋下弄成了现在的惨状，与作为乡土出生的稀世实业家的诞
生地的指示牌有点不太相称。
松下幸之助在诞生地一直生活到四岁，1964年5月，在他老家旁边的空地上建立了一块诞生地碑。
揭幕仪式是在当月25日举行的，小野真次知事、高恒善一市长及本地名人和市民共约230人出席。
幸之助因为宫内厅的招待留在东京，代替他拉揭幕绳的是六年级的小学生关本佳世子。
她是幸之助的亲戚，也就是开头登场的关本宏的长女。
雕刻在绿泥片岩上的“松下幸之助君诞生地”的碑文，由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博士挥毫所
书。
汤川秀树的外祖父是纪州藩的原藩士，与和歌山市有些渊源。
绿泥片岩作为暗绿色的石材非常有名，在纪州和阿波海岸沿线可以采集到很多。
和歌山城的石墙也曾采用很多这种石材，司马辽太郎写道：“和歌山城的石墙很有意思。
特别是城内 ‘鹤之溪’一带的石墙，绿意幽幽，别有情趣。
”（《街道漫步》）绿泥片岩是一种饱含厚重风韵的石材。
在揭幕式之前，当地和佐村字千旦（现和歌山市祢宜）的人们向县政府请愿，声称既然已经大费周章
建成了诞生地碑，那就要把公路修到这里。
在这之前，这里还没有连接和歌山市与和佐村的公路。
这个地区正好夹在两条干线道路中间，要从村里去和歌山市，得先走一段乡间土路，一直走到这两条
干道中的一条。
一条是国道24号线（现县道14号线），就是沿着纪之川延伸的原大和街道；另一条是在其南侧的县
道143号线，与内陆部平行延伸。
这条乡间土路是将田间小道稍微拓宽一点修成的，仅能通过一辆两轮推车，一般的车辆都没法通行。
因此，每次幸之助回乡扫墓，都要先把车停在干线道路上，然后高一脚低一脚地步行十多分钟，从这
条土路走到和佐村。
那时，幸之助总是把车停在县道143号线上，而不是国道24号线，因为这样停车距离极乐寺（菩提寺）
较近。
铃木容子还清楚地记得她小时候，幸之助从土路上步行来到岛本家的情形。
她是在幸之助的母亲德枝娘家岛本家长大的。
“我和奶奶一直走到村头能看到公路的地方，盼望着怎么还没来，怎么还没来。
啊，有辆黑色的车停下来了，来了！
我们欢叫着。
幸之助先生、夫人梅野太太、独女幸子小姐还有孙子正幸少爷一起到岛本家来了。
幸之助先生从门厅穿过土地房间，一直走到里面的厨房，因为是在姥姥家，所以可以不拘礼节地放松
起来。
”容子的记忆是六七岁时候的事情，应该是在二战后1947年、1948年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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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子生于1942年，与1945年出生的正幸年纪相仿。
容子在结婚前，为了礼仪学习，曾在梅野身边待过一段时间。
战后不久出生的正幸和小容子像姐弟一样玩耍的情形，也曾一度让幸之助和梅野备获安慰，安静地休
息了一段时间。
这个时期的幸之助，被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HQ）认定为财阀并冻结资产，这让集团公司
面临分崩离析的危机。
幸之助只读过四年普通小学，九岁就离开了双亲，从学徒出人头地。
现在所遭受的来自绝对权力对事业发展的野蛮干涉让他苦不堪言。
身边的女儿幸子看得到他的痛苦，日后在接受《文艺春秋》的采访时曾这样描述：“这个时期，父亲
经常借酒浇愁。
他喝的是威士忌，而且只喝尊尼获加黑牌的，差不多两三天就能喝一瓶。
就算那个时候，也都是一个人就着别人给的东西自斟自饮。
”幸之助是没落家族的一家之长，一直深切期待着家族的复兴。
现在倾注了自己全部心血的事业马上要被夺走，还要战胜生活上的不安，幸之助的精神无疑是受到了
全盘否定般的打击。
但他终于克服了这种挫折感，超越了作为实业家的危机，并最终作为“经营之神”得到全世界的认可
。
于是，和歌山出身的实业家们组织的“无音会”为他设立了诞生地碑。
那时幸之助已经70岁。
在揭幕式之前，村里的负责人跟当时的小野知事反复请愿，要求修建公路。
商谈的最终结果是：由村民自己无偿集资解决修建公路所需的土地，由县里出经费来修建道路。
当时村里一位负责这件事的发起人回忆说：“因此，这里的人们都一起拿出自己的水田、旱地。
只要是归邻村人所有的土地，都是大家一起出钱买下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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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于松下幸之助来说，他有两大极具影响力的成就，一是将松下电器发展成世界级顶尖企业，二
是创办了松下政经塾。
松下电器已尽人皆知，不但撑起日本家电业半边天，享誉世界，也使得松下幸之助在企业经营实践上
，成为与杰克?韦尔奇并称的经营天才，在企业管理理论上，成为与彼得?德鲁克同等重要的管理大师
，在成功学领域，成为与戴尔?卡耐基、拿破仑?希尔齐名的世界三大成功学导师之一。
被忽略的、也是不太为人所熟知的，是松下幸之助创办的松下政经塾。
松下政经塾是一所私人学校，规模很小，没有走大学路线，只招收22岁至35岁的“有志青年”，每年
招收人数不足10人，没有身份要求，也没有党派倾向，口号是“培养可肩负日本未来的真正的领袖人
才”。
松下政经塾创办30多年来，迄今只有不足300名毕业生，但该校的校友中已经出了数十名国会议员，甚
至出了两名外相、一名首相。
有人甚至预言，“今后左右日本政局的既不是民主党，也不是自民党，很可能是松下政经塾”。
这样一个宣称没有党派倾向，意图“借由教育一群未来公仆来改造下一个世纪的政治”的政客学校，
赫然“培养”出包括两名官至外相、一名官至首相在内的数名右翼政客，这不得不让人重新关注松下
幸之助在商业上取得辉煌业绩之后创办松下政经塾的初衷以及这所私塾本身所产生的各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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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岩濑达哉，男，1955年出生于和歌山县。
日本著名记者。
2004年凭借《退休金大崩坏》《退休金之悲剧》荣获讲谈社非虚构类大奖。
同年，凭在《文艺春秋》杂志上刊登的《解体伏魔殿社会保险厅》一文荣获文艺春秋读者奖。
其他著作有《为什么报纸没意思》《我们应该去死一万次》《人事知多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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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幸之助对故乡的归属意识也通过这种忧伤的眼睛表现出来，明治的成功人士也大多如此，
没有任何想要促进家乡繁荣的迹象，反而给人一种相当冷淡的印象。
 甚至对于出生地和佐村（现和歌山市祢宜），也强烈反映出他那种复杂的乡土意识。
一位负责人为了筹措重建寺院的资金，去求他捐助。
“我去找他，他反问我说你们那里的施主都捐了多少。
我也可以全部出，但是那样的话就成了我个人的恩泽，是我自己的德行。
这样的话，大家都不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吗？
所以，你募集到多少，我也捐多少。
我不是全部出，只是出不足的那部分。
” 幸之助首先劝他们自己努力，这种姿态合情合理，谁都可以理解。
但是对那些期望他能落落大方地捐款的人来说，这样冷酷无情的态度让他们失望之极。
作为人之常情，失望越大对幸之助的批判就越甚。
在和歌山坐出租车跟司机闲聊时，偶然听到一个传闻，就反映了这样的市民感情。
 “在重建和歌山城的天守阁时，市长跑到幸之助先生那里去拉赞助，说是他出钱可以，但是要在天守
阁上装上National的霓虹灯广告牌。
” 和歌山城的天守阁由大天守和三哥小天守组成，在1945年7月9日的空袭中被烧毁。
为了迎接昭和天皇的和歌山行幸，1958年复原了，当时的总共工费大约需要1.2亿日元，其中幸之助仅
仅捐助了500万日元。
当时的市长高垣善一“实际上希望松下先生能增加捐赠额，承担下修缮一个小天守的费用（施工费
约1600万日元）”，但被婉言拒绝了。
现在市民中间还流传着“松下幸之助厌恶和歌山”的说法。
 也许，母亲在故乡的再婚才是这种冷淡的真实背景。
这件永远无法忘却的伤心事在他的心里留下了阴影，每当有什么事情让他回想起来，他就会受到刺激
，让他闷闷不乐。
这个记忆中的阴影终其一生不曾消散，只是一不小心被明显地反映在幸之助所提倡的“一县一工厂主
义”的发展过程中。
因为这项工程越发让他意识到与故乡之间的关系。
 1969年，日本正处于高度经济成长的顶峰，所谓“一县一工厂主义”是指这一年由松下电器整个气团
所发起的一大工程。
此前一年，幸之助参加关西经济界与高知县的经济人士的联席会议，在会议后的恳谈会上他听取了地
方经济界的苦恼。
日本的繁荣让全世界都艳羡不已，但是地方城市却在这种繁荣的背后出现了深刻的问题。
那就是年轻人为了致富都跑到大城市去打工，造成当地人口流失严重，他们在想有没有什么方法阻止
年轻的人的流失。
幸之助陷入了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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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胡雪岩做到了红顶商人，买卖够大吧，但在他本人的一生中，就走完了由盛到衰的全过程，而松下幸
之助去世了，松下公司能很好地发展下去。
——万科集团董事长 王石松下电气器具制作所、先进的配线器具、炮弹形电池灯、电熨斗、无障碍收
音机、电子管、真空管、晶体管、事业部、终身雇佣制、自来水哲学、都是松下幸之助一手成功缔造
的！
——百度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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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松下幸之助全传:读懂"经营之神"的唯一政经大传》编辑推荐：读懂“经营之神”的唯一政经大传；
实地采访一手资料；松下电器——世界级顶尖企业；松下政经塾——日本“政治家的摇篮”；告诉你
一个不一样的日本“经营之神”；日本“经营之神”的蝴蝶效应；影响数亿人群生活的奇特人生；看
透松下电器与松下政经塾互动真相的最佳读本；1．作者实地走访松下幸之助的生前踪迹，首次集中
披露了众多鲜为人知的一手资料；2．展现日本前首相、前外相等松下政经塾毕业生与松下幸之助的
渊源和关系；3．全面还原松下幸之助建立“松下电器帝国”的全过程，身临其境再现松下式经营、
管理、励志理念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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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我们把一流的人才留下来经商，让二流人才到政界去发展。
（PS：松下政经塾创办30多年来，迄今只有不足300名毕业生，但该校的校友中已经出了数十名国会议
员，包括两名外相、一名首相）经营者要善用人才，并创造一个让员工能发挥所长的环境。
学历就好比商品上的标签，论才用人要看品质，不要只注重标签价码。
（PS：松下幸之助小学都没有毕业，全靠从社会学习。
他创办的松下政经塾也没有走大学路线，没有严格的课程设置，全凭个人自学式体悟）恭喜各位，我
感冒，声音嘶哑，我的致辞到此为止。
我代表出席的各位上台，也代表各位和获奖人握手，与大家共享荣誉。
（PS：某次颁奖会议，其他嘉宾冗长发言后，松下给出以上最明智有力的致辞！
体悟人心，善解人意：松下式实用主义的典型彰显！
）——松下幸之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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