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享受物質就是知足？ 
    2013-01-31 天下雜誌出版 

 文/橋田壽賀子 http://goo.gl/bFbtZl 
 

 

為什麼當初如此想要物質的享受呢？我發現，自己過去根本是過著用「加法」 計

算的生活啊……當生活發生巨變時，人們該如何自處？《簡樸就好》作者橋 田

壽賀子以六大章節來分享自己的生活觀點和一生波瀾壯闊的人生故事。生命 有

時很傷痛，但本書給了最無私的撫慰… 

 
現代人不斷地追求「滿足」，而卻忘了「知足」 

 

真正的富裕，不在於擁有多少，而在於能放下多少！ 接下來我要說的話，可能

會讓人皺眉頭。此時的日本有必要體會所謂的「深 淵」，無論是物質或精神方

面，都需要徹底去體驗。為了喚醒向新事物挑戰的勇 氣或危機意識，我們也應該

這麼做。 

 
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先找回已經遺失的「芯」。所謂的「芯」就是東西的中心的 

「芯」，也就是核心的部分。一支蠟燭能輝煌照耀，主要就是有最重要的 

「芯」。沒有「芯」的蠟燭，即使靠近火也不會燃燒，只會熔化而已。我們一定 要

當個有芯的蠟燭才行。我必須承認，眼前沒有芯、也就是沒有支撐生命的基 盤，

無法點燃生命之火的人，好像還是很多。 

 

讓年輕人在集體生活中自我鍛鍊 要找回「芯」，每個人都有必要努力想要改變自

己，讓新的自己覺醒過來。話雖 如此，我想人類幾乎不想改變自己，長期習慣所

累積下來的個性，已經變成像 本性一樣的東西了。在此，我特別要推薦的方法

是，應該讓即將成為大人的青 少年，跟與自己生於同時代的人過集體生活，讓

他們從事自我訓練。人類必須 透過集體生活學習生存技巧，也才能了解別人的

思想與心理。 

http://goo.gl/bFbtZl


對那些出生在如此富裕的時代、核心家族中生長、人際關係少的孩子而言，我 認

為父母有必要用半強迫的方式，把他們放進團體裡面生活。我本身就是個被 溺

愛的獨生女，在家裡不用幫忙做任何家事，只顧著讀書、我行我素地長大成 人。

直到進入女子大學的宿舍過著共同的生活，才學會過去從未做過的煮飯、 洗衣

服、清掃等一竅不通的家事，這對我未來的人生產生很大的幫助。 

 

一邊領會、一邊發覺新的自我，也因此鍛鍊出柔和的精神。 透過親身的經驗，

我發現人類是一種透過同伴才能發現自我的動物。再說，這 世界上，有很多思

想與自己不同的人。我也是過集體生活後，才開始學會如何 跟這些人取得協調，

以及順利過生活。如果擁有類似這樣的集體生活經驗，我 想，就可以讓社會產

生更多人性裡具有「芯」的年輕人。 

 

如何在貧富差距大的社會中，培養富裕的心情？ 的確，不平等的貧富差距社會、

競爭激烈社會也是眼前的問題，但是如果只是 一味地把上流社會當成標準，當

然就會覺得自己的情況很慘，心情也因此變得 慌亂。如果差距大到跟軟體銀行

（譯註：Softbank，日本的電訊與媒體公司， 業務包括寬頻網路、固網電話、

電子商務等）的創辦人孫正義之間的程度，想 必你也不想比吧！跟那些無法比

較的人比，只會讓自己的心情變得更貧弱而 已。 

 
想在不平等的社會中維持好心情的祕訣就是，秉持「人生二流就好」的想法。 為

什麼呢？因為如果拚命想當一流，光是這樣的想法就足以形成枷鎖，讓自己 喪

失發揮真正實力的空間或舞台。無論生在什麼樣的世界，若要達到一流境 地，

都得花費異常的能量、忍耐力，並且通過無數考驗才能做到。最重要的是 先了

解自己有沒有那種成就大事業的胸襟，以及自己本來是否就具有足夠的能 力。 

 
瞄準一流，想讓自己的孩子就讀東京大學（東大）的家長何其多。問題是，孩 子

根本沒有那種能力，只知道盲目地對孩子吼出：「東大！東大！」來激勵他們 也

無濟於事。身為父母者該有的作為是，清楚了解孩子的能力。孩子跟你是不 同

的兩個人，他會思考自己的將來。 

 
忽略上述重點、只想往高處攀爬並非賢明之舉，對親子而言，都是不幸。因為 即

使東大畢業，也無法保證孩子就能夠從此過著一流的生活！與其只想到成為 一

流而努力，忘記人生最重要的東西，倒不如改變思維，甘於「人生二流就 好」

的想法；踏實地實踐自己的思想邁向人生，這樣不是可以用更富裕的心情 過生

活嗎？停止高攀、確實地了解自己本身的優缺點，一定就會更喜歡當下的 自己

才對吧？稍微放鬆一點，找到更符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我相信就一定可以 



快快樂樂地過日子。 

 

普遍不奢侈的時代 以前的日本，每個人都很貧窮，因此大家也不覺得貧窮是很

慘的事。搭計程車 太過奢侈，大概都是搭電車，然後拚命地走路。這是很平常

的事情。我們不在 外面用餐，一般人家裡也沒有電話。一定得用電話時，我就

跑到附近的牙醫診 所借用。緊急連絡都是用電報。公司有事找我，就會發電報

給我。例如松竹公 司如果傳來「某月某日，前來」的電報，我就會想到「啊！

又有事給我做了 吧！」然後戰戰兢兢地出發前往公司。 

 
從現代人的眼光來看，或許那是個令人無法置信的悠閒時代。但是我們過得很 

順遂，也不會想要這個、想要那個，充滿慾望。因此我們的心也很穩定，很小 的

幸福，就可以讓人感到滿足。我認為原因就在，當時我們過的是，符合我們 所

需的生活方式。 

 

謹記對錢財的感恩心情 那時候，當然還沒有銀行轉帳制度，我的稿費都是領取

現金。當我領到稿費 時，真的充滿幸福、開心的感覺。當我用稿費的錢買第一

台電視時，那種滿足 感；還有斷然買下期待已久的時裝時，緊張到心跳加快的

心情，特別令人難以 忘懷。那時，過的是細細品味小小幸福感的生活。現在的

稿費都是由對方匯進 戶頭的，感覺上，那種感恩的心情也變淡薄了。其他的事

也變成同一個調，平 常的生活裡，甚至連「謝謝」這句話都消失了。我的意思

並非貧窮才是好事， 跟現在相比，古時候的確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錢多一點

當然好。我想說的 是，古時候的人就是因為貧窮，反而享受到很多快樂。也因

為窮困，才讓人有 更多機會，經驗到對人類而言重要的事物。 

 

能滿足眼前的生活就行 請容我在重複一次。現在，正是我們應該感激物質，，追

求「知足」、「節制消 費」所謂符合自己的幸福的時候。所謂的「知足」是指，

滿足於現狀的心，只 要不產生新的不滿，就可以一直以滿足的心情生活下去。

了解自己身心的需求 程度，不去要求更多的東西，就可以生活得很富裕。 

 
《阿信》很容易被歸為從前的貧窮故事、辛苦的奮鬥故事。的確，我一路都在 強

調這個重點。但是我真正想傳達的，其實是這兩件事： 

「日本人已經夠了，不需要比現在更富裕了吧？」 

「接下來，何不試著考慮，過符合自己的生活呢？」 

「還想要、還想要」的慾望，絕對不會為人類帶來幸福。我想傳達的，就是這 樣

的訊息。過去的日本有這樣的人，過著符合自己的生活。當初我想把這種訊 



息，放進電視劇當中。認為平凡很好、追求符合自己的幸福的人一定也了解 

「知足常樂」才對。 

「有始有終」、「節省」、「簡樸」……。 上述語詞看起來好像都是古老的價值觀，

其實無論是處於有錢、沒錢的情況， 只要沒忘記這些精神的人，我認為才是

真正優美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