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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一生，至少当一次傻瓜》是一个普通果农用一生来圆梦的励志故事。
木村秋则立志要栽培无农药、无化肥的苹果，他用八年等待七朵苹果花的绽放，用十年换得苹果园的
丰收，用三十年坚持种植改变大家人生观的奇迹苹果。
每一枚奇迹的苹果，都凝聚着木村秋则绝不轻言放弃的傻瓜精神。他的故事感动了千万读者，甚至让
想轻生的人重拾自信。大家都说，木村很努力，木村却说，其实不是我努力，是苹果树很努力。没有
比当傻瓜更简单的事了，这是聪明人永远不懂的成功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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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石川拓治，日本作家。生于1961年，早稻田大学法学系毕业。代表作有《我们是从哪儿来的》《这一
生，至少当一次傻瓜》等。《这一生，至少当一次傻瓜》高踞日本亚马逊畅销榜63周，木村阿公的傻
瓜精神感动千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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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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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本书，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或者说，是出版方的营销做得太好了。书中实质性的内容很少，如
木村究竟是如何一步步成功的，缺少调研性、细节性和事实性的描述。相反，书中很多作者臆断，古
龙式的叙述风格，夸张的语气。比如：木村并没有在看这壮丽的风景。他一直在盯着地面。不，其实
他也并没有真的在看地面。木村觉得好像五雷轰顶。这不是一时的念头，而是内心深处深信不疑的信
念。悬在空中的皎洁明月，照耀着浑身泥土，专心致志的木村。⋯⋯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总之，书
中说明多于叙述和描写，评价、感慨和自以为是的议论，多过事实性、细节性的资料呈现。最受不了
的，是书中很多地方，一句话就是一段，总是莫名其妙分段。叙述绕来绕去，车轱辘话很多，看了很
久，叙事没有一点推进，围绕一个点，翻来覆去转圈子。
2、书并不难读，但是确实让我停下来好好思考。一、平衡、平衡、大自然需要的是平衡。对于一直
以来苹果树一定要用农药才能种好的这个事实，有人不相信这个事情。最后，是遵循大自然，平衡成
就了它。对于大自然来说，根本没有害虫、益虫的分别，每个生物只是通过自己的本能生存，本分地
当好自己在生物链中的角色，正因为有了食虫者和被捕者的存在，大自然才得以平衡。苹果到了现在
的品种，是人类为了满足自己对于苹果从外观、口感等方面的要求欲望而不断改良的品种。通过农药
，消灭害虫及细菌繁殖，让原本无法大量生产的苹果得以大量生产。撒农药，其实就是将大自然的生
态截断，让原本形成生态的形态截断，破坏平衡，为人类服务，这是一种粗暴的方式。是指向人类的
方式。回归到大自然中，种植无农药苹果树，并不是要换个方式替代农药，而是培育一种苹果树所需
要的生态土壤环境，让它有自己的抵抗和生长的能力。天然是一个平衡状态，它不一定就是最美的或
者展现得工整的，反而很多时候它在人类眼中是无比凌乱，无法忍受的一个环境，但是它会是健康及
得以长存的。当木村将手深入橡树根下的泥土中时，他见到了一个世间最自然纯粹的状态，即使味道
刺鼻，即便杂草重生，橡树根却深深扎下，生长出最繁密的枝叶果实。后来的三年内，他将自己的果
园渐渐营造出最合适一个苹果树也在其内的生态环境，让大自然接纳了苹果树，成为了其中一员，生
态环境中的每一员都得以生生不息，青蛙鸟虫还有草，一个和谐共生的平衡环境如此产生。就如现在
全球气候变暖，广州的2016年1月，冬日出现了最早的雷。几年内出现很多反常的天气现象，都是大自
然在告诉我们，这个地球这个自然界已经失衡，它在警告我们的同时，也将会用一种它认为合适的方
式再找回平衡，这时候的人类在自然面前，又是何等渺小？说的大了，说说自己身边。社会和身边的
小社会，都是一个生态环境，牵一发而动全身，若一处失衡，总会有各种影响。再说说自己身体中的
环境，人总是觉得身体皮囊属于自己，自由支配，殊不知这个身体也在支配着你，找到平衡的方式，
如阴阳平衡等，就是中医一直说的事儿了。说到自己的皮肤，肌肤如何是平衡的状态，书中说到，施
肥可以让苹果树轻松长大，但因为轻易得到营养，就不需要努力扎根了。对树、对人、对身体发肤都
如此。二、至此，我才更明白庄子书中在前面就很明确的说明，人类的文明，就是不断的满足欲望；
但欲望无止境，文明其实并不能根本上给人类幸福。快乐并不来自于文明本身，而在于即使在最荒莽
的年代，也能随心的自在。欲望膨胀和无限被满足的现代，反而，那么的不快乐。里面讲到无为和天
人合一的状态，到了这时候，我似乎才更能明白庄子了。既然文明无法给你带来快乐，又何必去执着
那么多花花世界。三、英雄，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从决心做此事到真正发现其中的真谛，我们跟随书
中的木村一直摸索了7年，看到中间，7年来毫无收成，家中一贫如洗，家人跟他一起吃苦，吃都成了
问题。被全村人当过街老鼠。做先驱、做英雄之前，总是寂寞凄惨得让人不忍。最后十年才获得的成
功，不是一部电影说说的轻巧的突然奋发马上成功，即使是再发现了真谛之后，也有3年甚至更多的
时间，他连昆虫的卵生长都观察的一清二楚。这是一点一滴的积累，英雄，从来都不是容易的。当然
，动人的还有那句话。不是我很努力，是苹果树很努力。这是天人合一的高境界。
3、朋友提起这本《这一生，至少当一次傻瓜》时，说她读到几度眼眶泛红。我还想她是不是太夸张
了。因为书不厚，又红成这样，于是我在某个夜晚上床翻开，看了几页赶快丢在一旁。哎呀不得了，
我差点就要起床记笔记了！木村大爷虽然长得像大爷，但其实还没到60岁，皱纹与黝黑的皮肤可能是
农夫本色；不见的牙齿则是曾因为外出打工被黑道打断，他觉得这断牙是捍卫苹果的纪念。木村创造
出的“奇迹”就是——不用农药不用肥料，种出全日本都想 “一生能吃到一次就好”的苹果。从实验
开始，到他第一次看到七朵苹果花，收获两颗苹果，整整十年。第十一年，他的苹果园开满了苹果花
。人们口耳相传去买苹果，木村每年的收成都被订个精光。2006年，他接受NHK采访，开场就是东京
的法国餐厅主厨说，用木村凝聚“生产者的灵魂”苹果所做的菜，订位已经排到一年之后。据说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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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的主题是“献给放弃人生的你”，被观众要求重播了一百多次。并不是所有作物不用农药时都会
面临这么大的挑战。因为农药在近代加入，苹果变得只要长得又甜又大就好，它不用奋力生长，所以
当木村不使用农药的时候，现代的苹果已经不知道怎么长了。木村可以说是在等，他知道苹果树其实
很努力。木村并非只会梦想不知轻重的人。务农前的他有会计资格，而且酷爱研究机械，就是因为喜
欢农业机械，才欣喜地入赘务农。可是，每喷洒一次农药，他体质过敏的妻子就得卧床休息一周。直
到有一个无事可做的雪天，他闲不下来去书店，拿取放在高层的机械书籍时，不小心打落了一本书，
木村便把它买了下来，那本书叫《自然农法》，是不用农药也不用肥料的栽培方式，因为大自然是可
以自我完善的体系。就这样，木村踏上了无农药无化肥栽培的路。但他不是专家，所以完全靠读书、
实验、从挫折中累积经验。在这段惨不忍睹的日子里，他被邻里冠上了“灭灶”的称呼，他女儿在作
文上写道：“我爸爸是农夫，但是我从来没有吃过家里种出的果实。”苦还不是重点，重点是当时经
济飞跃，邻居都已经出国旅行了。但每一次犹豫的时刻，木村都会发现一点奇妙的事，例如，苹果叶
子还是又长出来了，有一年叶螨不见了，每次又一点小小的进展，都让他觉得──苹果树也想活下去
啊。所以，他“穷得只剩下信念”。但依然还是到了极限，他实在不忍心看到家人继续受苦，决定走
上绝路，只有死才能制止他的梦想。月圆风高之夜，他带着绳子上山，寻找合适的地方上吊，忽然发
现了一棵根繁叶茂的橡树。这时他突然意识到，山里不可能有农药，而且到处都是虫，为什么它的叶
子那么健康？！ 他观察之后发现，原来脚下踩的泥土不一样。松软度不一样，气味不一样，温度不一
样，味道也不一样。他终于明白，是大自然酝酿出了这种泥土，让苹果树尽情地伸展根系。我们为了
保护苹果树，却用农药将它隔离在大自然之外。从此之后，木村更加开心，他选定了努力的方向。“
没有任何生命是孤立的”，苹果树不能，人也不能。尽管被视为麻烦，但木村却不断汲取着周围人的
能量。他的岳父经历过战乱，理解农药未必是必不可少的，不仅同意木村拿家里的果园来试验，有时
候还要在外当挡箭牌。他亲生父母觉得儿子把人家搞成这样实在太对不起，声明断绝往来，可是晚上
偷偷送米给他吃。他缴不出水电费时，有朋友去代垫；他需要机械时，老板留下好用又便宜的部分给
他；他要去缴纳欠税时，对方还劝他，还是先留着吃饭吧。他的苹果园开花时，是邻园的农夫放下手
上的事赶快跑去通知他。第一次结出小小的苹果带去市区卖，客人写信对他说，好甜！还要再买。后
来木村在节目上说，你的果园也不能独立存在，如果收支平衡了，就不应该收取高价，要让大家都吃
得到健康的苹果。木村的苹果放了两年也没有腐烂，只是变成了芳香的苹果干，专家说这不可思议，
因为没有科学根据。其实木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认为，也许因为它来自于大自然吧。他完全靠
观察和实验，NHK说这是一位“打破常识的男人”。他用眼睛看益虫也看害虫，而且是连虫的样子和
卵都想了解。他自己调和醋来当农药，但是坚持人工喷洒完八百棵树，他认为用机器压过会损坏土壤
。他的果园平常长得像个植物园，但是秋天会割草，让土壤温度降低，“这是要告诉苹果秋天来了”
。他不用肥料，土壤依然可以维持肥力；他连修剪树枝都有自己的道理，于是日本甚至韩国的专家和
果农都纷纷去取经。当节目主持人问他认为“什么是专业”，他想想才说：心和技术的结合，才是真
正的专业。木村最在意的就是——主角是苹果，我只是帮助它生长，毕竟人再怎么努力也无法靠自己
开出一朵苹果花。所以他常常去对苹果树说，谢谢你们的努力，要努力活下去啊。在开花的那第一年
，他带着烧酒到果园里，跟苹果树对饮起来。他的苹果园随处一翻，都可以发现苹果根的数量和长度
都和别的果园大不相同，长达20公尺。台风过境后，他有八成的苹果都还在树上。我心中一震，这简
直是这个人们思考流于浅薄的时代的天启。这样的踏实与扎实，让人拥有沉稳的力量。希腊神话里的
巨人安泰乌斯是天神与地神的孩子，每当他与人征战时，只要身体触及土地，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力量
灌输到体内。他知道他的根之所在。三十年过去，木村阿公坚持种植改变大家人生观的奇迹苹果。幸
福姗姗来迟，却更加甘甜浓郁。原来，我们要做的，只是坚持下去，协助大自然，分享大自然的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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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这一生，至少当一次傻瓜（精装版）》的笔记-第45页

        以下这段深刻说明人类的文明，就是不断的满足欲望；但欲望无止境，文明其实并不能根本上给
人类幸福。
为明天的事而忧虑，为生而执着，都是人类智慧的产物。人类运用智慧满足欲望，然而欲望没有止境
，一个愿望的实现，新的欲望随之产生。人类就是在不断满足欲望的过程中生发出文明，人类文明的
历史也是人类欲望不断膨胀的历史。
普罗米修斯从天界盗火给人类，宙斯的惩罚是把他绑在悬崖上，让老鹰啄食他的内脏。普罗米修斯属
于泰坦一族，可以长生不老，内脏被啄食后，第二天又会长出来，他求死不能，永远活在内脏被老鹰
啄食的痛哭中，这个残酷的惩罚，似乎也象征了无论文明多么发达，都无法拥有真正的幸福这个残酷
的真理。既然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欲望膨胀的历史，那么文明永远都不可能为人类带来真正
的幸福。既然这样，人类的智慧，以及人类借由智慧产生的各种作为到底有什么意义？
从得到文明的那一刹那开始，人类就在内心深处思考这个问题。老子的自然无为，与这种文明背道而
驰。如果说，实现欲望使人幸福是文明所持的观点，那么，也有完全相反的方法可以使人幸福，那就
是否定文明，自然乐活。如佛陀所说，欲望只是幻影；如耶稣所说，不要为明天忧虑，要感谢上帝，
好好地活这一瞬间。从文明论的角度来说，这或许就是宗教真正的功能。姑且不论信仰的问题，相信
神佛只是一种手段真正的目的在于对文明的观点提出异议，也就是否定人的欲望。

2、《这一生，至少当一次傻瓜（精装版）》的笔记-第174页

        无论化学肥料还是有机肥料，都会给苹果树提供多余的营养，这成为害虫聚集的原因。施肥可以
让苹果树轻松地长大。但苹果树可以轻易得到营养，就不需要努力扎根了。

3、《这一生，至少当一次傻瓜（精装版）》的笔记-第180页

        无论科学多么进步，人类都无法脱离大自然生存。因为人类本身就是大自然的产物，问题在于人
类是否能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是在协助大自然。这关系到人类的未来，我绝不是危言耸听。我所做的
事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是协助苹果树而已，但相信这对人类的未来一定有帮助，或许这么说有点夸
张，但我由衷地这么认为。

4、《这一生，至少当一次傻瓜（精装版）》的笔记-第144页

        木村终于发现了一个真理，在大自然中，没有害虫和益虫之分。
大自然不分害虫和益虫，不仅如此，连生物和非生物之间的界限都很模糊。⋯⋯没有生命的物质和生
命体相互结合，形成了大自然。

木村决定和整个大自然为伍，要让苹果树的生命融入大自然编织的生态系统中

5、《这一生，至少当一次傻瓜（精装版）》的笔记-第20页

        ----------“可能是我太笨了，苹果树也受不了我，只好结出苹果了。哈哈哈。”
----------“我是傻瓜，所以只会像野猪一样一心往前冲，心想总有一天会成功。”
----------“然后，我告诉他当个傻瓜就好。做做看就会知道，没有比当傻瓜更简单的事了。既然想死
，那就在死之前当一次傻瓜。身为有过相同念头的过来人，我领悟到了一点：为一件事疯狂，总有一
天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木村这句话道尽了他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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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超喜欢努力又开朗的苹果大爷木村先生

6、《这一生，至少当一次傻瓜（精装版）》的笔记-第1页

                                                                        《这一生，至少做一次傻瓜》
                                                                               摘录及感悟
   为明天的事而忧虑，为生而执着，都是人类智慧的产物。人类运用智慧满足欲望，然而欲望没有止
境，一个愿望的实现，新的欲望随之产生。人类就是在不断满足欲望的过程中生发出文明，人类文明
的历史也是人类欲望不断膨胀的历史。
   普罗米修斯从天界盗火给人类，宙斯的惩罚是把他绑在悬崖上，让老鹰啄食他的内脏。普罗米修斯
属于泰坦一族，可以长生不老，内脏被啄食后，第二天又会长出来，他求死不能，永远活在内脏被老
鹰啄食的痛哭中，这个残酷的惩罚，似乎也象征了无论文明多么发达，都无法拥有真正的幸福这个残
酷的真理。既然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欲望膨胀的历史，那么文明永远都不可能为人类带来真
正的幸福。既然这样，人类的智慧，以及人类借由智慧产生的各种作为到底有什么意义？
从得到文明的那一刹那开始，人类就在内心深处思考这个问题。老子的自然无为，与这种文明背道而
驰。如果说，实现欲望使人幸福是文明所持的观点，那么，也有完全相反的方法可以使人幸福，那就
是否定文明，自然乐活。如佛陀所说，欲望只是幻影；如耶稣所说，不要为明天忧虑，要感谢上帝，
好好地活这一瞬间。从文明论的角度来说，这或许就是宗教真正的功能。姑且不论信仰的问题，相信
神佛只是一种手段真正的目的在于对文明的观点提出异议，也就是否定人的欲望。
福冈否定人类的智慧、认为认为的都是徒劳的想法，应该是这一系列思想的延伸。他的独特之处，在
于他并不是只将其是为哲学和思想，而是在农业这种人类行为中实践证明。虽然他否定自然科学，本
身的素养却充满自然科学家的态度。

就好像在动物园长大的动物无法直接在野外生活，果园里的橘子树也一样，只是“不假人手”，无法
回归大自然。不光是果园，农田也一样。无作为农业就是百分之百利用大自然的自然循环体系的农业
。如果想让人类培植的农作物融入这个体系，需要经历一定的过程。福冈说，他为了验证“真的可以
什么都不做吗”这个想法，屡败屡试。文明是朝累加即加法的方向发展，那么，他就不断尝试减法，
以人类无作为农业为最终的理想。
    无为不是自由放任不管，而是创造一个可以回去自然的环境，然后让它成为自然的一部分，这时即
可无为而治。
    从古到今，作物基本都经过很多年的改良，不断适应种植环境，培育出高产好吃的品种（杂交、嫁
接）。但进入现代社会后，随着农药化肥的使用，作物的品种也不断适应和配合着这些化学药品。化
学物品解决虫草的问题，机械负责生产问题，作物只负责高效率的生长。或者直接用基因工程提高作
物的抗性。所有这些只关注了作物的产出，却没看到整个产出过程对整个生态系统（环境、能源、生
命）的破坏，从而引发了各种问题。而这些毒果，最终人类也必须咽下去，至于中毒到什么程度，那
得看这果实种的有多毒。
   我仿佛看到了人们变成了一个个机器零件，而这台机器正在摧毁地球......

  经验和知识是人类不可或缺的。无论做任何事，都需要不断积累经验和只是，否则就会成为别人眼
中的傻瓜。然而，挑战全新事物时，经验和知识却往往成为最大的障碍。
  木村每次失败，就舍弃一个常识，经历一百次一千次失败后，他终于明白自己正在挑战一个经验和
知识完全不起作用的世界。于是，他终于能以一颗纯洁的心正视苹果树。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他达到
的心境是一个里程碑。
 
在此之前，自己只看到苹果树肉眼可见的部分，只考虑地面以上的部分，完全忽视了地面以下肉眼看
不到的部分，一味在意苹果树的叶，完全忘记了苹果树的根。功夫不负有心人：答案就是根与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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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柔软的土地绝对不是认为的，而是气息在这片土地上所有生物合作的结晶。昆虫和微生物将多年
积累的落叶和枯草分解后形成了土壤，树和杂草的种子在这里落地生根，在泥土中深耕。无论杂草还
是树，表面都存在着无数霉菌和细菌，有好也有坏。在大自然中，没有任何生命体是孤立的。各种生
命体关系密切，相互支援。自己明明知道这道理，却为了保护苹果树，忘了这最重要的道理。自己一
味寻找可以代替农药的物质、施堆肥、割杂草.....试图将苹果树与周围的大自然隔离，没有思考作为一
个生命体，苹果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虽然没有使用农药，却和使用农药没有什么区别。原本以为是
病虫害导致苹果树衰退，以为只要排除这个因素，苹果树就可以恢复健康，事实上并不是这么回事，
害虫和疾病只是结果，苹果树衰弱才会导致大量害虫和疾病。橡树也同样遭受病虫害的攻击，却仍可
以这么健康，这意味着即使不使用农药，植物也具有自我保护的能力，这才是真正的大自然。苹果树
失去了天性中的坚强，才会深受病虫害之害，应该为苹果树找回这种大自然的环境。
   木村之前打理苹果树只注重外表可见的部分，却忽视了生长根本的根和土壤。所以看待事物和问题
时，要全面刨根。才能更好更有效的解决问题。

农业教科书中也提到，氮、磷、钾是农作物不可或缺的三大元素。山里的泥土当然不可能是有人按照
教科书调配出来的，没有用一克的肥料，却具备了培养橡树的条件。
原来，根本不需要堆肥。人类施加的营养成分，比如化肥和堆肥，只能发挥短暂的效果，所以必须每
年施肥。如此一来，苹果树就像可以开怀大吃甜食的小孩子一样，不必为了从泥土中吸收必要的营养
而努力长根。木村每天挖土，坚持观察。除了奉为教科书的橡树下的泥土和自己果园的泥土，他还观
察山里各个地方或山麓荒地的土。首先，两者的温度就大不相同。木村到哪里都随身带一个大温度计
。一挖完土，就测量温度。他发现无论挖的多深，山中泥土的温度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表层的泥土
和即使几十厘米深的泥土温度几乎相同。而果园里的泥土只要挖十厘米，温度就会骤降。喷洒农药其
实是吧果蔬和大自然隔绝。山上的泥土比较温暖，是因为里面有许多活动的微生物，所以，无论怎么
挖，泥土都维持在一定的温度。果园泥土中的微生物活力变弱，所以只要挖十厘米，温度就会降低。
最好的证明，就是我哇了许多地方的泥土，发现离果园越近，情况就和果园越相似。挖得越深，温度
就越低。（植物根、微生物、土壤共生关系，构成了生态系统。农药杀死了微生物，没有微生物的耕
耘和分泌液体所形成的团粒结构，土壤就容易板结和水土流失。而没有草等植物根，微生物也就缺少
了栖身环境和充足的食物，化肥又使作物的根生长缺乏动力，使根系不够强壮。单一作物使土壤肥力
下降。也就使作物不够强壮，易被细菌真菌入侵且易被啃食。整个使用化肥农药的过程，就是不断破
坏生态系统的过程。最终的结果也就是土壤板结，表层水土流失，不断加大化肥农药耕作机械的投入
，生物被杀死，环境被污染，能源大量消耗，产出病态有毒的食物。最终人类将生活在地狱当中，享
受着自己带来的毒果。）

    大自然平衡，是否就是阴阳平衡，那么当达到了这个平衡时，是否就是“道”了，或者还只是“一
”。此时整个生态系统是最幸福的。当然，过程中阴阳会此消彼长，难免有波动。但如果只寻求单一
变量，那么是否就使生态变成了开环，而环会随着单一点的增长不断缩小，当环缩为点时，世界就成
了蛮荒的初始。而我们现在好像就在这个过程之中。那么，现在开始恢复，相信为时不晚，一旦朝平
衡迈进，有人类存在的地球永续就不再是幻想。
当我们面对不平衡或问题时，解决的方法是平衡还是堵，一定要分清，不然到时候可能会造成更大的
危机。

   森林中有橡树，是因为大自然接受了它在那里。降雨量、湿度和温度，以及和周围植物之间的关系
，都影响着植物的生长。当这些条件适合掉落在地面的橡树种子时，它才能生在。大自然选择了橡树
，是因为大自然需要它，它才会出现在那里。如果这种关系改变，橡树就会静静地枯萎。
   苹果树的情况则不同。是人类种植苹果树，是人类需要苹果。如按照大自然的规律，苹果树应该枯
萎，是人类想方设法让它们活了下来。这就是农业，和有没有使用农药无关。因此，木村面临的难题
是如何让大自然的规律和人类的要求之间取得平衡。果园内还有病虫害，代表某些部分还无法取得平
衡。农药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这个问题。只要有害虫，就立刻把它杀死；疾病蔓延，就用药剂消毒，
结果对大自然的平衡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只要比较山里的泥土和果园的泥土，就可以清楚了解这一点
。说得极端一些，现代农业是建立在破化大自然平衡的基础上。大自然不分益虫和害虫，不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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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生物和非生物之间的界线都很模糊。土壤、水、空气、阳光、风这些没有生命的物质，和细菌、
微生物、昆虫、杂草、树木、野兽等生命体相互结合，形成了大自然。木村决定和整个大自然为伍，
要让苹果树的生命融入大自然编织出的生态系统中。
   大自然这个神奇和蔼的长者，显然，它是可以接受新的孩子的。不过，需要的是像木村这样用正确
的方式养育出的孩子。但长着刺的孩子怎么去拥抱，强行只会是等待最后一滴血的掉落。

   不知道为什么，2000年后，曾经在果园肆虐的卷叶蛾绝迹了。所以这几年，木村不再使用装了发酵
苹果液的水桶，也不需要手上挂着塑料袋抓虫了。树叶和果实仍然会生斑点落叶病和黑星病，但只是
少数。即使出现疾病，也不会扩散到整个果园。明明没有喷洒农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木村说
，最大的原因应该是果园中没有营养剩余。持续无农药栽培后，木村发现一件事。无论化学肥料还是
有机肥料，都会给苹果树提供多余的营养，这成为害虫聚集的原因：施肥可以让苹果树轻松地长大。
但对苹果树来说，由于可以轻易得到营养，就不需要努力扎根了。这和时下营养过剩却很少运动的小
孩子一样。众所周知，时下儿童不断出现免疫系统疾病，这和施以过量肥料的苹果树十分相似。结果
，苹果树失去自然的抵抗力，导致没有农药就无法战胜疾病和害虫。
   中国人现在得的各种富贵病难道不是这个原因吗？先不论食品的安全问题，就各种食物的精细化加
工，已经丧失掉了很多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并降低了胃的消化能力。且偏食造成身体营养不均衡，
如甜食的过量。加之重盐油肉，各种调味料。造成了身体营养严重过剩和营养比例失调。只为满足口
食之欲而不加均衡节制。那么疾病不尾随而至实在是有违天理，如果不加以改变，我想，也许只有将
大脑装在科学的机械体里，估计能避免生病吧。

有了岩木山上的发现后的第五年，木村停止播种大豆，因为大豆根部已经没有根瘤菌了。第一年，大
豆根部长满了根瘤菌。第二年、第三年后，根瘤菌的数量逐渐减少。当土壤中的氮不足时，根瘤菌和
大豆的根共生，补充氮。土壤中的氮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反过来会抑制根瘤菌的活动。第五年不再有
根瘤菌，一定是因为果园的土壤里有了足够的氮。大自然不会浪费任何资源。随着根瘤菌的减少，苹
果树也越来越健康，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不光是苹果树，整座果园都充满了活力。
杂草和昆虫的种类大大增加，包括土壤中、树干和树叶表面栖息的菌类在内，果园里的生物种类约有
几千种。几千种生物相互竞争、相互依存，编织出一个生态系统。
大豆从果园中消失后，喜欢湿气的杂草开始扩张势力。这种草占了几年优势后，另一种草又四处横行
。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年份，各式各样的草交迭更替，改变着果园的模样，好像万花筒一般。
昆虫的世界也一样。当树叶变得茂密，卷叶蛾和尺蠖比之前更多了，但专门吃卷叶蛾和尺蠖的昆虫也
开始增加。
当苹果树开花并每年都有收成后，果园里出现了数量庞大的蜜蜂。胡蜂、日本大黄蜂、双斑长脚蜂、
细腰蜂⋯⋯各式各样的蜜蜂在苹果树上和根部筑巢。曾经有一段时间，一棵树上有几十个蜂巢，简直
就像枝头长出了苹果，木村笑称“感觉像前卫艺术“。粗略地计算一下，发现整个果园有几千个蜂巢
。听说曾经因为蜜蜂太多，根本无法进入果园工作。把蜂巢从树上打下来，敲开一看，里面挤满了卷
叶蛾和尺蠖。
蜜蜂横行了三年，如果苹果园里的害虫也因此消失，事情就简单多了，但大自然不是这么简单。第四
年，果园里的蜂巢数量大大减少，只剩下零零星星的几个，但木村并不觉得卷叶蛾和尺蠖明显减少。
可能在自然生态平衡的地方，食肉动物不可能完全把食草动物消灭。
木村的果园里上演的是自然界的博弈，就好像台风发生时，周围空气会吹进台风的旋涡一样，当果园
的生态系统发生某种变化，肉眼看不到的空隙就让大量蜜蜂有了孕育生命的余地。随着台风北进，气
压差逐渐消除，风力减弱，其他生物又会填补这个空隙，导致蜜蜂的数量减少。
土壤中的博弈，一定也在果园里不引入注目的地方发生着。随着这种博弈不停地上演，果园里的生物
种类日益丰富。多种生物轮番登场，在这里繁衍栖息，果园的生态系统呈现出更富有弹性的稳定状态
。果园中上演的不是一场博弈，而是几百、几千场博弈，整体失衡的可能性就大为降低。不停拍打的
海浪可以改变海岸的地形，多种生物的活动也会使果园的生态系统更富有弹性，也更强韧。
果园不是原生态的野生。为了把苹果树培育得像橡树般坚忍不拔，必须让苹果树融入果园的生态系统
，这成了木村的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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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说秋天割草。木村说：“割草是为了让苹果树知道秋天来了。”从岩木山回来后，他开始让杂草
恣意生长，几年后，他发现如果一直让草长到秋天，苹果不容易变红。木村认为杂草发挥了保温的功
效，所以即使气温下降，地面的温度也不会下降，地面的温度也不会下降。于是某年秋天，他试着把
苹果树周围的杂草割除，发现苹果的颜色变漂亮了。从此之后，每年入秋，他就会把果园的杂草割一
次。
蜜蜂的大量出现告一段落后，木村开始在苹果树上挂上水桶，里面装着稀释过的发酵苹果制成的液体
。有时候一夜过后，会有一百只蛾浮在水面。这些蛾日后会产下尺蠖、卷叶蛾幼虫和毛毛虫。之前，
他看到蛾群围着发酵的苹果打转，于是想到了这个主意。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改用红色或黄
色的暖色系水桶，并将水桶的高度调整为和人的视线平齐，可以更容易吸引蛾，因为蛾经常在这个高
度飞来飞去。
这种方法当然无法和农药匹敌，但可以大大节省除虫的时间。他每年坚持用这种挂水桶的方法，卷叶
蛾和尺蠖的数量确实慢慢地减少了。
修剪树枝时，木村也有独特的方法。树枝修剪对果树栽培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树枝的修剪决定了树
形，也就是树的形状。树形对果实和树叶的生长、阳光的照射情况，以及病虫害的发生有极大的影响
。明治时代的果农之所以深受病虫害之苦，不光是因为缺乏农药，更因为没有确立这种修剪技术。
木村会根据苹果树叶的叶脉修剪树枝，他认为叶脉的形状和树根的形状一致。根据叶脉形状再配合以
根部的扎根情况，修剪出的就是苹果树的理想树形。在此声明，这只是木村采用的方法，其他果农听
了一定会目瞪口呆。况且，苹果树是嫁接树木，根部是作为砧木的海棠根，叶子则是苹果叶，为什么
根部和叶脉形状会一致？如果要木村回答，他一定会说，自己的工作不是回答这些问题，他只是观察
树叶和根部后，直觉地这么认为。最重要的是，凭着这种直觉修剪后，苹果树的确比以前更加茂盛，
结出更大的果实。
“因为我是农民。”木村觉得他的一位邻居说得好，他不是学者。如果是学者，可以用一辈子专心研
究苹果树上某一种虫的形态。“但是，农民不能这么做。农民这个词在日文中用‘百姓’表示，百姓
就是要做一百项工作的意思，如果不精通一百项工作，就无法当农民。"
这并不是木村的挖苦。研究一只虫可能有世纪大发现，事实上，研究过程中也往往无法只研究那种虫
，但这种研究绝对不是白费工夫。如同金字塔是由无数块石头堆积起来的，不为人知的小小发现的不
断积累，支撑着人类创造的巨大架构——文明。木村当然很清楚这些道理。
然而，如果用这种方法，“根本别想当农民“也是事实。
苹果树从土壤中吸收的水量一年之内如何变化？杂草在不同时期会从土壤抢走多少养分？泥土中的哪
些细菌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性引诱剂可以在何种程度上阻碍果园内蛾的生殖活动？今年冬天的气候和
明年夏天的气候有什么关系⋯⋯
如果把木村所说的话都记录下来，一两本书根本写不完。令人惊讶的是，这些丰富的知识几乎都是木
村在果园中摸索出来的。如果说自然科学，也就是学者的方法论，是将大自然细分进行研究分析，那
么木村想说的是，自己做的事情完全相反。大自然根本无法细分。速是木村通过橡树的根领悟到的真
理。在大自然中，没有任何生命是孤立的，无论如何精密地分析大自然，人类也根本无法自己创造出
一颗苹果。因此，不是将大自然细分，而是要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加以理解。农民必须面对的不是科学
家分解之后的大自然，而是无数生命彼此牵连一体的、活生生的大自然，所以，农民必须精通上百种
工作。
这件事知易行难。面对某件事物时，人类已经习惯从分析的角度去认识。所以，木村把苹果树干的导
管用墨水染色，测量电阻，分析水分的移动量，他凭着直觉，把这些知识运用在照顾苹果树上。这些
知识正确与否，不是取决于能否刊登在一流的学术杂志上，而是取决于苹果园的情况，取决于苹果树
可以结出多么优良的果实。苹果是木村的学术论文，也是他独一无二的业绩。因此，他说自己不是学
者而是农民，也许是他的一种哲学。正因为他是真正的农民，才想去突破自然科学的界限。
其他果园的苹果树根长度最多只有几米，木村的苹果园长满杂草，没有施肥，但调查之后发现，他的
苹果树根足足超过二十米。从树枝和树叶看不出太大的差异，然而，地下的根简直就像两种生物。这
一点和病虫害不再蔓延绝对有密切的关系。
只是不施肥，当然不可能有这样的结果。如果事情这么简单，本村也不需要吃那么多苦。睢一明确的
是，苹果园的情况提不像一加一等于二这么简单，也不是一对一的因果关系。害虫消失、疾病不再蔓
延的原因绝对不是单一的。

Page 12



《这一生，至少当一次傻瓜（精装啊�

不管是化学肥料还是有机肥料，木村都不施，也绝对不使用会损伤树根的农业机械；果园内杂草丛生
，使泥土接近大自然最初的状态；当土壤中氮不足时，就播种大豆；每年秋天割一次草；随时注意疾
病发生的征兆，定期地喷洒醋；害虫增加时，把装有发酵苹果液的水桶挂在树上，根据叶脉修剪苹果
树⋯⋯以上种种皆是原因，这使他的苹果树根出乎意料地牢固。即使不需要借助农药和肥料，也可以
结出硕果。我们可以说，木村用自己的眼睛和双手取代了农药和肥料，充分运用大自然的规律栽培苹
果。因此，木村的苹果园是大自然、苹果树和木村三者合作的结晶。木村花费了三十年的时间，创造
出这样的苹果园。用木村自己的话来说，他只是协助苹果树而已。
发现大自然运行的规律，通过观察和协助，让自然给予最香甜的果实。

7、《这一生，至少当一次傻瓜（精装版）》的笔记-第2页

        那是一家只有资深老饕才知道的餐厅，预约用餐起码得等上半年。这家餐厅的一道招牌菜就是“
木村先生的苹果汤”。主厨井口久和先生一边切苹果，一边说：“这种苹果居然不会烂，一定凝聚着
种植者的灵魂⋯⋯”
在井口先生的厨房，我们看到一个切成两半、已经保存了两年的苹果。一般的苹果切开后很快就会变
成咖啡色，然后开始腐烂。然而，木村先生的苹果不会烂，只会枯萎般越缩越小，最后变成淡红色的
果干，散发出甘甜的香气。

8、《这一生，至少当一次傻瓜（精装版）》的笔记-第1页

        朱立伦倾情推荐，感动千万人的励志故事全新精装版，这是智者的傻瓜哲学，聪明人永远不懂的
成功秘密。

9、《这一生，至少当一次傻瓜（精装版）》的笔记-第102页

            当时，我去求每一棵苹果树。它们日渐衰弱，恐怕连根都完蛋了，只要稍微推一下树干，树就
开始摇晃。当时我想，这样下去，树很快会枯掉。于是我走到每棵苹果树前低头拜托，对苹果树说：
“对不起，让你们受苦了。你们不用开花，也不用结果，只求求你们不要枯死。”我已经不知道自己
该做什么，也没办法告诉家人这些事，只能像以前一样去果园工作。那时候真的是一筹莫展，只能求
苹果树。其他果农看到我这副模样，一定觉得我疯了。不过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我最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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