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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二战后的日本在一片废墟上以惊人的速度恢复了国力，不少研究者认为，这与儒家文化在日本的
传播延续是分不开的。
日本“工业之父”涩泽荣一曾用《论语》作为培训企业管理者的教材；日本学者村山孚的《新编论语
》在日本企业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松下电器商业学院通过学习《大学》、《论语》等儒家经典，确
立了“商业之道在于道”的思想。
在日本，“《论语》十算盘”已经成为一种著名的经营模式，其基本精神就是“义利合一”，即以公
益为利，利即是义——承认谋利有其正当价值，但必须用道德对其进行规范指导，使其符合社会伦理
。
　　历史往往有相似之处，如今的中国，正处在涩泽荣一曾经历过的转型期，有些不法商人为了追逐
利益，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甚至不择手段，连最基本的良知都丧失了!鉴于这种情况，提高商人的道德
水平，培养经商者的道德素质，就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
而《与算盘》中“义利合一”的原则正是儒家道德放之工商领域的行动指南，对于企业经营者来说，
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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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涩泽荣一，拥有“日本企业之父”、“日本金融之王”、“日本近代经济的领路人”、“日本资
本主义之父”、“日本近代实业界之父”等一项项桂冠。
日本一本著名的财经杂志对100位最成功的企业家进行调查，其中一项是“谁是你最崇敬和对你影响最
大的人？
”涩泽荣一名列第二。
　　曾任明治政府财政大臣，直接参与了新政府的货币制度改革、废藩置县、发行公债等几乎所有重
大政策的酝酿和制定。
 　　33岁时弃官从商，创办了日本第一家股份制银行，并由此开始了自己极具传奇色彩的企业家生涯
。
业务遍及金融、铁道、海运、矿山、纺织、钢铁、造船、机电、保险、建筑等众多领域，一生创办
了500多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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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处世与信条　　《论语》与算盘，远在天边，近在咫尺　　如今谈论道德，当以孔门弟子
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一书最为重要了。
对这本书，大家只会读，却不知《论语》之中有算盘之理。
从外表看起来，它们相隔甚远，风马牛不相及。
但我始终认为，算盘可因《论语》打得更精，而《论语》也可借由算盘来发扬真正致富之道。
因此可以说，《论语》与算盘两者的关系是形疏实亲。
　　我的友人在我七十岁的时候，作了一本画册送给我。
里面开头一张画着《论语》以及算盘，另一边画着一顶大礼帽及日本刀。
一日，学者三岛毅先生到寒舍造访。
他看到这张画之后，甚感兴趣地说：“我是研究《论语》的，而你是专攻算盘的，打算盘的人尚且知
道如此充实地倡导《论语》与算盘的关系，那我这个读《论语》的人，今后也应该好好研究算盘一番
。
希望能够跟你一起，努力将《论语》与算盘的关系紧密地结合起来。
”后来，他写了一篇有关《论语》与算盘的文章，强调“道理、事实与利益三者一致”的论点，并在
文中举了不少例证来加以证明。
　　我经常认为，要使一件事物有进步，必定得依赖人们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充分地去谋利，才能成
功。
否则决难有所进展。
如果国民只知沉湎于理想空谈，且偏爱虚荣的话，是绝对无法发展真理的。
所以，我等希望政界、军界不要跋扈非为，而实业界则要力求发展，努力提高生产，增加物质财富，
这才是促进国富的最好方法。
若全然不顾及此，则国富难成。
若问增进财富的根源何在？
我想就是依据“仁义道德”了。
只有依据正确的道理所积累的财富，才能完美、持久。
因此，我认为《论语》与算盘两者表面上虽不相关，却可互相辅助使其一致，而这才是我们今天紧要
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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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于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CCTV百家讲坛，在中国畅销百万册，中国本土化的《论语》解读。
　　涩泽荣一，日本的现代企业之父，日本财界的“二松讲堂”，在日本畅销千万册，以日本人的视
角解读《论语》。
　　以《论语》经商，一手握《论语》一手握算盘，是日本崛起的秘诀，也是中国崛起的出路。
　　日本商人的“行动指南”，日本崛起的“商务胜经”。
　　在日本流传着一本书，被称为“商业圣经”，这本书就是涩泽荣一的《与算盘》。
本书是涩泽荣一总结其一生学习《论语》的体会与经营企业的经验，汇集平日的讲演与言论而成的一
本书，集中表达了儒家的经营理念与儒商的处世之道。
 全书共十章，分别为：处世与信条：立志与学问；常识与习惯；仁义与富贵；理想与迷信；人格与修
养；算盘与权利；实业与武士道；教育与情谊；成败与命运。
本书是涩泽荣一归结自己一生的成功经营经验写成的书，自昭和三年第一次出版发行以后，很快就一
版再版。
深受人们的喜爱。
除了讲经济与道德外，本书还涉及到人生许多方面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部人生的指南书
。
因此这本书不仅对发展市场经济，提高道德修养有帮助，而且对人们设计自己的人生路线，创造人生
价值，都有积极的意义。
　　重新考量日本人与日本崛起的指南　　一生创办了五百多家企业的涩泽荣一，被称为“日本的现
代企业之父”，从投身实业的那一天起，他就把中国儒家经典《论语》当做自己的行动指南。
他到处演讲，号召日本人做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的企业家。
涩泽荣一提出了“义利合一”的经商理念；伊藤博文则在《宪法》中结合了本国的传统。
　　——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　依田熹家　　作为一个中国人，第一本要读的书是《论语》。
先读《论语》再说。
日本经济发达，是因为他们读《论语》。
日本有本书，叫《（论语）与算盘》，在日本非常轰动，一方面看《论语》，一方面打算盘，就是义
利兼顾。
　　——曾仕强　　日本人涩泽荣一提出“一手握《论语》一手握算盘”的理论，并认为：“缩小《
论语》与算盘间的距离，是今天最紧要的任务。
”日本聪明的地方就在这里——缩小《论语》与算盘问的距离，在“凌志汽车”和“橄榄树”两者之
间取得平衡，从而成就了日本在亚洲霸主的地位。
　　——唐茂林　　谈到《论语》在日本，就不能不提被称为日本近代“实业之父”的涩泽荣一，他
在其所著的《（论语）与算盘》中，称“义利合一”是儒商的经营原则。
在当今时代，人们的内心充满着赤裸裸的欲望，最缺乏的恰恰是“白省”二字。
两千五百年前的《论语》能够教会浮躁的现代人如何“修身”，让自己的心灵和行为变得更美。
　　——金开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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