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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手记

我常常在想，身体素质、智力水平都差不多的两个人，从同样的学校、同样

的专业一起毕业，为什么若干年后，财富和地位却可能产生难以逾越的巨大差

异？“拼爹”提供了一种解释，但无法解释为什么相似家庭背景的人也会产生如

此巨大的差别。“机会”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但无法解释为什么机会偏爱一些人

而嫌弃另一些人。是啊，为什么有的人总会得到 “机会”的垂青而有些人却得不

到呢？如果我们能找到 “机会”背后那双神秘的手，是不是我们可以更大程度上

掌握自己的命运？

《杉山育人笔记》为我们找到这双手揭开了一层帷幔。杉山先生经营着一家

成功的企业，在几十载的经济风雨中，他阅人无数，把许许多多普通年轻人培养

成各行业的精英，是一位著名的人才培养大师。他提供的解释是 “发觉”。“发觉

是一切的原点，主动发觉并善于发觉的人，成长很快”。可什么是发觉呢？

发觉意味着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留心周围的人和事，做出相应的行动，而

不仅仅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低着头等待指令。

发觉意味着主动发现上司的想法，给他制造 “惊喜”，仅仅是完成指令不会

令他欣赏，做到他想到但没有让你做的，他会对你刮目相看。

发觉意味着不拘一格，提出惊人的创想。虽然你也许没有机会经常异域旅行

来刺激创意，但哪怕上班换一条线路也有助于创意的产生。



００　２　　　　
杉山
育人笔记

发觉意味着发现工作中的快乐，在小事上给自己找乐儿，把枯燥的工作变成

享受。

…………

杉山先生说得很对，学生时代，基本称得上 “机会均等”，不管平时是用功

还是偷懒，每一个学生都有资格参加考试，平等地拥有被评价的机会，成绩好的

同学因此得到认可。但步入社会以后，机会再也不是 “均等”的了。在 “参加考

试”前，必须先靠自己争取到 “考试”的机会。而这，往往产生一个自我加强的

循环：那些被机会垂青的人，不断得到更多的机会，而得不到的人，却永远也得

不到。

想改变的读者，从 “发觉”做起吧。也许有一天，你会为发觉小事累积出的

巨大成就感到惊讶。

曹沁颖

２０１３．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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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杉山定久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也是许多中国年轻人的良师益友，第一次见面

我就感到他身上有一种很强的思想者、领导者的气场。虽然身为企业家，他却像

一名教师一样对发现和培养人才有着浓厚的兴趣，除了将育人作为企业经营的根

本，他还在中国持续进行着三种人才培养事业：杉山播种奖学金、ＧＭＣ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ｌｌｅｇｅ）、大学生职前培训。所以，我们毫不犹豫地邀请杉山先生

做我校外国语学院的客座教授。事实证明，他给了我们专业无可替代的正能量。

杉山先生的育人魅力在于根植生活、言传身教，他总能以一种饱含温度、润

物细无声的方式让年轻人有启发、有改变、有成长。他持之以恒的勤勉尤为令人

钦佩，我知道他一直坚持做一件事，就是十几年来，每月８日、１８日、２８日，

他的员工和学生都会收到他的书面感悟，而其中的精华，都集中体现在这本 《杉

山育人笔记》中。

文如其人，这本书虽为笔记，却自成一体。发觉、分析、行动、梦想、创

造、人格魅力，由浅入深、厚积薄发。每个主题都有不同的生活场景、不同的心

得体会，由自动扶梯到主动发觉的习惯，建议人们不要让每天的生活程式化；从

人与人之间的谈吐差别到信息搜集和分析能力，建议人们及时清理办公桌、提交

一张纸提案、工作电话控制在３分钟以内；从求职风波到执行力、时间管理；从

员工流失到建立一家有梦想的公司的过程……杉山先生在育人实践中一以贯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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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人格魅力培养，注重人的心态、沟通和礼仪，由八角形住宅谈到创造力、领导

力，既高屋建瓴又细致入微，无不循循善诱、娓娓道来。我想这些是我们这些常

年在象牙塔里钻研的学者们难以向学生传授的。

朱子读书法有云，虚心涵泳、切己体察，我建议读者诸君用这种方法来阅读

本书。本书虽不能贵为圣贤经典，但也会对大学生成长、教育工作者育人、企业

改善经营具有深厚绵长的启发、激励作用，因为本书大都是现身说法，有思想有

实践，消除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

拜读了本书的全文，倍感受益，粗浅见解，略表对杉山先生的谢意和尊敬之

情。作为对华友好的日本企业家，杉山先生始终坚信民间经济文化交流将超越国

家政治的角逐。《杉山育人笔记》，虽是涓涓细流，也必将汇入中日文化交流的历

史长河。

李俄宪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日语系主任，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２０１３年５月



前言

当今时代，科技日新月异。中国·亚洲的发展速度更是惊人，令世界瞩目。

亚洲人口占世界人口的６０％，亚洲的迅猛发展让我们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亚洲

正在成长为一个大市场。２１世纪将会是 “中国·亚洲”的时代。

我经营着一家小型日本公司，作为社长，我希望能将它建设成为一家 “小而

熠熠生辉的企业”。我们不希望重复别人做过的事情，目前开展的都是别人无法

模仿的Ｏｎｌｙ　１、Ｎｏ．１事业。

我们公司从３０多年前开始人才培养事业。长期以来，我坚持给成绩优异但

是经济条件不佳的学生发放奖学金，给需要日语书籍的学生捐赠书籍，实现了日

文书籍的二次利用。转眼之间，这两项播种事业持续时间已长达３０年，在中国

本土积累了广泛的人脉资源。现在，我也有幸受聘于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中国

一流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中国有很多优秀人才。然而，正如大家所知，要在当今社会生存，生搬硬套

学校学到的知识是行不通的，因此，我就有了培养 “世界领导”的想法，希望能

给有巨大潜能的年轻人提供实践的平台，创造成长的机会。

现在，世界领导人才不足。不仅是领导，能够真正做好管理工作 （例如收支

计算）的人才也很稀缺。无论是在政界、商界还是非营利组织中，都存在领导人

才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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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在一个组织担任领导的人一般都是工作年限长、工作经验丰富的人。

但是，当今是一个大变革的转折期，仅仅依靠过去的经验很难应对时代的快速变

化。在我看来，当今领导人才必须具备两个素质：不受固定概念束缚的灵活的思

维能力；不惧怕失败的挑战能力。为了在短时间内培养出能进行国际化管理的优

秀人才，２００５年我在中国武汉创办了独特的人才培养私塾———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Ｃｏｌｌｅｇｅ（ＧＭＣ）。ＧＭＣ招募中国顶尖大学的学生并对其免费进行培养，能

进入ＧＭＣ学习的概率约为千分之一。

ＧＭＣ有三个基本的理念：人格魅力、管理能力及创造力。

对一个组织的领导来说，最重要的是人格魅力。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脸，就

会发现每个人都有两只眼睛，两只耳朵，但却只有一张嘴。两只眼睛提醒着我们

要认真观察，两只耳朵提醒我们应该认真倾听，一张嘴意味着不要说过多无用的

话。

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但是若能和比自己更加优秀的人携手做事，成

功的可能性就会无限增加。真正作为领导的人应该拥有让身边的人觉得 “愿意为

其而努力”的人格魅力。在我看来，对领导而言，“德”重于 “才”。

ＧＭＣ培养的是经营者，并非单纯的管理人才。如果一个人眼光狭隘，总是

只能看到眼前的利益，久而久之就会丧失梦想和希望。真正的ＴＯＰ，应该是右

手持远大的梦想 （目标），左手持现实 （数字），既能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打动身边

的人，又能使一个组织实现盈利。总而言之，优秀的经营人才需要有把控全局的

管理能力。

时代向着无法预知的方向发展。一味重复过去的事情是没有未来可言的。只

有人类才能够不断挑战，不断创造新的价值。

ＧＭＣ人才培养计划从启动到现在已经９年，２００多名管理人才从 ＧＭＣ毕

业，目前作为经营者活跃在不同地域的各个行业。

在亚洲有多个国家、民族，国家之间在政治层面上存在各种问题。要解决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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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问题并非易事，但是我始终坚信民间交流将是缓解国与国之间问题的一个突破

口。我希望通过ＧＭＣ的人才培养，在亚洲构筑一个巨大的领导人才网络，最终

实现构建 “专业经营者集团”的梦想。

２１世纪，是资本中心由金钱资本 （ｍｏｎｅ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向人力资本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过渡的时代。人才、人脉网络、信息等无形资产的力量逐渐凸显。人力

资本的中心是人，是人才培养。即便是在一两个人的小组织中也会有领导者，领

导者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一个团队的成长。

“发觉”是一切的原点。主动发觉并善于发觉的人，成长很快。希望各位年

轻的朋友在读完这本书后，能意识到发觉的重要性，并以此书为契机迈出成长的

第一步。若能在大家成长的道路上尽到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身为此书的作者，

我将感到无上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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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车站、机场等地的自动扶梯或水平

扶梯上，不是特别赶时间的人都站在扶梯的左边，而赶时间的人则从右边的空隙

走。① 也许有人会想，那么着急的话还不如一开始就跑楼梯，何必要乘扶梯呢？

可对那些急于赶火车或飞机的人来说，快一分一秒也很重要。或许是这个原因

吧，渐渐社会上就出现了这样的 “默契”：站着不动的人选择扶梯的左边，而右

边则留给那些赶时间的人。

类似这样的默契，只是因为人们留意到有人要赶路，有心让他们便捷地通

过，久而久之形成的，既非人为规定，也非强制执行。同样地，“约定”、“礼仪”

或 “礼节”之类也都出于人们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的心理，逐渐变成了大家

共有的常识。

然而，只要存在一个 “不会发觉”的人，这种好不容易才形成的默契就会被

破坏。你也许见过这样的情形吧：大家都在扶梯的左侧站成一排，只有某个人站

在右边，岿然不动，成为后面急于赶路的那些乘客的 “大路障”。而这个 “大路

障”也许压根儿就没意识到这回事儿，所以根本不晓得自己已经成为后面人的

“路障”。后面的人为了让他有所察觉，特意尽量靠近他，或故意干咳一声，可

“大路障”依然故我，毫无反应。如此这般，不仅令扶梯的利用效率降低了，也

令其他乘客感到不快。

或许有人会说，选择站在扶梯的左边、右边还是中间都是个人自由。按照这

个逻辑，选择在扶梯上行走或赶路也当属个人自由吧。不过，如果仅仅因为 “乘

扶梯靠左站”这样的举动就能让大家感到快乐的话，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从自身做

起，发觉并行动，这就是所谓的 “用心”。

在使用扶梯的时候，如果每个人都能留心周围的情况，那么人群就会变得更

加顺畅有序。着急的人可以走得更快，或许就能赶得上列车了；不急的人也不会

① 日本乘电梯的习惯与中国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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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后面赶路的人推挤，因此更加从容。这样一来，既可以提高效率，也减少了人

们不必要的生活压力。

就像使用扶梯这个例子一样，只要每个人都能够发觉这些细微的事情，大家

就会变得愉快，不顺利的事情也会出乎意料地得到解决。生活中类似的例子比比

皆是。

或者可以说，世界上几乎所有事情都适用于这个道理。事实上，有很多人因

为不会 “稍微发觉”，产生了不必要的人际之间的矛盾，或被卷入了公司同事间

不必要的纠纷。无论是玩乐中还是工作中，乃至于日常生活中所有的场合，是否

能 “发觉”，决定了事情的成败。

只要大家能够学会 “发觉”，就会养成好习惯。如果做不到的话，只会给别

人添麻烦。做不到的原因就在于 “发觉”某件事情之前，并没有留意到这件事本

身。就像那个乘坐扶梯的人，旁若无人地突兀地站在右边，却压根儿不知道自己

已成为 “路障”。

或许有人会提议说，既然如此，不如一开始就制定规则：“赶路的人靠右走，

不急的人靠左站。”这样，即使不会发觉的人也会被强令靠在左边，不就畅通无

阻了吗？不管做什么事，都依靠指南、规则来约束个人行为，这正是日本社会的

现状。其结果就是整个世界都被规则束缚，人也只好变成循规蹈矩的机器人了。

在 “规则社会”里生活的 “规则人”，就像自动扶梯一样，一直以一定的速

度朝一个方向持续前进，这样也许会获得成功。但是社会跟自动扶梯是完全不同

的，社会发展时上时下、时进时退、时快时慢，总会出现不可预料的变化。这

时，“规则社会”的缺点便暴露无遗了。

正因如此，对社会人来说，“发觉”的能力不可或缺。如果拥有这个能力，

一个人的处境就会大为改善，人生际遇也会出现大转折。无论如何，这个世界不

可能也没必要全都依靠规则来约束。是否会利用 “发觉”和 “关心”来弥补规则

的不足，将会使得结果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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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社会生活和工作当中，“发觉”的意义重大。如果把上文所说的自

动扶梯比作公司，那么每个员工都会 “发觉”的公司和有 “路障员工”的公司相

比，其业绩恐怕会有天壤之别吧。乘坐自动扶梯时，如果一开始就没有发觉到后

面有人赶路，也没意识到靠在左边站的人是为赶路的人行方便，当然也就无法应

付随之而来的麻烦了。

总之，不管是动脑筋 “机智”地处理问题，还是留心周围，不能做到发觉的

话，一切将无从开始。

先发觉，后思考，再采取行动。归根到底，所谓 “用心”就是这个意思。

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发觉”、“用心”、“关心他人”之类的词汇，似乎成

了彻头彻尾的 “陈词滥调”。所以，虽然 “要用心点”之类的话会被年轻人嗤之

以鼻，被认为 “俗气”、“婆妈”，但是从结果来看，使年轻人产生这样感觉的，

不是别人，正是这些 “婆婆妈妈”们。

无论是工作、游玩，还是运动，如果一帆风顺的话，就没必要改变一贯的做

法。对于一支百战百胜的棒球队来说，打球顺序和出场队员都可以一成不变；但

对于一支屡战屡败的球队来说，每次比赛时都需要苦下工夫，如考虑改变击球顺

序、替换原有队员、琢磨战术变化。也就是说，在不顺利的时候，千方百计寻求

并尝试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很重要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泡沫经济破灭以前，日本的经济蒸蒸日上，如同一部

专供上楼用的自动扶梯，总是处在上行、再上行的状态。那个高速发展的时代令

人怀念———那时，国家和企业都不需要动脑筋，只要一以贯之、按部就班就行

了；那时，也用不着那些能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并解决问题的员工。只要一个

人具备正确执行指令的能力，做事规规矩矩，他就是一名合格的甚至是优秀的员

工了。

因此，战后的日本教育不提倡独立思考和发觉，而只是施行一种要求能够准

确无误地执行指令的 “奴隶式”教育。在学校，填鸭式授课、强调校纪校规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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