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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法》

内容概要

稻盛和夫提醒并告诉您
·简单是做人和做事的最佳原则
·以利他利公之心生活
·劳动的喜悦是世上最大的喜悦
·清除魅惑人心的“三毒”
·磨砺心智的“六个精进”
·支配人生的两股神秘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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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法》

精彩短评

1、整本书都在讲精进和利他主义。稻盛的成功秘诀很简单，但往往简单的事情要坚持下去不那么容
易。他的很多思想来源于儒家和佛教。以前觉得佛教是迷信，其实只要能让人真善美，何尝不是一种
好的选择？扣一颗星还是因为不太适应日式平淡冗长，就感觉好几节都在阐明同样的事情。
2、#书单# 247《活法》by稻盛和夫 最近确实看了不少日本作家写的书。这本通篇看下来有几个关键字
：追求每日反省、精进；燃烧一生的能量去完成梦想；观点、道理掷地有声；饱含对大自然和世界的
敬畏。看到后半段，发现作者已在日本某寺院出家，开始了更深层次的修行。选择怎么活着，就会有
对应的结果。
3、感触良多，值得一读
4、暂给四星 其实很棒 激发潜能让自我肯定 短篇的 这本书不教人怎么做会成功 而是我为我想要如何
提动力 也许过几年再读会感觉更好？
5、以前我看这种励志管理学的书会有一种久旱逢甘露的感觉，现在看的多了，就呵呵后了。小时候
有人告诉我人定胜天之类的话，我奉其为人生准则，后来长大了发现明显不对的人事错误都改变不了
，还他妈想胜天呐？胜个毛吧。于是我很羡慕那些能活在有序世界的人，他们活的方式才叫活法。
6、人生智慧的结晶，经常翻阅可以让自己变得从容，心胸豁达
7、人生哲学，有点精神胜利的意味，不过自助者天助这样的心灵鸡汤对某一段时间的我来说也是很
实用的，拖拉了一段时间才读完，不是很长的一本书，准备继续读下一部了呢！
8、认真看完 很受益的一本书 历练生命  需时常阅读
9、经营之神阐述自己的人生观念与成功秘诀，我觉得本书最重要是价值并不是让我们能多创造多少
财富，而是让我们能明确怎样活着，至少了解他，是怎样活着的⋯⋯
10、中庸，勤奋，精益求精
11、好好做事，好好活着。
12、布施，持戒，精进，忍辱，禅定，智慧。
13、多年前读过的励志书籍，现在想来，要想让自己成长还是要多读自己老祖宗的书，古人都是读老
祖宗的成长起来的。
14、（敬天爱人）要达到无私的爱境界很高。看完智能用来洗礼一下心灵。
15、有一定的帮助
16、是一本告知人们要做基本道德的一本书，需要多读几遍以至于我一遍通读以后不舍得还掉，还需
再读一遍。
17、很简单的道理却有多少人愿意做？
18、很奇怪，觉得这玩意和那个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把方向摆在了第一位。用
新教伦理和禅宗的精进说法反反复复在说同一个观点。
19、买了一套《活法》，刚看了第一本。看这种励志的书思绪容易到处跑。作者是皈依佛门的人，文
字宗教色彩蛮浓的。
20、大一老师推荐的书
21、是印象中的老日本企业家的形象。
22、越来越觉得朴素价值的正确性。
23、30.心怀感恩之心，做利他之事，抛弃欲望和贪婪，回归最本真生活。
24、12月中旬福建的盛和塾会来厦门演讲 :)
25、真心佩服稻盛和夫，在战败后的日本，每天如同打了鸡血一般地工作，贯彻着人人都懂又人人都
做不到的大道理
26、做个好人之基本
27、被稻盛先生的真诚感动了，很诚恳、很朴素的建议，但对于一个迷茫的人来说再有意义不过了。
28、只要找到自己活着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 我想大家都会过得很精彩  
很认同作者正直的人生观
29、在今天这个鸡汤盛行的时代，这本书的内容显得老生常谈了，因为他只告诉你要努力工作，努力
思考，端正心态，等待缪斯女神亲吻你那一刻，没有捷径，没有窍门，没有能让你三十岁就退休的享
乐理念，这多少会令现今的读者失望。但大道至简啊朋友们，努力与坚持本身就是淘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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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法》

30、人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了使自己的灵魂在生命结束之时比出生时更美、更崇高。所以直面一切苦难
吧，它们都是在修炼灵魂之路上的考验与磨练，态度积极向上的活着，对社会及他人有益的活着，心
态淡定的活着，或许这也是一种让灵魂升华的活法吧！
31、小书大道理，敬天爱人，至今铭记。
32、自己不喜欢读书，感觉自己也越来越冷漠。读了《活法》之后，自己真的很受益，在自己很纠结
的时候，就会以自己问心无愧，简单的方式去做，自己不再会觉得那么累啦，没有那么自私。记得去
做一个善良，利他，简单的人。任何复杂的事情其实最本质上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解决。
33、姑且一心不乱，拼命投入工作再说。
34、本来不太喜欢励志书的，但看后发现其实也不是励志书。。前面几章有点抵触心里，感觉很多事
情都比较主观。。后来发现其实只是比喻。。这本书还可以，有很多道理很简单、很浅显，但是就是
很难做到。做为自我提高还是很好的。
35、勤奋工作，满怀感谢之心，思善行善，真挚地反省，严格地自律，全力以赴去做好上述理所当然
的事情，这就是人活着的意义之所在。”书中还提到六项精进和六波罗蜜，是磨练心志和净化灵魂不
可或缺的修行指南。
36、日式鸡汤就是奋斗啊拼命，怀着【必死】的心情在努力，一定要做到，一定要活下去，blablabla⋯
⋯
37、纯励志⋯⋯看不下去
38、一生从不炒股却缔造了两个世界500强的稻盛和夫，走过的心路历程对我们国家的年轻人有相当积
极的影响作用。
39、没有读完，现在感觉还是不太读的懂，留待以后再看吧
40、长书评，写在日记里，写给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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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法》

精彩书评

1、稻盛和夫先生改变了我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看法，之前一直以为资本主义国家崇尚奢靡的生活，以
勤俭劳动为耻，其实不然，其中还掺杂了很多体制外的因素。大到国家、小到个人，本书都阐释了各
自的活法，融合了佛家思想，旨在唤醒这个日渐浑浊的社会。在稻盛和夫看来，西方推崇“霸道”思
维，而东方走的是“王道”之路，人类应该采用的是“王道”而非“霸道”。该书同时也讲述了最浅
显易懂的道理，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只是由于克制不住自己的私语而很难做到。“禁欲”思想贯穿
全书，人活着的终极目的就是修炼自己的内心，做一个比降临人世之初更好的人。1）就因为人生疾
苦，才更要把它视为对灵魂的锻炼和考验。苦难是淬炼心性最好的机会。2）更重要的，就是在我们
所处的尘世中每天努力认真去做事。3）全神贯注于一件事，对工作努力不懈的人，会在日复一日的
精进过程中锻炼自己的灵魂，同时培养出具有深度的人格。4）心存善念的人，会展开美好的人生；
心存歹念的人，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5）要成就事物、实现想法，必须做到“构思出于乐观，计划
本于悲观，实行基于乐观”。6）人一生所遭遇的种种都是自己内心所导致。7）人的一生确实有命运
的存在，然而，命运并不是人难以与之抗衡的“宿命”，而会随着你的心态产生种种变化。改变命运
的关键在于自己的心，人生要考自己去开创。东方思想对此，用“立命”一词来表达。8）就算目标
高到自己都觉得不可能，也不能有丝毫胆怯，要勇往直前努力到底，这样才能让我们的能力展现出自
己都不能置信的惊人进步，或唤醒我们的潜在能力使其开花结果。9）假如你不轻视每一个今天，拼
命认真去度过的话，自然会看到明天。明天也同样认真去过，就会看到下一周，而一周又一周去认真
度过之后，就会来到下一个月...... 总之，不需要把眼光一直紧盯在长远的未来，只要你此时此刻倾尽
全力去做，原本遥不可及的未来，不久之后自然会显现在眼前。10）与其为明天而烦躁，汲汲营营计
划未来，不如把力量放在充实每一个今天。这才是让梦想成真的最佳方法。11）如果以昨天的努力为
基础，再下一点工夫去改善的话，那么今天一定会比昨天再进步一些，哪怕程度有多么微不足道。想
把事情做得更好的态度，若能维持不变，长期下来一定会产生显著的差异。不死守自己习以为常的做
法，是接近成功的秘诀。12）没有梦想的人不会有创造力，不可能成功，人格也不会有所成长。13）
企业经营的原理原则何在？不在公司的利益或面子，而是对社会、对人有所贡献。提供顾客好的产品
与服务是企业经营的根本，也是企业应该遵守的原理原则。14）是否拥有“宁可损失也要坚守到底”
的哲学，以及明知辛苦仍在所不辞的心理准备，这就是决定你能否拥有真实的活法，能否掌握成功果
实的分水岭。15）克制利己的欲望，抑制想纵容自己的心。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的话，那不仅不会有
任何作为，也不可能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限。16）不管物质的条件如何，只要拥有一颗懂得感恩的
心，那么就能得到满足的感觉。17）每次在做出响应之前，不妨暂且保留当下的第一个反应，稍等一
下，换口气，然后问问自己：“这个想法是否掺杂了私语在内，是不是带了私心？”18）要是你工作
随便应付，而在嗜好和玩乐的世界里找喜悦，或许短时间内会乐在其中，但绝不可能体会到发自内心
的喜悦。19）人类什么时候会感到内心充满深切而纯净的极致幸福感？那绝不是在私益获得满足的时
刻，而是在利他充分发挥的时刻。而贤明的人也会发现，像这样为他人尽心力的行为，不仅是帮了别
人，到最后自己也会连带受惠。20）追求利益是经营事业与人类活动的原动力，因此，有获取利益的
“欲望”其实无可厚非。只是，不能让这个欲望局限在利己的范围，必须把对方的利益也考虑在内，
以这种“大的欲望”为出发点去谋取公益。21）只要心存善念，处处行善，命运将被导往好的方向。
人类受到命运支配之余，也能通过自己的善念善行，改变命运。22）要把“竭尽所能为世间、为人类
付出”的想法，以及“知足”的活法烙印在心中，而不能放任自己的欲望膨胀，贪得无厌。作者的很
多感悟，在现实中都很难办到，因为想要做到完全的利他实在是太难太难，人类社会中的各种复杂的
人际关系让我觉得做人真累，而无时无刻不为别人考虑也不现实，人，总是会有私心的，但我还是愿
意为之一试，直面内心的邪恶，才能真正地理解正义。
2、稻盛先生用两把“剑”来表述自己对正念与邪念的观点：
只计个人得失、私欲的想法，这样的动机叫做“邪剑” ，用纯洁的心灵思考，首先考虑他人利益，是
“正剑”
六把正剑：
布施：牺牲自我普济众生（怜悯之心）
持戒：抑制欲望，愚痴，愤怒，控制自己的言行
精进：不服输于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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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辱：不屈服，不逃避，忍耐、并不断努力
禅定：集中精神，凝视自我，冥想
智慧：以上五个修养的努力

让我产生思考的几段文字：
1以感激对付贪婪
2知足，如果无法得到渴望的东西，就珍惜现在拥有的。
3.心灵和思考的升华，可以改变命运
4.克服痛苦和辛苦后取得的成功，是人世间无可替代的喜悦
5.利他之心是最高最善的德行
这是无数人推崇的经典著作，确实值得每个人学习
3、在励志管理书籍爆发的现在，《活法》里面的道理似乎刻板又肤浅，不像“告诉你一百个职场真
理”“100个说话之道”等书籍爆炸性地吸引人的眼球，读完似乎就迅速地站在人生的巅峰，该怎么做
一目了然。当然，这只是短期的自我膨胀，像泡沫一碰就破。最重要的待人之道，不是圆滑会说话，
而是真诚；想取得事业的成功，最基本的道理也是勤奋精进。在日本的企业家也好，普通打工族也好
，身上都有一种日本特质的东西——认真自省。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日本人刻板得可以和德国人有得
一拼，可这种刻板带给消费者的更多是信任商品的品质。在国际市场上，日本货就是品质的代表，而
中国货呢，顶多获得一个“物美价廉”。前几天读过吴晓波《大败局》再来读这本日本企业家的作品
，似乎多了很多比较。在大败局中，很多企业败就败在对广告的盲从，特别是一些保健品，在广告上
可是吹嘘得天花乱坠，可质量却始终提升不到相应的高度，转眼间，就失去了消费者的信任，在媒体
的报道下迅速地垮了台。做企业的，难免要推销，而在推销的背后，更是勤勤恳恳的工作，改进工艺
，为消费者着想从而达到扩大利益的目的。而我们很多的企业家似乎都聪明得不认可这样的态度，在
改革开放的初期，一批批的企业家败了，败就败在有点成绩就盲目了。史玉柱绝对是个电子天才，却
不是一个生意人。脑白金的广告战略让多少崇拜他的年轻学子梦都碎了，从此将他比作一个笑话。而
稻田和夫年轻的时候设计了新的陶瓷材料挽救了企业，却始终称自己不是个天才，只是靠基本的做人
准则成功的。正直、勤奋、谦虚、坚强、节制、自利利他等，简单得都无法进入青年人的内心，总觉
得迂腐得可笑，却是这个做了五十多年的企业家最内心的想法。尽管日本这个民族常常让人觉得他在
走极端，一面是正直、深刻的思考，一面是AV市场的发达，但在日本人身上，我们还是可以借鉴那种
有礼貌、谦虚、认真工作的精神，这种精神放在哪个文明时代都不会出错的（当然不包括蛮夷的时代
，弱肉强食的规则是另一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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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活法》的笔记-工作即修行

        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可以培养人格和锻炼灵魂呢？是不是非得做一些特别的修行，例如到深山里闭
关、以肉身抵挡从天倾泻而下的瀑布之类的事？没那回事。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在我们所处的尘世
中每天努力认真去做事。
 释迦牟尼认为“精进”非常重要，是达到开悟境界的修行方法之一。所谓精进，是指努力工作，心无
旁鹜地投入眼前的工作。我认为这就是帮助我提升心性与培养人格的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一般人都把劳动看成获得生活所需之粮食与报酬的手段，认为劳动的时间越短越好，工资则多多益善
，其余时间要用来发展自己的兴趣，从事休闲活动，这样的人生才算丰富。抱持这种人生观的人认为
劳动是人人都不愿意做而又必须去做的事。
 然而，工作对人类而言，其实具有更深远、更崇高的价值与意义。劳动可以帮助我们战胜欲望，磨炼
心性，培养人格，其目的不只是换取生活所需，因为换取生活所需只不过是劳动所附带的功能而已。
 因此，以全部的精神投入每天的工作，是极为重要的事，唯有如此才能做到锻炼灵魂、提升心性的无
上“修行”。
 举例来说，二宫尊德出身贫寒，是个毫无学识的一介农民，可是他凭着一把锄头、一把圆锹，每天天
没亮就出门下田工作，直到满天星斗为止，就这样日复一日拼了命似的老老实实干着农活。这些努力
让他成就了一项了不起的事业，把原本荒芜凋敝的农村一点一点改造成丰饶的村落。
 如此辉煌的成绩让他获得德川幕府拔擢入府，与众诸侯平起平坐，尽管他不曾受过任何礼仪的训练，
但当时表现出来的行为举止就有如出身显赫的贵族般，自然散发威严，神情更是泰然自若。
 也就是说，每天辛苦流汗，灰头土脸埋首农事的“田地里的精进”，也在不知不觉中深耕了他的内心
，发挥了陶冶人格、磨炼心性、提升灵魂层次的作用。
 因此，全神贯注于一件事，对工作努力不懈的人，会在日复一日的精进过程中锻炼自己的灵魂，同时
培养出具有深度的人格。
 劳动之所以值得尊崇，道理在此。磨炼心性，这个字眼或许会让人联想到宗教修行，其实不过是要你
发自内心喜欢自己的工作，并全心投入其中罢了。
 我记得拉丁文中有句俗谚：“与其成就工作，不如成就做事的人。”人格的培养必须通过工作。也就
是说，哲学会从辛苦流汗中孕育出来，心性会在每天的劳动中得到锻炼。全心投入自己应做的工作，
不断动脑去想，努力去做，如此就能珍惜地活在所获得的每个今天及每个瞬间。
 每一天都要过得“异常认真”。我经常对公司员工这么说。对于一去不复返的人生，不能有丝毫浪费
，要以诚恳认真到“异常”的方式去度过。这种看来傻得可以的生活态度，如果能长期坚持下去，任
何一个平凡人也能蜕变成超凡的人物。
 世上那些博得“名家”之誉，在其领域各领风骚的能人，恐怕也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劳动不仅能产生
经济价值，说它把人类的价值一并提升了也不为过。
 因此，人哪里需要远离凡尘？工作场所就是修炼精神的最佳场所，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修行。只要每天
确实努力工作，培养崇高的人格，美好人生也将唾手可得。

2、《活法》的笔记-人该如何合理地与欲望共度一生？

        除了感谢之心、反省之心以外，要净化并提升我们的人性，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抑制自身过度的欲
望。“贪欲”之念最难对付，它牢牢地根植于人的内心深处，不易拔除，而且它的毒性最强，它能腐
蚀人的灵魂，把人引向歧途。
释迦用下面一段故事来形容人的贪欲，描绘人如何沉溺于欲望的情景。故事稍稍长一点，但我仍想给
大家介绍。
深秋时节某一天，在落叶和寒风中，有位旅人行色匆匆，赶路回家。走到某处突然低头一看，脚下一
片白乎乎的东西，仔细一瞧，竟是人骨。此处怎么会有如此大量的人骨呢？他不禁毛骨悚然，又不得
其解。只顾往前奔走，抬头看时，迎面走来一只体格巨大的老虎，咆哮着向他逼近。旅人直惊得魂飞
魄散：“啊！那么多人骨原来是老虎吃剩的残物。”他急忙调头逃命，然而慌不择路，一阵猛跑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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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上了悬崖峭壁，峭壁之下是怒涛汹涌的大海。前无去路，后有猛虎追逼，进退维谷之际，他爬上了
崖边仅有的一棵松树，但那恶虎紧随其后，张开骇人的巨爪，也开始爬树。
“今天我命休矣”，正当他万念俱灰时，忽然看见树上垂下一根藤条，他顺着藤条往下滑去，那藤条
却不着底，旅人被悬在半空之中。
上面是老虎伸着舌头、流着口水盯着他，正所谓“虎视眈眈”。再看下面，狂风大浪之中出现红、黑
、蓝三条巨龙，正等着他掉下去时可一饱口福。
忽又听到上方有窸窣之声，定睛一看，黑白两只老鼠正在交替啃咬那藤条的根部。藤条一旦被鼠牙咬
断，旅人只好落入张开巨口的恶龙腹中。命悬一线之际，旅人想到将老鼠赶跑。于是拼命摇晃那根藤
条，摇摆之下，有湿漉漉、暖烘烘的液体落到他脸上，用嘴一舔，是甜美的蜂蜜。原来藤条根部有一
蜂巢，一经摇动，蜂蜜就掉落下来。
舔着甘露般的蜂蜜，旅人居然陶醉起来，以致忘记了自己身处绝境——虎龙夹击，得以苟延残喘的藤
条正被老鼠啃噬——还在一次又一次摇动救命的藤条，忘情地享用美味的蜂蜜。
释迦的故事描述了利令智昏的人类的实相。死到临头竟然沉醉于蜜汁之中而不能自拔，这就是我们人
类无可救药的宿命。
据说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得知这个故事后大为惊叹而且非常佩服。他说：“再没有任何故事能将人
类的贪欲表达得如此淋漓尽致。”的确，把人的本性、人的欲望之深，刻画得如此惟妙惟肖的寓言可
谓绝无仅有。
在这里，老虎暗喻死亡和疾病；松树代表世上的地位、财产和名誉；白黑两鼠表示白昼和黑夜，也就
是时间的流逝。人在不断逼近的死亡的威胁中拼命求生，而维系生机的仅是一根藤条而已。而这根藤
条也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磨损。我们想逃离死亡，但死神却一年一年逼近我们。然而，即使折寿，哪
怕缩短生命，也要去吸食“蜜汁”——切不断那可怜、可鄙又可悲的欲望。释迦告诉我们，这就是赤
裸裸的人类本性。
上述故事中的“蜂蜜”是指满足人类欲望的各种各样的快感和享乐。而等待旅人落下的“龙”，是人
们心造之物，它如实影射人们丑陋的思想和欲望。
红龙比喻恼怒，就是“瞋”；黑龙比喻欲望，就是“贪”；蓝龙比喻忌妒、憎恨、发泄不满，就是“
痴”。佛教称这“贪、瞋、痴”为“三毒”。三条恶龙就隐喻这三毒。按释迦的说法，这就是“糟蹋
人生”的三大要素。
据说人的烦恼有108种之多，特别是其中的“贪、瞋、痴”这三毒，是使人痛苦不堪的“元凶”，是死
死缠住人心、不肯须臾脱离的“毒素”，人们即使想摆脱它们却总是摆脱不了。人这种动物，每天每
日都要受这“三毒”的影响乃至控制。想比别人生活得更好，想早日出人头地。这一类物欲、名利欲
潜藏在每个人的心里。当这种“欲望”无法实现时，就转为“恼怒”：为什么自己不能如愿以偿？同
时又反过来“妒忌”那些有钱有名的人——大多数人都会受上述情绪的支配和摆布。
在这一点上，就是小孩、婴儿也毫不例外。拿我的孙儿来说，当我疼爱其中一个，另一个马上露出妒
忌的神情。才两三岁的孩童，就已经像大人一样，受到了烦恼的毒害。
当然，欲望和烦恼是人类生存的原动力，不可一概否定。但是它们同时又具有“剧毒”，一不小心，
就会让人陷入痛苦和焦虑，甚至断送了人的一生。
细细想来，人还真是遵循因果辩证规律的动物。人生存必不可缺的动力之中，却含有陷人于不幸、甚
至致人死亡的毒素。
因比，重要的是尽可能“摆脱欲望”。要完全消除三毒不可能，但可以努力去抑制它们、控制它们。
在具体做法上没有捷径，但只要将诚实、感谢、反省这一类“简单易行的修炼”持续实践就行。另外
，平时养成用理性判断事物的习惯也很重要。
例如，日常生活中我们必须对各种各样的事情做出判断。这时，瞬间产生的第一反应，往往出于本能
，即出于欲望。因此，在正式应答前，暂且保留条件反射式的判断。暂停片刻，吸一口气，然后自问
自答：“我这个想法，这样判断，是否出于个人欲望，是否夹杂私心？”
这样做非常重要。就是在做出结论之前，先设置一个“理性的缓冲器”，使你的判断不是基于单纯的
欲望，而能接近于理性。在“思考”这一过程中预设一个“理性的程序”，对于摆脱欲望而言极为有
效。
控制住欲望，也就是抑制了私心，利他之心就会抬头。先人后己的利他心，是人一切德行中最美好、
最高尚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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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我利他，把自己放在后面，先为世人为社会尽力。当这种利他心呈现时，人就不再为欲所迷。而且
有了利他的想法，烦恼的三毒就开始消解，原本“纯洁的心灵”就能从庸俗的欲望中解脱出来，重新
描绘美好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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