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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话稻盛和夫:向哲学回归》内容简介：现在，我们身处物质丰富的社会，但是在精神生活中却不能
体会到充实感。
迫于经济压力，大家在经济社会中残酷竞争着，甚至忘却了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就这样，精神也深陷贫乏，不能自拔。
为了打破这种精神自我的现状，为了找到新的价值体现，我们必须摒弃没有哲学的人生态度，而如何
提高个人修养就成了《对话稻盛和夫:向哲学回归》热点。
此外《对话稻盛和夫:向哲学回归》对如何推行心的教育问题也进行了白热化讨论。
《对话稻盛和夫:向哲学回归》告诉我们：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可能撇开“基本”—即我们修养的
精神原点，而进行下一步的解决。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我们，如果不回归到精神思考的原点上，提高个人思想觉悟，我们也将无法面对多
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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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日本）梅原猛 （日本）稻盛和夫 译者：喻海翔稻盛和夫，1932年出生于日本鹿儿岛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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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任总裁，董事长，1997年起任京瓷名誉会长。
1984年创办第二电电（现名KDDI，目前在日本为仅次于NTT的第二大通信公司），担任董事长一职
，2001年起就任最高顾问。
2010年2月接受日本政府的邀请，出任处于破产重建中的日本航空（JAL）公司的会长。
日本四大“经营之圣”之一。
事业成功之余，稻盛和夫在1984年创立“稻盛财团”，同年创设“京都奖”，以表彰对人类社会发展
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士。
同时，他还作为为年轻企业家开办的经营研修学校“盛和塾”的塾长，为后辈的培养倾注了心血。
主要著作有：《活法》、《活法贰：超级“企业人”的活法》、《活法叁：寻找你自己的人生王道》
、《活法肆：开始你的明心之路》、《活法伍：成功与失败的法则》、《创造高收益壹》、《创造高
收益贰：活用人才》、《创造高收益叁：实践经营问答》、《稻盛和夫的实学：阿米巴经营的基础》
等。
梅原猛，1925年生于日本仙台市。
哲学家。
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哲学专业。
曾经担任过立命馆大学教授、京都市立艺术大学教授及校长，东日本大震灾复兴构想会议特别顾问（
名誉仪长）。
1987年5月自1995年5月担任了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第一任所长。
现为京都市立艺术大学名誉教授，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顾问。
1972年获得每日出版社文化奖，1974年第一届大佛次郎奖，1992年文化功劳者奖。
以日本佛教为中心研究日本人的意志。
虽然是从西洋哲学出发的哲学者，以超越西田几多郎的自我目标为根基，对在西洋文明（既希腊文化
和希伯来思想）中形成的西洋哲学、进步主义有着批判的态度。
其根本原因是对深植于西洋哲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
在西洋哲学家颇多的日本哲学界中，成为极具特色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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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幸福的道路 第一章身处混沌当中，我们又该何去何从 为什么日本人感受不到富足 地狱与天堂的区
别 在日美经济摩擦问题上高声说“不”的日本 心念不善者不配拥有生存的资格 高贵者所应具备的伦
理道德观 第二章资本主义伦理与独立自尊精神 苏联解体所造成的影响 资本主义应有的伦理 将追求利
润自我目的化的资本主义 商界人士必备的四项条件 一个寻求利他精神的时代 企业家应该奉为圣经的
理念 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独立自尊的人越来越少 “随大流”无助于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 “以和为贵
”的真实含义 过于执著“自身利益”就无法预见到未来 空海传授的以大日如来的眼界作观想的方法 
保持“纯粹”的动机对于成就事业不可欠缺 要以五十年为单位尺度来看待事物 反复扪心自问是否“
动机至善、私心皆无” 要能耐得孤独 开创者的条件 第三章共生哲学与循环思想 文明危机的警钟 企业
经营者也有必要学习文明论 摆脱“恋母文明” “自然是人类奴仆”的误解 其生与竞争 “竞争进化论
”与“分栖进化论” 让人真实感受到地球生态平衡的“玻璃球中的世界” 现在正是“新秩序”崛起
的前夜 良知与良心必然会觉醒并让人类躲过危机 与文化和经济相比，日本应在更重要的环境问题上
做出贡献 是否具备勇于付出、自我牺牲的觉悟 构筑循环型工业社会 人们的意识的确正在发生着变化 
只要脚踏实地地展开行动，新的技术一定能够诞生 第四章学习过去、思考未来 稻作的丰饶与麦作的
丰饶 成见只会扼杀可能性 被抹杀的历史 只有在实用领域，技术才能够得到锤炼和升华 能够与自然保
持和谐的文明 古代文明带来的遐思 从古代玉器到现代技术的联想 温故知新 研究古代遗迹能够为未来
技术开启大门 经济交流与文化交流 必须不忘礼仪 “行善者”的天地之助 第五章树立心灵教育 为何会
出现末世现象 对于“专制政治”的恐惧 除了构筑“新型资本主义”外别无他路 不说谎的智慧 痛感“
心灵教育”的重要性 过于偏重“智育”最终导致了社会的迷失 “心灵教育”与军国主义的道德观没
有关系 包含了心理学、宗教、伦理观在内的综合德育势在必行 培养出来的人才如果没有道德观念的
话将会毫无意义 “心灵教育”对解决环境问题也是同等重要 对自身欲望的纵容将妨碍与他人的共生 
在研究领域里应该保持开放状态 人生最后的华章 积攒下来的财产只不过是暂时的保存品 当前急需的
三种教育 终章突围出“停滞时代”的方法 苏联解体与资本主义的危机 一个需要“回归原点”的时代 
企业的意义 道德沦丧所导致的危机 从身边寻找道德之源 “心灵教育”的三个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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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事实上，这个现象也并非仅限于商界。
在学术界里，同样也有为数众多的学者专家，他们才华横溢，在知识的海洋中勤奋钻研，然而他们在
哲学和品性上却都有所缺失。
 有部分学者认为，只要发挥自身才智，勤奋努力，在学术领域发表高质量的论文就算是在学术界取得
了成功。
但是在这些学者当中，有一些人品行不端、甚至连最基本的哲学理念都不具备。
 而且这类学者大都是一副趾高气扬的派头，在与我们交流时总是一副吹毛求疵、不可一世的态度。
我对这类学者杰出的学术水平能够给予充分的尊重，却实在没有兴趣听他们指手画脚。
在现实中，像这样的“大专家”还真是不少。
 日本的学者们之所以对商界持藐视态度，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受到了士农工商思想的影响。
日本的学者们对企业与学术界的相互合作持有偏见，进一步说，日本的学术界对与产业界的合作抱有
罪恶感。
这种罪恶感的根源在于学者们都认为：我们学问人是干干净净的，而商界那些人却都是群肮脏的家伙
。
这些肮脏的家伙为了敛财，让我们的学问受到了玷污。
 这种认识是受到了士农工商等级观念中将“商”视为卑劣低等行为的思想的影响，并进而妨碍了“学
术界”与“商界”之间的协调合作与发展。
 前面我已经介绍了石田梅岩的理论。
正如他所主张的，商人获取利润与官吏获取薪资、武士获取俸禄并没有区别，因此也就毫无卑劣邪恶
可言。
世间只应该责难那些存在奸诈欺伪行径的商人，而正经商人是不应该受到指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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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对话稻盛和夫:向哲学回归》编辑推荐：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迄今为止为世界带来了哪些
影响？
问询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道德，探讨人生与社会的哲学。
《对话稻盛和夫:向哲学回归》是稻盛和夫活法系列后关于人生修养对谈实录系列中的一本。
《对话稻盛和夫:向哲学回归》作为我社经典图书《活法》的延伸阅读图书，有重要的引进价值。
全书构成是以对谈形式，作为经营者的稻盛和夫与律师梅原猛就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进行的真挚讨论
。
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和现实指导意义。
站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角度阐述社会道德伦理状况。
设身处地的危机感加以丰富的人生经验，阐述当代世界、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应有的伦理道德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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