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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盛和夫:被逼出山的日本“经营之圣”

2010年 1月 19日,亚洲最大
航企、有着57年历史的日航宣布破
产。拯救日航,迅速成为日本上下
的核心话题。1月底,稻盛和夫被
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选中,作为拯
救日航的恺撒。

要让稻盛和夫这位退居二线、
皈依佛门 13 年的“经营之圣”再度
出山,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领导的
政府内阁确实下了一番工夫。从
日本“企业再生支援机构”出面说
服,到日本国土交通大臣前原诚司
亲自邀请,再到鸠山首相当面恳请,
鸠山内阁可谓“三顾茅庐”。

架不住鸠山内阁的“三顾之
礼”,2月1 日,稻盛和夫终于承诺接
手这个“烫手山芋”,正式出任日航
新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而这一
天恰好也是他78 岁生辰。

稻盛和夫重新出山的决定,在
日本受到了广泛欢迎。消息宣布
的当天,京瓷的股票上涨了 200多
日元。“盛和塾”大阪分塾则号召全
体员工从大阪去东京出差时,不再
乘坐新干线而改乘日航,以表示对
稻盛塾长的支持。但是,有“经营之
圣”之称的稻盛和夫,真的能挽狂澜
于既倒吗?

战胜肺结核战胜肺结核

1932年,稻盛和夫出生于日本
鹿儿岛一个贫穷而又虔诚的佛教
徒家庭。父亲是个印刷工人,一天
一块钱的工资不够养家,不得不做
些副业,每天都忙到深夜12点。

因为父母都忙于生计,儿时的
稻盛和夫时常无人照料,一次“三个
小时啼哭”成了他小时候的一道风
景。小时候稻盛胆小,不敢一个人

外出,总是跟在哥哥利则的后面去
捉些鱼虾贴补家用,以至于上了小
学还是哥哥的跟屁虫。可惜天真
烂漫的生活不长,厄运很快就光顾
了他。

1945年,报考鹿儿岛一中失败
后,稻盛和夫又不幸感染了肺结
核。当时肺结核还无药可治,死亡
率很高,稻盛的叔叔和婶婶就是得
肺结核去世的。稻盛在发热中情
绪低落到了极点,而邻居大婶为激
励他活下去,就送给他一本名为《生
命的真谛》的书。

稻盛和夫如饥似渴,贪婪地阅
读着。从这本书中,他看到了“灾难
心相”这个后来影响他一生的词汇
(以至于在后来的自传《活法》中,

“心相”成了主题词)。《生命的真谛》
对“灾难心相”的解释可谓是拨云
见日:“灾难是自己招来的,因为自
己的心底有块吸引灾难的磁石。
要避免灾难就要先除去这块磁石,
而不是对别人说抱怨的话。”“把痛
苦说成不幸是错误的,人们应该知
道对于灵魂的成长来说,痛苦有多
么重要。”对于正开始思索人生的
稻盛,这些话犹如甘露之于久旱的
秧苗。

一种超然的精神开始在稻盛
和夫心中萌芽。贫困的生活,加上
1945年每天要颠沛流离躲避美机
轰炸,他的结核病被淡化了,后来竟
奇迹般地好了。

差点进了黑社会差点进了黑社会

由于病情影响了学习,后来稻
盛和夫考中学两次落榜。最后,他
侥幸读了私立鹿儿岛中学。但考
大学稻盛又落第了,只好进了一家

勉强算得上大学的县立大学——
鹿儿岛大学工学部,专攻应用化学。

临近毕业,找工作又成了难题,
许多公司对稻盛都关上了大门。
同去竞争的学生很多,录取的人数
又少,总是有人走门路。出于义愤,
稻盛和夫几次徘徊在一个黑社会
武馆门口。当时他想,如果穷人家
的孩子不能享受同等的机会,企业
不能以更公平的方法录用人才的
话,日本是不会有良性发展的。他
真想成为黑社会老大去整治那些
坏家伙。

最后,稻盛和夫还是放弃了这
个荒唐的想法。在大学教授的推
荐下,他进入了一家濒临倒闭、由一
家银行托管的公司——松风工业。

起初,稻盛和夫并不安心于自
己的第一份工作。他跟一个同来
的大学生通过了国民自卫队员的
考试,准备从军,只是户口本不在身
边,没法办手续。哥哥利则非但不
给他寄身份证,还义正词严地训诫
他:“要是这样就辞职的话,你到哪
里都一样。”

是的,在这样百废待兴的公司
做不出点成绩来,到好公司又能做
什么?鹿儿岛乡村的爽朗天性拯救
了稻盛和夫,使他产生了一种强烈
的愿望,要改变自己的灾难心态。
他把锅碗瓢盆都搬进了实验室,全
身心地投入了工作。别人闹罢工,
他想的却是如何给工厂减少损
失。他认为罢工、向公司发泄不满
根本就没有意义,就算为发泄不满
而罢工,工资也不会涨,还不如努力
把自己的目标研究搞好,并把研究
成果投入生产。因此,别人都骂他
是“工贼”、“公司的走狗”。

稻盛和夫在这一年就研制开
发出了一种被称为“U字形绝缘材
料”的新型陶瓷材料,为濒临破产的
工厂带来了大量订单,因此他成为
新成立的特陶科的生产负责人,而
他所领导的特陶科也成为整个公
司中唯一盈利的部门。

1956年,日本第一银行的一位
业务负责人到松风工业调查工作
时,惊异于一个死气沉沉的工厂中
竟有特陶科这样一支士气高昂的
队伍。这位高管还特别请稻盛和
夫在酒店里吃饭。在与 24岁的稻
盛和夫攀谈中,他听到的不仅是未
来电子工业的发展趋势,还有如何
采取措施使人才得到有效利用、增
添活力等问题。这位高管兴奋地
说:“你有自己的Philosophy(哲学)。”
当 时, 稻 盛 和 夫 还 不 懂 英 文,
Philosophy 一词却留在了他的心
底。

可以说,在看不到生机和出路
的环境里,稻盛撑起了一片天。

一手打造两个世界一手打造两个世界500500强强
但是,没过多久,由于松风工业

的家族政治和混乱管理,年轻气盛
的稻盛和夫被没有能力的上司勒

令辞职。
实际上,稻盛当时完全没有料

到,当他辞职时,包括56岁的松风公
司制陶部部长青山政次在内的一
大批技术人员和员工也选择了一
起离开,并追随他。在青山政次的
介绍与帮助下,稻盛和夫从社会名
流西枝一江和宫木电子社长等人
那里筹得了 300万日元,于 1959年
注册成立了“京都陶瓷”公司,即今
天日本京瓷株式会社的前身。

在京瓷成立之初,虽然作为经
营者又是技术带头人的稻盛每天
都工作到晚上12点之后,但仍然没
能扭转公司当时惨淡经营甚至近
乎破产的危局。情急之下,稻盛只
能数次卖血给工人发工资,但还是
阻挡不住工人纷纷辞职。不过,令
人庆幸的是,处于绝望之中的稻盛
并没有最终放弃,他以出让多得惊
人的股份为筹码,把最后一批工人
挽留了下来,并在一年之后让京瓷
开始赢利。

随后,京瓷逐渐拓展到电子零
部件加工和通讯设备制造上,并很
快成为日本一家综合性的大型高
新技术企业。

在后来的 10多年中,京瓷成功
兼并重组了“三田工业”、“塞巴耐
托”、“雅西卡”等知名企业,发展成
为如今旗下拥有 189家公司、业务
横跨电子与机械、医疗器械、太阳
能技术、机械工具、珠宝应用产品、
服务及网络等多个领域、员工逾 6
万人的特大型企业集团。

如果说稻盛和夫的第一次创
业充满了无限艰辛的话,那么岁月
积累起来的丰富商业经验让他的
第二次创业似乎变得顺风顺水。

1984年,日本进行通信改革,允
许民营企业进入通信领域,敏感的
稻盛和夫认为天赐的机遇已经来
临。在许多人对当时垄断日本通
信市场100多年的国企巨头NTT谈
虎色变之时,当时52岁的他力排众
议创立了通讯公司DDI,挑战矛头
直指NTT。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就是这样一家并不被人看好的公
司,最终发展成了日本的第二大通
讯公司—— KDDI。

今天的京瓷株式会社和KDDI
已经成为日本人的骄傲,双双跨入
了世界 500强之列。与此相匹配,
稻盛和夫也赢得了日本民众的尊
崇和敬爱。在日本,有“经营四圣”
的说法,他们分别是松下幸之助、盛
田昭夫、本田宗一郎和稻盛和夫。
四人之中,唯有稻盛和夫创办了两
家世界 500强企业,而且是年龄最
小和至今唯一健在的圣人。

1997年,65岁的稻盛和夫身患
胃癌,手术后宣布退居二线,只担任
名誉会长,并正式皈依佛门,将大部
分时间用于慈善事业和到世界各
地演讲。

拯救日航的拯救日航的““凯撒凯撒””

2010年2月1日对于稻盛和夫
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这
一天,他在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和
许多东京高官的祝福声中度过了
自己78岁的生日,之后脱掉了穿在
身上13年的袈裟,正式出任日航新
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之职,开始
了自己的第三次创业,同时成为日
本国民心中能够拯救日航的“凯
撒”。

据悉,为了让稻盛“出山”,先是
日本“企业再生支援机构”亲自登
门拜访稻盛,后是日本国土交通大
臣前原诚司亲自邀请,最后是日本
首相鸠山首相当面恳请。《华尔街
日报》对此评论道,鸠山内阁之所以
选定对交通航空业一无所知的外
行稻盛和夫,原因在于稻盛和夫能
把一家只有8个人的小作坊做成拥
有6.5万名员工的跨国大型企业京
瓷集团。而鸠山首相也有一段对
媒体的公开表白:“只要把稻盛主义
贯彻到日航员工中去,日航就可以
摆脱对政府的依赖。我高度评价
稻盛先生的经营手腕,他具备坚定
的哲学和信念,是日航领导人最适
当的人选。”

不过,鸠山首相的打气并不能
消除外界对稻盛和夫未来经营日
航的担忧。根据日本再生支援机
构制定的《日航再生方案》,未来 3
年时间里日本航空要压缩470亿日
元的人工费支出,为此将要裁员
1.56万人。但日本航空公司的工
会是号称“日本最强的工会”,往往
会在自己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时
候举行全员罢工与停飞。因此,如
何做好工会的工作,完成庞大的裁
员计划将考验稻盛和夫的交涉能
力。

另外,日本航空公司今后 3年
将取消 50%的国际和国内航线,这
就意味着,公司的业绩将会出现很
大的下降,在这种状况下,稻盛和夫
既要提升经营业绩又要偿还公司
债务实属不易。而最令外界担忧
地还是日本航空公司的发展方向
不明。作为一家以经营国际航线
为主的公司,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
情况下,废除半数的国际航线,日航
很可能在不出3年的时间内演变成
一家专门卖廉价机票的三流公司,
而这一结果显然是稻盛和夫不愿
意看到的。

不过,令日本国民感到欣慰地
是,年迈的稻盛和夫并没有对近乎
垂死的日航表现出丝毫的畏惧和
胆怯。就像当年单枪匹马闯入完
全陌生的电信业创立 KDDI那样,
今日的稻盛如同唐·吉诃德那样也
勇敢地抄起了长矛冲进了全然不
知的航空业。

在宣布接手日航的当天,向来
出言谨慎的稻盛和夫向外界坦言:

“冬天越是严寒,春天越是樱花烂
漫。企业也好,个人也好,都要把逆
境作为动力,实现更大的飞跃!”

日本企业界,有一个“经营四圣”的

说法,他们分别是松下公司的松下

幸之助、索尼公司的盛田昭夫、本

田公司的本田宗一郎和日本京瓷

集团的稻盛和夫。这是日本战后

经济崛起中最卓越的四位企业家,

而稻盛和夫又是其中目前唯一健

在的,被誉为“当代松下幸之助”。

黄轩：自由又怀揣情怀的鲸鱼
黄轩喜欢做摘抄，他曾在本子

上写下这么一段话，“每当我抓紧
一样东西不放时，我会提醒自己放
下。对自己温柔一点，学会与未知
相处。试着去体会没有努力的努
力，没有选择的选择，没有动机的
动机，努力不一定能达成目标。”

他以此话来警诫自己，也确实
是在这么做。

因为，论起星途，好像真的没
有几个艺人会比黄轩更倒霉。他
一心以迈克尔·杰克逊为榜样，结
果，不仅在读艺校时扭伤了腰从而
错过了全国性的舞蹈大赛，而且还
未能成为歌手。好不容易，他在表
演领域中寻到了新的乐趣，可每一
次，都是差一点“走红”。

对，次次都是差一点。他在偶
然之中被张艺谋看中，差一点就出
演了《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小王子

一角，谁知编剧突然改了剧本，将
王子的年龄改成了 14岁。他因等
待《满城尽带黄金甲》的角色通知，
自动放弃了海岩所拍摄的《五星饭
店》，差一点就在此剧中大放异彩；
他曾拍摄了娄烨导演的《春风沉醉
的夜晚》，却又在即将参加戛纳电
影节时，被剪了戏，徒留一个背影；
他还曾为筹备《海洋天堂》，亲自去
了北京孤独症患者学校里体验生
活，却又因长得不像李连杰，而被
导演临时更换；包括之前早就拍好
的《蓝色骨头》，也是迟映了四年才
跟观众见面……

所有的迟到与错过，若是放在
任何一个人身上，都会痴缠很久。
但是，显然，黄轩很想得开，他感慨
道：“沉默的时光，使我这个生命体
对很多周遭东西的认知力和感知
能力又增强了，我的心灵得到了成

长，也越加笃定。”
没错，沉默的时光，使黄轩成

为深海里孤独游弋的鲸鱼。可他
从不寂寞，他只是远离了喧嚣，去
寻找了生命的真谛。

他常常利用自由时间，去全世
界溜达，不会带助理，连经纪人都
很少通知。往往就是参加完某个
电影节，他便突然“落跑”了。他去
的地方，都很小众，可能是去某个
草原看羚羊；也可能只是去某个胡
同的酒吧里，听流浪歌手唱歌。

对于那些具有标志性的建筑、
城市，黄轩没什么兴趣。同样，除
了拍戏，他对曝光度这种东西也是
避而远之，更别说是充当舆论集中
营。有时候，他低调得甚至会让人
忘记他的存在。

但对当事人而言，这才是一种
享受。他愿去流浪，去磨砺心性，

去做一个内心不慌、脚步不乱、内
敛沉静的人。或是在笔笔藏、笔笔
收的书法中沉溺，或是随意地撩拨
吉他，或是喝茶看花……在他的世
界里，没有太多复杂的事情，半落
的桃花，格陵兰夏季时整日的太
阳，都是他的追求，他的快乐。

大抵，就是这股书生气息太
过浓烈，所以才会有人将他框进

“文艺片”的固定形象中。乃至，
他突然拍摄《红高粱》《芈月传》与
《翻译官》等多部电视剧，都会引
来非议。有人说，他开始急功近
利，走“偶像”路线；又有人说，他
是江郎才尽，再也拍不了小清新
的电影。

对此，黄轩从来没有刻意解
释。他永远都是温和地笑笑，再
谈及一下他的理想，“我心里的声
音告诉我，我适合将来搬到一个

宁静的地方住下来，贴近最质朴
的生活，贴近自然。而且我觉得
种菜、种花，看着一颗种子的发芽
和成长，可以观照你自己的心
境。我目前内心这样的愿望与日
俱增”。

是怯懦，还是逃避？
都不是吧。在这个世界上，总

会有一种人，不愿去做鲨鱼。他们
体态优雅、生存得体，并不善于进
攻。他们不过是忠于自己的闲情
逸趣，安于本分、听从天赋、发挥所
长且苦乐坦然。

其实，无论做任何事，都不该
大肆宣扬，受到攻击也不必激烈反
抗。只要我们不去纠缠多余的情
绪，不去妄想未知的声望，过往不
念、当下不乱、未来不迎，也可像黄
轩一样做一只在海中自由又怀揣
情怀的鲸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