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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涩泽荣一的原点 

 

井上润(涩泽史料馆馆长) 

 

1840 年(天保 11 年)涩泽荣一生

于武藏国秦泽郡血洗岛村(现埼玉县

深谷市血洗岛)。 

在江户时代，用大米来代替缴税

是常见的事。然而在血洗岛却很早采

用了现金缴税的方式，虽然这里是典

型的农村，但村民们无法得到很多固

定的耕地，农耕之外如果不从事商业

性活动生活就很难维持。因此，货币

经济很早就滲透到这个地区。 

在该地区，很多人从事蓼蓝收购

及加工作业，制成一种叫蓝玉的染料。

这种染料销售到信州（现长野县）以

及上州（现群马县）等地，买卖活动

非常盛行。 

涩泽家也从荣一的父辈开始正式

从事这种买卖，这项买卖的收益非常可观，于是他们家慢慢就成了在村子里数一数二的富农阶

级。荣一也在帮助家业的过程中，慢慢掌握了经济及经营方面的要领。 

另一方面，荣一又接受来自堂兄、汉学家尾高惇忠关于读书的教导，掌握了学问以及教育

修养方面的知识。尾高的阅读法在当时是别具一格的:只要自己感兴趣的书籍悉数读破。荣一在

之后面临人生选择关口时，毅然做出抉择，广泛收集、消化信息，并从中悟出自己应该前行的

方向。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原点即得益于尾高的广泛阅读法。 

 

旨在创造“新世界” 

1867 年，涩泽荣一作为幕府使节团总务会计，被派去参加博览会，于是邂逅了欧洲这个“新

世界”。本来，提倡攘夷的人却渡洋赴欧是无法想像的事情，然而，倡导“留在体制中，改变

社会”的涩泽，已经完成了思想的转变，毋宁是更加积极地接近西洋文明。荣一担任幕臣时期

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欧洲度过的。 

  
随访巴黎时的荣一(左，1866 年)和着正装的荣一（1867) 

照片：公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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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一以非常柔软且积极的姿态，充分发挥了他敏锐的洞察力。 

荣一在随行官方仪式的同时，受到当地银行家的引领，视察了银行、证券交易所、医院、

福利院，以及动物园等娱乐设施，同时还考察了煤气、自来水等近代化的基础设施。他在那次

视察中产生了一个观点，即这些设施对今后的日本来说也是非常必要的。荣一不单单只关注这

些基础设施，同时也注视运营和保养维修的方法。此外，他对“合本组织”表示出了强烈的兴

趣，“合本组织”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 

幕府使节团的会计本来就是要考虑如何节约来自幕府的资金，减少消费。而荣一则以幕府

资金为资本，使手里拥有的资产增值了。当然，他也有意识地在增加资金，并在实际运用中，

学习欧洲的一些先进机制。 

在拜见比利时国王时，国王说到今后钢铁的重要性，并向日本兜售本国的钢铁。荣一对比

利时国王的这种姿态感到非常吃惊，这在日本是无法想像的。身为政治家的国王也心系国家的

富强，这种官民一体的社会制度，日本也应该引以为目标。 

荣一回国不久，将“合本组织”变成了现实。通过实践掌握的东西，所以很快就成形了。 

1869 年(明治 2 年)11 月，主张打破官尊民卑的涩泽荣一出任民部省租稅负责人，到 1873

年(明治 6 年)供职于民部省、大藏省。他本人从没有立志要成为官吏，他说，之所以入仕，是

因为能够参与创造新国家这一伟大事业。 

与那些为建设新的国家而聚集在一起的精锐之士一道，决定自己将要做什么，并对此做了

缜密的调查研究，组织了一个政策立案的“改正挂”，荣一担任挂长。“改正挂”是为了实现近

代化而设置的一个以横跨省厅形式的部门，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智囊团”。 

主要工作有货币制度改革、推荐制定国立银行条例、确立近代化邮政制度、建议铺设铁路，

普及股份有限制公司、组建大藏省等组织。在到废除“改正挂”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以惊人的

 
1867 年(庆应 3 年)跟随德川昭武启程法国(巴黎世界博览会使节团)  照片：公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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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收集了形成近代化国家基础的各种案例。荣一的能量与能力令人叹为观止，在政府内部获

得了极高的评价，并渐渐增强了人们的信心。对荣一自身来说，在明治政府任职时期，为其后

的活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知识与经验。与此同时，也为他积累了平常人无法构筑的人脉关系。 

不久，因对国家预算的方式在立场上存有异议，与上司井上馨一同辞去了大藏省职务。从

此，他便站在自己主张的民间立场上开始了各种各样的活动。 

 

株式会社的设立与发展 

日本最早成立的近代银行是第一国立银行。公司名称中虽有“国立”二字，但确确实实是

一家私有性质的民间株式会社(即股份有限公司)。荣一认为，必须先打好经济、金融基础后，

再将所有领域的企业以株式会社的形式进行推广普及。他为实现这一目标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创建一个株式会社，并使其经营状况走上正轨，并非一件易事。例如第一国立银行

成立不到一年，经营核心的投资人小野组破产，使银行面临经营危机;而日本首家真正意义上的

制造业企业――王子制纸，则因为没能克服技术问题，无法生产出可以用于销售的纸张，花费

了好几年的时间才开始盈利。在这期间，荣一四处打点，低头向投资人解释经营状况。由于荣

一秉持诚实和抱有坚定信念的努力，赢得了股东们的信任，股东们非但忍受着长期没有分红的

状况，还同意为了弥补损失增加投资。 

此外，荣一还对那些新设株式会社进行指导，内容包括怎样得到银行的融资及各类财务报

表的做法等等。还作为发起人召集名士，并自己投资部分资金，来缓解企业开业资金不足的燃

眉之急。荣一这样饱含诚意努力的结果，使株式会社深得信赖，明治 20 年代到 30 年代，株式

会社开始遍地开花。 

荣一一生涉及的企业范围广泛，从金融相关行业到制造业、陆运、海运，以及服务行业等

等。1909 年，迎来古稀之年的荣一退出了几乎所有的企业，而他一生支援过的企业约有 470 家

之多。 

荣一在实业界的活动过程中采取了不进行独占，不成立财阀的态度。株式会社成立后，当

他认为企业经营状况已趋稳定时，他多半会转让自己的股份，将所得资金用于支援新的企业。

由此可见，荣一并不是为了通过这些株式会社来赚钱，而是为了推进了日本的近代化和产业的

发展。 

涩泽荣一不但帮助个别企业，尽全力推进日本实业界的发展，还策划成立了经济团体组织。

其中之一就是东京工商会议所的原型东京商法会议所。直至 1878 年(明治 11 年)成立，东京商

法会议所每年都接受来自政府的一千日元资助。 

之所以设立商法会议所，除了为适应发展生产、振兴工业的需要，同时还因为商法会议所

被定位为工商业者的舆论导向机构，主要目的为推进修改幕府末期与各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

日本方面以“国民舆论反对所以希望进行修改”为理由同英国公使帕克斯进行条约修改交涉，

却以“日本没有公共议论的体制，这种个人的不同意见不能算作與论”为理由遭到了驳回。条

约的修改必须有與论支持，所以设立了商法会议所这样一种形式上的发表與论的场所。 

政府也认为，没有民间工商业者的配合，就无法实现产业的飞速发展，应该设立工商业者

的代表团体。所以政府积极引导有能力的工商业者，成立了商法会议所。但是，工商业者自身

也同政府一样，在与外国进行对抗、协商的过程中深刻的意识到，要实现工商业健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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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要有一个可以反映自身意见的代表机构。这种工商业者自身的强烈愿望也是商法会议所设

立的重要原因之一。 

 

推进社会公共事业 

涩泽荣一从实业界隐退之后，开始涉足社会公共事业，他人老心不老，比以前更加热心地

投身工作。 

工作内容之一是民间外交。特别是在美国，日本移民遭到排斥，日美关系恶化。在这种情

况下，荣一试图从民间的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 

1909 年(明治 42 年)，荣一以团长的身份，率领由东京、横演、京都、名古屋、大阪、神户

的商业会议所所长等 51 名组成的访美实业团，赴美国进行访问。此行历时 3 个月，访问了美国

的 63 个城市，还拜见地方实业家以及总统等，为改善两国关系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此外，他还担任了日美人员交流日方的中心成员。多次举办了日本与欧洲以及亚洲其他各

国人民的交流，并以自己家作为民间外交的据点，接待了许多国内外宾客。 

荣一从开展民间外交的过程中领悟到，民间外交不仅仅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改善，更是

为了日本能够在国际社会上树立一个扎实的地位。 

在社会福利方面，荣一积极参与东京养育院的设立，并亲自担任第一任院长。该养育院被

誉为日本国内医疗、社会福利起点。荣一还对各类设施进行了扩容，其中包括养老院，儿童保

育设施、儿童自立援助设施、虚弱儿童易地疗养设施等。另外，为了培养这些机构需要的人才，

还积极支援培养护士及保育员。以东京养育院为中心，向数量众多的设施和机构提供支援和帮

助。 

在教育方面，当时的商业教育和女子教育被拒之于高等教育门外。但荣一坚信这两者的重

要性，并以身做则，积极支援以商业实务及女性为对象的民间教育事业。今天，荣一未尽的事

业由一桥大学、东京女学馆、日本女子大学等继承，并得到健康的发展。 

如上所述，涩泽荣一一生中涉及的企业大约有 470 个。如果再加上民间外交事业，他所涉

及的社会工作总数则有 600 个之多。在诸多领域都留下了辉煌的业绩。1931 年(昭和 6 年)11 月

11 日涩泽荣一与世长辞，享年 91 岁。时至今日，在世人眼中，他已经不单单是一名实业家，而

是置私利于度外，为日本近代化社会发展鞠躬尽瘁的“日本近代化之父”。 

 

 

［《日本综述》，2011 年 11 月(他山之石：再见涩泽荣一［4］)和 2012 年 1 月(他山之石：再见

涩泽荣一［5］)刊，本文经日本综述同意转载。］ 
 

 

 

井上润 

涩泽荣一记念财団业务执行董事 

涩泽史料馆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