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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愣头青”与“上流家庭子弟”的交集    1997年的年末，在某报社主办的对话活动中，我有幸与中坊
公平先生促膝而谈。
此后又经过几次交谈，我们彼此都能敞开胸襟畅所欲言。
而本次的对话是在PHP研究所的撮合下进行的。
“身处业已颓废的日本社会，很多人都在担心日本的未来，让我们就日本社会及日本人的应有姿态谈
一谈吧”，我们一拍即合，开始了这次对话。
    虽然漫长的七十年间我们的人生历程完全不同，但想法却大体相似。
这不得不让我感到惊讶。
    我出生在鹿儿岛一个不起眼儿的印刷店中。
小时候是一个坏孩子王，从早到晚只知道嬉戏打闹。
而且家境贫困、患过重病、还经历了多次的考试失败。
所以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青少年时代的我都算不上幸运。
    而中坊先生则生于京都的富裕家庭。
不仅有专车接送，还有专门的驾驶员。
从小就被视为学上明珠，可以说是一位连打架都没经历过的上流家庭子弟。
在这种家庭中生活甚至不需要自己系鞋带，他就是在这种富裕丰盈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让我感到惊奇的是，成长环境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人在谈论有关“如何把握现在的日本社会”、“
日本人现在需要做的有哪些”、“人类究竟该如何生存”等问题时，却能以同样的视角，得出同样的
结论。
原因何在呢？
    事实上，中坊先生曾经历过学生强制劳动(指中日战争后，为填补日本国内劳动力的不足，强迫学生
或学徒在工厂中工作的事件。
——译者注)，吃了很多辛苦。
我认为，正是这次磨炼使得生活在蜜罐里的富家少爷的生活出现了转机。
可以想象，强制劳动是中坊先生从小到大所经历的第一次磨炼，而他却能够勇敢面对，克服困难，使
自己的品性得到显著的提高。
从那以后，中坊先生以这些经历为基础，不仅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律师，而且还担任过日本律师协会的
会长。
即便如此，中坊先生却从未懈怠。
    如前面所述，我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遭受过许多“磨难”。
但是，至少我在遭受“磨难”时并未选择逃避，而是拼命地克服了它们。
通过这些经历所积累的独特的人生经验，正是值得我骄傲的地方。
    对于人生中所遭遇的各种“磨难”，我们都能够勇敢面对。
这种姿态的背后有着相同的思想和哲学，也就是说，无论是人生观还是世界观都有着相同的基础。
苦难和成功都是“磨炼”    我认为，人的成长离不开“磨炼”。
    人在面对“磨炼”时，是选择被打败、妥协，还是选择克服困难、更加努力?如何选择决定着人是否
能够成长。
    并且，“磨炼”不单指经受苦难，也包括耀眼的成功。
比如，事业上取得成功，进而收获了地位和名声。
这也是自然界给予我们的严酷的“磨炼”。
    获得成功后的结果有两种一种是贪图地位，醉于名声，沉溺于金钱，不再努力，这时候的人往往在
瞬间就会堕落：另一种是以成功为基础确立更高的目标，谦虚并继续努力，这种人往往会取得更加耀
眼的成功。
    也就是说，七十余年的风雨人生造就了两个思考方式酷似的人。
我和中坊先生，即使在成长经历及事业领域上有着明显的不同，但在克服人生道路上的困难方面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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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相同的基础，所以才会产生许多共鸣吧。
    本书所记录的正是这样的我们推心置腹的交谈，不仅分析了现代日本社会所面临的“磨炼”的根本
来源，而且对社会的颓废之态表示了担忧。
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对什么是富有幸福的社会进行了探讨。
如果这些对话能为各位有心之人指明方向，那真是万幸之事。
    最后，向为本书出版付出巨大努力和辛劳的PHP研究所副社长江口克彦先生，为本书编辑付出辛苦
的PHP研究所第一出版局局长安藤卓先生，以及促成本次对话的PHP研究所《Voice》杂志副总编中泽
直树先生，再次表示深深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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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不被摆在眼前的成功或者欲望所束缚，作为人到底应该怎样活？
到底应该抱着怎样的活法？
来自于经济界和法律界这样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开诚布公地对谈关于作为人，何谓正确；关于活
法。
本书中两位作者，虽然有着不同的人生履历，但是他们却都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面临了多种磨炼，并
且最终从这些磨练中脱颖而出，取得成功。
本书不仅阐明了直面磨炼的社会的病根，同时提出了，为追求并且实现人的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的需求
，而不断探索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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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日本）中坊公平 （日本）稻盛和夫 译者：喻海翔稻盛和夫，1932年生于日本鹿儿岛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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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1984年，稻盛和夫在设立稻盛财团的同时，创设“京都奖”，每年一度对为了人类社会进步发
展做出贡献的人士进行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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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和塾”在全世界共有70余家，已有8000余名经营者参与学习。
中坊公平，1929年出生于日本京都。
毕业于京都大学法学部。
1957年开始从事律师职业。
1970年成为大阪律师协会二战后最年轻的副会长。
1973年担任森永毒奶粉事件被害者律师团团长，千日公寓火灾案租借方律师团团长。
1985年出任丰田商事破产财产监管人一职。
1990年～1992年期间担任日本律师联合会会长。
1996年就任住宅金融债权管理机构社长，为回收不良债权做出来重要贡献，1999年这家机构与整理回
收银行合并后成立了新的整理回收机构并继续担任社长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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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超越“磨炼” “愣头青”与“上流家庭子弟”的交集 苦难和成功都是“磨炼” 第一章道德与伦理
缺失的社会悲剧 日本人颓废的精神催生出了各行各业的丑闻 警界丑闻反映出日本人内心价值判断标
准的丧失 “维护组织”的特性助长了腐败现象 对高智商犯罪束手无策的日本警察 日本人必须尽快树
立新的使命感 追求道德与发展经济并不矛盾 现在的日本必须重新找回“道德与伦理” 第二章重建普
世价值观 仅仅依靠理论无法解释的关键性“存在” 毫无道理的捐赠税制度 让国税厅乖乖退还税金的
“中坊流斗争法” 获得最终胜利要靠人格魅力而非玩弄手腕 日本国税厅将国会记录视作“证据”的
智慧之举 无论如何都不愿低头谢罪的日本政府 日本政府不愿谢罪的根源在于恐惧赔偿 抛弃了“勤勉
美德”的战后教育导致日本社会的颓废 只有日本的风俗习惯才能孕育日本人的特性 在辛劳中树立高
尚的人格 让负面信息产生正面效应的理念至关重要 确立以“为人之道”为核心的普世价值判断标准 
第三章重拾荒废的教育 父亲的教育理念——“没必要给铁镀金” 不靠镀金虚张声势，应接受适当的
锻铁教育 多亏父母我才没有走上犯罪道路 父亲认可了我小小的正义 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失去自己的价
值观 只注重死记硬背的日本教育 越是成绩不好的孩子越适合经营企业 老师与学生若成为朋友将无法
实施有效的教育 育人需要采取“理念先行型”模式 教师必须拥有热情，懂得激励 耐心教我穿靴子的
小学老师的大爱 未将新员工培训的困难传达给教育界的企业的责任 年轻律师们反对扩大律师人数的
病态心理 富足的物质生活催生出缺乏自制力的青少年 学生强制劳动的苛酷体验改变了我这个大户人
家的小少爷 现在的年轻人有必要体验辛劳 重建家中房屋，去除独立单间 在集体生活中学习社会规则 
连孤独都失去了真正的意义 没有给予教师职业正确的评价，社会也应承担责任 第四章探寻事物的本
质 表里不一的日本社会 日本人很难与那些表里如一的民族打交道 只注重表面形式是金融机构垮台的
社会根源 日本企业需要“和魂洋才”的经营方式 以化解的态度迎战对手更有利于解决问题 以“适可
而止”赢得庄内藩人心的西乡隆盛 判断时应力求避免的“3K” 非晶硅的发明在于实践现场的仔细观
察 探寻本质，确保事物向正确方向发展 首先描绘出目标理想，才能克服一切困难 每个房间之间的差
异都很小的旅馆才是好旅馆 第五章现在迫切需要“知足”理念 丰岛的群众运动让我感受到了“神灵
”的存在 把群众运动引向成功是一件至难之事 以费用为开场白使我感受到丰岛居民的“决心” 企业
经营同样需要勇于迎接挑战 在处理丰岛问题时想法不一的岛民 一个人的人生由命运与灵魂编织而成 
我并非出于环保意识或使命感才接手丰岛诉讼案 拥有美丽心灵的人必然能够创造奇迹 21世纪必须改变
效率至上主义 向全世界提出由日本人创造的崭新价值观 只有“知足”才能幸福 幸福不在于外部条件
，而取决于我们的“心” 知足的心态令我们时时感受幸福 常怀感恩之心，不断努力前行 人性的弱点
之一就是见钱眼开 只要持之以恒，努力行善，伪善有朝一日也能成为真善 跋摆脱“统治客体意识” 
一切混沌的原点 一灯照隅，万灯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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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稻盛和夫：获得最终胜利要靠人格魅力而非玩弄手腕 这也就是说，所谓税法，是一种极其
片面的、完全站在收税方角度而制定的法律。
国税厅只需要以“其他事项”的含糊借口为幌子，就能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普通公民根本就不要
指望能够战胜这些权力中枢。
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坊先生却以国税厅为对手挺身迎战，并获得了胜利。
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应该归功于中坊先生的个人品德。
 如果仅仅依靠个人能力，是不足以在真正的斗争中获胜的。
假如我们不具备完善的人格，就无法在残酷的环境中施展力量。
虽然中坊先生自谦只是在口头上比较在行，如果这是事实的话，只会遭到他人的鄙视。
而中坊先生之所以能够赢得大家的爱戴，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坊先生的个人魅力，这其中含有深刻的道
理。
 虽然国税厅宣称再也不会像中坊先生那次一样做出退还税款的决定，但我相信，只要秉持相同的真理
，令国税厅自食其言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这么说是因为我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
 还是在京瓷创办没多久的时候，在一次公司会议上，会计部部长发言说：“票据贴现押金的比率又提
高了。
”我就问道：“什么是票据贴现押金？
”一问之下才知道，当企业到银行申请贴现票据时，必须先按一定的比率在银行存款，银行现在提高
的就是票据贴现存款押金的比率。
于是我继续问会计部长：“银行为什么要收取票据贴现押金呢？
”会计部长告诉我说：“一直都是这么规定的。
”作为一个财务方面的门外汉，我就再问道：“这个规定有些不通情理，是不是当票据拒付时会给银
行方面造成损失，因此银行才会通过存款这种方式回避风险呢？
”会计部长回答道：“确实如此。
” 紧接着我又问：“那么我们公司迄今为止一直都在向银行支付票据贴现押金吗？
”“一直都在支付。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现在的贴现票据额和票据贴现押金存款额各是多少？
”一问之下我才得知，我们公司为此支付的定期存款额居然高于票据贴现额。
听到这里，我当场指出：“这实在是一件极其荒谬的事情。
不管票据贴现押金比率提不提高，如果银行已经回避掉了因此产生的风险，那么就应该废除票据贴现
押金这项规定。
” 我的这一番话却让会议的出席者们全都笑了起来，他们把我当成了一个不谙世事的技术人员，并告
诉我说：“我们必须和银行搞好关系，当初我们公司还没有什么信用时，曾经从银行那里获得了大笔
融资。
现在公司情况开始转好，却向银行抱怨这抱怨那，这就有些不近情理了。
”但是我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认为银行这个规定是没有道理的。
结果没过多久，报纸就登出日本大藏省的观点：“银行不得通过票据贴现押金套利”。
 我现在依然清楚地记得，通过这件事，我得以确信，不符合普遍真理和原则的事情，就一定有问题，
而普遍真理终究是会得到承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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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一切混沌的原点    毋庸置疑，白泡沫经济破灭后的十年期间，日本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出现了
前所未有的闭塞和混乱。
所有领域都爆发出要求改革的呼声。
    现在，不管政治改革、结构改革，还是我本人所属的司法界的司法制度改革都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然而，细究当前日本社会所呈现出的各类危机，其原因都存在于更深层次中。
我认为，要想找出当前日本社会所有混乱的根源，就必须回溯到人们的心灵和意识上。
    换而言之，我们必须从日本国民的“统治客体意识”中寻找答案。
日本是基于国家宪法的“国民主权”国家，这也是全人类共通的真理。
也就是说，“国民主权”是日本宪法核心中的核心。
然而，日本国民迄今为止并没有形成“自己是主权者”的“统治主体意识”。
这种主体意识的欠缺才是造成各种问题的原因所在。
    按照司法界通常的说法，就是”法律没有充分融八到整个社会中”。
在日本，法律只是上层统治者的命令，而非普通国民的工具。
国民也缺乏主动利用法律的意识。
    一直以来我都把这个问题归结为“日本司法是打了二折的司法”。
也就是说，日本的司法只发挥了20％的作用。
而剩下的80％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也是最大的一部分，就是“忍气吞声”。
其中既有有意识地忍气吞声，也有很多无意识地忍气吞声。
比如，很多日本国民都觉得公共服务费用很高，并就此起诉政府，要求政府降低公共服务费用，日本
最高法院的判决却说国民作为使用者，没有资格提出这种诉讼。
也就是说，表面上”法律是为了维护使用者的利益”，但事实并非如此。
    第二部分，则是通过政治斡旋的方式解决问题。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我曾经参与解决的“住专问题”。
一言蔽之，“住专问题”就是国会议员中的金融利益集团与农林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力量角逐。
由于议会中的农林利益集团势力更为强大，最后完全是依照农林利益集团的意愿做出决策，导致不良
债权不断膨胀，问题变得积重难返，无法解决，最后竟然动用了日本国民6 850亿日元的税金，注入住
专相关的七家金融公司。
这种政治斡旋之所以应遭到批判，是因它没有任何法规可循，完全是拳头大的一方说了算。
而这也是当前日本国会的真实写照。
    第三部分，便是在解决各种纷争时，经常使用“暴力”手段。
巧取豪夺也可以算得上暴力的一种。
    第四部分，就是打着“行政指导”的幌子向有关对象施以巨大压力。
很多本应拿到司法部门进行审理的案件，结果却由政府部门接手处理。
上述这种“二折司法”的社会结构，使得日本国民沉浸干“统治客体意识”之中，导致原本作为宪法
核心的国民主权意识无法生根发芽。
日本社会当前一切混乱的根源就在于此。
    作为一个对此现象拥有批判意识的人，我与稻盛先生进行的这场对话充满了刺激。
正如稻盛先生在《稻盛和夫的哲学》(PHP研究所出版社)一书中阐述的，他是一位毕生都在探寻人的
本质的经营者。
用我常说的话讲，他是一位“安于大道”的经营者。
本书把焦点对准与人的心灵相关的各类问题，围绕着“伦理”、“道德”、“公理”、“知足”等遭
到现代人疏远和摈弃的话题展开了充分的探讨。
    一灯照隅。
万灯照国    在我与稻盛先生的这场对话结束之后，先后爆发了以琦玉县警为首的警界丑闻以及青森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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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供给公社原会计部门负责人冒领14亿日元公款事件、原札幌国税局长主导的2 5亿万日元漏税事件
、雪印食品公司的牛肉产地伪造事件等一系列震惊世界的丑闻。
这一系列事件的共同点就是，当事者全都缺乏一个人所应具备的区分善恶的能力。
    这个共同点并不仅限于这些事件，与我们每一个人的本质都有着密切关系。
与我一样从事律师职业的人，还包括其他如医生、会计师、税务师等需要专业知识的职业人士，在工
作一段时间后往往会将连小孩子都知道的社会常理抛到脑后。
这个世界的价值判断标准已经被严重扭曲，本应去追缉漏税者的原札幌国税局长却涉足漏税，这就是
一个典型的例子。
    再比如，任何企业都不应该欺骗消费者这样一个不言而喻的道理，却由于雪印食品公司将眼前利益
视为最高追求，而遭到悍然践踏。
这也说明当我们将自己自闭在狭小世界里进行思考时，便会丧失对于正义的正确认识。
    因此，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如果人长期封闭于相同环境中，就有可能产生麻痹，并最终失去常识
性判断能力。
如果有谁认为现在只是特定的人群丧失了道德观念，就是大错特错了。
对于那些仅是看看电视和报纸，对所有丑闻都如同看客一样会在一边表示愤慨，进行批判的日本国民
，我把这种行为称作“看客民主主义”。
他们永远都只站在看客的立场上，袖手旁观社会的各种问题。
这是一件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必须时时警告自己，造成当前社会丑闻的原因就深藏于
我们内心之中。
    如果不这样做，日本人永远无法从“统治客体意识”中挣脱出来。
我们必须强化当事者意识，认识到自己不是看客，而是必须进场搏斗的角斗士。
    我在前面列举的一系列事件的另一个共同点就是，所有当事人都以为自己的做法是“天衣无缝”。
以前札幌国税局长漏税案为例，他以为按内部传统来说，手下税务员绝对不会调查他这个局长，所以
才胆大妄为，触犯法律。
雪印食品公司也是一样，以为只要向关联企业施加足够的压力，产地伪造的行径就绝对不会暴露。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应该追究的不是道德理念的缺失，而是容忍了这种行为的社会的责任。
毫无疑问，这也是导致“看客民主主义”的一个因素。
    如何才能让“统治客体意识”转化为“统治主体意识“．让“看客民主主义”变为“主角民主主义
”呢7答案就是“一灯照隅，万灯照国”。
一个人不管怎样努力，最多也只能照亮身边狭小的范围，但是，如果我们齐心协力，为他人尽自身所
能，那么千万盏灯的光明必定能够照亮天下。
也就是说，只有每一个国民都树立参与意识并挺身而出，日本才能从现在这种混乱和闭塞的状态中挣
脱出来。
    我们完全可以从力所能及的地方开始承担的义务。
或许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才是自己力所能及的应尽义务，那么，就先从那些能担负起的义务开始做起，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然就能够明白其真正的含义。
这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英国文学家和思想家。
——译者注)的观点，或许也是对当前日本民众的金玉良言。
从身边开始尽到自己的义务，然后不断累积扩大。
作为一名从事司法工作的人，我虽力量有限，但是仍愿意为作为日本宪法核心的国民主权意识在日本
社会生根发芽尽一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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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对话稻盛和夫:德与正义》旨在探讨在道德和理匮乏的日本社会，如何才能够不被眼前的成功和欲望
所俘虏，选择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获得真正的幸福。
作者贯穿《对话稻盛和夫:德与正义》的对“道德与“信仰”的呼唤，结合对日本社会各种弊端的警醒
，言辞之恳切，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日本警界政界丑闻频发，随之沦陷的整个社会，已经走向一场社会悲剧！
挽救日本人颓废的精神世界，唯有重新找回那些失落的“伦理和道德”。
在现世的混乱中，如何重建普世价值观，如何重拾被荒废的教育，如何才能认清事物的本质，追求内
心深处的幸福？
知足并感恩前行吧！
唯有如此，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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