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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论语》代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也是儒家文化的根基；“算盘”意指商人的经营管理，
追求赚钱之术、获取财富之道。

　　涩泽荣一先生用一生作为实践，从道德修养与物质财富的关系出发，解读人心社会与商业经营的
和谐之道，颠覆了鄙视金钱利益的传统观念，创造性地提出“义利合一”、“士魂商才”的现代儒商
根本精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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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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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处世与信条《论语》里的经商之道即使在今天，当我们谈论到道德时，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
行的《论语》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的参照作用。
对于这一点，相信读过的人应该是深有体会。
论语与算盘，乍一看，两者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八竿子都打不出什么关系来。
可是，在我看来，算盘因有了《论语》而打得更好；而《论语》加上算盘才能让读者悟出真正的致富
之道，它们二者息息相通，缺一不可。
关系可以说是，远在天边，近在咫尺。
在我70岁时，一位友人送给我一幅画。
画的一边画着论语与算盘，另一边则画着一顶大礼帽和日本刀。
有一天，学者三岛毅先生来拜访我，看了这幅画，觉得很有趣，就说：“我是熟读《论语》的人，你
是专攻算盘的人，既然现在这专攻算盘的人都已经开始钻研起《论语》来了，那我这熟读《论语》的
人也不得不好好研究一下算盘了，我要和你一起努力，一定要让它们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
”后来，他还专门就论语与算盘的关系，写了一篇文章，并且列举了很多事实和证据，来说明道理、
事实和利益三者的一致性。
我一直都认为，人只有怀着一种强烈的不断进步的欲望，才能成功。
那些只会整天空谈理想、爱慕虚荣的人是很难有什么作为的。
所以，我希望政界和军界能少一些争权夺利和飞扬跋扈，而实业界能再多努力一点，多为我们的国家
创造财富，只有民富了，国家才能富。
可是，如何才能有效地增加财富并让财富永存呢？
唯一的方法就是立足于仁义道德，用正当的手段去致富，这样的财富才能长久。
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缩短论语与算盘的差距，让二者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士魂商才从前，在日本平安前期有个文人兼政治家-菅原道真，他非常提倡把日本固有的民族精神和中
国学问相结合的“和魂汉才”，我觉得很有意思，也非常赞同。
为此，还提出了自己的“士魂商才”。
所谓的和魂汉才就是要以日本所特有的日本魂作为根基，认真学习在政治和文化上都领先自己的中国
，以培养自己的人才。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文化发展比较早，又有像孔子、孟子这样的伟大圣人作为先驱，因而中
国的文化、学术和书籍浩瀚无边。
其中又以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为中心。
另外，据说就连记述禹、汤、文，武、周公事迹的《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等都是
由孔子编撰而成的，所以一提到汉学，首先就想到了孔子。
据说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是菅原道真公最喜欢读的书。
相传在应仁天皇时代，菅原道真公还把百济学者王仁进献给朝廷的《论语》和《千字文》亲自抄录了
一遍，献给了伊势神庙，这就是现存的菅原版的《论语》。
士魂商才也正是这个意思，如果想在这个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受世人敬仰和爱戴，那在为人
处世上就一定要有士魂，但如果仅有士魂而无商才的话，也不能在经济上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士魂与
商才在人之修为上缺一不可。
那又该如何培养士魂呢？
书本当然是一处可以汲取这门知识的好地方。
不过我认为，所有书籍，只有《论语》才是最能培养士魂底蕴的根本。
至于商才，《论语》同样也是学习的不二选择。
乍一看，一本关于说道德的书跟商才应该没有什么具体关系，可是，我们不能忘了，商才是以道德为
本的。
没有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浮夸、谎话连篇、欺上瞒下等投机取巧的小聪明，绝对称不上是商才。
因此商才离不开道德，因而就只能靠论述道德的《论语》来提高自身修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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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社会上鱼龙混杂，如何才能更好地在这世事多艰的环境下生存也成了重中之重，如果你熟读《
论语》，相信它一定会带给你很大的惊喜。
因此，我一生都尊崇圣人孔子的教导，把《论语》当成一生的必修课。
日本也有很多值得推崇的贤人俊杰，其中最善于作战而且又精通处世之道的要数德川家康将军。
正因为他对处世之道的精通，所以才有那么多的英雄豪杰甘愿为他所驱使，一起开创了15代的霸业，
让德川家族手握重权、屹立近三百年不倒，实在是伟大。
深谙处世之道的德川家康将军也为我们后人留下了一笔关于更好为人处世的宝贵财富，其中《神君遗
训》就是他典型的代表作，充分地展示了他的处世之道。
我曾经把《神君遗训》和《论语》作过比较，我发现它们二者竟然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例如《神君遗训》中的“人的一生犹如负重担而行远道”，不正是出自于《论语》中曾子所说的“士
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吗？
还有“责己不责人”则是出自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及胜于过”与孔子所教导的
“过犹不及”是一样的；“忍耐是安全长久之基，怒为大敌”，即为“克己复礼”；另外，“人贵有
自知之明，如草叶上的露水，重则落”，是告诫人要安分守己的意思；还有“常思及不自由，就能知
足心中有非分之望时，宜回想一下穷困之时”或“知胜不知负，害必至于身”等等，这样类似的说法
都能在《论语》中找到出处。
由此可见，德川家康家族之所以能开创如此宏伟的霸业，很大一部分都要归功于《论语》。
日本的大多数国民都认为汉学的教义就是肯定禅让讨伐，这与日本的国体相违背，其实这是一种只知
其一不知其二的说法。
我们看看孔子所说的“谓韶，尽善矣，又尽美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就能明白。
韶乐讲述的是尧让位于舜的事，而尧让位的动机是因为他欣赏舜的品德，因而歌颂这件事的音乐也是
尽善尽美；武乐歌唱的是武王伐纣的事，虽然武王贤德，可毕竟是他挑起的战争，所以歌颂他的音乐
未能达到尽善尽美的效果。
仅从这一个观点，我们就能判断孔子是没有完全肯定讨伐的。
我们在评价一个人时，不应该单单只看他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还要考虑到他所处的时代，很多时候
都是身不由己的。
孔子因为他正好生活在西周，所以就算他对西周有诸多不满，也不能批评得太过露骨，只能婉转地用
“尽美未尽善”这样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可惜的是孔子没有见过我们日本万世一系的国体，也不了解我们这样的国体，如果他生在日本，或是
游历过日本，了解到了我们的国体，指不定会怎么赞叹呢！
因而大家在谈论孔子的学问之前，最好一定要先研究一下他的精神。
如果眼光不够犀利，是体味不出孔子学问的真谛的。
因此，我认为，人生在世，如果想深谙处世之道，必定先要熟读《论语》。
随着世界的进步，从欧美也传来了许多新的学说，当中不乏具有真知灼见的好东西，但我看来，它们
仍与一些古老的学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只是措词更新颖一些罢了。
所以，新的东西我们要尝试着接受，对于古老的东方文化，我们也绝不能舍弃。
天命不可违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该句中提到的天指的是什么呢？
我个人认为，孔子的“天”是指天命的意思。
人生在世，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是与生俱来的天命所归。
草木有草木的天命，鸟兽有鸟兽的天命，人也有人的天命。
就像同样的人，有人卖酒，有人却卖饼。
这种天命是上苍安排给我们的，无论你是贤是庸，是奸是忠，都不得不服从天命的安排。
就像是尧，他不能让自己的儿子丹朱继承帝位，舜也不能让太子商均继位一样，这些都是上天的安排
，是人力所不能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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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像草木始终都是草木，想要变成鸟兽是不可能的；同样的道理，鸟兽也是不能变成草木的。
天命所归，万物只能顺从天命的安排。
所以，孔子所说的“获罪于天”的意思也就不言而喻了。
就是指人如果不合常理地做出一些违背大自然的事，必然会招致恶果。
是想逃都逃不掉的，这就是“无所祷也”的意思。
分别出自于《论语·阳货》和《万章》中的：“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和“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矣。
”就是说，人如果不合常理地做出违背大自然的事，得罪了上天，就算天且不言语惩罚，可是随着周
围环境或人事的改变，也一定会让人感到痛苦，这就是所谓的“天谴”。
人类就算想尽一切方法要逃避天谴，最终也只会是徒劳。
正如世间万事万物随着四季交替而变化，而生长，不违背各自规律一样，人类也不能擅自违背，这就
是天命不可违。
孔子在《中庸》的开头所说的“天命之谓性”也是这个道理。
因果报应循环往复也是天命。
人只有顺应天命，遵循自然规律，不做问心有愧的事，就会像孔子所说的“天生德于予，桓魁其如予
何”（《论语·述而》）那样，充满信心，得到安身立命的真正本领。
怎样识人佐藤一斋先生认为，如果根据初次见面的第一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最好的，也是最正确的
识人方法。
他所著的《言志录》里有这样一句话“初见时的观察，多半无误。
”一斋先生说得很有道理，大家都要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和一个人接触得越多，你对他的判断也就
会顾虑太多，从而出错概率同样也就多。
因为初次见面时，没有掺杂任何的感情因素在其中，就算对方有伪装的痕迹，你也一眼就能识别出来
。
可随着见面次数的增加，则很容易受到他人情感因素的干扰，从而容易做出错误的判断。
孟子的观人方法则是根据一个人的眼睛，正如他在《孟子·离娄上》说的：“存乎人者，其良于眸子
，眸子不能掩其恶。
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蚝焉。
”孟子认为，一个人要是心地不纯，他的眼睛就会飘忽不定；而一个心地纯正的人，他的眼睛就会清
澈透明。
这种判断人的方法也是相当准确的。
只要细心地观察一个人的眼睛，就能大体上知道他是正是邪，是善是恶。
《论语·为政》上说：“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
’”看来，孔子的识人方法也用到了佐藤一斋先生的这种第一印象观人法和孟子的看人眼睛观察法，
这两种应用都是很有效的，都能基本上识别一个人。
可是，如果想要更加深入地了解一个人，单凭这两点就不够了。
必须遵从孔子的遗训，充分地运用上面所说的三种方法：视、观、察，使它们相结合，从而得出最正
确的判断。
视和观在日语中都是看的意思，只是前者是指单纯的用肉眼去看外表，而后者除了看外表之外，还必
须用心去看，去体会。
也就是说，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观察人物的方法，首先是根据一个人的外表去判断他的善恶忠奸
，然后再更进一步地了解他的动机，满足于什么样的生活，只有这样，一个完整的人才能真实地呈现
在我们面前。
如果一个人从表面上看起来正直不阿，可是为人处世动机不纯，那他也绝对称不上是一个正直的人。
还有一种人，平日碌碌无为，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坏事，心地和动机也都很纯正，安于眼前的生活
，但他有时也会禁不住诱惑，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危害人的事。
所以，行为、动机以及满足度这三者相辅相成，三者都做到完美才能称得上是一个正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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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是适合所有人的经典自从我在明治六年（1873年）辞去官职，开始从事梦寐以求的实业以来
，就和《论语》结下了不解之缘。
初成商人的我除了有欣喜之外，更多的就是迷惑与不安。
因为商人素来都是以锱铢必较而闻名的，那我最终也会不会变成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呢？
我如何才能在这浑水里，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一展自己的远大抱负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很庆幸自己之前就读过《论语》。
在我看来，它不仅是一本能教导人修身养性的好书，而且能在它的教诲下更好地经商，大展宏图。
那时，有一位后来官至大审院院长的姓玉乃的人，他在书法和文章方面的造诣都很高，而且为人严谨
认真。
在所有官员里边，数我和他最投机也最亲近，大家都叫我们循吏（认真、守法、热心为百姓的好官）
。
我们两人几乎同时晋升到副部长一级，并且为了日后能成为国务大臣而一同努力着。
所以，对于我突然辞官而从商这一举动，他是最痛惜也是最不能接受的人，因而屡屡劝阻我。
那时我正担任井上先生的次官，他因为在官制问题上和内阁意见不同，所以愤然退出了政界，而我也
追随他离职了。
我与井上先生的意见一致，可是，我离职的原因却不是因为与内阁的意见不合，而是另有想法。
当时的日本，无论是政治，还是教育，都有要完善的地方。
可我认为当务之急却是商业。
日本的商业处于一个最低谷的时期，商业不振，就无法为国家创造财富。
因此，在改善其他方面的同时，也必须要大力振兴商业。
当时日本的固有观念就是“经商无需学问”，还流传着什么“有了学问，反而有害”、“富不过三代
”和“第三代是危险的一代”等无稽之谈。
我对此不屑一顾，下定决心一定要靠真正的知识来经商赚钱。
我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也确实让我周围的朋友们难以理解。
在他们看来，我前程一片光明，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官至次长，而后就是国务大臣。
他们都认为我是被金钱冲昏了头脑，放着好好的为民请命的事不做，转而投身一个满是铜臭味的大染
缸中。
对于他们的想法，我一方面报以理解，另一方面也大大地反驳了他们的观点。
我对玉乃还有其他一些朋友们说起了《论语》，说起了赵普对《论语》的看法，有了“半部《论语》
治天下，半部《论语》助自己修身养性”和“金钱不是罪，没有金钱，国家怎么能富强？
人民怎么能安居乐业？
”和“人生在世，并不是只有做官才是唯一的出路”等等这样的有利证词，连玉乃最终都被我说服了
。
从此，我更加努力地钻研起《论语》了，无论多忙，我都不会错过中村敬宇和信夫恕轩先生所讲关于
《论语》的课。
最近，我还常去请教大学里专为孩子们讲解《论语》的宇野老师，只要是他的课，我必到，并且提出
自己的疑问和见解，从中学到了很多。
他的教学方法就是逐章讲解，让大家共同思考，等到大家都真正明白之后再往下讲。
虽然进度很慢，可大家却真正学到了东西，所以他的课很受大家欢迎。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听过五个人的《论语》讲解了。
因为我不是专业研究《论语》的学者，所以在之前的研究过程当中难免会碰到一些深刻以至于不能理
解的地方。
例如，《论语·泰伯》中有这样一句话：“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耻也。
”直到今天，我才真正理解它的含义。
由于这次是劲头十足地研究《论语》，所以我又从中领悟到了很多之前未曾领悟的道理。
由此看来，《论语》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高不可攀，并不是只有学富五车的学者们才可以钻研和理
解的一门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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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本来是很好懂的。
只是，经过我们一些学者的一番故弄玄虚之后，它被复杂化了，使得农、工、商阶级的人不敢碰它了
。
其实，孔子他就是一位平易近人的老师，无论是农民还是商人都可以向他请教，而且他的言论都是很
实用的，通俗易懂。
把握时机，隐忍制胜如果一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尤其是在青年时代就养成了逃避竞争的性格，那
么他就很难有进步的可能，从而也就不会有成功的希望了。
只有竞争，社会才能进步，才会获得更好的发展。
我们也只有参与到激烈的竞争中去，并且耐心地等待时机的来临，才能有一击即中和大展宏图的那一
天，并且在这竞争激烈的社会中找到一席之地。
根据我的经验，遇事不能逃避，凡事都要努力争取，不轻言放弃，该出手的时候一定要出手。
不过，年轻人还是少争为妙。
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很多事的因果都是已经注定了的，如果贸然地想要去改变这一局势，结
果必然是徒劳无功。
大家一定要谨记：人活于世，一定要学会认清形势，以一颗乐观的心，耐心地等待时机的到来。
所以我劝慰各位年轻朋友们，遇事除了要努力争取以外，同时还应学会隐忍。
对于日本的现状，值得我们竭力争取并且加以改变的地方有很多。
尤其是现在官尊民卑的现象，只要是当官的，他做什么都是对的，就算是做了再不妥当的事，大家也
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过去了。
当然，也有一些因为非议太大，实在逃不过法律制裁而逼不得已隐退的官员，可有此遭遇的人和那些
继续为非作歹的官员相比实在是沧海一粟，少之又少。
总而言之，在当今日本，为官的可以为所欲为似乎是一则不成文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是被默许的。
相信我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
相反，平民老百姓的言行只要稍有不甚，就会受到严酷的惩罚。
如果所有的违法行为都要受到惩罚，那就不应该以阶级之分而区别对待，应该就事论事，对老百姓和
官员都一视同仁。
然而，当今的日本却与之相违背。
另外，平民老百姓就算为国家做了再大的贡献也不会得到认可；而那些当官的，一点小小的成绩都能
得到极大的褒奖。
针对这样不合理的现状，我们大家应该要竭力去改变。
虽然我主张争取改变这样的现状，但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立刻采取什么行动，时机未到，就算是做
了也只能是做一些无用功。
所以，我这些话也只是发一发牢骚，可与此同时，我们都不能忘了，一旦时机来临，就是我们拿出行
动改变这一切的时候。
立心公正，量才适用量才适用，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
有很多人，为了扩展自己的权势，稳固自己的基础，成就自己的霸业，对人才也是“量才适用”，只
不过这样却很容易变成以权谋私。
这样的做法，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在商界，都不足为怪。
可是，这绝不是我想要学习的。
纵观古今，只怕很难找到能像德川家康将军那样能将量才适用和以权谋私并存，并发挥到极致，让自
己的权势和威望都达到极点的人。
日本历史上除了他很难找到第二人。
为了加强江户地区的戒备，他在此安排了自己的嫡亲弟弟；为了控制箱根的关隘，他又把大久保相模
守安排到小田原，同时把三家的嫡系亲属分配到全国的要塞地区，如用水户家控制东国的门户、用尾
州家据守东海要冲、用纪州家做好几内的后方警备，还把井伊扫部头安置在彦根，镇守平安王城。
他的这一做法，实在高明至极。
因为这样一来，几乎整个日本的重要地方都有了他的心腹在把守，让别的诸侯没有动弹的余地，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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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近三百年的霸业也得以成就。
我不想评价他的这一做法是否合乎日本的国体，单纯地只看他运用人才这一手段，他的成就的确没人
可以相比，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我曾经很用心地学习过他用人的智慧，在人才和位置上做过一些适当的调整。
当然，我从来没有在目的上效仿过他，而且我对身边的人也都是真心实意的，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把合
适的人才安排到最合适的岗位上。
如果最终真能如我所愿，人尽其才，他们也都各有所得，这对于国家而言也是一件好事，也成全了我
报效国家的这一夙愿。
这也是我从商路上一直坚持的处世原则。
如果利用权术而将他人玩弄于股掌之中，这是对人的一种侮辱，我绝不会做这样的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如果觉得我这里不能施展你的才华，那你大可以离开，去寻找一个适合自己
的地方，我绝对不会限制你。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无论在哪里，我都希望能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希望有才能的人在合适的岗位上发挥出自己最大的光
芒。
虽然因为我的一技之长，有人愿意屈就于此，我也绝不会因此而轻视他。
人生来平等，而且是有礼有节的平等，做人就应该要懂得投桃报李。
总而言之，人与人之是一种相互扶持、相互依存的关系，戒骄戒躁、互相协作，这才是我的做人原则
。
是否该与人相争有人认为，在社会中，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应该有斗争。
更有甚者认为：要是有人打了你的右脸，你就应该把你的左脸再伸上去让他打。
对于这一问题，可以不论谁对谁错，大家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地各抒己见。
我个人的观点是，斗争不应该完全被禁止，在某些情况下，斗争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社会上，有些人说我太圆滑了。
其实这只是一种误解，我只是不喜欢做无谓的斗争，也从来没有把绝对避免斗争作为我的处世原则。
《孟子·告子下》中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正像孟子所说的这样，大到一个国家，如果它想要全方面地健康发展，那就必须在工业、商业、文
化、技术以及外交等各个领域始终坚持与外国竞争的必胜信念。
注意！
我强调的是竞争，而不是剑拔弩张的斗争。
小到个人，如果没有足够的竞争意识，那是很难取得成就的，就算是侥幸取得了成就，持续的时间也
不会太长，中国人常说的“居安思危”就是这个意思。
一般教导晚辈的前辈分为两种：一种是温和型的，无论什么时候，他们从来不会对晚辈恶语相向，更
谈不上责备和过分要求，他们始终都如春风般地对晚辈谆谆教诲着。
事无巨细，一切都以庇护晚辈为前提。
这样的前辈自然会受到晚辈的喜爱，而且还能得到晚辈如对待慈母般的敬仰。
可是这样的教育方式到底是好是坏，还有待我们进一步讨论。
另一种人，正好与之相反，是属于野蛮型的，这一种前辈似乎视晚辈为上辈子的宿敌，稍有一点失误
，他们就会大发雷霆，严词训斥，一点情面都不留。
这样的前辈往往都没能在晚辈心里留下个好名声，总是会受到他们的怨恨。
可是，这样的教育方式又真的不能带来一丁点儿好处吗？
这点也值得我们青年朋友们认真思考一下的。
晚辈们犯了错，做前辈的极力维护也是人之常情，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如果除了一味的庇护而什么都不再说和做的话，那对晚辈就真的好吗？
试想一个人，他每次犯了错，总会有个人既不责备他也不教育他，还热心地为他收拾残局，久而久之
，他是不是就会养成一种不负责任、骄傲浮躁的性格呢？
他总会认为自己无论犯了多大的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一定会有人过来替自己解围的，在他看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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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可以为所欲为，还可以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了。
骄傲自满、轻浮、粗心大意和没有责任心成了他处事的态度，而这些也为他日后的工作和生活的失败
埋下了祸根，最终使他遇到一点小小的打击就会被彻底击垮。
如果换作遇到是第二种前辈，作为其下属的晚辈应该是在任何时刻都不敢有所怠慢的。
他们会谨言慎行，时刻谨记做事要小心仔细，尽可能的不让作为上司的前辈找自己的茬。
而且，更有一些前辈除了会挑晚辈的错之外，有时甚至连晚辈的父母也会牵连其中，什么“上梁不正
下梁歪”这样的恶毒话也随时会蹦出来。
面对这样的前辈，晚辈一定会想到如果自己犯错，不单会让自己难堪，而且也会让父母颜面扫地。
所以，发奋进取就成了他们唯一可以做的事。
大丈夫的试金石逆境究竟是指什么呢？
容我举个例子说明一下，相信大家就会明白了。
通常情况下，我们的国家都是国泰民安、一片详和宁静的。
就好比平静的水面也会起波纹，静止不动的天空会起风一样，即使在和平年代，也会有时发生革命或
动乱。
与社会的祥和宁静相比，这样的动乱就是逆境。
如果把生在或处在那样一个动乱时代的人称之为不幸者的话，那我也是这千千万万不幸者中的一分子
，因为我出生在明治维新这样一个动乱年代。
时至今日，经历了太多变化，也算得上是从逆境中走过来的人。
回首往昔，身处于那样一个动乱时代，无论你是贤是庸，是忠是奸，你的境遇也许会在朝夕之间发生
翻天覆地的改变，可能一觉醒来，你就已经从一个高官沦为了阶下囚，也有可能由一个无名小卒突然
变成一个声名显赫的大人物。
总之，在那样一个时代，一切皆有可能，没人看得清在你前方的路到底是逆是顺。
当初，我为了支持尊王讨幕、攘夷锁港而东奔西走，可后来却成了一桥家的家臣，幕府的臣子，后来
还跟着民部公子一起去了法国。
等到回国的时候，幕府已经垮台，国家变成了王政。
面对变化之时，我心有余而力不足，可是既然我已经尽力了，那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处在一个社会变迁，政体革新的时代，就算我再努力，也还是有些难以适应，是真的身处在逆境中了
。
对于过去在逆境中发生的那些人和事，我至今想起来仍历历在目，而且我相信与我有同样感受的人不
在少数。
不过，这毕竟是社会剧变的大风浪，人一生碰到的次数也不多。
可是，那些我们不能预测的小风浪就数不胜数了，被这些小风浪卷进去的危险也无处不在。
因此，当你身陷这些小逆境之时，就应该要好好想想它到底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了，经过认真分析
，从而寻找到好的对策。
我认为，自然的逆境是大丈夫的试金石。
那么，身处自然逆境之时，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我不是神，所以关于这点，我没有什么秘诀可以传授给大家。
而且我想，这社会上也没有人会有这样的秘诀。
依我的经验，我唯一能告诉大家的就是：身处自然逆境，要知足守本分，做好自己能做的事，以不变
应万变。
任何的手段和方法都不能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因为这是天命。
如果硬要把这宗罪强加到人为力量的头上，结果只会被这自然逆境所打倒，直至最后束手无策。
所以，大家最好一边先安于天命，静静等待即将要降临的命运，另一边则锲而不舍努力上进。
相反，如果陷入的是人为的逆境时，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大多数人认为逆境都是由于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所以，反省并加以改正是最好的办法。
如果你想要幸福，那就要努力去追求，如果什么都不做而坐等幸福降临，结果只会是自寻烦恼，陷入
自己给自己制造的逆境中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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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手握《论语》。
一手握算盘——日本崛起的秘诀。
    ——中央电视台《大国崛起》    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论语》就是企业的基础，一个人最大的
义就是对国家对民族最大的利！
    ——杨叔子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著名教育家    日本企业家只要稍有水准
的，无不熟读《论语》，孔子的教诲对他们的影响至巨，实例多得不胜枚举。
    ——伊藤肇，日本现代管理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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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论语与算盘》编辑推荐：迄今为止日本企业家阅读最多的管理经典著作之一剖析日本企业经营管理
精髓，洞悉近代日本经济腾飞奥秘西方企业学德鲁克，东方企业学涩泽荣一《论语》代表仁义、伦理
和道德，而算盘当然是“精打细算”、“斤斤计较”的象征《论语》+算盘，儒商精神的最高境界，
日本经济腾飞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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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论语与算盘》一手握《论语》，一手握算盘——日本崛起的秘诀。
    ——中央电视台《大国崛起》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论语》就是企业的基础，一个人最大的义
就是对国家对民族最大的利！
    ——杨叔子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著名教育家日本企业家只要稍有水准的
，无不熟读《论语》，孔子的教诲对他们的影响至巨，实例多得不胜枚举。
    ——伊藤肇，日本现代管理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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