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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三井财团如何从一个小绸缎庄成长为拥有24万雇员的大财团？
谁又能想到享誉世界的三菱财团最初只是个贩卖天水桶的小作坊？
有400年历史的住友财团如何基业长青？
你可知道世界大商业银行富士银行的前身仅仅是安田财团的一部分？

日本的近代史是连续的，虽经历了二战的战败，但是明治维新以来的积累得以延续。
当年日本军旗没有插到的地方，今天这些市场却被日本产品所占领。
溯古思源，延续400多年的家族企业构筑了日本这个财富帝国的今天。

让我们慢慢打开这扇尘封已久的大门，从日本风起云涌的400年商业史中揭开这个秘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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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伟：时尚集团旗下《芭莎男士》资深专题编辑，中华能源协会日本研究所副主任，日本早稻田大学
客座讲师，中欧商学院客座讲师、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客座讲师，蓝狮子读书会特约讲师。
毕业于外交学院，主修日语、国际关系与政治，策划并组织过著名的“日本大图景”立体报道，从日
本最北端，沿途采访，直到日本最南端，与出井伸之、稻盛和夫、原研哉（无印良品首席设计师）等
国际知名企业家和设计师面对面。
研究日本商业多年，著作《麻辣日本史》被当当网评为“2009年度你不可错过的好书”，被称为顽皮
的历史学家与庄重的说唱歌手。
同时在多家商业杂志、时尚杂志开设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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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主要人物介绍
开篇 那一片贫瘠的土地
中国技术火种点燃日本商业基因（16世纪末～17世纪）
 第一章 发家于乱世，住友开山
 富可敌国的拔银术
 孔子教我做生意
 命运多舛的矿老板
 尖刀插在矿山上
风云跌宕的革命（19世纪60年代～70年代）
 第二章 患难之际，三井中兴
 不甘寂寞的农民兄弟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
 论乞丐发财的可能性
 与政府共进退
 商人也温情
 一场稳赚不赔的豪赌
 第三章 少年轻狂，三菱崛起
 从中国来的商业畅销书
 那年北漂的弥太郎
 伯乐力量大无边
 一颗冉冉升起的财阀新星
 第四章 商人涅槃，安田称雄
 一个英俊的卖花少年
 丰臣秀吉的忠实粉丝
 没啥技术含量的货币兑换
 第五章 朝廷上的革新与保守之争
 一群拿起武器和思想的愤怒青年
 西方的商业样板戏
 东京的梁山好汉
 我们的国旗不是炊饼
 第六章 官商勾结的威力
 你有金刚钻，我有瓷器活
 浪荡儿子的眼泪
 相约忍者神龟
 政府里的财神爷
 朝中有人好赚钱
 第七章 守成不易，勇敢壮飞
 三井物产布局天下
 从西方归来的年轻人
 200年前，埋下阴谋的火种
就这样崛起（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末）
 第八章 阴霾中的财富巨鳄
 一场与财富有关的战争
 硝烟背后，为钱而生
 海霸王之争，三井VS三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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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命的暗战，安田布局
 向深海驶去的三菱财团
 新生代船王，住友出航
侵略是为了财富（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末）
 第九章 金融帝国起死回生
 一穷二白的三井银行
 踏上陌生地的年轻人
 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日本
 做最伟大的学者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谁能打开地狱的盒子
 住友的迷途
每一个财阀都是一个帝国（19世纪90年代～20世纪初）
 第十章 我们的惭愧与膜拜
 一边是崛起，一边是悲鸣
 沉默的家族领袖
 蜕变之后的三井帝国
 挖矿是为了造福百姓？

 人才是最重要的投资
新的力量（20世纪初～20世纪10年代）
 第十一章 帝国也暗淡
 住友“宪法”
 战争背后的四大财阀
 告别，最好的时代
 再见，天皇！

漫长的侵略之路（20世纪10年代～20年代）
 第十二章 征服，从文化开始
 伸向中国的魔爪
 归隐者与奋进者
 又一颗巨星陨落
 经营鬼才
 灾难之后的重建
 附：日本经济史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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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就像互联网催生了很多亿万富翁一样，拔银术也让苏我彻底告别了贫下中农的生活，走向了富人
团体。
　  拔银成功之后，苏我开始大量购进铜矿石，进而开始购买矿山，变成了拔银小能手、炼铜界的劳
动模范。
　  后来，他进一步发现，日本人不懂拔银术，每年把大量含金银的矿石以低价卖给了外国人（主要
是明朝），苏我对这个现象深恶痛绝，这不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吗？
 他下定决心进一步提高拔银技术，并且开始从源头上控制矿石贸易。
很多年以后，中国一位叫郎咸平的教授将这种模式称为“产业链战争”。
　  掌握拔银技术的苏我不敢忘记自己的老师白水先生，于是，他把自己的店铺定名为“泉屋”。
不久之后，坐落在京都的“泉屋”生意越做越大，苏我也成了富可敌国的大富豪。
　  那么，苏我到底是谁？
白水先生为什么要把拔银术传授给他呢？
他又是如何把目光投向了铜矿呢？
 那是天正十八年（1590），著名的战争明星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他是个名副其实的佛教拥趸，日本
统一后随之而来的是，日本佛教的又一次复兴，特别是京都各地的寺院开始兴建大佛像，炼铜也就成
了当时的朝阳产业，其架势绝不亚于我们当年的大炼钢铁。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19岁的苏我来到了当时日本的首都——京都。
　  这个年轻人的全名叫苏我理右卫门，生在日本河内（枥木县内），祖宗八辈往上都比较显赫，属
于权倾一时的平氏，后来越来越不争气，家道中落，贫困不堪。
　  到了苏我同学这一代，事情发生了变化。
小伙子从小聪明伶俐，特别是对商业和技术近乎痴迷。
听说京都流行建大佛，苏我理右卫门就决定大展拳脚，进军炼铜业。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是秃子总会发光的。
苏我理右卫门为了发展炼铜业四处寻访名师，在遇到不少混饭吃的人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苏我理
右卫门遇到了白水先生。
　  白水先生是个来自中国的传道者，热爱佛教，广传佛法。
他发现苏我很聪明、很勤奋，最重要的是待人诚恳，讲究信誉，且颇有慧根，对佛教教义领悟极深。
他告诉苏我，炼铜只是一时的利润，找到真金白银才能修成正果。
苏我理右卫门深以为然。
　  就这样，白水先生把从明朝带来的拔银术倾囊相授，苏我理右卫门由此开创了延续400年的不朽功
业。
不过，这是后话。
　  就在苏我理右卫门准备将“泉屋”的事业做大做强，以拔银术换来滚滚财源的时候，日本的形势
发生巨变，危险和死亡开始逼近苏我理右卫门的亲人。
　  一个荡着淡淡春愁的早上，苏我理右卫门的小舅子，住友小次郎政友— —法号空禅的和尚找到了
他。
　  这个和尚亲戚一脸严肃，眼神凝重。
苏我的潜意识告诉自己，出大事了！
 两个人对面而坐，久久沉默之后，空禅低声说出了自己的请求：“我将去江户，妻儿还希望您能照顾
。
”苏我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他知道，这可能是一次无法回归的旅途。
　  空禅抬起头，仰望天空，泪水滚滚而下。
　  苏我理右卫门淡淡地说：“姐姐和你的孩子自有我来照顾，你不需担忧。
不过，我有另一个提议，希望您能答应。
” 绝望的空禅一脸茫然地看着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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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说道：“我想让我的儿子与你的女儿结婚，你看如何？
” 停！
乱了，绝对乱了。
按理说，住友小次郎政友是苏我理右卫门的小舅子，苏我也就是住友小次郎政友的姐夫，两人的孩子
也就是表兄妹的关系，百分之百的近亲结婚。
　  可是，空禅很感动：“这个自然是好，不过，我怕连累您和家人。
” 苏我理右卫门倒是对近亲结婚这事不在意，他坚定地表示，自己不怕被连累，一定要让两家人亲上
加亲。
　  空禅只好同意了。
他安顿好自己的家人，决定启程前往江户（今天的东京）。
　  对和尚空禅来说，江户可能让他获得新生，也可能让他走向死亡。
　  住友小次郎政友生于天正十三年（1585）前后，正是日本战国时代末期。
　  这是日本风云际会、英雄辈出的年代，各路豪杰你方唱罢我登场，上演了无数阴谋、战争、情爱
的大戏。
　  先是日本著名的武士织田信长在本能寺被明智光秀杀死，刚刚有些稳定的日本局势又陷入混乱，
盘踞在地方的各个军事力量趁势发威，四处攻城略地。
　  最有实力的是那位长得像猴子一样的丰臣秀吉，他大展神威，本着有了金箍棒，就揽瓷器活的精
神，讨伐明智光秀。
可怜的光秀兄一路败退，跑到了京都郊区。
当时日本的农民生活困苦，饱经战乱，早就放弃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信念，他们常常三五成群，
以打击落荒而逃的武士为生。
　  明智光秀也是喝凉水都塞牙，偏偏碰上了这帮要钱不要命的农民兄弟，双方不问青红皂白就打了
起来。
最后，军心涣散的光秀部惨败，明智光秀请自己的部下为他介错，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农民群
众代表着先进的战斗力。
　  听说明智光秀被农民逼死了，丰臣秀吉大喜过望，准备一鼓作气问鼎天下。
同样惊喜的，还有盘踞在日本各地的军事力量，他们蠢蠢欲动，伺机扩充实力，排除异己。
　  为了让局势稳定下来，织田信长的旧部决定召开“武林大会”，选出新的继承人。
就在此时，丰臣秀吉和织田家的旧部柴田胜家产生了激烈的矛盾。
秀吉坚持让3岁的小孩子三法师担任继承人。
而柴田胜家打心眼里看不起这只猴子，要拥戴织田信孝为主。
双方剑拔弩张。
最后，几个和稀泥的大臣说，人家丰臣秀吉平定叛乱有功，还是听他的吧。
　  柴田胜家大怒：这只贱猴子居然如此嚣张，老夫忍无可忍了！
 于是，柴田胜家秘密联络织田信孝，准备消灭猴子。
　  信孝非常配合，为了表彰柴田的忠心，把自己的寡妇姑姑许配给了柴田胜家。
虽然是寡妇，但这姑娘生得风华绝代，作风大胆。
　  两家各取所需，一拍即合。
　  接着，柴田胜家又给丰臣秀吉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道歉信”，说自己那天是一时糊涂，今后一
定唯丰臣秀吉马首是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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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众多名人推荐，最近国内对日本的关注空前高涨，这次的灾难令日本的经济陷入停滞，日本商业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思考。
作者号召力强，文笔幽默且有条理。
后期可作很多活动，有名人一起推荐做宣传，话题感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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