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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履历书》

内容概要

《我的履历书:人生中的“越境博弈”》部分正文：虽然算不上『百折不挠』，但也正是一种不惧失败
的重复，即『朝着新目标而努力+获得相应的成就感或者因挫折而引起失落+重新奋起』，构成了我的
人生和学术生涯。打个比方，也可以说是我一直在挑战一场没有尽头的『越境博弈』。在这个过程中
，与国内外各种各样的人相遇，获得帮助，井学习至今。我希望联系时代的变迁将这条发展道路书写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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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履历书》

作者简介

青木昌彦（Aoki Masahiko），1938年出生于日本名古屋市，196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经济系，1967年获
得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斯坦福大学助理教授，哈佛大学助理教授，京都大学助理
教授、教授，斯坦福大学教授。现为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斯坦福大学名誉教授，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
研究所（SIEPR）和国际问题研究所（FSI）高级研究员，一桥大学研究生院国际企业战略专业大和证
券讲座特聘教授，东京财团特聘首席研究员。2008年就任国际经济学会（IEA）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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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履历书》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七项“知识创业”  书架看世界之一　语言的力量超越时空——评李比英雄《英文解读（万
叶集）》第二章　学生运动  附录一 《安保斗争》（抄录）第三章　三位学长第四章　姬岡玲治  书架
看世界之二　“笔蚀”的力量——评石川九杨《书法——解读“笔蚀”的世界》第五章　新浪潮派  
书架看世界之三　事件、历史、博弈——评费尔南·布罗代尔《历史学的野心》第六章　DNA来自何
处第七章　幼年时代第八章　初中时代第九章　高中时代第十章　巢鸭拘留所与安保斗争第十一章
　BUND解体第十二章　逃离前线第十三章　涉足现代经济学第十四章　留学行动第十五章　进入明
尼苏达大学  书架看世界之四 贯穿历史的共同意识——评鲍勃·迪伦自传《编年史·第一卷》第十六
章　职业市场第十七章　塞拉楼  书架看世界之五 思想的力量——评雅诺什·科尔奈《雅诺什·科尔
奈自传》第十八章　反主流文化第十九章　离开美国第二十章　经济学上的迷惘第二十一章　访问闭
锁的中国第二十二章　考察东西方企业  书架看世界之六 中窄构造与个人——评河合隼雄《神话与日
本人的心灵》第二十三章　重返斯坦福  附录二　与孩子一起成长第二十四章　把斯坦福开设到日本
第二十五章　比较制度分析  书架看世界之七 市场与文化的共同演讲——评松井彰彦《市场中的女孩
》第二十六章　霞关任职第二十七章　独立行政法人的光与影第二十八章　我与中国第二十九章　在
环境问题上与丰田合作  书架看世界之八 环境与经济——评杰弗里·希尔《自然与市场》  附录三　珍
爱环境，共生共存第三十章　社会博弈与虚拟研究所  结束语　挑战“越境博弈”  书架看世界之九 模
型与故事——评猪木武德《文学中的近现代日本——社会科学与文学之间》  附录四　社会科学走向
融合后记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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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履历书》

章节摘录

插图：其他同班同学也是人才济济，不过给予我日后具有重要意义的知识刺激的，却是与我同属文艺
部（虽说是文艺部但成员只有3个人）比我低一年级的高桥悠治。他后来作为前卫的作曲家和钢琴演
奏家享誉国际，其实从初中开始他就已经被誉为“早熟的天才”，连老师们都心生敬佩。他经常随意
出入高年级学生的班级，或者自己一个人翻弄拉丁语和希腊语教科书。1967年我在波士顿的时候，一
天晚上被他的电话吵醒，本以为是他要跟我商量关于清早起来去吃牡蛎的约定呢，没想到他却说：“
好奇怪啊，我失忆了。”我心想“天才的脑袋也终于有失灵的时候啦”，连忙飞奔过去，发现他连自
己已经结婚了和为与波士顿交响乐团联合演奏来到这里的事都忘了。过了一会儿才知道，他只不过是
在冰上滑了一跤磕着了头部。初中时代，我从他那里知晓了所有前卫事物，有乔伊斯、卡夫卡、超现
实主义、达达主义、十二音阶音乐等，当然也包括马克思。下课后我们经常一起流连忘返地去镰仓的
旧书店淘书。就是在这个时候，播下了令我后来投身学生运动的种子。看到我这么沉迷于“异端邪说
”却不把正经的学习当回事，母亲很替我的未来忧心，于是她请了在美国大使馆做打字员的朋友给我
找了一位英语家庭教师。半年后，我的成绩竟奇迹般地提高了，初中刚入学时我的成绩落在女生后面
，仅仅处于中间偏上水平，到了三年级就名列前茅了。就在我即将告别这快乐的初中生活时，发生了
一件宛如晴天霹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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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履历书》

后记

2007年11月，《日本经济新闻》的“我的履历书”专栏历时一个月连载了关于我的专辑，本书的正文
部分就是在此基础之上扩充而成的，内容为原来的两倍有余。另外，书中还附加了“书架看世界”栏
目和附录，共同构成了全书。“书架看世界”栏目从我过去数年间在报纸上发表的书评中选取了九篇
与本书相关的文章，附录则包括摘录自大学时代为“全学联”起草的文件的一部分和相对来说时间不
那么久远的两篇报纸文章，以及与加藤创太一起为《论座》杂志所做的对话访谈。各部分资料均在各
自的末尾注明了原始出处。《日本经济新闻》社就连载事项询问我的意向时，我先是犹豫了一阵。一
方面是因为专业学术丁作堆积如山，我没有信心能抽出时间来做这件事；另一方面是因为既然是“履
历书”，就势必要讲述我一直以来从未对外提及的学生时代的事情，我不得不在内心询问自己是否做
好了这样的思想准备。有两件事促使我最终答应了下来。第一件是报社挑选了一位能力出众的记者，
在采访的基础上替我打好了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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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履历书》

编辑推荐

尝试七次知识创业，挑战社会博弈规则,《我的履历书:人生中的“越境博弈”》由最顶尖的经济学家
为我们呈现知识创业录知识创业，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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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履历书》

精彩短评

1、一项新的心愿：在我七十岁的时候回首来路，所有的荣耀与磨难都变成一派轻松。还有无论在
多dull多overwhelming的生活里，都有薄如蝉翼的情感和厚厚的洞察力与忍耐力。
2、很好。对事不对人，很有学者风度。然后看书的感想在第二天一干二净，真是遗憾。
3、算是能够让我分几次才看完的书。
4、一个日本理想主义的年轻人，一个最后走上国际的普通日本经济学家~
5、2012-05-14读毕，正如青木所说与大家的交流对于学术生涯非常关键，青木和马克思、阿罗、赫维
兹、科尔奈、加尔布雷斯、里昂惕夫、Paul Milgrom、John Roberts、威廉姆森、钱颖一、吴敬连、杨
致远等人有非常深的渊源。正如青木所说马克思塑造了诺思、科尔奈、鲍迪斯、金迪斯等人对制度理
解的主要思路，最后关注知识结构和制度之间的关系和诺思的思路是一致的
6、从书中粗略地知道了一点五六十年代日本的政治情况 当然还有作者的经历和感悟 同是自传 没有稻
盛和夫的吸引 章节之间有时会觉得凌乱 可能原来是报上连载文字的缘故吧
7、我喜欢博弈论。
8、一点不好看，都没写什么东西，本来叙事的方式就是不一样了，写自己的事还写这么古板，真是
顶不住，赶紧的给人送出去，当没买过这书算了。
9、可以甩吴敬琏不知多少条街。
10、这本书虽然是传记却充满了经济学术语。跌宕起伏的人生在他笔下似乎就只是几次博弈那么简单
。但是还是可以窥见作为一个经济学大师他的执着。PS:里面的名人真不是一般的多。还是那个时代造
就了英雄吧。
11、这本书除了记载很多高端学术八卦外，至少还有两点贡献：1. 了解战后成长起来的日本知识分子
的心路历程 2. 借鉴青木先生作为学人的数次创业活动：知识创业（比较制度分析）、担任学术结构负
责人、创建斯坦佛大学日本中心等等
12、又是一本「新世界大门」。没想到的是战后的日本和中国那么像。青木先生的成长轨迹总给我一
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大概成功的人生总是相似的，相似在一次次做了对的选择。
13、我发现这种进行比较制度分析而且把学术与社会变迁联系起来的经济学家，大多在年轻的时候向
往共产主义，并有改造社会的理想。青木昌彦的七次“知识创业”让人感佩不已。
14、读完没多久，青木教授就去世了。哀悼。了解学者，了解上世纪60/70年的日本，了解制度经济学
，值得一看
15、原来青木昌彦先生以前也是愤青，但很喜欢他的，只是书的内容有些单薄，呵呵
16、读完之后很感动，很好的书！
17、我主要是喜欢他的学生时代的经历以及以后在美国的学术努力，经济方面的知识还要慢慢补全
18、水分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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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履历书》

精彩书评

1、世界级管理大师在亚洲的代表是日本人大前研一，世界级的经济学家在亚洲的代表人物，日本人
青木昌彦算得上一个。青木昌彦在比较制度分析、企业合作博弈理论方面的贡献令人叹服，其集大成
之作有《比较制度分析》、《企业的合作博弈理论》无疑是极具洞察力的。很多人或许根本不想接触
青木昌彦艰深的学术著作，但翻看《我的履历书》带来的感觉会好很多， 既能了解青木昌彦成长历程
，和他共同回顾五六十年代动荡的日本政局；也能了解年轻人如何在经济学道路上“越陷越深”，最
终成名成家。只希望读者通过阅读《我的履历书》了解日本世界级经济学家的成长背景，该书至少能
让我们把目光从过度关注美国经济学家转移到关注其他国别经济学家的生态中来。
2、说出来屌丝是相对时代下作者周围的大师云集，前后皆是，所以即便个人的成功到达了一个相对
的高度，但是学术方面的地位还是处于相对的低位；读书的另类感受相对比较真实的体会到了时代里
面个人命运和选择之间的大和小1、学生运动的风云人物，靠近了当时自己环境的大中心2、学术的追
求源自于自我困境和发展的需求，然后就到了大牛的圈子3、研究方向的特质决定了能够在学术高点
有一定的位置4、研究的内容确保了实践中的进入政经圈子的机会5、区域研究的特点，确保了自然接
触到了大国不同层面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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