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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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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论语遇上算盘:日本企业之父的经营之道》：《论语》是中国的经典，算盘是中国的发明，然而将
两者结合起来的却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人涩泽荣一。作为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儒商，涩泽荣一一生
崇拜孔子，积极致力于将《论语》思想运用到经商实践。他认为“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同对《
论语》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他的这种“义利合一”的经营理念为日本经济发展和
现代化进程建立了核心价值观。纪录片《大国崛起》中这样说道：一手握《论语》，一手握算盘的经
商思想是日本崛起的秘诀。本书是涩泽荣一从实业界引退后毕生经验的总结。他结合《论语》的章句
，简明易懂地将自己长时间的人生经历、事业体验娓娓道来。其丰富的经验之谈，涉及了经营和处世
的方方面面，至今都具有很强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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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涩泽荣一（1840—1931），日本近代产业先驱，工商业的精神领袖，被誉为“日本企业之父”、“日
本产业经济的最高指导者”、 “儒家资本主义的代表”。

    作为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儒商，涩泽荣一一生崇拜孔子，并积极地致力于将《论语》思想运用到经
商实践中。他反对所谓经济活动与伦理道德不相客的观念，主张伦理道德与经济的统一，鼓励人们修
学向上。这些儒商精神对日本企业，乃至日本经济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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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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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  伟大的智者孔子／007  第二章  我的青年时代  策划暴动／012  侍奉一桥家／015  辞官／020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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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109  谈话的策略／111  直言是“仁”还是“暴”／115  直言不讳而被大久保利通厌弃／117  第六章 
生活和信条  “一日三省”可增强记忆力／122  不加思考的勇气／124  暴虎之勇／127  关于浅野总一郎
／130  只求自身清高／133  山鹿素行对朱子学的批判／136  比智慧更重要的东西／139  通情达理／142  
抵得住诱惑／146  昂然的气概／148  游于艺的悠闲／152  圆朝与九代目团十郎／155  勿“佞”／158  木
户孝允的人物鉴别法／162  过失分为两种／164  悲观的井上，乐观的大隈／166  决断的快与慢／169  一
个人的晚年决定着别人对他的评价／172  认为常识万能是缺乏气概的表现／175  不体面的自我辩解
／178  见义不为／182  见不义而不为之勇／185  第七章  《论语》算盘说  干净的金钱与肮脏的金钱
／188  朱子学的系谱／191  企业的社会责任／196  投机与商业的区别／198  不要局限于眼前利益／201  
信任古河市兵卫的理由／204  名将善于殿后／207  在赤字会社孤军奋战／211  奢侈与节俭／215  第八章 
教育的理想状态  家庭教育／218  填鸭式教育无益／221  做学问的目的是就职吗／224  相信就要坚持到
底／226  无用之沽名钓誉的学者／229  努力的人和不努力的人／230  进步并非直线式／232  国防不只是
军备／234  第九章  我的孔子观  孔子政治家学说／238  政治是目的还是手段／242  世界名著《论语》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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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企业成败在于人也许大家会感觉到不可思议，为什么我会如此喜欢孔子的《论语》，在日常生活中将
其铭记于心，甚至将其作为行为准则。关于此事，必须首先从幼年时期我所接受的教育说起。明治维
新前的教育主要是对中国书籍进行学习。在江户（东京的旧称）等地，首先教授《蒙求》1或《文章
规范》，但在我的故乡（今琦玉县深谷市），首先学习《千字文》《三字经》等，之后，转学四书（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易经》《书经》、《诗经》《礼记》《春秋》），如
果之后能够完成对《文章规范》《唐宋八大家文》等文章的学习，并能够学习历史方面的《国史略》
《十八史略》以及《史记》《列传》等，再能够完成对《文选》的学习，则可视为接受了完整的教育
。七岁时父亲教我《三字经》，八岁时，年长十岁的表哥、汉学者尾高惇忠（蓝香）教我四书。多年
后，这位表哥的妹妹成了我的妻子，而我喜欢《论语》，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世上，也有请来
德高望重的禅师倾听佛门教诲的笃志者，在我们涩泽家，我每月聆听一次宇野哲人老师的《论语》讲
义。但我听讲义不只是因为兴趣。虽然生性愚钝，无论如何努力也有诸多达不到的地方，但是，我会
把《论语》中孔子的教诲铭刻于心严格遵守，并实践之躬行之。在此意义下，《论语》之于我，与大
家对它的兴趣有些不同，可以说我至今都在努力将《论语》的章句直接活用于现实生活中。于明治六
年（1873）我辞去官职投身实业。因为我相信必须发展工商业（当时还没有“实业”这个词），使国
家富强。而且，我认为亟须合并小资本以形成大资本的合资组织，即株式会社，并致力于此。另外，
如果一旦经营公司，则第一需要的是人才。明治初年（1868），政府虽然扶持兑换、开拓等公司，但
这些公司相继以失败告终，正是由于没有人才。我发现公司为了事业能够成功而要拥有合适的人才，
就必须具有为了活用其人才而应该遵守的基准。另外，也发现我自身也必须具有作为判断根据的明确
的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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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就经营的《社会责任》所论述的历史人物中，无出那位伟大的人物涩泽荣一之右者。涩泽是世界
上第一位看清经营的本质只在于“责任”的人。”    ——彼得·德鲁克的《管理》（钻石社）    涩泽
荣——“一手握《论语》，一手握算盘”的经商思想是“日本崛起的秘诀”。    ——央视纪录片《大
国崛起》    涩泽荣一从东方的儒学传统中为经商找到了高尚的动机：经商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社
会，这不仅同理想人格没有矛盾，而且还是实现理想人格的最佳途径，正所谓公益即私利，私利能生
公益。这一解释赋予了商业活动新的意义，进而改变了日本社会的价值观。    ——早稻田大学政治经
济学教授 堀真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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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论语遇上算盘:日本企业之父的经营之道》：《论语》是中国的经典，算盘是中国的发明，然而将
两者结合起来的却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人涩泽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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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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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2、对这本书最直观的感觉就是，来自日本的，来自商业巨人的“论语别裁”；似乎稻盛和夫还有松
下幸之助的书，也有一些涩泽荣一叙事的风格。就像半部论语治天下，关键不是教条本身，而是对实
际情况的思考，考虑孔子当时的条件下基于智慧做出什么样的判断，现在不需要迷信，用正确的方法
，根据情况
3、可以侧面了解论语对日本人的影响。语言习惯不太适合内地广大人民群众。
4、一般般喔，可能还不懂欣赏
5、很不错很受益
6、值得探讨的好书，下来好研究！
7、论语，以前读过，如果结合这本书读读，收获颇多。比于丹讲的强多了。是涩泽荣一晚年写的，
经历丰富，平淡中透着传奇。
8、书写的很一般，难道是大道至简。。。
9、好东西，绝对的好东西。长长见识吧
10、看完这个觉得  涩泽荣一比于丹的认识深刻  语言精练一些   值得一看吧
11、好A，启迪意义很大，开卷有益呦！！！
12、其实将论语与商业结合，在中国也有一位，即晋商乔致庸，不同的是两个人的结局，一位获得成
功，一位有心无力，功败垂成。
     这本书很好，值得一读，会引发很多思考。
13、帮我哥买的书，这本书是送的，感觉一般，我哥不大喜欢呢！唉，不过也没办法了，送的书可以
选择的太少了！选了本不大好的书！！
14、涩泽荣一在这本书中讲的就是，人生中应当如何处理功利与道德的关系。涩泽荣一的基本思路就
是将二者结合在一起，即“论语”加“算盘”。这一思路突破了将道德与功利相对立的传统思维，是
一种新型的现代思维，是日本近现代文化进步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更为可贵的是，涩泽荣一不仅发现
了这一思路，而且成功践行了这一思路。与之相比，这一思路在中国文化进步中却成长欠佳，始终没
有长大成人。
中国正处于涩泽荣一经历的转型期，对渴求进步、发展的企业、个人都有很大作用
15、在中国被批判的儒教，在日本被发扬光大，结果就是中国穷、日本富。道德沦丧的中国商人应该
看看
16、好书一本，细心研磨。
17、左手论语，右手算盘，“士魂商才”理念在当下中国的现实土壤中有多大意义？
18、值得購買,寫的很生動~!!
19、可以，很不错的，很值得一读。
20、不知怎么的 没塑封 里面还没看 99赠书时买的
21、年轻人应该读一读
22、感觉有点像是对明治各人物吐槽中的感悟。善于殿后者方是大将，突然就想起了戴安澜将军。对
一桥庆喜公越发好奇。
23、只能说太老了，没有新意
24、论语新解
25、还很不错的书 我很喜欢
26、关于企业经营的篇章比较少，有些遗憾。
27、当论语遇上算盘，一百多年前，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的最高指导者的涩谷荣一就提出了经济道德
合一说，并亲身实践经营过470余家企业，真正体现出了经营有本质在于“责任”的实质。论语的具体
应用在日本，我辈的汗颜。
28、看看，赚积分
29、排版一般，内容也还行，但是整体的收获一般
30、挺满意的，质量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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