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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来水哲学：松下幸之助自传》是一部松下幸之助传奇人生的案例的经营学教科书，松下电器
在动荡的社会形势下多次化险为夷，松下幸之助从中领悟和总结出了独到的一套企业经营理念和管理
方法。
这更是一部饱含生活哲理的智慧书，松下幸之助一起坚持在生活中学习，字里行间时时闪现着他对人
生、价值、世界的深刻思考。
经营的最终目的不是利益，而只是将寄托在我们肩上的大众的希望通过数字表现出来，完成我们对社
会的义务。
企业的责任是：把大众需要的东西，变得像自来水一样便宜。
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一开始在企业质量管理办法上，我借鉴的都是松下的东西。
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胡雪岩做到了红顶商人，买卖够大吧，但在他本人的一生中，就走完了由盛到
衰的全过程，而松下幸之助去世了，松下公司照样发展。
1918年，24岁的松下幸之助靠借来的100日元起家，创立松下电气器具制作所。
1952年，他在经营实践中领悟到自我使命和企业的真正使命，即自来水哲学——“把大众需要的东西
，变得像自来水一样便宜。
”为了完成这一使命，松下幸之助制定了250年的企业远景规划：以25年为一个阶段，用10个阶段完成
目标。
第一个25年里，松下电器度过了二战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在战后迅速重建。
第二个25年里，松下电器营业额突破1000亿日元，员工工资赶超欧美企业。
2008年，松下电器将迎来90周年庆典，创业之初仅有3个的小作坊，今日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器制造
集团之一。
商务部统计结果表明，中国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7.3年，品牌的生命力平均不足两年，在21世纪新经济
条件下，身陷全球化经济浪潮的中国企业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中国企业经营者们该何去何从？
中国企业如何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
《自来水哲学：松下幸之助自传》中，松下幸之助总结自己一生的经营活动，娓娓道来他对于人才、
产品、营销、管理的心得体会，揭开了松下电器基业长青的秘诀，为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
经营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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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松下幸之助，世界著名电器公司松下集团创始人，他奠定了日本商业的精神，被誉为“经营之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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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父亲在米市失败学徒时代电灯公司时代创业时代赌上松下电器的命运昭和二年经济危机发展时代工会
的拥护运动使我躲过解职为重建公司去美国考察与飞利浦公司合作接管中川电机和日本胜利唱片五年
计划使营业额提高了四倍计划增加出口就任会长、关注经营给过分乐观的“所得倍增论”敲响警钟在
“四十年不景气”中担当阵前指挥以“堤坝经营”为基础、实行五天工作制经营是艺术，工资要超过
欧洲创业50周年纪念庆典振兴人口过疏地区和万博松下馆辞去会长，下定新决心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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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父亲在米市失败　　我的少年时代可以称为“学徒时代”。
小时候家道已经中落，所以我对于儿时的快乐回忆很少，尽是些辛苦的。
且让我慢慢说来。
　　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11月，我出生于海草郡和佐村（现在的和歌山市祢宜地区），它在从和
歌山市沿和歌山线向东约8公里的地方。
我家虽不是什么望族，但在村里也还算世家，大哥能够在县里唯一的中学上学，所以家境还算好的。
父亲在村会和村公所里都任过职。
我是家中8个孩子中最小的，所以也最受宠爱。
　　现在，我还依稀记得小时候保姆背着我在小河里玩耍，黄昏时分的田间小道上，迷迷糊糊地听着
保姆讲着故事往家走的情景。
这是我为数不多的幸福记忆之一。
然而幸福的童年很短暂，到我6岁时，家里就开始显露出破败了。
　　那时正是日清战争后产业兴隆的时期，和歌山市成立了米市。
父亲喜欢新鲜事物，开始涉足其中，结果惨遭失败。
转眼之间，祖上传下来的房屋和土地都成了别人的东西，我们全家只得搬到和歌山市内。
父亲在熟人的帮助下开了一问木屐店，哥哥则在中学四年级时辍学帮父亲做生意。
但木屐店仅仅维持了两年多。
我们家更穷了。
至今，我还记得父亲为了生计而奔波劳碌的身影。
真是祸不单行，木屐店倒闭的那一年，在当时的和歌山纺织厂工作的大哥因病去世，接着二哥和二姐
也相继去世。
现在想来，他们应该是得了流感。
　　在家里的一片愁云惨雾中，我上了市里的小学。
我上二年级时，父亲一个人去了大阪，在当时刚刚创建不久的私立大阪盲哑学校谋得一份差事，负责
照顾学生和做杂务。
靠着父亲寄来的有限的生活费，我和母亲、姐姐勉强过上了比较稳定的生活。
　　到了小学四年级的秋天，父亲来信说：“幸之助很快就要毕业了，与我相熟的火盆店的宫田老板
想要招个学徒，让幸之助来大阪吧。
”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11月下旬，我在纪川车站（当时属南海铁道）第一次坐上了火车。
母亲在车站含泪拜托同车的乘客照顾我，不停地嘱咐我去大阪后要注意的事，那个情景至今仍和第一
次出门的兴奋感一起刻在我脑海里。
　　就这样，我的社会生活从做火盆店的小学徒开始了。
　　我的工作主要是看孩子，偶尔磨火盆或者干些杂活。
要想磨出一个好火盆，必须用刷子仔细地打磨一整天。
我的手很快就磨破，肿胀起来，早晨打扫卫生时，水一渗进皮肤，那种滋味真是没法形容。
然而，我不觉得这种体力劳动辛苦，因为孤独更让人难以忍受。
刚开始时，每天晚上干完活后，我躺在床上，想起母亲就止不住地流眼泪。
也许，我本来就是个爱哭鬼吧⋯⋯　　学徒时代　　我在火盆店当学徒的工资，或者说零花钱，．是
每个月11号和15号各发的5文钱。
在家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拿到过5文钱，所以觉得那非常多，高兴得不得了。
　　学徒时代有一件事我还清楚地记得。
当时有一种游戏是在盆里转动铁芝麻的比赛，现在几乎已经看不到了，玩的时候口里还要喊着“巴伊
”。
我背着老板的小孩和别人一起玩，可是转的时候用力太猛，背上的小孩仰面朝天摔了下去，头磕到地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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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只是脑袋上肿起了个包。
但是他哭声太大，我吓得脸色苍白，赶紧去哄，可就是止不住。
这个样子可没法回家。
那时我想都没想就跑到附近的点心铺，买了一个豆包给他。
他终于抽噎着停止了哭泣。
　　一个豆包要1文钱，对当时的我来说简直贵得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
也许是那个点心铺开在岛之内中心街，卖的是高级点心的缘故。
回到店里后，我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老板，他笑着说：“你可真是破财了啊。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学徒生活只持续了3个月，火盆店就关门了。
恰好店老板的朋友五代音吉刚刚在船厂所在的淡路町开了一家自行车店，所以就让我去那里当学徒。
　　这位五代先生兄弟几个都是了不起的人，尤其是大哥五兵卫。
他17岁时眼睛瞎了，可是仍然抚养弟妹，甚至还做土地和房产生意，后来自己在大阪创立了第一家盲
哑学校。
他虽然眼睛看不见，却有本事一进别人家里就立刻判断出房屋价值和老旧程度，在房产价值评估方面
享有极高的声誉。
　　我开始在自行车店当学徒，主要工作是每天早晚擦洗打扫、学习修理自行车和打打下手。
所谓“修理”，也就是和铁匠铺差不多的活计，我喜欢这类工作，所以每天都很快乐。
　　在那个时期的学徒生活里，我记得来店里修车的客人常常让我帮着去买烟。
这种活儿既花时间又很麻烦，所以我就一次买很多，有人要的时候再卖给他。
当时买20包烟会赠送1包，一举三得，还能受到客人夸奖。
　　我还记得有一次，街上的蚊帐店打来电话，让人尽快带自行车去看看。
这种事平常都是掌柜去的，可是当时店里没人。
时来运转，我终于可以做自己的第一笔生意了。
那时我15岁，拼了命地劝说，对方老板答应要买，可是让我给打折。
我无法拒绝，只得回到店里报告，我们老板说：“只能减5分，你再去一趟！
”我不胜辛苦，就抽抽嗒嗒地哭了出来，老板叱道：“你到底是哪家的伙计？
好好干活！
”恰好此时蚊帐店的掌柜过来催促，看到这种情况就回去向蚊帐店老板汇报了一下，那家店老板说：
“这小伙计还挺逗。
好，那就减5分买了吧。
”他还说，只要我在这家店，今后就从我们店买自行车，真是给了我天大的面子。
是我发自内心的泪水帮了大忙吧。
　　电灯公司时代　　我在自行车店当了6年学徒，直到17岁。
在那段时间里，我认真考虑了自己发展的道路。
那时的想法在今天看来简直让人喷饭：当时大阪市计划在全市通电车，开通了部分线路。
如果有了电车，自行车的需求就会立刻减少，而电气行业却非常有前景，所以我决定换个行业。
　　我向姐夫龟山说了我的想法，拜托他帮我进电灯公司。
然而另一方面，我对一直栽培我的自行车店感情非常深，难以开口对店老板说出实情。
结果，我怀着歉疚的心情偷偷离开了自行车店，寄居在姐夫家。
　　但是，电灯公司那边却答复说：“不能立刻录用，得等到有空缺的时候。
”没有一分积蓄的我这时犯了难，总不能在姐夫家里吃白食吧。
后来，我就在姐夫工作的水泥厂当了搬运工。
当时我的身体还没发育完全，一起工作的同事则都是些彪形大汉，常常是我推着堆满水泥袋的手推车
往前走时，后面的手推车就赶了上来，大声呵斥道：“小兔崽子走快点！
不然碾死你！
”我只有咬紧牙关继续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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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了3个月，大阪电灯公司的幸町营业所有一个内线员的空缺，就找了我去。
就这样，我开始和电气产生关系。
　　当时的电气行业以电灯电力为中心，我最初的工作是给室内布线工程负责人当助手。
一天到晚推着堆满材料的手推车跟在负责人后面跑，每天都得去五六个地方干活。
那种手推车又叫“学徒车”，使用不便，放上点东西就会觉得非常重。
可是我在水泥厂当过搬运工，不觉得比在那里差，只对时刻变化的工作抱有极大的热情。
　　辛苦劳动3个月后，我被提拔为负责人。
当时，负责人虽然和助手一起工作，但两者之间就像主仆和师徒一样，有着天壤之别：助手要给负责
人打水洗手，甚至修木屐。
虽说公司正处于扩大时期，但3个月就得到提升仍属特例。
我非常受鼓舞，决心要更加努力工作。
　　我记得我所负责的工程中有一些规模相当大，比如当时比较稀罕的滨寺海水浴场的霓虹灯工程，
位于改建为西式电影院的歌舞伎剧院前面的芦边剧场灯光工程和新世界通天阁的电灯工程等。
　　让我再来回忆一下当时的生活吧。
我寄宿在公司同事家里，和同住在此的芦田君关系很好。
他是个非常用功的人，还在上夜校。
有一次别人请他写字，他写出的字非常漂亮，受到寄宿那一家所有人的夸奖。
　　看到这种情景，我也暗自发奋学习。
20岁时我开始上夜校。
每次上课时间为3个小时，从6点半到9点半，一年后修完了预科，升入本科。
然而，我鼓足干劲想要学习电气学的决心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因为除了三角学以外的所有课程都是
口头笔记。
前面说过，我本来就是个容易半途而废的人，虽然我尽了种种努力，仍然追不上进度，最终还是放弃
了。
现在想来真是非常遗憾，不过当时也没有过于介怀。
　　我22岁时结了婚。
嫁到龟山家的姐姐一直为我操心，听了她的劝告，我也动了结婚的念头，就去相亲。
地点在松岛的八千代剧院前面的宣传板下，边看宣传板边相亲。
我记得，因为没有能穿得出去的衣服，我就花了5元20钱买料子，求寄宿那一家的阿姨给我做了一件铭
仙外褂。
　　相亲时，我在宣传板下面东张西望，觉得自己被过往行人注意到了，就羞得红了脸，深深低下头
，连对方走到了眼前也不敢看。
姐夫说：“幸之助，看呀，看呀！
”可我还是没有勇气抬起头。
就这样，对方走了，我却连她的长相也不知道。
结果因为姐夫说“长得还不错，就这么定了吧”，一切就这么定了下来——我和妻子梅野还曾有过这
样的一幕。
　　创业时代　　24岁那年的春天，我被提升为电灯公司的检查员，提升得这么快是很少见的。
检查员是所有工程人员出人头地的目标，主要是检查工程负责人前一天的工作，如果不合格就命令他
们重来。
虽然每天要检查15～20个工地，但是工作很轻松，只要两三个小时就够了。
　　然而奇怪的是，对这么轻松的工作我却没什么热情，心里很不满足。
那之前我一直在研究新型灯泡插座，还曾经把做出来的插座给公司主任看，但被否定了。
因此，我产生了一定要做插座的念头。
年轻人脾气急，我决定立刻辞职，虽然7年的努力有些可惜⋯⋯我谢绝了主任的挽留，很快递交了辞
呈。
　　制造灯泡插座没有启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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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有的钱就是退职金33元20钱、公司的准备金42元和20元存款，一共还不到100元。
人手也不够。
我就请以前的同事林君加入。
内弟井植岁男（后来三洋电机的创始人）已从乡里小学毕业，于是把他也招了过来。
林君的朋友S君辛苦积攒了200元，我又向他借了100元。
工厂是我住的平房（长四张半榻榻米，宽两张榻榻米）的那一半土问。
真是连睡觉的地方都没了。
　　首先从研究产品开始，可是我们不知道灯头的外壳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我们摸索了很长时间也没搞出个名堂，后来我听说以前在电灯公司的T君正在一家制造灯头外壳的工
厂学习，就向他请教，才终于知道了制作方法。
大家齐心合力，当年（大正六年，即1917年）10月生产出了少量产品。
　　到了销售阶段，我们没有客户，只能乱碰运气，直接找上门去向电器店推销，可是对方说：“这
种新型灯头不知道有没有销路，没法订货。
”就这样，10天里我们走遍了大阪的大街小巷，终于卖出去100多只灯头，收入不过10元。
大家认为这种灯头在各方面还是不行。
结果4个月只卖了这10块钱。
我们今后必须不断研究改进，然而大家还是没有信心，有人还说：“已经绝望了，各自谋生去吧。
”我不能让别人作出牺牲，最后工厂只剩下我和岁男。
那期间我们完全陷入了困境，我和妻子的衣服都送进了当铺。
　　就在山穷水尽之际，12月我突然接到了一家电器商会1000只电扇底座的订单。
这个订单是一家电扇制造商通过该商会下的，说是如果满意还会再订两三万只。
我们备受鼓舞，一心想拿下订单。
尽最大努力做出来的样品得到认可之后，我和岁男两人就全力投入生产。
我们的“设备”只有一台模压成型机和一口加热原材料用的锅，所以特别辛苦。
终于，在年底之前我们生产出了1000只底座。
客户对产品很满意，我也获得毛利80元，这是工厂第一次获利。
　　虽然灯头失败了，但却不断有电扇底座的订单，所以我们的事业在慢慢起步。
第二年（大正七年，即1918年），我们想从事真正的电器设备的研究和生产，就在大阪市内在大开町
用16元50钱租下了一征房子。
赌上松下电器的命运　　搬到大开町的新厂之后，我们首先生产的是灯泡插座。
我用的是旧灯泡的灯口，所以价格比市价便宜三成，而且式样新颖时髦。
订单越来越多，我们几个人昼夜加班已经应付不过来，于是第一次想要再雇四五个人。
　　接下来研究销售的是双灯泡用的旋转式插座，这一产品大受欢迎。
不久，大阪一家叫吉田的商店要求独家代理这种插座，交了3000元做保证金，签了合同。
这些钱用在了工厂扩建上。
接下来的发展一帆风顺，虽然一度因东京的制造商们降价而导致与吉田商店的合约取消，但仍有其他
商家愿意代理。
我们的产品还打进了东京市场。
我第一次去东京就在那个时候。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日本经济陷入低迷，但是松下工厂的业绩仍然稳步上升，工厂组织
了工会“步一会”，还于1922年在大开町新盖了约230平方米的厂房。
那时我们的现金储备虽然只有4500元，却大胆地用7000元修建了厂房。
　　大正十二年（1923年），我们开始着手制造和销售松下电器的基础产品——自行车车灯。
我来详细讲讲这件事。
　　当时自行车车灯是蜡烛或煤油灯，既不方便，价格又贵，人们只能凑合着用。
我以前在自行车店当过学徒，所以对此有些兴趣。
事实上，我调查过自行车车灯的使用数量，发现相当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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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也有用干电池的车灯，但是使用时间太短，只能坚持两三个小时，而且那种电池的设计不够完善
，没有实用价值。
我的目标是生产出构造简单、无故障、使用可达10个小时以上的电池。
半年后，我们生产出了大约100个与长效干电池配套的弹头型灯具，作为试验品投入市场。
这种干电池的使用时间可达30～50个小时，价格是三十几文钱——一个小时用一根蜡烛也要两文钱。
新产品在市场上大受欢迎，我们品尝到了成功的喜悦。
　　在生产方面，比较容易找到电池代理商，问题出在木盒子上。
好不容易找到两三家木器店，对方却表示无法长期大量供货，不肯痛快地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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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来水哲学：松下幸之助自传》中说经营的最终目的不是利益，而只将寄托在我们肩膀上的大
众的希望通过数字表现出来。
完成我们对社会的义务，企业的责任是"把大众需要的东西，变得像自来水一样便宜。
　　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一开始在企业质量管理办法上，我借鉴的都是松下的东西。
　　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胡雪岩做到了红顶商人，买卖够大吧，但在他本人的一生中，就走完了由
盛到衰的全过程，而松下幸之助去世了，松下公司照样发展。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自来水哲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