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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松下幸之助是日本著名的企业家，他的企业经营管理经验备受世

人重视，享誉全球。也正因为如此，松下幸之助被称为日本的“经营

之神”。他在自己七十余年的经营管理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可供借

鉴的经营经验，也有不少值得后人吸取的教训。他在晚年对自己一生

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彻底而又科学的整理，道出了令亿万人为之倾倒叹

服的一系列经营秘诀，为人们打开了一道通往经营成功的大门。 

松下幸之助学历并不高，他从十一岁到大阪开始做事，就一直遨

游于经营管理的浪潮之中。他之所以能够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取得如

此巨大的成功，是因为他天才地占有并成功地运用了堪称独家的不世

秘诀。直到今天，这些秘诀仍在世界范围内发挥着极大的作用，造就

出一批又一批巨贾富商。 

本书客观、全面而又系统地介绍了松下幸之助的经营管理原则和

技巧，以飨读者。希望您能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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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松下谈成功经营者的素质 

 

一 培养成功者的智慧 

 

信心是暂时的、虚伪的。明白这点，则不至于丧失谦虚的态度，

并能够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但是，人们往往不容易做到这个地步，

稍有成功，就容易抱着绝对的信心。 

 

时序已入秋，天高气爽。柿树向着蓝蓝的天空，伸出又粗又直的

枝干，并且在树梢上结满了鲜红的柿子。 

为了要采到那些树梢上的柿子，几个顽童，手拿着竹竿，爬上树

干，拼命乱打。但柿子却不那么容易被打下来，还是牢固地和那历经

多年风霜的粗壮树干连在一起，最后树干又深深地扎根于大地。 

通过此例，我们应当明白，凡事不要像小孩打柿子那样，过度重

视长在树梢的小节，而忽视了那巩固在大地上的伟大力量，否则，我

们将会和顽童一样愚蠢。我们需要不时互相勉励，对事情观察入微，

找出重点，全力以赴，才会事半功倍，免得徒劳无功。 

关于爱，我们可以说，越纯洁，越含蓄。 

——［英］哈代夏日阳光普照，但别忘了做好防台的准备。 

就景气而言，有时好，有时萧条，不可能永远是和平与繁荣。这

就是人生、就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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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社会安定，景气好转，每天过着安稳的生活时，往往把社会

的本质遗忘了，把人生应有的态度置之脑后。这是人之常情。 

倘若可以长久如此，也是无可厚非。然而，总有一天，“台风”

将会来袭，不景气的热潮将会涌到，置身于那种情境，仍然可以保持

泰然自若的心境吗? 

我们必须随时准备足以应付急变的心境，这就是“治而不忘乱”

的心情。 

对于这一点，我们非常明白，但是，却很少有所准备，也许这便

是人的弱点 

当一个人多次获得成功时，就应该及时反省自己，是不是开始骄

傲了? 

失败不如成功，这是当然的道理。但是，如果策划三件事情，而

三次都成功了，却没有遇到什么危险。如果产生过度的自信，认为

“一切让我来”，这种缺乏谦虚的态度，把别人的意见都当成耳旁风，

再也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了。 

当然，自信是需要的，缺乏信心，根本就不能做事。但信心应该

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世界上不可能有绝对的信心也不应该保持绝

对的信心。信心是暂时的、虚伪的。明白这点，则不至于丧失谦虚的

态度，并能够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但是，人们往往不容易做到这个

地步，稍有成功，就容易抱着绝对的信心。 

因此，任何伟大的人，做三件事情而有一次失败了，对于自己而

言并不是什么坏事。借此失败而产生谦虚的态度，才有发展可言。 

连续失败固然忍受不了，连续成功更值得警惕。 

心镜反映人生的正邪，周围人和物都是我们的镜子。每个人都必

须站在镜子前面，才能端正服饰。因为镜子是最公正无私的，不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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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形状，都会据实反映出来。一个坚持自己的领带没有打歪的人，

只要往镜子前一站，是非曲直，自然就一目了然了。人应该承认错误

而乐于改正才是。 

仪容的美丑固然可以在镜子前面判断清楚，但心术的不正，却无

法在镜子里面显现出来。人往往不容易发觉自己想法或做法的错误，

那是因为没有一面心镜的关系。比较合理的说法应该是，人只要有一

颗谦虚而上进的心，心镜就几乎无处不有了。 

我们周围的人和物，都是我们的镜子。所有的东西，都能反映出

我们的心。所有的人都和我们的心联系在一起。 

古代的圣贤教导我们“先除去我们本身眼睛的障碍”，这样才能

把周围看得清楚。有了谦虚而坦然的心胸，那么所有的人或物，都会

成为我们的反光镜，把我们的想法和行为的正误，原原本本地反映出

来。 

驾驭自己比驾驭烈马更难，总要有所畏惧，才不会无法无天。 

小孩怕父母，店员怕老板，学生怕老师，下级怕上级。除此之外，

还有惧怕神明菩萨等等，这些都因人而异。 

对爱情来说，严峻的生活考验以及对初恋的生动回忆，都是同样

不可缺少的。前者把人联系在一起，后者令人永葆青春。 

——［苏］法捷耶夫“有所畏惧”是最好的事情，正因为如此，

才能保持自己的身体。 

自己的身体属于自己，自己的精神也属于自己。乍见之下，自己

驾驭自己并不困难，事实上却与驾驭牛马不同，这就是人类的特征。 

古代圣贤对于这一点，亦莫不叹息；更何况我们平凡的人，要驾

驭自己，确实是很难做到的，补救之道，在于借助于畏惧的事物，知

所畏惧，受其鞭策，俾能律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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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畏惧是最危险的。有时候对于那些令人畏惧的东西，恨不得

回避它，然而冷静一想，就发现它仍有一些好处。 

企业者，要想取得事业的成功，不光要知所畏惧，还要接受严格

的考验。严格的考验，是让自己迈向自立大道的里程碑。 

在自然界中，狮子故意把自己的小狮子推到峡谷，让它从危险中

自己挣扎求生，这种画面太雄壮了。虽然这个做法太残酷无情，然而，

在这种严格的考验之下，小狮子以后的生命过程中遇到挫折，才不会

泄气。 

它拼命地、认真地，一次又一次地跌落山涧之后，一步一步地爬

起来。小狮子自己从溪谷爬起来的时候，才体会到“不依靠别人，凭

借自己力量前进”的可贵。狮子的雄壮，便是这样养成的。 

要自己体会，是非常不易的，更需要有勇气。有时候不知所措，

眼泪不禁夺眶而出。然而，要哭也好，要长吁短叹也好，必须产生新

的勇气。 

严格的考验，无非是让自己体会生命的第一步，是让自己迈向自

立大道的珍贵里程碑。 

火箭发射出去，如果没有追踪系统，无疑是一种浪费，命令的下

达，也是同样道理。 

向月球发射的火箭，在刹那间进入天空，速度之快、距离之远，

人的肉眼根本无法观测。但是，由于追踪设备良好，几千公里、几万

公里直到火箭抵达月球表面，都能追踪到它。 

正因有追踪设备，发射火箭才有意义。倘若没有追踪，只是发射、

让它流逝，无异于浪费。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只是命令、指示或拜托，将无意义，

既然下命令，就得追踪到底，这就是下命令者负责的态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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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究的人是很吃力的，要追究别人更不简单，彼此都需要有耐

心。然而，世人之常情，往往敷衍了事。无论是要追究别人的，或者

被人追究的，都要具备这种决心和勇气。 

只要有一颗学习的心，万物都是我们的好老师。 

自己以为是凭自己的头脑去想、凭自己的能力去做的事情，事实

上，往往是受教于别人。 

幼儿向父母学习，学生向教师学习，后进向先进学习，自己的思

考，是建立在过去累积的许多学习心得上的，这就是自己的智慧。因

此，凡是能够提供好的意见、能够产生好的构想的人，必然是一个勤

于学习的人。因此，只要有一颗学习的心，万物无不是良师。 

那一点一滴积累而成的自信，一不小心就会变成自负，而把自己

处于危险境地。 

天有不测风云，虽然有时会为自身担忧，但是这种担忧可能会一

点用处也没有，所以，仍需以“鼓励再鼓励”的态度，转变观念，重

新考虑。但不管如何，认为今天必须做的事情，就毫不犹豫地走出家

门去做，不要想得太多。 

忠诚和互相信任是爱情的首要条件。 

——［美］邓肯工作有时会做得很好，有时会做得不好。如果做

得很好，就感谢；如果做得不好，就要重新考虑做法。如果每天都能

这样的话，一定会有不断的进步，而不会有重大过失发生的。 

最可怕的事，乃是“自以为是”的观念。一个人一旦自以为是，

不但对事情无法重新考虑，观念上也很难再作修正了。那一点一滴累

积成的自信，竟在不知不觉间，变成“自负”，因而就骄傲起来了。

忘记了虚心、疏忽了反省。终于滋生了“有己无人”的心情。一切重

大的过失，就由此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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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稳定的情绪去思考问题，是比什么都错误的行为，因此我们

需要每天时刻反省。 

自己虽然用尽了智慧，仍然意外地失败了。毕竟单靠个人的智慧

有限，以不稳定的情绪态度去思考问题，是比什么都错误的行为。 

因此，松下先生认为在早晨醒来的片刻，首先要祈祷，消除各种

迷惘，稳定情绪。每天都要以坦诚的心情，顺应天意而工作。祈祷的

方式，种类虽多，但总有“最能使自己心神宁静”者为宜。祈祷之后，

才展开一天的工作。 

于是，拼命地工作，热诚地工作，切不可有懒惰的懊恼。要用尽

最大努力，像非常喜爱那工作似的，从中享受乐趣。 

就寝前，也要反省。以冷静的心情，了解并感谢上天的爱护，联

系着明天新的工作意愿。 

晨间祈祷，白天工作，晚上反省，这样可以减少每天的过失。 

吃饱了、穿暖了之后，我们还需要些什么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刚

结束时，日本很多人穿着缝缝补补的破旧衣服、吃蕃薯藤、地下挖坑、

盖着洋铁皮度日，冬天忍着酷寒霜冻、夏天挨着熏蒸似的闷热。为了

不愿意过着这样艰苦的生活，因此，大家都拼命工作。总之，为谋求

生存，为填饱肚腹，冒着雨露风霜，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 

三十多年后，生活逐渐丰富。吃的，多得难以处理。住屋虽然还

不够，但是，再也没有瑟缩于雨露风霜之人了。 

那么，大家今后将何去何从呢?在暖衣饱食中，忘记了凄苦、过

着焦躁生活的日本人，丝毫不知进取。应该往何处去呢?大家都陷入

迷惘之中。那么，应该有谁来清清楚楚地开导民众呢? 

如果谁也不来开导，就要自己开导自己了，就要大家互相开导了。 

在被黑色情绪包围时，打开感谢的开关，天地便会明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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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真正的安逸，是对一切事物，都怀着感谢的心情去接触。所

以，感谢的心情，才是生育万物的泉源，才是和平安逸的起点。虽然

对它非常熟悉，可是，在变幻无常的人心中，却很难依常理推进。 

不要说感谢了，甚至有时会愤恨得全身颤抖，有时气恼、呻吟得

不能成眠。虽然内心觉得应设法抑制着这不轨的黑色情绪，还是感觉

像遭到前世报应一般难熬。 

这时无意中，在心中通过一道感谢的思维，心情可以说又恢复正

常了。 

如果好好静下来想想，在短暂的时间内，在疲乏的心中，也会隐

约地涌现出安逸来。 

爱情得到的报酬，若不是对方还偿的爱，便是对方内心深处的暗

暗蔑视。 

——［英］培根在这个世界上，人类实际上了解的事物比较少，

而不了解的事物占多数，也就是说不知道的比知道的多得多。 

人类的生命是不断地延续下去的，因为人类的智慧，也跟着永远

不停地扩大发展。宇宙中的真理，其奥妙与深远，是无法予以计测的；

然而我们却只捉到了那些深奥真理的一鳞半爪，就武断地声明，已窥

悟了宇宙的全部真理。倘若如此，今后人类的智慧，不但无法继续进

展，而且有“山穷水尽”之势。人类这种自大自满的观念，无疑是探

讨真理的绊脚石。 

科学的进步是无止境的，思想也一样。甚至政治、经济以及企业

管理的发展，所有人类的活动，都留有一大片尚未开拓的土地，需要

人们去开拓。 

为了人类社会的繁荣与发展，每一个人都应该放弃管中窥豹的狭

窄观念，以宽大的胸襟和谦虚的态度，去待人处事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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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忌卖弄道理，因为说一堆大道理，还不如讲一句肺腑之言。一

个人为什么不能从内心里，说出象涌泉般令人耳目一新且富有启发性

的话?为什么只能翻来覆去地绞尽脑汁，用些似通不通、自以为是的

道理来说服对方?这不但枉费心机，而且这些歪曲的道理，也很难沟

通并增进人际关系的。 

交谈的目的是沟通意见，而不是拘泥于谈论的争执。唯有先建立

互相信赖的观念，才能共同克服障碍，向前迈进，最后对自己的使命

予以肯定。 

无论他人做如何想法，只要抱着“不卖弄道理，实践力行”的原

则，且对自己有信心，最终必能获得成功。 

松下先生认为，可成必可成，不可成必不可成，顺其自然地努力，

才会皆大欢喜。 

“可成就的必可成就，不可成就的必不可能成就”，我们对这句

话，好象是一知半解地明白了，然而事实上想要真的理解它，却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我们往往想那终究无法完成之事去尽力完成，于是左思右

想、绞尽脑汁地设计方案，或者是玩弄各种策略花样。 

然而，最后的结果只是不平与不满，引起吵架与摩擦，当自己内

心黯然神伤时，似乎周围的一切也跟着黯然失色。这种既伤害了他人，

也有害于自己的事，实在是不可让它存乎于心。 

这就是因为人们企图将不可能成就的事，去勉强成就。 

不可成的事，永不可成；可成之事，必可成之。原本可成之事，

就算不加以任何策略亦可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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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理不需任何的推理，不需思虑任何策略计划，只需坦荡荡的

心胸就够了。集中我们的思虑，即可生出大智大慧。这种一心一意、

但求精进的态度，于理必能有所成。 

在这大小俗事一一涌起的人世中，对于自己的一生，还是一心清

意静地做一番反省的工作吧。 

承认自己只有一双眼、一双手，虽然世界还是老样子，对自己却

精彩丰富起来了。 

依自己双目所见、亲手所做，而求探清事实，这样的做法很难求

完美之境。毕竟，一个人眼力所及的范围，双手可触的境域，都有界

定的束缚。然而，人们常好轻率地将井蛙之见，断言为全体或世界。 

嫉妒是一种叫人痛苦的感情，可是如果一个人毫无这种感情，爱

情的温柔亲密就不能保持它的全部力量和热烈。 

——［英］休谟就自己双目所视，亲手处理的工作，并无任何差

失。然而，在自己视力不可及、双手碰触不到地方，却有各式各样的

人，若能抱着彼此大异成趣的看法，世事就如万花筒般瑰丽，人们也

会相知，各自采用不同的态度互相配合。 

所以说，今后我们还是彼此谦让一些吧。无论如何，对于自己的

眼睛与双手——亦即是自己能力所不可超越的“世界”，还是谦虚地

竖耳倾听别人怎么说，时时保持一颗能容百川、虚怀若谷的胸襟吧。 

对于从前那种只会败事的对立举动，为了求得真正的进步与和谐，

让我们在念及求真、求实之时，不妨三思而行。 

“蔚蓝的天空”“清澈的流水”“绿油油的树木”应该是随时随

处都可以看到的，可是现在都变成珍贵的东西了。鱼也是，以前，世

界各地都有，可是，现在也是愈来愈不可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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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可惜”这一句话，最近好像很不容易听到了。而当大家觉得

这句话有些陈腐的时候，社会的变迁，逼得你无论如何，非爱惜东西

不可，而且情形愈来愈严重，这也许是造物者的旨意吧? 

当务之急是：再一次挽回“真可惜”这一句话。就是说大家要有

爱惜东西的习惯，希望以这样的态度来审察身边的事物，检讨自己做

到了多少。现在开始还来得及。 

一个人如果失去反省的能力，他就看不见自己的问题，更不能自

救。 

社会上景气好时，大家都做得很顺利，只有自己感到不如意，这

个时候就需要反省自己的做法、想法有何不妥。 

当景气都普遍不好，大家也顺利时，一个人往往只顾外界，而常

常疏忽了自我反省，并且心里常以到处都这般不景气，整个社会和市

场的情形又是哪么恶劣，作为借口来安慰或逃避自己，然后将责任推

给环境，而自认为已尽了力，并无有何不妥。 

人类是极自以为是的动物。假如一个人自己不常常反省或管理自

己时，是很容易把责任推给别人，犯自以为对的错误。 

“我是无辜的，一切都是这个社会造成的”，有时我们也许会有

这种想法。话虽然这么样，可是如果能常常地反省，并要有不责怪社

会，而是自己一手造成，一切自己负责的认识才好。 

当一个人失去了反省的能力时，他就无法认识错误，不能自救，

以致陷于罪恶的深渊之中。 

到了年底，总是静不下心来，并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然而，

每逢岁暮，都免不了心浮气躁。 

那个要结束，这个要整理，平常日子也不是恍恍偬惚的。但是总

觉得太匆忙了。有些后悔没有好好利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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