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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加藤嘉一我有一个好哥哥，叫涩泽健（Ken Shibusawa），是日本著名的投资家。
他曾多年在摩根士丹利、高盛集团等美国著名的投资银行从事金融业务，至今已经独立，为个人投资
家提供服务，把那些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的善心回馈给社会需要的领域。
他始终在思考，金融资本如何超越短暂、狭隘的视野，达到维护并推动国家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高度，
去决定把钱投给什么领域，什么企业，什么人。
因此，他演讲、投资、关注的往往归结于所谓“社会”领域。
他也始终在摸索资本主义走向何方。
他是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涩泽荣一（Eiichi Shibusawa）的第五代子孙。
他对涩泽荣一的忠诚度特别高，并拿着祖辈的著作《论语和算盘》，到处给惯性地陷入拜金主义和互
不信任的金融从业人员们讲“资本该拥有的作用和责任是什么”。
涩泽荣一将儒家学说引入到了经商当中。
《论语和算盘》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正是日本工业化浪潮风起云涌之际，很多年轻人投身商海搏击风
浪，渴望获取巨大的财富，一种拜金精神侵蚀人们的大脑。
Ken大哥曾跟我讲过许多荣一先生的故事和智慧。
其中，让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句哲理：“商业的发展必须以社会伦理为根基，否则会把人引入歧途
。
企业赚取利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中饱私囊，而是为了给社会创造财富。
”原来，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和西方后来的资本主义，是可以不冲突的，甚至是可以互补的，一切都
是为跨越国家和地区，跨越时间和种族的，即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科学发展而服务的
。
企业家是最需要社会责任感的，并把它作为实际行动反馈到老百姓的生活中去，使社会和谐而长远地
发展下去，否则，一家企业的命，很有可能是昙花一现，甚至陷入历史的罪犯。
而这些企业蔓延的国家，自然而然地衰退，甚至灭亡。
我没有想到，Ken大哥引用的荣一先生的格言竟然能够被中国80后、好兄弟陈伟所引用。
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日本80后曾在中学历史课堂上学过一点知识。
中国朋友们相当熟悉的“明治维新”时代，武士浪人们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而不愿意去想如何赚
钱的问题，国家财政却陷入崩溃边缘，这是切实的国情。
“士农工商”的潜规则无处不在，如何化解武士与商人，这两个在当时的日本价值体系中很对立的阶
级之间的共存和协调，才是荣一认真思考的问题。
历史永远是一脉相承的，真实的历史永远是跨越时空的价值观，并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从中国古代的儒家到前期资本主义，从后金融危机后的资本主义，又回到改革开放中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
在这个探索知识结合点的旅程中，日本那样小小的岛国的“兴衰史”，也有幸能够为大家理解历史的
脉络、发展的接点以及未来的方向，起到一点点作用。
而这一工作是被一名“中国”80后正在完成，意味深长，令人欣慰。
陈伟的《日本商业四百年》，引用他给我的资料里的话，是“一套描写日本商业如何崛起、财富如何
积累的书，从一个侧面告诉读者日本崛起的精神密码，阐述另一种不为人知的商业模式如何席卷世界
”。
陈伟跟我说：“震惊世界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不过有200年的历史，而容易被我们忽略的日本各大财阀的
生命岂止延续了400年？
”这个问题确实不错，让我深思日本的历史。
这本书涉及的公司包括三井家族、安田家族、住友集团和三菱集团，书中用生动的细节描述他们的创
业故事、经历的风险以及获得的荣耀。
“他们大都游走在政治与金钱的边缘，用独特的方式塑造着自己的商业帝国。
他们时而阴险狡诈，时而又充满关怀，他们复杂多变却又坚定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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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社（Shosya）是奇怪的玩意儿，词典上的直译就是“贸易公司”。
而实际上，它却远远超出了贸易本身的范畴，它是日本特色的灰色公司形态。
在当代的日本，许多运动员、社团领袖、社交谈判能力强的人纷纷进入商社。
商社要求员工拥有国际视野、情报收集能力、谈判能力，还有不可或缺的——喝酒的能力。
这么说，中国朋友们或许容易理解吧。
他们往往在国内外与当地的政府勾结在一起，不断创造应酬的机会，从中寻找商机。
我前一段时间在北京跟三菱商事中国代表处的二把手吃饭，喝酒。
他说：“我们就是用一切手段创造商机，为此需要的有3种要素：Resource（资源），Strategy（战略）
，System（制度）。
”可想而知，它显然是综合而暧昧的商业模式。
看看今天的中国和日本，我想，中国人从历史的挫折学习了很多，把“失败是成功之母”的重要思想
落到实地。
日本人则始终沉淀于以往的辉煌，无法摆脱失落的20年。
失落还要持续多久呢？
难道成功是失败之父吗？
陈伟平时做时尚杂志的编辑。
在我眼里，中国男性中，他是罕见的帅哥型媒体人。
我知道他上学的时候学的是日语，我也知道他对日本的历史、社会、文化等也有较深的了解。
我也曾为他另一本书《麻辣日本史》写过推荐语，我觉得，陈伟对日本历史的描述很独特、很有趣，
我这个日本人也学到很多，受益匪浅。
日本能有像陈伟这样，不受国家体制和意识形态的负面约束，用一套个性化的语言来描述日本历史的
中国朋友，我深表感激。
他用自己的方式让祖国的同胞更多、更深地了解日本和日本人，并试图从中为祖国吸取可贵的知识营
养。
陈伟现在成为历史学家了。
我最佩服历史学家，那么破碎、分散，看起来似乎偶然连续，没什么互相关联的点点滴滴，对所谓“
客观”的史实进行最为“主观”的汇总，加工，甚至编造，其过程肯定属于没完没了。
就像大多数人不明白我喜爱马拉松的心情一样。
以前拜读陈伟的《日本商业四百年》的时候，我当时觉得不对，“哦，不是400年吗？
怎么只有近代史，而没有‘二战’前后的故事呢？
你连日本战后奇迹都省略掉了？
难道你作为中国人觉得‘二战’不重要啊？
你这样是犯错误了。
”动不动就把手机拿来，给陈伟打电话，他就像平时一样，带着一种帅气的冷静给我解释道：“噢，
我还没写完呢，我要写几本的，这不过是第一本。
下一本还要请你帮忙作序。
”我说：“噢，这样子，那我只是为你这本的第二部写点感想就OK了？
”陈伟回应：“对，这样就可以，兄弟拜托了。
”我很高兴能够为异国他乡的兄弟，以异国他乡的文字对陈伟表示祝福。
我也期待他的下一本，下下一本，甚至，下下下一本。
是为序。
写于北京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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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继明治维新后，日本经济蒸蒸日上，然而，军国主义横行，最黑暗的帝国时代到来，20世纪的灰
色大幕开始笼罩世界。
日本商业也进入了最纠结的时代：
　　★八年抗日战场，在血肉横飞的战场后，还有另一个不见硝烟但是更为残酷的战场。
两国政治、经济精英隔空对决，如何在货币的战场上运筹千里，一决胜负！
！
！
激荡人心的历史传奇在本书中一一揭晓。

　　★战争的不断深入，侵略的始作俑者也被拖入了经济的黑色深渊。
四大财阀逐渐力不从心，他们如何在政治与商业之间，勉力生存，希望维持百年基业不倒？

　　★日本战败，国土变成废墟。
财阀面对战胜国摧毁式的压迫，是如何应对，是生是死？

　　在一无所有之后，日本商业领袖如何应对最惨烈的生存危机？
他们最终凭借对造物的热情，技术的狂热，专业的执著，重新建造起一个商业大国。

　　★广为人知的经营之神们的成长道路精彩纷呈，有像丰田喜一郎一样的“富二代”，也有像松下
幸之助一样的平民青年，但是他们都最终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在20世纪这段最曲折的岁月里，绽放出独一无二的光芒。
你可知道，丰田喜一郎也有苦闷到翻阅各种自杀手册的时候，松下幸之助也有嚎啕大哭“博取同情”
的岁月，经营之神不是一天修炼成的！
在《日本商业四百年.2》中，作者陈伟用亦庄亦谐的文笔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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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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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见证过侵华的老兵忏悔的一生与暮年的颤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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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大萧条下的阴霾
　老太太就爱买股票　
　大崩溃　
　黄金，你回来吧　
第二章
　古武士的决断
　杀死我，我也不妥协　
　哈佛大学里的日本人　
　努力转向　
第三章
　阴霾中的曙光
　电子革命　
　绝不和三井竞争　
　汽车来啦　
　我想造飞机　
　绝不是山寨汽车　
第四章
　他们如何走向战争
　不归路　
　侵吞中国东北　
第五章
　变态式增长
　战争促生产　
　变态增长　
第六章
　虚伪的“东亚新秩序”
　洗脑运动　
　先下手为强　
　掠夺资源　
　颓败的宿命　
第七章
　谁有钱，谁就战到最后
　凑合活着　
　垂死挣扎　
　经济决定战争　
第八章
　拥抱战败
　偶像的坍塌　
　战争后遗症　
　财阀，你们等死吧　
第九章
　艰难复兴路
　失败是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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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世魔王的小生意　
第十章
　新财阀时代
　必须造物　
　擦边球　
第十一章
　电子在燃烧
　技术革命引领财富之路　
　一开始就国际化　
　啃老创业路　
　死活也要卖出去　
第十二章
　让老百姓先富起来
　小公司的能量　
　谁赚钱就倾斜给谁　
　不垄断也生存　
第十三章
　小器物，大财富
　创新时代　
　随身算　
　我们不是模仿者　
第十四章
　放下枪炮，用产品征服世界
　新困境　
　一本畅销书　
　美国人靠谱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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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老太太就爱买股票 野心和欲望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世界就离崩溃不远了。
 1929年，一位古稀之年的美国老太太一边洗衣服一边兴奋地歌唱：“我的宝贝不要吵闹，奶奶又买了
很多股票。
”当老太太正在安抚孙子的时候，她的儿子也正在把大把的金钱扔进股市，而孩子的母亲不惜接受各
种“潜规则”获取股市的“内部消息”。
 发财梦开始根深蒂固地植入人们的大脑，美国最知名的经济学家们也在大声说：“股市已经达到一个
不可能跌落的高度。
” 这一切都说明，刺破野心泡沫的那根“针”快要出现了。
 9月之后，美国股市开始颠簸不平，虽然很多银行家想尽办法让股市一路飙升，但结果却在向着相反
的方向发展。
 10月29日，股市终于一溃千里，道?琼斯平均指数比起9月初整整缩水40%。
原本乐观的美国人意识到，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股灾已经来临了。
 在海岸线的另一端，日本已经提前进入了危机当中。
20世纪20年代之后，日本就跟到了本命年似的，厄运不断。
对这个国家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不是一针“催化剂”，而是一管儿“兴奋剂”。
日本经济获得了短暂的复苏，出口激增，四大财阀各显神通，产品行销海内外，滚烫的真金、白银成
批地运到了日本。
 但对未来美好的期许在那场罕见的大地震之后消于无形，东京几乎被夷为平地，虽然商业在地震之后
有过了短暂的振兴，但也不过是更大崩溃前的回光返照。
 进入1927年之后，日本一直宽松的财政政策遭遇挑战，银行挤兑成风，小银行接连破产，四大财阀就
像一只只眼睛发绿的秃鹫，鲸吞它们能获得的一切优质资产。
 时间继续前行，1929年，当美国老太太跟遇到第二春似的给股市唱赞歌的时候，日本已经提前进入了
衰退的窘境。
 随着美国股市的崩盘，日本人的野心和欲望也都达到了冰点，迅速凝固，流光溢彩的梦想变成了笼罩
在岛国上空久久难以散去的阴霾。
 首先遭遇重创的是日本独具特色的机构——银行。
这东西完全区别于西方世界的银行模式。
打个比方，比如我想开公司，需要融资，但是我又不想发行债券，不想跟朋友借钱，不想让家族外的
人干涉我的生意，不想找银行贷款，怎么办？
那我自己开个银行吧，反正向政府审批很简单，不用费劲儿。
于是，我就自己开了个银行，用我的名誉作担保，然后把储户的钱当做融资，助推公司前进。
 当然，以我的名声，很难成为担保，也没人把钱给我打理，所以，当时日本的机构银行都是那些有声
望的人来创办的。
问题是，有声望的人也有不靠谱儿的时候，或者说，他们本来就不靠谱儿，只是有声望而已。
 在20世纪20年代，全日本这样的机构银行有2，000多家，随着东京大地震和一系列经济衰退的袭来，
机构银行的投机性就引发了日本本土的金融危机。
 事情是这样的，1923年日本大地震发生之后，为了让灾区的企业重振雄风，日本银行搞了一个特别融
资政策。
简单地说，就是打白条。
 比如，我的公司在灾区，因为受灾严重，还不起欠你家公司的债务，那我就给你一个有价证券。
你能拿着有价证券去银行卖，银行则把扣除掉利息剩下那部分金额支付给你的公司，这叫做贴现。
 当然银行也不能拿着一堆白条，它们再把这些债券卖给日本银行（央行）。
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保证企业损失最小，同时也能让银行的现金流动起来。
不好的地方则在于，大地震之后，好多公司开始浑水摸鱼，明明受灾情况没那么严重，也出卖债券，
最后导致银行出现了大批的不良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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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愈演愈烈，到了1927年，东京渡边银行走到了破产的边缘，在中国台湾纵横一时的铃木商社遭遇
重创，要求台湾银行紧急融资。
 铃木商社对台湾商业的影响力不可小觑，甚至凌驾于三井、三菱之上。
“一战”之后，铃木商社的不良债权越来越多，它恳请台湾银行进行救助。
 台湾银行和铃木商社关系密切，当然是慷慨解囊了。
但是到了1926年年底，这两个难兄难弟互相拖累，不良债权达到了将近50%。
 这两家对中国台湾经济影响巨大的企业陷入泥沼，难以脱逃。
 紧接着，1927年4月，老牌商业银行——近江银行也因为巨大的不良债权陷入停业。
近江银行在日本关西地区影响深远，几乎全日本的纺织工业都依靠着近江银行。
 这回政府沉不住气了，他们决定改善银行的生存状态：一方面，大藏省要求那些深陷困境的银行自我
停业，以制止挤兑风潮；另一方面，日本银行紧急调动现金分发到各地的银行，让它们给储户展示一
下大把大把的钞票，告诉他们，爷们儿还有的是钱，不用挤兑。
 虽然后来很多人说，当时日本银行为了遏制挤兑，不顾通胀的危险，加印了一大批钞票，但在那个时
候，还真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老百姓们看到自己的钱还放在银行里，就放弃了挤兑，但过了不久还是发现自己的存款少了一半。
 政府虽然暂时稳定住了挤兑风潮，但大藏省清楚，这只是缓兵之计，必须下大力气改革银行机制，避
免危机再次发生。
 从1927年年中开始，大藏省致力于清理整合银行业，把那些存款数量不达标的银行合并到大的银行旗
下。
在1919年的时候日本商业银行共有2000多家，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期，只剩下625家，三井、三菱、安
田和第一银行通过吸收这些小银行不断壮大，而依靠银行贷款的制造业也不断向着几大家族靠拢，慢
慢地成为了他们产业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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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ldquo;看看今天的中国和日本，我想，中国人从历史的挫折学习了很多，把&lsquo;失败是成功之
母&rsquo;的重要思想落到实地。
日本人则始终沉淀于以往的辉煌，无法摆脱失落的20年。
失落还要持续多久呢？
难道成功是失败之父吗？
&rdquo;　　&mdash;&mdash;加藤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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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商业四百年2》是中国第一部日本商业史！
一套描写日本商业如何崛起、财富如何积累的书，从一个侧面告诉读者日本崛起的精神密码，阐述另
一种不为人知的商业模式如何席卷世界。
加藤嘉一作序推荐！
吴晓波、张颐武、许知远倾情推荐！
“看看今天的中国和日本，我想，中国人从历史的挫折学习了很多，把‘失败是成功之母’的重要思
想落到实地。
日本人则始终沉淀于以往的辉煌，无法摆脱失落的20年。
失落还要持续多久呢？
难道成功是失败之父吗？
”——加藤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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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历史不一定是正襟危坐，陈伟这样通过自己的叙事方式来描写邻国商业崛起的秘密是一种文字的创新
。
 ——张颐武 通过陈伟的写作，我们恍然大悟：在日本，最悠久的企业三井帝国雄霸400多年；在日本
，建筑寺庙的金刚组延绵千年，成为世界最古老的企业之一；在日本，哪怕街边不起眼的小面店都历
时经久。
我们想知道，他们经久不衰的力量在哪里，我们想知道，他们坚持不懈的动力又是什么。
 ——许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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