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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论及经营的“社会责任”，我认为没有人能超越涩泽荣一。他是构筑起明治时代的伟大
人物之一。他比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更早地发现，经营的本质唯有“责任”。 
——彼得?德鲁克《管理》 
一生创办了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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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自己的行动指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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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录片《大国崛起》
 

内容简介

没有涩泽荣一，就没有近代日本经济奇迹般的发展！
在等级观念依然强烈的明治时代，他为什么在仕途一帆风顺之时毅然辞官投身商界，甚
至拒绝大藏大臣之位？他与同时代人迥异的商业理念，究竟源于何处？为什么拥有如此
庞大的财富，他却没有建立自己的家族企业集团？为什么一手建立了证券交易所、期货
交易所，他却从未买过一张*？为什么性格宽和温厚的他，一度与三菱创始人岩崎弥太郎
势不两立？在旧学问被抛弃的年代，他为何不厌其烦地宣扬将《论语》作为商业道德？
是什么支撑他在去世前半年，还在为贫民而奔走？
本书讲述了日本商业之父涩泽荣一极具传奇色彩的一生。以时间顺序为主轴，围绕涩泽
荣一旅法学习、仕宦、经济制度改革、创业、慈善事业、实业教育、民间外交等主要经
历，展现涩泽荣一如何参与遍布金融、铁道、海运、矿山、纺织、钢铁、造船、机电、
保险、建筑等领域的企业的创建和发展，一步一步建立起日本的近代经济；如何参与教
育、外交以及各项社会福利事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论语》道德和义利合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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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二十六回 “官”与“民”
窥见欧式的官民关系
在随同德川昭武留学法国期间，涩泽荣一所体验到的天翻地覆般的冲击，绝不仅限于他
在世博会上看到的欧洲工业社会的事物本身。带给他最大影响的，其实是这个工业社会
中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官与民的关系。这是在理解涩泽荣一此人时最为重要的一点，我
们再三强调也不为过。
巴黎街道之壮丽，风俗习惯之迥异，一切之进步，令从未踏出日本的我深为感慨，其中
尤以官民和谐相处这一点令我感佩不已。我在侍奉一桥家时，有时会因公事会见大阪的
御用商人。他们觉得我是武士，因此会以对待不同阶级的人的态度面对我，但我其实本
是农民。我觉得我与那些商人都是人，没什么不同，尽管我告诉他们，不用那样毕恭毕
敬，只需平等相处便可，他们却仍然保持那样的态度。来到法国后，我却看不到这种区
别了。例如，负责监督民部公子教育的是一位叫做维莱特 的政府官员，而被幕府委任为
总领事的弗洛里海拉尔特则是一位银行家，是彻头彻尾的平民百姓，但两人在交谈时完
全是平等的，毫无等级观念，颇为和谐亲密。这让我不禁感到，但愿日本也能如此。
当然，涩泽之所以能敏锐地窥见这种欧式“官民”关系，和他十七岁时受到代官侮辱的
经历有着很深的关系。因为这番侮辱，涩泽参与了讨幕运动，但最终，他并没有在讨幕
的过程中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而目睹维莱特大佐与银行家弗洛里海拉尔特的平等
关系，意味着他终于在法国找到了自参加讨幕运动以来一直在探寻却最终未能在日本获
得的“真实”。
在此后的一生中，涩泽不厌其烦地复述这段故事，恐怕正是因为这段经历让他获得了决
定一生的重要认识吧。《龙门杂志》昭和四年（1929）二月号刊载的采访中，他提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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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同样的内容，只是补充了一些地方：
维莱特和弗洛里海拉尔特，一个是大佐、是政府官员，一个则是银行家、是商人。按日
本的习惯，这两人在一起时，商人必然要对官员大人的命令唯唯诺诺，但这两人接触时
情况却截然不同——我当时也懂一些法语，所以在一旁听着——态度几乎没什么区别。
一人说，这样做应该会比较有利，另一个便接着道，是那就按你说的做吧。两人之间毫
无尊卑上下之别，这让我深受感动。原来如此，就是应该要如此才对！在日本，商人不
管多么有才能，都必须对官员大人唯命是从，往往不得不屈从于官员，甚至被迫指鹿为
马。而在法国却没有此类弊端，全体国民都是平等的，官员不会因为是政府官员而狐假
虎威。这才是应有的样子，但日本却并非如此。必须改革日本的现状才行，一定要将这
样的习俗移植到日本。 第二十六回 “官”与“民”  窥见欧式的官民关系  在随同德
川昭武留学法国期间，涩泽荣一所体验到的天翻地覆般的冲击，绝不仅限于他在世博会
上看到的欧洲工业社会的事物本身。带给他最大影响的，其实是这个工业社会中的人际
关系，尤其是官与民的关系。这是在理解涩泽荣一此人时最为重要的一点，我们再三强
调也不为过。  巴黎街道之壮丽，风俗习惯之迥异，一切之进步，令从未踏出日本的我
深为感慨，其中尤以官民和谐相处这一点令我感佩不已。我在侍奉一桥家时，有时会因
公事会见大阪的御用商人。他们觉得我是武士，因此会以对待不同阶级的人的态度面对
我，但我其实本是农民。我觉得我与那些商人都是人，没什么不同，尽管我告诉他们，
不用那样毕恭毕敬，只需平等相处便可，他们却仍然保持那样的态度。来到法国后，我
却看不到这种区别了。例如，负责监督民部公子教育的是一位叫做维莱特 的政府官员，
而被幕府委任为总领事的弗洛里海拉尔特则是一位银行家，是彻头彻尾的平民百姓，但
两人在交谈时完全是平等的，毫无等级观念，颇为和谐亲密。这让我不禁感到，但愿日
本也能如此。  当然，涩泽之所以能敏锐地窥见这种欧式“官民”关系，和他十七岁时
受到代官侮辱的经历有着很深的关系。因为这番侮辱，涩泽参与了讨幕运动，但最终，
他并没有在讨幕的过程中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而目睹维莱特大佐与银行家弗洛里
海拉尔特的平等关系，意味着他终于在法国找到了自参加讨幕运动以来一直在探寻却最
终未能在日本获得的“真实”。  在此后的一生中，涩泽不厌其烦地复述这段故事，恐
怕正是因为这段经历让他获得了决定一生的重要认识吧。《龙门杂志》昭和四年（1929
）二月号刊载的采访中，他提及了几乎同样的内容，只是补充了一些地方：  维莱特和
弗洛里海拉尔特，一个是大佐、是政府官员，一个则是银行家、是商人。按日本的习惯
，这两人在一起时，商人必然要对官员大人的命令唯唯诺诺，但这两人接触时情况却截
然不同——我当时也懂一些法语，所以在一旁听着——态度几乎没什么区别。一人说，
这样做应该会比较有利，另一个便接着道，是那就按你说的做吧。两人之间毫无尊卑上
下之别，这让我深受感动。原来如此，就是应该要如此才对！在日本，商人不管多么有
才能，都必须对官员大人唯命是从，往往不得不屈从于官员，甚至被迫指鹿为马。而在
法国却没有此类弊端，全体国民都是平等的，官员不会因为是政府官员而狐假虎威。这
才是应有的样子，但日本却并非如此。必须改革日本的现状才行，一定要将这样的习俗
移植到日本。  但是请不要误解，涩泽强烈否定的并不只是身份等级这种社会制度，例
如当时的武士、商人、农民等级制度。在涩泽看来，否定这些东西是理所当然的。但原
本是农民的涩泽荣一能成为一桥家的家臣，已经充分说明士农工商身份制度的严重动摇
，而且事实上，这种身份制度已经随着明治维新废藩设县和四民平等 的推行而消亡了。
涩泽改革的目标并非这种形态上的官与民，而是更深层的、内心的官民等级意识。 
山本七平在引用上述对涩泽的采访后，这样指出： 



有意思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涩泽对法国大革命或者启蒙主义
以来的“法国平等思想”产生了强烈共鸣。没有任何痕迹表明他阅读过中江兆民 翻译的
《民约译解》，即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或类似的书。而这本书是明治时期的进步人士
奉为圣经的一本书。  这一点非常耐人寻味。因为在涩泽之前或与他同时期留学欧洲的
人，有不少在当时思想的耳濡目染下一时间纷纷成为“共和主义者”或“近共和主义者
”，但后来又改变思想立场，成为天皇绝对论者。其中的典型便是首位东京大学校长加
藤弘之 。⋯⋯武士子弟中有才学的人留学进入西欧的大学，学成后归国，就相当于是在
武士的领袖意识中加入了欧洲新知识，为他们增加了优越感。但这反而让他们无法适应
新时代。因此，幕末留学后在怀才不遇中默默无闻地被埋没的人，绝不是少数。（《近
代的创造》）  这段话中，山本七平将涩泽与幕末时期留学法国受共和思想熏陶的武士
子弟进行了对比。武士处于只需用头脑进行判断的统治阶级，因此即使接触到共和思想
，这些人也只能将其理解为表面上的官民制度，这种从外部注入的阶级意识，并没有以
任何实际形态扎下根来。因此当这些人回国后，一旦遭遇移植实验挫折，便立刻转变立
场，恢复了原本傲岸的统治者意识。  朱子学造成的蔑视金钱之风潮  与此种情况相对
的是，涩泽通过观察维莱特和弗洛里海拉尔特的对话所获得的官民平等认识，并不仅仅
是一个形式或名称，而是一种近似于理念的东西。涩泽之所以切身感受到“必须改革日
本现在的状况才行”，与其说是因为江户时代“武士、商人、农民”和明治“官吏与民
间人士”官民制度上的差别，不如说是因为不直接接触金钱的“士＝官吏”对每天都要
锱铢必较的“农工商＝民间”所抱有的蔑视。在涩泽看来，这种蔑视金钱的伦理观源于
江户时代的朱子学。  我国儒学家藤原惺窝、林罗山等人，秉承宋儒之弊，将学问与实
务割裂开来。至物徂徕，则明言学问乃士大夫以上钻研之物，将农工商阶层的实业家拒
之门外。德川氏三百年教育立足于此，导致读书习文的士人不事实业，而占国民大多数
的农工商阶层虽肩负诸般实业，建立国家基础，却不读书学文，只落得一介无知文盲汉
。此习俗由来已久，习惯成自然。实业与学问被一分为二，人们却不以为怪，士人居高
位，将农工商轻贱为下民；农工商嘲笑士人不知自活自存之道，骂他们是一心只读圣贤
书的呆子。（《论语讲义》）  日本的儒学或者说朱子学，与儒学本来的教诲相左，本
质上有很强的蔑视金钱的倾向，所以，以此为核心理念的德川武士阶级也蔑视与金钱打
交道的农工商阶级。相对的，他们以自己的阶级不涉金钱为尊，将学问与一切获得金钱
的技术割裂开来。因此，有学问的武士阶层与实业无缘，而从事实业的农工商阶层则与
学问没有交集。概言之，“金钱”这个东西成为区别官民的最主要指标，对金钱轻蔑还
是执著，将“官”与“民”清晰地划分开来。  但涩泽认为，这种认识其实基于对《论
语》的误解。《论语》中下面这段话，被江户儒学家或朱子学家作为蔑视金钱和农工商
阶级的根据，但涩泽认为，这完全是这些人的误读。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
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对此，涩泽是这样解释的。  这段话一般被理解为含有轻视富贵的意思，然而，这其实
只是从一个侧面进行的论述，如果再仔细思考一下，就知道完全没有鄙视富贵的意思，
其主旨只是告诫人们不要见利忘义。凭借这段话就断定孔子厌恶富贵，是极为荒谬的。
孔子所说的是：如果不是合乎道义的富贵，那么宁可贫贱；但如果是合乎正道而求得的
财富，则可泰然处之。由此观之，孔子哪有半点鄙视富贵、强调贫贱的意思呢？对于这
段话，要做出正确的解释，关键是要注意“不以其道得之”这句话。（《论语与算盘》
）  这段话不仅概括了涩泽的经济思想，也概括了构建他人生哲学根本——道德经济合
一主义，即“论语与算盘”思想。维莱特大佐与银行家弗洛里海拉尔特的对话，恰好为



他解答了一直以来对《论语》解释所抱有的疑问，让他有醍醐灌顶之感。涩泽之所以如
此执著地反复提及维莱特和弗洛里海拉尔特之间的关系，正是由于自十七岁时遭遇冈部
代官的侮辱以来，他一直在不断自问金钱与道德的关系。目睹两人之间的关系，让他受
到了一种翻天覆地般的冲击。  绝不讨价还价的武士  不过几乎同一时期，就在巴黎，
涩泽还体验到了一件恰恰与之相反的事，他亲眼目睹了日本武士的蔑视金钱观念有多么
根深蒂固。  当时，德川昭武一行顺利谒见皇帝并结束了世博会参观仪式。为长期在巴
黎停留，他们开始寻找公寓。恰好从凯旋门到布洛涅森林的皇后大街（现在的福煦大街
）转入静谧的佩尔戈莱西街上，有位俄国妇人有一所合适的房屋要出租，于是涩泽荣一
便带着翻译山内文次郎前去查看。但在交涉房租条件时，山内显露出了非常典型的当时
日本武士的反应。  我不会说法语，根本听不懂对方说什么，只记得根据翻译告诉我的
条件，我表示房租太高了，请翻译和对方交涉，让对方降一点价。翻译却说：“这么失
礼的话我怎么说得出口？！”无论如何也不肯向对方传达我的意思。在我想来，礼仪是
礼仪，而借贷问题则是一种商业交易，所以讨价还价并非失礼之举。我竭力劝说山内，
但他却十分顽固，说什么也不肯同意。我当时就像个哑巴一样，无法向对方传达自己的
意思。我有些生气，但又不好在外国人面前争执。不得已，只好先含糊其辞地表示之后
再回复，翌日拜托了当时在巴黎游学的一位叫山内定运的学生，翻译成英语交涉，终于
顺利达成交易。  在涩泽荣一所有回忆录中，这个故事都与前面维莱特和弗洛里海拉尔
特的故事相对出现，由此可见，在涩泽心目中，这两次经历鲜明地显示了日本与法国的
金钱道德观的不同。即使金钱交涉的是自己的职务，日本武士阶级也不愿意谈及此事；
而面对与金钱打交道的银行家，维莱特大佐却能平等地与之交谈。这种巨大的差异迫使
涩泽的意识从根本上发生了转变。  新颖的法国官民平等思想  但是，这种让涩泽荣一
感慨万千的官民平等制度并不是一直以来就在法国存在的，这种平等关系只不过是1789
年法国大革命之后才建立的。  那么，在此之前是怎样一个状况呢？属于“官”的贵族
、僧侣（第一、第二等级）和属于“民”的中产阶级（第三等级）之间泾渭分明，这两
类人对金钱的观念差异恰如日本武士与农工商阶级。  儒教（被认为）是蔑视金钱的宗
教，但其实基督教在这方面更为强硬。比起人间的财富，基督教更崇尚天堂里的财富。
因此越是认为自己接近天的人，越蔑视金钱。究竟哪个阶层可以做到这一点呢？他们是
那些无需劳动便可衣食无忧的人，即拥有祖先传下来的广阔土地的贵族和僧侣阶级。由
于在经济方面非常宽裕，他们蔑视金钱，以为自己正在更虔诚地实践基督的教诲。  与
此相反，中产阶级等第三等级只有靠自己的劳动和努力才能拥有资本，因此他们不得不
对金钱十分敏感，也因此，他们成为了蔑视金钱的基督教所排斥的阶级。但是当第三阶
级拥有实力之后，基督教便无法因为这一理由而排斥他们了。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便是所
谓的“新教”。马丁 路德 与约翰 加尔文 ，尤其是加尔文的“新教”，简直可以说是为
那些不得不与金钱打交道的资产阶级能够留在基督教内而量身定做的。加尔文的教义将
刻苦勤勉地储蓄金钱视为“天职”，认为这种行为是符合神的意志的。这与涩泽认为的
经济与道德从某种意义上不仅不矛盾反而一致的论语理解，有着相似之处。  如果涩泽
在法国接触到了加尔文派的新教，肯定能够轻而易举地理解它的影响吧。可惜，他在法
国并没有接触到新教。法国是个天主教国家，虽然有新教，却仅限于极为有限的阶层与
地区。  那么，维莱特和弗洛里海拉尔特之间那种不蔑视金钱、平等的官民关系，究竟
源于何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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