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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工作》

前言

序由认知障碍者引导的人生终极幸福日本理化学工业公司是一家只有74名员工，却专心致力于粉笔制
造的一家小企业。1956年，我作为创业者继承了父亲的经营理念。那年我23岁，刚刚走出大学校门。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作为一个经营者，为了维持公司运营而坚持不懈地努力。说出来也许会
令你很吃惊，我的公司有7成的员工都是认知障碍者，对他们的聘用，是从我进入公司的第三年，聘
用了两名15岁的认知障碍者开始的。但是，当时的我既不知道什么是认知障碍者，也从来没想过会雇
用有身心障碍的人。事实上，当时不过是怀有一点点同情心和“顺其自然”的想法才促使我这么做的
。这一举动是我至今最引以为豪的。一般人可能都会认为认知障碍者的工作能力一定不如正常人，但
是，我却从他（她）们身上懂得了什么才是人生中最宝贵的东西，人应该怎样生活。时至今日，我依
然感触颇深。我从他们身上深刻认识到了“工作”的意义。我们的工厂里面竖立着一个由雕刻家松阪
节三先生亲手制作的“劳动幸福之像”，雕塑下面刻着这样的句子：先哲教育我们，人类的终极幸福
有四点：被爱，被赞赏，有价值，被需要。通过工作，我们可以得到除被爱以外的其他三种幸福。而
我相信，工作也能让我们得到那份爱。人类的幸福可以通过工作获得。让我发现这个简单道理的，就
是这些认知障碍者。当初，我曾经以为对他们来说，比起在工厂里辛苦工作，依靠残疾人福利制度轻
松度日应该更幸福。然而，他们并不希望如此。这是为什么？他们总是目不转睛、全神贯注地投入到
工作中，即使休息铃声响了也不肯放下手头的工作。为什么他们会如此专注？对于这个问题，我一直
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但是，有一天我终于豁然开朗了。每当他们得到“干得真漂亮”，“你真努力”
之类的夸赞时，总会高兴地连声说“谢谢”；如果听到“没你不行”时，更是会露出欣慰的笑容。那
种表情既包含着喜悦，也包含着自豪，同时，也教会了我很重要的东西。人只有通过工作，被赞赏，
被需要，才能够感受到作为人才有的幸福。只在家庭或者社会福利制度的保护下生活是无法获得作为
人的幸福感的。这种幸福感和成就感无与伦比，他们为此而拼命工作。对于把工作当成理所当然的我
而言，根本不会意识到这也是一种幸福。然而，即使是无意识的，“工作的幸福”也始终充满了我的
内心。这种感觉真的无可替代吗？——他们促使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而且，工作真的连“爱”都能
带给我们吗？正是因着彼此相互理解、相互体谅和相互鼓励，朝着目标共同努力，才会产生爱与被爱
的关系。也许他们智商不够高，但正是在他们身上，才以最纯粹的形态体现出人活着这一最根本的事
实。你听说过高僧周利盘特吗？佛教中，修行阶段最高的是罗汉，而释迦牟尼就是从十六名罗汉的弟
子中挑选出来的唯一一个。周利盘特记性不好，什么事情一听就忘，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住。这不就
是现在所说的认知障碍者吗？周利盘特有一个聪敏过人的哥哥叫摩诃盘特。有一天，摩诃盘特对周利
盘特说：“你待在这儿只会给别人添麻烦，赶快离开这儿吧。”说完，他就把周利盘特从祇园精舍赶
了出去。释迦牟尼看到周利盘特被赶出祇园后站在门外哭泣，就告诉他：“人各有路，你从明天开始
就一边念着这句话一边打扫院子吧。”说着，释迦牟尼送给周利盘特一句“拂尘除垢”，和一把扫帚
。自此以后，周围的人看到周利盘特专心致志打扫的样子都会不由自主地合起手掌，由于周利盘特尊
贵而高尚的姿态，无声即可说法，释迦牟尼把他列入了十六罗汉的行列。每当我看到这些残疾人在工
厂工作的情景，就会产生同样的感觉。正是在他们内心所拥有的周利盘特般无声说法的引导下，我才
一直努力工作到今时今日。父母的深切关爱我雇用残疾人已经有50年了。这期间，企业也有经营困难
的时期。那时，我们并不局限于粉笔制造这一主要业务，还涉足了诸多业务，总算是坚持下来没有裁
员。此外，为了寻找新的出路，我们还积极投身新产品的开发。这虽然是作为经营者理所应当的责任
，但最重要的是，我是为了他们才这么做的。不只是他们。他们的父母也深深影响了我。新入职的认
知障碍者进公司一段时间后，我时常会接到“他今天一个人去上班，请多多关照”这样的电话。家人
每天早晨跟在后面看着他去上班，担心他们独自去上班会不安全。这样的早晨，我也在不安地盼着他
们准时走进公司。终于等到他们了，听到他们“早上好”的问候，我悬着的心一下子落了下来，拍着
他们的肩膀鼓励道：“一个人来上班了啊，你也能独当一面了。”有时候我也会无意中看到一个人来
上班的孩子身后悄悄跟着的母亲，她们躲在电线杆后面，目送孩子进入工厂。这样的深切关爱令我十
分动容。我们公司第一名认知障碍者职员叫林绯沙子，她的母亲脸上总是挂着笑容，乐观热情，令我
难忘。作为认知障碍者的母亲，她承受着难以言表的辛苦，可她性格开朗，一点儿也看不出辛苦的样
子。也许是受母亲性格的影响吧，绯沙子也是一个笑容甜美、平易近人、深受大家喜爱的女孩子。她
工作努力，在公司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有一天，林绯沙子下班时高兴地告诉我说，昨天她的母亲做了
红小豆饭。我问她为什么，她害羞地笑着说，因为昨天受到了公司的表扬，所以母亲把住在附近的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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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工作》

人都叫来一起吃红小豆饭，所有人都对自己表示了祝贺。这时，我笑着告诉她：“继续努力，再获得
表扬的话，就又能吃到红小豆饭了哦。”当时，我并不知道林绯沙子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是母亲一
个人拉扯4个孩子长大成人。而且，林绯沙子的姐姐也是认知障碍者，从残疾人学校毕业后进入一家
公司工作，但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对于有着如此经历的母亲来说，林绯沙子能够顺利工作是一件多么
值得高兴的事情啊。一想到用“红小豆饭”鼓励女儿的母亲的良苦用心，我的心里就涌起一阵暖意。
说实话，认知障碍者在民间企业就业比身体残疾者更难。所以，他们的父母肯定急切希望有公司能给
孩子工作机会，我们也努力继续雇用认知障碍者，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这么做本是想守护他们
的家庭幸福，可真正的受益者却是我们自己。多亏了他们，不善经营的我才能把公司开到现在。请珍
视“工作的幸福”就这样，靠着多方帮助，日本理化学工业步入了正轨。此外，自从2008年3月坂本光
司先生所著的《日本最值得珍惜的公司》介绍了我们公司之后，报纸、杂志和电视等媒体开始热切地
关注我们。感到欣喜和吃惊的同时，我也开始思考“为什么会是我们的公司”。2008年11月，我参加
东京电视台《坎布里亚宫殿》节目之后，收到了许多观众的来信。令我印象颇深的是，有半数以上的
来信都来自白领上班族。这其中的很多人都是看了认知障碍者勤奋工作的样子后，开始思考自己“工
作的意义”的：“认知障碍者工作的样子让我深受感动。”“我们会对工作产生这样的感觉吗？”“
四种终极幸福是我们人类共同的追求。”“终极幸福是日本正在失去的宝物。”也有人在来信中坦承
了“自己麻木的内心”。这些信件也让我产生共鸣。通过关注近几年来的新闻，我总觉得整个社会已
经迷失了“工作”这个词的真正意义。例如近年来日本公司纷纷采取的“辞退合同工”的手段。在严
峻的经济形势下，公司为了生存不得不这样做，可一想到那些失去工作的人，我就很难受。而保住了
饭碗，员工也不得不每天忧心忡忡，生怕明天被裁员的就是自己。即使是在工作时，他们也会常常怀
着不安的情绪吧。此外，越来越多的30岁左右的上班族患上了抑郁症。为什么正值盛年的他们不仅不
幸福，还总是烦恼呢？而他们的家人也一定深受其苦。也许，正是因为感觉到“工作的幸福”的人越
来越少，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人开始关注我们的公司吧。我总是觉得日本社会目前的工作环境一定是
哪里出了问题。我们是不是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工作的出发点？是不是有必要试着侧耳倾听一下“无
声的说法”？这个时候，我被认知障碍者所引导的人生，以及日本理化学工业所取得的进步，很大程
度上都得益于大家的帮助⋯⋯出于这个想法，我就冒昧地总结出了这本小册子。我认为，公司就是带
给员工“工作的幸福”的场所。当然，为了生存，公司一定会考虑利益问题，但是，如果坚持“利益
第一”而将“工作的幸福”弃之不顾的话，公司就会失去长远发展的潜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
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工作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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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工作》

内容概要

《我们为什么工作》内容简介：作者日本理化学工业会长大山弘泰，50年的经营里雇用残疾人总数达
全体员工的70%，成为日本最有人情味的民营企业。《我们为什么工作》就是讲述这个温馨企业、日
本畅销书《日本最珍贵的企业》中的粉笔制造厂的故事。通过一系列感人至深的职场故事，作者告诉
我们到底为何而工作，带领读者寻找人生终极的四种幸福。

Page 4



《我们为什么工作》

作者简介

大山泰弘，日本理化学工业股份公司会长。在1975年，在川崎市建立了日本第一家多数雇用智力残障
人士的示范工厂。现74名员工中有53人是智力残障人士（残疾人雇用率达70%）。经营业绩突出，其
经营方式广受社会好评，并被多加新闻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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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工作》

书籍目录

序
由认知障碍者引导的人生
终极幸福
父母的深切关爱
请珍视“工作的幸福”
第一章
最大限度地利用“逆境”
社会的局外人
终其一生都未曾知道工作的意义
“我们来照顾你。”
制造对人体无害的粉笔
没有烧掉的粉笔制造机
第一次挫折
捕获人心的“心灵雕刻家”
父亲承受的重伤
“继承公司”的意志
支持我们雇用残疾人的是他们的父母
第二章
工作使人幸福
“河马园长”的话
住持的教诲
不知不觉表决心
职场上的摩擦
残疾人和健康人，谁才是重心
解除困惑
“利益”和“感情”的冲突
立志成为世界第一的工厂
“红绿灯”的闪烁
超越JIS规格
“让公司成为一个整体”的改革
绝不输给正常人
因为是公司，所以我们做得到
第三章
得到地方的支持
作为经营者的“关键”
天无绝人之路
去承包化
立志超越父亲
终于开发了无尘粉笔
“必胜”和“孩子”
新的可能性
顺应时代的“虾夷盘贝壳粉笔”
公司就是靠地方支持的
第四章
感受到幸福才会成长
“等待”是有意义的
靠工作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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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在的话会给公司带来困扰”
调动“积极性”的窍门
没有专门的员工培训
在共同工作中成长
第五章
建立残疾人雇用制度是为了推广“工作的幸福”
无法提高的残疾人雇用率
福利保障制度保障生活，工作依靠企业
企业犹豫不决的理由
将福利预算转向企业
“你想要与劳动省为敌吗”
阻碍实现“人人都可以工作的社会”的绊脚石
“福利”的真正含义
雇用残疾人的益处
第六章
公司是带给人幸福的地方
“经济”的真实含义
“福利主义”的提出
国家应发挥的作用
让每个人都获得“工作的幸福”
日本人的“共生理念”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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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工作》

章节摘录

序由认知障碍者引导的人生终极幸福日本理化学工业公司是一家只有74名员工，却专心致力于粉笔制
造的一家小企业。1956年，我作为创业者继承了父亲的经营理念。那年我23岁，刚刚走出大学校门。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作为一个经营者，为了维持公司运营而坚持不懈地努力。说出来也许会
令你很吃惊，我的公司有7成的员工都是认知障碍者，对他们的聘用，是从我进入公司的第三年，聘
用了两名15岁的认知障碍者开始的。但是，当时的我既不知道什么是认知障碍者，也从来没想过会雇
用有身心障碍的人。事实上，当时不过是怀有一点点同情心和“顺其自然”的想法才促使我这么做的
。这一举动是我至今最引以为豪的。一般人可能都会认为认知障碍者的工作能力一定不如正常人，但
是，我却从他（她）们身上懂得了什么才是人生中最宝贵的东西，人应该怎样生活。时至今日，我依
然感触颇深。我从他们身上深刻认识到了“工作”的意义。我们的工厂里面竖立着一个由雕刻家松阪
节三先生亲手制作的“劳动幸福之像”，雕塑下面刻着这样的句子：先哲教育我们，人类的终极幸福
有四点：被爱，被赞赏，有价值，被需要。通过工作，我们可以得到除被爱以外的其他三种幸福。而
我相信，工作也能让我们得到那份爱。人类的幸福可以通过工作获得。让我发现这个简单道理的，就
是这些认知障碍者。当初，我曾经以为对他们来说，比起在工厂里辛苦工作，依靠残疾人福利制度轻
松度日应该更幸福。然而，他们并不希望如此。这是为什么？他们总是目不转睛、全神贯注地投入到
工作中，即使休息铃声响了也不肯放下手头的工作。为什么他们会如此专注？对于这个问题，我一直
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但是，有一天我终于豁然开朗了。每当他们得到“干得真漂亮”，“你真努力”
之类的夸赞时，总会高兴地连声说“谢谢”；如果听到“没你不行”时，更是会露出欣慰的笑容。那
种表情既包含着喜悦，也包含着自豪，同时，也教会了我很重要的东西。人只有通过工作，被赞赏，
被需要，才能够感受到作为人才有的幸福。只在家庭或者社会福利制度的保护下生活是无法获得作为
人的幸福感的。这种幸福感和成就感无与伦比，他们为此而拼命工作。对于把工作当成理所当然的我
而言，根本不会意识到这也是一种幸福。然而，即使是无意识的，“工作的幸福”也始终充满了我的
内心。这种感觉真的无可替代吗？——他们促使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而且，工作真的连“爱”都能
带给我们吗？正是因着彼此相互理解、相互体谅和相互鼓励，朝着目标共同努力，才会产生爱与被爱
的关系。也许他们智商不够高，但正是在他们身上，才以最纯粹的形态体现出人活着这一最根本的事
实。你听说过高僧周利盘特吗？佛教中，修行阶段最高的是罗汉，而释迦牟尼就是从十六名罗汉的弟
子中挑选出来的唯一一个。周利盘特记性不好，什么事情一听就忘，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住。这不就
是现在所说的认知障碍者吗？周利盘特有一个聪敏过人的哥哥叫摩诃盘特。有一天，摩诃盘特对周利
盘特说：“你待在这儿只会给别人添麻烦，赶快离开这儿吧。”说完，他就把周利盘特从祇园精舍赶
了出去。释迦牟尼看到周利盘特被赶出祇园后站在门外哭泣，就告诉他：“人各有路，你从明天开始
就一边念着这句话一边打扫院子吧。”说着，释迦牟尼送给周利盘特一句“拂尘除垢”，和一把扫帚
。自此以后，周围的人看到周利盘特专心致志打扫的样子都会不由自主地合起手掌，由于周利盘特尊
贵而高尚的姿态，无声即可说法，释迦牟尼把他列入了十六罗汉的行列。每当我看到这些残疾人在工
厂工作的情景，就会产生同样的感觉。正是在他们内心所拥有的周利盘特般无声说法的引导下，我才
一直努力工作到今时今日。父母的深切关爱我雇用残疾人已经有50年了。这期间，企业也有经营困难
的时期。那时，我们并不局限于粉笔制造这一主要业务，还涉足了诸多业务，总算是坚持下来没有裁
员。此外，为了寻找新的出路，我们还积极投身新产品的开发。这虽然是作为经营者理所应当的责任
，但最重要的是，我是为了他们才这么做的。不只是他们。他们的父母也深深影响了我。新入职的认
知障碍者进公司一段时间后，我时常会接到“他今天一个人去上班，请多多关照”这样的电话。家人
每天早晨跟在后面看着他去上班，担心他们独自去上班会不安全。这样的早晨，我也在不安地盼着他
们准时走进公司。终于等到他们了，听到他们“早上好”的问候，我悬着的心一下子落了下来，拍着
他们的肩膀鼓励道：“一个人来上班了啊，你也能独当一面了。”有时候我也会无意中看到一个人来
上班的孩子身后悄悄跟着的母亲，她们躲在电线杆后面，目送孩子进入工厂。这样的深切关爱令我十
分动容。我们公司第一名认知障碍者职员叫林绯沙子，她的母亲脸上总是挂着笑容，乐观热情，令我
难忘。作为认知障碍者的母亲，她承受着难以言表的辛苦，可她性格开朗，一点儿也看不出辛苦的样
子。也许是受母亲性格的影响吧，绯沙子也是一个笑容甜美、平易近人、深受大家喜爱的女孩子。她
工作努力，在公司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有一天，林绯沙子下班时高兴地告诉我说，昨天她的母亲做了
红小豆饭。我问她为什么，她害羞地笑着说，因为昨天受到了公司的表扬，所以母亲把住在附近的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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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叫来一起吃红小豆饭，所有人都对自己表示了祝贺。这时，我笑着告诉她：“继续努力，再获得
表扬的话，就又能吃到红小豆饭了哦。”当时，我并不知道林绯沙子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是母亲一
个人拉扯4个孩子长大成人。而且，林绯沙子的姐姐也是认知障碍者，从残疾人学校毕业后进入一家
公司工作，但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对于有着如此经历的母亲来说，林绯沙子能够顺利工作是一件多么
值得高兴的事情啊。一想到用“红小豆饭”鼓励女儿的母亲的良苦用心，我的心里就涌起一阵暖意。
说实话，认知障碍者在民间企业就业比身体残疾者更难。所以，他们的父母肯定急切希望有公司能给
孩子工作机会，我们也努力继续雇用认知障碍者，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这么做本是想守护他们
的家庭幸福，可真正的受益者却是我们自己。多亏了他们，不善经营的我才能把公司开到现在。请珍
视“工作的幸福”就这样，靠着多方帮助，日本理化学工业步入了正轨。此外，自从2008年3月坂本光
司先生所著的《日本最值得珍惜的公司》介绍了我们公司之后，报纸、杂志和电视等媒体开始热切地
关注我们。感到欣喜和吃惊的同时，我也开始思考“为什么会是我们的公司”。2008年11月，我参加
东京电视台《坎布里亚宫殿》节目之后，收到了许多观众的来信。令我印象颇深的是，有半数以上的
来信都来自白领上班族。这其中的很多人都是看了认知障碍者勤奋工作的样子后，开始思考自己“工
作的意义”的：“认知障碍者工作的样子让我深受感动。”“我们会对工作产生这样的感觉吗？”“
四种终极幸福是我们人类共同的追求。”“终极幸福是日本正在失去的宝物。”也有人在来信中坦承
了“自己麻木的内心”。这些信件也让我产生共鸣。通过关注近几年来的新闻，我总觉得整个社会已
经迷失了“工作”这个词的真正意义。例如近年来日本公司纷纷采取的“辞退合同工”的手段。在严
峻的经济形势下，公司为了生存不得不这样做，可一想到那些失去工作的人，我就很难受。而保住了
饭碗，员工也不得不每天忧心忡忡，生怕明天被裁员的就是自己。即使是在工作时，他们也会常常怀
着不安的情绪吧。此外，越来越多的30岁左右的上班族患上了抑郁症。为什么正值盛年的他们不仅不
幸福，还总是烦恼呢？而他们的家人也一定深受其苦。也许，正是因为感觉到“工作的幸福”的人越
来越少，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人开始关注我们的公司吧。我总是觉得日本社会目前的工作环境一定是
哪里出了问题。我们是不是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工作的出发点？是不是有必要试着侧耳倾听一下“无
声的说法”？这个时候，我被认知障碍者所引导的人生，以及日本理化学工业所取得的进步，很大程
度上都得益于大家的帮助⋯⋯出于这个想法，我就冒昧地总结出了这本小册子。我认为，公司就是带
给员工“工作的幸福”的场所。当然，为了生存，公司一定会考虑利益问题，但是，如果坚持“利益
第一”而将“工作的幸福”弃之不顾的话，公司就会失去长远发展的潜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
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工作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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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如今，日本理化学工业已经走过50多年的风雨历程了。    闭上眼睛，浮现出
的都是曾经关照过我的社会各界人士。多亏了大家的帮助，我才得以改革工序，建设雇用残疾人的模
范工厂，才能在“必胜”粉笔的基础上开发出贝壳粉笔，应对各种事业上的挑战。这才是充实的人生
。    引导我直至今日的动力，正是这些认知障碍者们。工作的意义、人生中重要的事情，全部都是他
们告诉我的。而且，他们的存在至今还在激励着我。    但是，认知障碍者现在还遭受着众多偏见，甚
至有人会觉得“他们不会犯罪吗”。这其实毫无道理，正是他们告诉了健康人很多人生最重要的道理
。    很多残疾人的父母也在苦恼，不断地苦恼着自己怎么生了一个这样的孩子。    其实没有这个必要
。正是你们生下了他们，我们才能学到这么多。我们能够受益终生，全都是托你们这些母亲的福。    
我之所以写这本书，也是想要向更多的人宣传认知障碍者们的精彩人生。我相信，只要洗耳恭听，虚
心接受，我们就绝对不会走错路。    认知障碍者是我们社会的“财富”。    大山泰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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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在7-11看到的，一般在7-11，Family Mart看到的书，都会特别留意，因为能在那里卖的，都是比较
有看头的，耐人寻味的书。已经看完了，如果不深思，会觉得没什么太大的意思，但是仔细寻味，重
新让人看到工作的价值，重新认识幸福和劳动的关系。
2、人类的终极幸福
3、在实体书店看了几页，感觉还可以，一个关于雇佣认知智障者的企业的故事，重点在于你的思考
，工作的意义：被爱、被赞美、有价值、被需要。
4、这是一家很棒的社会企业，一个很棒的人。对，不是一个老板，而是一个很棒的人，尊重差异，
接纳差异⋯⋯
5、字数不多 讲述也不那么紧凑 但还是开启了阅读的又一扇小窗
6、“让不完美日复一日趋向完美，也是一种工作幸福。” “生产工序简单化后也就变得易于理解，
认知障碍者不必思考多余的工序，就可以集中处理眼前的工作，从而发挥自身最大的潜能，完成毫不
输于正常人的工作。” 这便是日本理化学工业公司得以持续雇佣认知障碍者的核心理念。|| 六月初在
慧灵的育盟能力建设会上，送了五本给参会的家长，老师，ngoer。。。看着他们欢喜的样子，更理解
书中的文字：正是因为彼此相互理解、相互体谅和相互鼓励，朝着目标共同努力，才会产生爱与被爱
的关系。”
7、“人类的终极幸福有四点:被爱，被赞赏，有价值，被需要。而后三者都可以通过工作获得。”一
直有在疑惑，关于为什么要工作。我们从社会获取，也必需要回报社会？但工作一直在那里，人来来
去去谁都可以做。保障生活所需花销，获得经济独立，体现自我价值？那就是从中获得幸福了。
8、工作幸福与社会责任感相互结合，推进人与社会良性发展~
9、可知工作的意义且如何才是幸福呢？
10、非常棒的书，社会责任与企业盈利之间可以很好的结合，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充满着惊喜。
11、工作可以让人幸福。好团队除了薪酬激励以外，共创未来的文化同样重要。不缺钱的人都是因为
人的社会属性所以在辛勤工作的吧。
12、人类的终极幸福是什么?认知障碍员工为什么努力工作?公司可以做些什么?
13、“幸福这种东西是无关物质和金钱的。人类最终极的幸福只有四点，一是被爱，二是被赞美，三
是有价值，最后是被需要。比起依靠福利保障，残疾人更愿意在公司里工作，这就是他们追求被需要
这一终极幸福的表现啊。”p32
14、最近一段集中学习国外作者的书，对标一下价值观。get到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人类的终极幸福
是被需要，被赞美。
15、小书，值得一读。
16、工作的意义。。
17、引：人只有通过工作，被赞赏，被需要，才能够感受到作为人才有的幸福。只在家庭或者社会福
利制度的，保护下是无法获得作为人的幸福感的。这种幸福感和成就感无与伦比，他们为此而拼命工
作。
18、很用心写的一本小书。身临其境。人文关怀和钻研精神令人动容敬佩。
19、2015.7
20、如果所有企业都是如此，这世界必定美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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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我们为什么工作?年初时,我读到了一本叫做《我们为什么工作》的书, 作者是日本的大山宏泰先生
，日本理化学工业股份公司的会长。这是一本6万字的小书，讲述了一家50年历史的老厂，生产粉笔
，70%的员工是认知障碍者。大山先生说，他相信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工作，是幸福的。” 因为
，人们的终极幸福来自于四点：“被爱，被赞赏，有价值，被需要”。而通过工作，我们完全可以获
得这些幸福。你大概会猜接下来要读到的将是一段催人泪下的感人故事。你猜的没错，很感人，但不
是因为你以为的原因。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大山先生的粉笔厂聘用了几位认知障碍者。本来也只是
抱着“同情心”才聘用他们的大山先生，也曾经以为比起在工厂里辛苦工作，“依靠残疾人福利制度
轻松度日”应该更幸福。结果，这些残障伙伴并不如此认为。他们总是目不转睛，兢兢业业的做好每
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即使休息铃声响了也不肯放下手头的工作。一位重度行动障碍症患者K君，因
为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无法长期工作。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回去修养一阵。即便如此，他总是坚
持好一点了就再来；如果发病了再回去。反反复复持续了5年多，才进入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为
何要这么认真和坚持？曾经的大山先生，也一直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直到有一天，他豁然开朗：每当
残障伙伴得到“干得真漂亮”，“你真努力”之类的夸赞时，总会高兴的连声说“谢谢”；如果听到
“没你不行”时，更是会露出欣慰的笑容——工作，带给了他们“作为人才有的”幸福。这种幸福，
在那种家庭看护或者福利庇养的环境里，是无法获得的。正是因为这种幸福感与成就感，他们才拼命
的工作。从这一刻起，大山先生坚定了一个决心：要把日本理化学工业打造成以认知障碍者为主要员
工的企业。那么，这些残障工作人员“幸福”了，会不会让其他的健全工作者造成不便而“感受不到
工作的幸福”呢？会不会因此而影响一个企业的效率，反而让这样的工厂生存不下去呢？大山先生的
企业，并不是一家不知名的小作坊，而是日本最知名、品质最高的化学企业之一。换句话说，他们并
不是靠“残疾”来获取客户的同情，而是以“不亚于别人甚至超过最高标准的”产品，来获得包括世
界品牌先锋(Pioneer)公司在内的更多订单。而这样的品质，光有理念和信心，是远远不够的。每一个
步骤，每一个流程，都体现着两个词：“创新”和“团结”。先锋公司O型密封圈作为一种精密产品
，即使在普通工厂由正常人生产也有12%的不合格率。大山先生的工厂改造了原先一件产品一人做到
底的传统做法，创新成为5人分工配合，每人只做一步。结果，不仅速度完全能与普通工厂一样，不
合格率也降低到8%。由于生产工序重构和简化后易于理解，认知障碍者不必思考多余的工序，就可以
以超出常人的专注去集中处理眼前的工作，从而发挥自身最大的潜能，完成毫不输于正常人的工作。
再以这家企业的起家业务——粉笔的制作为例。他们巧妙地改进了粉笔的制作工艺，将每一道流程都
做了简化和标准化，以便让有认知障碍的伙伴也可以胜任。生产粉笔需要特定的原料配比，而认知障
碍者缺乏对数字这种抽象概念的理解能力。于是人们将每一种原料分别装进不同颜色的桶里，再将称
重的砝码根据需要配比的原料涂成与装原料的桶同样的颜色。这样如果需要称100克的“蓝色”原料，
有认知障碍的伙伴只需要从蓝色的桶里取出原料放在天平的一边，再把100克蓝色的砝码放在天平的另
一边，看看两边是不是水平就可以了。再比如，加工后的粉笔是从一个金属孔中出来的。使用时间长
了，金属孔径会被磨得越来越大，生产出来的粉笔直径也就会变大，因而达不到合格标准。对这种情
况的通常处理方式是定期用游标卡尺去测量孔径，如果变大了就更换金属口。认知障碍伙伴显然难以
学会使用游标卡尺。但这难不住要解决问题的人们。他们制作一个跟合格粉笔一样直径的金属棒，告
诉有认知障碍的伙伴定期用这根金属棒去捅一捅金属口，如果感觉很容易捅进去，就把金属口更换成
新的。除了在生产工艺上的改进，这家企业还主动应对市场的变化，在产品上不断创新。他们利用北
海道被渔民丢弃的贝壳做原料，生产出了一种完全无尘的粉笔。这种粉笔可以在很多材质上使用，笔
迹也能很方便的被擦除。在白板已经普及的今天，这种产品仍然能够深受商业用户的喜爱，还赢得了
很多家庭市场，因为孩子们喜欢用这种粉笔来到处涂鸦。就这样，这家企业实现了经济上自负盈亏、
做到了对环境友好、为弱势群体创造了就业机会，甚至他们的产品还有助于患有认知障碍的儿童通过
粉笔作画来改进认知能力。流程再造让认知残障伙伴发挥了他们最大的潜能，而流程再造的设计离不
开健全员工的智慧。如果工作是一种幸福，那么体验到这份幸福的，不仅仅是残障员工，也包括健全
员工。最开始的时候，无论是工作配合、还是行为和思维方式上，普通员工和认知障碍员工经常难以
取得一致。就连员工旅行和年会，彼此两个人群都很紧张。究竟以谁为重点？谁去“忍受”谁？大山
先生的回答很简单：“等待是有意义的”。不仅仅是培训残障人士的时间是有意义的，健全员工学会
让自己撇去偏见，耐心的与“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人”相处交流，为了完成工作目标不断尝试，相互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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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从而相互理解，也是完全有意义的。于是，人们纷纷开始努力站在对方的角度进行交流，用耐心
和创新来共同协作；并从中感受到“被爱，被赞赏，有价值，被需要”的幸福。这不正是任何一个公
司或者组织最向往的“团队精神”？读到这里，可能你已经要脱口而出了：这分明就是一家典型的社
会企业啊！可是翻遍全书，你都不会看到任何地方提到“社会企业”四个字，它就是那么自然地基于
一些朴素的理念发生着、运作着、继续着。它没有贩卖悲情，也没有标榜高尚，甚至无需在自己的“
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之间做出多少的权衡，它所做的是认可每一个人的价值，在运营过程的每
一个细节里发现创新的机会，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本，最终让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的双重底线浑然一
体，全部实现。真正的社会企业正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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