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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稻盛和夫》

内容概要

面临全新的21世纪，美国、日本、中国等国家、企业为首的众多集团，以至全人类都面临着一个问题
，那就是为了实现和满足人们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追求，为什么需要非常优秀的并且具有出众的领
导者资质的人？同时作为领导者，到底要怎么做，才能符合个人的价值追求，并且担负起社会赋予的
责任。为更深一步探讨这一问题，本书涵盖了稻盛和夫本人的观点，同时还包括：肯尼迪、界屋太一
、大前研一、中曾根康弘等出色领导者的看法。对于领导者的资质的具体内含以及该怎么做，进行了
深刻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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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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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稻盛和夫》

书籍目录

序章 二十一世纪要求的领导能力
第一章 领导产生的社会条件
第二章 政治领导者的方式
第三章 理想领导者画像
终章 从历史来考量二十一世纪所要求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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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稻盛和夫》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国家就是一种极具威严和震慑力的存在。国家甚至可以强制性地让自己的国民面临死亡的
威胁（被征召上战场）。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英国政治家、哲学家。—
—译者注）曾经在他的著作《利维坦》中写道：“国家即便再强大也不应该强大到能够命令自己的国
民去面临死亡危险的地步。”然而，20世纪的国家体制却恰恰是这样，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工
业社会的顶峰期，全世界范围内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没有国家的存在。然而眼下，国家政权的弱化进程
却在急速推进，在某些落后地区，甚至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稳定的国家政权。从非洲南部一直到阿富汗
的广阔地域，有很多地区虽然存在着武装势力，但是却没有能够称得上是国家政权的、具备法制机能
的组织体系。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重大变化。而并非这些地区的独特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信
息媒体的显著变化。领导者需要与信息媒体保持紧密联系。保罗·肯尼迪曾经指出，希特勒通过发动
群众获得了在德国的统治地位，而罗斯福则是通过广播宣传实现了政治上的成功。由于领导者的特殊
定位，因此不管在任何时代都必须拥有能传递自身理念的信息媒体。而现在的信息媒体界已经发生了
革命性的变化，从以前的文字和话语信息转变成了现代的“综合媒体”。最近以来，年轻人中开始流
行简短的象征性语言，其中一个特点就是不再用正确的传统方式来表示数字，这就与20世纪的工业社
会完全不同。必须确保数字的正确，是古代或者近代社会的特征，原始社会或中世纪的社会里找不到
这样的特征。在这样一个综合媒体的背景下，信息作为一种气氛向外传播，自然也就需要与20世纪截
然不同的领导者。不管什么样的社会，为大众指出方向是领导者的职责，然而在战后四十年间，日本
却形成了在理念清晰的前提下选拔领导者的习惯和体制。没有形成一种有效的机制，使那些能够根据
社会大众的要求进行理念创新的人才被选拔出来，这也是当前日本遭受各种挫折磨难的根源所在。 截
至1998年，日本基本上没有实施任何改革措施。口头呼吁要放宽管制、推动行政改革，行动上却依然
继续着大规模生产模式的社会形式。1998年4月，日本政府对19家主要金融机构注入1万8千亿日元公共
资金时，完全是根据各家金融机构的规模按比例发放的，由此就能看出其中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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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稻盛和夫》

精彩短评

1、0301~0312
民间流动图书馆借来的第一本书，看着干净，还是稻盛和夫的名字就拿来了。可能是翻译的好，通俗
易懂，看起来特别快，第一天就看了80多页。主要说了领导人的必要性，以及作为领导人的必要品质
。有点看历史的感觉，提到不少美国总统，华盛顿更是不可超越的伟人。也因此让我关注起美国总统
来，不错。下次去流动图书馆去送书。

2、可以給事業上的方向..值得一看
3、纯对话 无知识点

Page 7



《对话稻盛和夫》

精彩书评

1、不仅是国家，企业的盛衰也同样取决于企业的领导者。就如近年来，在日本和美国如春芽般冒出
众多新兴企业的同时，也有不少传统知名企业显现出衰败的迹象。可是，究竟怎样的领导力才能让国
家和企业走向兴盛，并给其成员成员带来幸福？什么才是领导者的正确姿态？我们又如何才能够发掘
和推举出优秀的领导者呢？保罗·肯尼迪曾将个人魅力例举为有力的领导力：我把领导力的类型分成
三种，每一种领导力都能给现在的我们一些启发。第一，也是最广为人知的领导力类型就是所谓的个
人魅力型领导者。这是一种能够鼓舞社会大众，引导众人走向伟大目标的类型。20世纪里最有名的个
人魅力型领导者大概要算温斯顿·丘吉尔了。但是丘吉尔并非从一开始就是一名伟大的领导者，在20
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期间，他也曾经犯过不少政治错误，在1945年以后，他也没能再做出任何重要的
贡献。正如他的官方传记作者马丁·吉尔伯特所指出的，在二战期间，丘吉尔发挥出了无与伦比的领
导力。第二个例子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他也是一位身处艰难时代的领导者。罗斯福与丘吉尔一样
，具有非凡的个人勇气，他与小儿麻痹症进行过殊死搏斗，终生必须靠轮椅才能行动。富兰克林·罗
斯福深知如何展示崇高目标，激发每个人的本能和人性。例如他曾经说过“我们唯一的恐惧就是恐惧
本身”这样一句简单明了但意义深刻的名言。他在别的发言中也对人类所应拥有的四种基本自由进行
过阐述，也就是免除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等。他在通过广播向全体美国民众发表“炉边讲话
”时，也是用能够令全体美国人感到温暖的语言来引导整个社会舆论的主流，让美国放弃了孤立主义
政策。再比如，对于1941年制定的以支援英国为目的的“武器租借法案”，他以向发生火灾的邻居出
借消防管为比喻做出了形象的说明。第三个例子就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伊丽莎白一世是一位身
处男性社会中的女性，对此她有着深刻的认识。伊丽莎白一世知道如何激发民众的自豪感，她的时代
是一个莎士比亚、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1540—1596，英国著名探险家和航海家，在麦哲
伦之后第二位完成环球航海的探险家。——译者注），以及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1554
—1618，英国贵族和探险家。——译者注）轮番上场，整个英格兰都蓬勃向上的时代。当时的英国国
民出于对欧洲大陆各国的独裁统治的反感而组建了代表自身的议会。伊丽莎白一世明白，如果能在不
剥夺国民自由的情况下激发他们的爱国心，必然能够赢得民众对君主以及君主制的支持。但是这需要
展示自身诉求，赢得大众拥戴的能力。还有很多这种类型的领导者。例如，南北战争期间的亚伯拉罕
·林肯，以及20世纪60年代主导了法国复兴的戴高乐将军。他们尤为伟大的地方在于能够认清时代潮
流，并针对具体状况采取相应的行动，也就是俾斯麦所说的机智敏捷地掌好船舵。这些领导者都以自
身强大的勇气，身先士卒地率领民众共赴国难。与此同时，他们又深谙如何团结大众，使其效忠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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