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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当一个人降生于世时，除了父母给予的生命，一无所有。正因为

如此，人生才有意义和价值，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一张白纸上描绘最新

最美的图画。 

在我们的社会中，从白手起家而终成大业者不计其数，而其中的

企业家群体更引人注目。他们通过自己的活动为社会作贡献，社会也

回报给他们以荣誉和财富，写下了一首首奋发向上、努力进取的人生

乐章。 

松下幸之助就是这样的典型人物。“松下电器”如今扬名全球，

备受消费者的喜爱，但如此辉煌的业绩却起步于 100 日元。在一般人

眼里，100 日元能干什么?的确，100 日元实在微不足道，但对松下而

言却是他伟大人生的出发点，就是这 100 日元的资金创造了世界罕见

的松下奇迹，不能不令人赞叹不已。 

《松下幸之助创业之道》一书，介绍了松下不断奋斗的成功历程，

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成功企业家的风采。松下是平凡的，他与我们普

通人一样，一步一个脚印地对待人生；松下又是伟大的，他非凡的经

营才能和卓越的经营艺术令每一个企业家为之神往。松下的成功之道

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是：成功离我们并不遥远，成功就在我们自己的

脚下；松下能做到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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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松下的学徒生涯 

 

一 辉煌的松下 

 

企业的经营还能带给国家社会极大的贡献，因而，一个优秀的经

营者实际上就是综合艺术家。 

 

随着松下产品在全世界的扬名，人们也开始迫切关注开创松下事

业的松下幸之助传奇而辉煌的一生，人们迫切希望知道松下幸之助是

如何赢得如此成功的业绩的。让我们先来看看松下幸之助获得的荣誉。 

松下幸之助以一生的事业奋斗经历和优秀的经营管理才能以及世

人瞩目的业绩，为自己赢得了无比辉煌的荣誉。在这些荣誉的背后，

是他所取得的无与伦比的成就。 

松下最早获得的荣誉称号，是 1958 年 6 月由荷兰政府颁发的

“奥伦治领导者声望”奖章，松下从荷兰女王手中接过了奖章。对那

一幕，松下自己有颇多感慨。 

“圆滑”是虚伪和怯懦的表现。我们不可能靠圆滑去获得朋友，

更不可能靠圆滑去赢得成功。 

——罗兰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松下来到女王接见他的王宫，

走进了一个并不起眼的房间。房间的布置十分朴素，一位 50 岁上下

的贵妇人迎候在那里。经人介绍，那正是女王本人，松下没有想到女

王会亲自出来迎接，顿时手足无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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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宫之富丽堂皇，布置之简单朴素，女王之亲切大方，给松下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他深深感动。当时的情景使松下觉得，荷兰的

繁荣和女王受到人们的爱戴不无关系。 

在国外，松下获得的殊荣还有很多。1976 年，美国庆祝建国 200

周年，松下夫妇应邀参加洛杉矶的日裔游行祭典。这是松下第二次访

问洛杉矶。第一次访问时，该市市长把松下到达洛杉矶的那一天定为

“松下幸之助日”。这一次，市长普瑞迪又向他赠送了“促进美日友

好与参加游行祭典感谢状”。 

1979 年，松下在马来西亚受到政府的表彰，并赠以荣誉勋章。

在国内，松下也屡次受奖。50 年代，天皇夫妇在参观松下电器的高

规、茨木工厂以后，授予松下“戴明奖”。1965 年松下 70 岁时，接

受日本政府颁发的“二等旭日重光勋章”，奖励松下在日本重建中所

作的贡献。1970 年 4 月，大阪举办了万国博览会，松下电器在其中

专设“松下馆”，展出公司的优秀产品。由此，松下受到日本政府的

“一等瑞宝奖章”，这是专门为那些制造出优异产品的杰出人物所设

的最高奖章。1981 年松下 86 岁时，接受日本政府颁发的“一等旭日

大绶勋章”，这是日本国最高的奖章。 

松下得到的荣誉来自多方面，这既是对他成功业绩的奖赏，也充

分反映了他的多才多艺和卓越贡献。1961 年，松下获得“日本广告

奖”，这个奖项专门颁给那些对大众生活和宣传技术进步最有贡献的

人。1965 年 6 月，松下以 70 岁高龄获得日本著名学府早稻田大学的

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松下的晚年，荣誉接踵而至，可以说是荣宠备至。而这些荣誉的

获得，完全是对他 50 多年艰苦奋斗经历的最好肯定。无论国内还是

国外，无论政府还是民间，人们都是因为衷心感谢他的卓越贡献才给



3 

 

予他这些荣誉的。因此，对松下来说，接受这些荣誉可以说是理所应

当。 

随着战后日本经济复苏的步伐，松下幸之助以他特有的敏锐走出

国门迈向世界。他的公司在 50 年代不长的日子里已获得相当的进展。

及至 50 年代末叶，松下和松下电器已经成为很受世界注目的实业家

和电器产品商。从 1958 年起，仅在美国，松下就被《时代》、《生

活》、《纽约时报》等有世界影响的报刊予以介绍。 

最突出的，要算成为《时代》（TIME）的封面人物。这家杂志是

世界著名的刊物，要成为它的封面人物，必须是世界性的知名人物，

成为它的封面人物，就说明此人业已具备世界性的影响。例如，我国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曾被当做封面人物而予以介绍。松下被

1965 年 2 月 23 日出版的《时代》杂志选为封面人物，照片为巨型全

家福，内文同时以五页的篇幅介绍他的个人经历、经营理念以及松下

电器的发展史。同年 5 月，该刊创刊 40 周年的时候，松下夫妇又作

为特邀嘉宾，出席庆祝酒会，受到热情款待。 

凡是与虚伪相矛盾的东西都是极其重要而且有价值的。 

——［苏］高尔基在《时代》之后，美国另一著名杂志《生活》

（LIFE）在 1964 年 9 月东京奥运会开幕前，出版了一期日本专辑，

亦以相当篇幅介绍松下，称他为“融合福特与亚木嘉（美国名牧师兼

小说家）为一体的先驱”。 

作为经济界人士，松下更多的是受到企业界的关注和青睐。在日

本，他在好几个相关的机构担任职务，也经常被实业界或财经界请去

作讲演。在松下的晚年，各种各样的讲演占据了他生活中极重要的一

部分。以下是他有代表性的讲演简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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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60岁）9月 20日，在中小企业经营讲座上讲演； 

1962年 3月 29日，在东京商会所恳亲大会上讲演； 

1962年 12月 8日，在鹿儿岛市经济讲演会中讲演； 

1963年 9月 17日，在纽约第十三届 CIOS（国际管理科学委员会）

国际经营会议上讲演； 

1965年 2月 11日，在关西经济同友会讲习会上讲演； 

1966年 12月 12日，在理容学校主办的讲演会上讲演； 

1967年 2月 8日，在第五次关西财经界讲习会上讲演； 

1969年 4月 11日，在日本青年会议所资深俱乐部总会讲演； 

1975年 7月 4日，在东京电力会第二十次大会上讲演…… 

 

松下的讲演都与经营管理有关，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在纽约国际管

理科学委员会（题为“我的经营哲学”）和日本关西财经界（题为

“经营是最高层次的综合艺术”）的讲演。这两次讲演的内容，可以

说代表了松下经营哲学的精华。松下认为，经营是最高层次的综合艺

术。松下指出，我们都是处在经营者立场上的人，而所谓经营具有非

常高的运动性，并且是活的综合艺术。所谓经营，并不是轻而易举的

事，而是非常有深度的。经营者是一个综合艺术家，松下长期以来就

有这样的观点。 

现在如果拿一张纸来，请一些知名艺术家与画家全神贯注去画一

张画，一定会得到那是杰出艺术的评价。松下并不否定这种情形，也

认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可是经营还不限于那样一张固定的纸，而

是更复杂多变的综合性的东西，经营是最高层次的综合艺术，是非常

崇高的艺术。在这个艺术中包括了真理，真理在这时受到活用，善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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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也在这里获得生命。企业的经营还能带给国家社会极大的贡献，因

而，一个优秀的经营者实际上就是综合艺术家。 

那么，是否所有经营者都是艺术家，经营都是艺术呢?并非如此，

画也有劣作，而劣作不能成为艺术品，所以经营上的劣作也不能算是

艺术。 

可是，如果能以艺术家的本事去经营，真、善、美都必能在这里

获得生命，而且对社会对人类做出伟大的贡献，这个艺术也能流传到

永久。当然这是运动的综合艺术，不是静止的综合艺术，所以形态尽

管会变化，然而却会永远留存。有了这种基本概念，松下认为自然就

知道应该如何经营了。 

松下的讲演，除了企业管理和财经问题以外，还广泛涉及政治、

国家、人生等诸多课题。尤其是作为一个成功人士，他的人生经历和

体会受到青少年和一般民众的关心，他的品格和成就也受到人们的钦

佩。这里有三个例子说明。 

凡在小事上对真理持轻率态度的人，在大事上也是不足信的。 

——［美］爱因斯坦 1963年 8月 29日，他和日本首相池田勇人

在 NHK 电视特别节目中的对谈，受到了日本全国民众的狂热关注，收

视率达到空前的程度。 

当时，大阪的一家报社，在四所小学的五、六年级 450 名学生中

调查，其中有一问题是：你们认为谁最伟大?学生的回答中，第一位

是天皇，第二位是父亲，第三位是加加林——前苏联的一位宇航员，

第四位是母亲，以下的多是科学家和教师等，日本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汤川秀树和当时的首相池田勇人也榜上有名，演员、歌星一个也没有。

在现代伟人当中，松下排在第十三位，居于皇太子和皇太妃之间，居

于尼赫鲁的第十五位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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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是《每日新闻》于 1964 年 9 月公布的全国高中生评选

“你尊敬的人物”的结果，松下以最高票位居第一。由此可见，松下

不仅在经营上影响巨大，而且在人们的心目中，他还是人生导师。 

1981 年 5 月 5日，朝气蓬勃的松下电器迎来了创立 50 周年的纪

念日，松下幸之助也以 86 岁高龄迎来了他创业 63 周年的纪念日。无

论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还是对于一个人来说，50 年、60 年都不是一

个短暂的日子。人生毕竟太短暂了，所要应付的各种困难实在太多，

在人生 60年中又能创造出如此灿烂辉煌的业绩，更属不易。 

创业 50 周年的纪念日对于松下来说，仍不是事业的尽头。他只

不过是把 86 岁高龄碰到的这个 50年一遇的日子，当作人生旅程中一

个小小的驿站，在此加足马力后，还要奔向前方。松下对他的员工们

说： 

从今天起，就要迈进知命的第三节。我们已经走过了 250 年计划

的五分之一，现在彻底回顾并检讨这 50 年。我认为我们过去走的路

没有错，是成功的，而各位也非常热心和努力。可是详细研究这 50

年的内容时，似乎存在着失败，即使不能算是失败，似乎也有考虑不

充分之处，有作得并不十分完善之处，以及疏忽大意的地方。 

在今后的年代里，就要消灭那些错误，即使是只能往前推进一步

也好，希望大家能和我一同在这有意义的一天里，深深反省。 

我发觉，不论国家或个人，没有反省就没有进步。同样的道理，

没有反省的公司，也会停顿不前。从这个意义上说，进步是由反省诞

生的。 

不能因为业绩上升，就认定昨天和以前的做法是对的。一定要知

道，今天的做法并不能得到满分，一定还有值得改进的地方，然后每

个人都以 100 分为目标去努力。即使做不到，也要经常保持这种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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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度。我认为我们的今后会有大的发展，不过，希望各位能认清这

一点，即是否成功，完全系于这一年的反省上面!” 

不断的反省是松下走向辉煌的立足点，他把每一个纪念日当作一

个短暂的休止符，当作一个人生旅途的小驿站，稍事整顿，随即前行。

86岁高龄的老人还能保持这样的朝气，实在难能可贵。 

为什么松下幸之助能如此朝气蓬勃、充满活力呢?就在创业 50 周

年纪念日后的不几天，松下应邀和石山四郎对谈，石山提到了这个问

题，他们作了如下的对话： 

 

石山：据说松下先生从未说过：“我已经老了……” 

松下：也许说过。不，我想不会的。我松下还很年轻嘛。 

石山：据说，在中国有“天寿”之说，指 160 岁。如此说来，您

还只是过了“半寿”呢! 

松下：对，是半寿。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老了。 

石山：您的确显得很年轻。有什么秘诀吗? 

松下：我想可能是由于充满了希望。 

 

有疑问的时候，最好是说实话。 

——［美］马克·吐温的确，生活中充满希望，也就提高了生活

的质量，并能使人永远显得年轻和充满朝气。与松下相当友好、也相

当了解他的立花大龟法师说：“松下幸之助简直有使不完的干劲，不

管昼夜，总是不停地战斗。然而，由他的精神来看，这种战斗并非他

的本能。他经常出现精神抑郁的情形，从他创办事业以来，几乎一直

陷于苦斗之中。我想，最后总有一天，他会从战斗中败下阵来，含悲

饮恨而终。当然，我说的战败，是指身体健康受损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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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总是要死的，诚如立花大龟法师所言，人终有斗败下来的日子，

松下幸之助也不例外。1989 年，他以 96 岁高龄辞世。他的逝世，在

日本国内引起极大的反响，霎时间重又唤醒了数年来人们暂时疏忽了

的记忆。人们纷纷悼念这位民族英雄、工商界的传奇式人物。松下的

葬礼，参加人数非常多，近乎国葬。 

对于松下幸之助，无论是他生前还是死后，人们都给以极高的评

价，而且这种评价不仅来自企业界、财经界，而且也来自各行各业的

普通大众。 

外界的评价几乎都是对松下的赞誉，那么，松下是如何评价自己

一生的事业成就的呢?我们再次引述他与石山四郎的对话，在松下电

器跨入 50年的时候，松下也对本人作了如下的评价： 

 

石山：今年 5 月 5 日举行了庆祝创业 50 周年的集会，请问你对

于迈进创业第 50年有什么感想? 

松下：我觉得 50 年在一刹那间就过去了。今年 5 月 5 日虽然是

第 50 届社庆，但实际上创业才满 49 年，明年才满 50 年。因此，今

年这一年可以说是检讨过去 50 年的时候，我希望在明年 5 月 5 日以

前的这短暂的一年间，彻底反省过去的作为，然后公开发表下一个

50年的经营计划。 

石山：反省? 

松下：回顾过去 50 年，我觉得有许多值得反省的地方。有许多

事情现在回想起来，叫人总是有“这事不应该做才对”或者“这事怎

么没有做到”的感觉。 

石山：依我们的看法，好像并没有这样的事情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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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下：虽然从表面看一切顺利，但确实有些事我自己觉得不对，

或者站在公司的立场上也是应该反省的。如果仔细想想，这种事实在

为数不少…… 

石山：创业 50 年以后，你自己认为可以给松下电器公司的成就

打几分? 

松下：差不多 85分吧。 

石山：还差 15分吗? 

松下：是的。不过，凡事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我想能达到 90 分

的标准就不错了。 

 

尽管松下取得了辉煌的业绩，引来万人赞美的盛况，但松下依然

很清醒，他并不把自己抬得过高，而是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差距和不

足。由于松下总在发现自己的问题，所以他才能不断地向前看，不断

地发展自己的事业。 

只有虚伪才是死亡。 

——［法］罗曼·罗兰各界人士对松下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从中

我们可以看到松下的人品、精神以及管理观念等方面的过人之处。 

丰田汽车公司董事长丰田英二说： 

我担任专务时，曾率技术人员参观松下电器工厂，松下干部列队，

盛大欢迎。最前头的，竟是松下先生本人。他对顾客的重视、恭敬，

真是无人能比。他始终贯彻顾客至上的精神。 

他还集合干部，带头向丰田人员作深入的发问。他这种谦虚和以

身作则的精神，令人觉得他不愧是位优秀的经营者。” 

运输大臣小坂德三郎感叹地说： 



10 

 

“即使已退居幕后，松下先生仍是每天一早，必在内心高呼今天

要做的事，一股奇妙的力量就会涌上心头。我认为，他能有今日成就，

都在于此。 

人生体验已很丰富了，他还时时自问：‘这样是不是比较好?’

并且也有率直地向大众表白的勇气。 

他这些作风，不禁令人感到，无论什么学校毕业都无关紧要，他

已经遥遥地超越了。”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会田雄次评价道： 

“松下先生有古代武士的脾气——守信、自律，诀不靠政治赚钱，

彻底遵守商人道德。他诚恳、细心地谨守礼节，这一品性，也感染了

公司全体员工，形成了一股稀罕可贵的“社风”。而他最优的天资，

就是不需要凭分析就能敏锐直觉地洞察一切，准确地判断事实真相。 

这位大阪商人，实在是古今东西非常罕见的人物。” 

前 NHK解说委员长绪方彰说： 

“松下先生在八十八岁高龄时，谈论‘死’：‘任何伟人都不能

不死。不过，死也是发展的一种形态。’他说到死的神态也与众不同，

一如往常的安宁祥和，自然而不夸耀。 

看他较年轻时的演说神情，那股热情与冲动，确实可叫人体会出

他做生意的最终目的，他已超越了赚钱，而是为了全人类的福祉。因

此，他更无法容忍：制作好产品，销售额反而降低。他坚持‘松下公

司不容许有不赚钱的念头。’ 

他的见解，往往都是这么特异独到。” 

“经济人”副总编辑诺曼·麦克雷认为： 

“亨利·福特使美国变成‘汽车王国’，松下先生的电器制品和

技术革新，也为世界各国带来了‘家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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