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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屈之人」—— 和田一夫 

不知有多少同學聽過曾經輝煌一時的日本大型百貨公司「八佰伴」呢？ 

 

八佰伴集團在上世紀 30 年代，由和田加津和丈夫在日本靜崗縣熱海市創辦。他們用三十幾

年的時間，把一間專賣水果的小店，逐漸擴展成日本一家連鎖超級市場集團。他們的故事

更被拍成膾炙人口的日劇《阿信的故事》。故事中「阿信」的原型便是和田加津。編劇小

時候是和田一家的鄰居，他親眼見證和田一家如何用堅毅的信念，在大時代的風浪中不怕

艱辛，最後乘風破浪，創出驕人的成績。在這張亮麗的業績表背後，除了和田夫婦，他們

的長子和田一夫其實一直和他的父母並肩作戰，扶植著家族事業一步步登上高峰。 

 

和田一夫(1929-2019)是家中長子，一出生便看著勤勞能幹的父母艱苦創業。一夫從小便很

有使命感。父母開店時，他便幫手照顧弟妹；長大後，就到店裡協助打理生意。 

 

一夫並不是一開始就決心承繼家業的。學業成績出類拔萃的他，一早把眼光放在國際---他

想當一名外交官。他原本準備報讀有「外交官搖籃」之稱的東京外事專門學校，但日本戰

敗後，國際地位下降，外公便勸一夫留在日本，接棒家族生意。一直以家族為重的一夫，

選擇放下自己的夢想，轉而報讀商業經濟。 

 

「金子在哪裡都可以發出光芒」。 

 

一夫學成歸來後，敏銳地發現一個人口只有四五萬的熱海市，物價竟然是全日本最高。而

在這裏，向商家賒賬是平常事。但他的專業知識提醒自己，賒賬最容易妨礙資金的流通，

甚至形成呆壞賬；而高標價更是不符合公平和競爭的精神。就是這條兩頭蛇，拉扯住熱海

市的商業發展。 

 

當一夫準備向父母提出八佰伴的改革方案時，八佰伴經歷了一場重大的挫折——1950 年的

熱海大火。這場空前大火燒去市內一千多間店鋪和民房，四千多人無家可歸。田中家經營

了 20 年的八佰伴商店也在這場無情的大火中化為灰燼。 

 

家和商店都化為灰燼。面對焦黑的廢墟，年邁的父母受到沉重的打擊。一夫見到父母年老

了，不再是過往打不死的強人，他在心裏暗暗立誓：「不能就此屈服！我要盡全力協助父

母，把新的家再建立起來，把八佰伴的招牌再次掛起來，把這間小商店變成熱海市最大的

商店！」 

 

一夫用他的堅定和樂觀，帶全家人走出陰霾，重建和田家。店舖重開之日，是由一夫親自

掛上「八佰伴」的牌子，象徵著他是家族生意的繼承者。 

 

一夫掌舖的第一個決定，是無論來貨價因天氣或災難而上漲多少，八佰伴都堅決不加價。

這是災難後，一夫看到百貨物資對民眾真的十分重要，便堅持他的生意與民眾共同進退。

八佰伴贏得顧客的讚賞和信任，發展一日千里。 

 

40 年後，一夫在自傳《和田一夫：從零到億萬再破產的勵志啓示錄》中，便提到十分感激

當年那場大火。假如沒有那場大火，他們不可能那麼快建造出比原來大五倍的家和八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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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是強大的信念和對家人的愛，推動一夫帶領家人重建家園。這信念，後來成為八佰伴

百貨超級市場的發展原動力，「有危才有機」這句說話，應驗在預備充足和有堅毅精神的

一夫身上。 

 

之後，一夫把美國超級市場的運作模式引入八佰伴。八佰伴不再只是一間大型雜貨店，而

是一所為顧客提供所有生活所需的百貨公司。33 歲的一夫正式接替了爸爸的社長職位，八

佰伴正式進入和田一夫的時代。 

 

日本的百貨業市場競爭激烈，一夫決定向海外發展。雖然他沒有當成外交官，但過往憑著

過往對各國的研究和了解，幫助他很快製定發展的藍圖。他最先把目光投放在發展中的巴

西，接著是「環太平洋連鎖化」：新加坡、香港、馬來西亞、台灣的分店都陸續開張。各

地分店紛紛傳來紅利的消息，大家都稱讚一夫是商界奇才！ 

 

香港的業績物別亮眼，就讓我們來說說八佰伴在香港的發展吧。 

 

八佰伴第一號分店在 1984 年聖誕節前夕開張，選址當時新落成的沙田新城市廣場。當時沙

田火車站尚未開通，新城市廣場的人流不多，於是利用低租金吸引租戶。很多具名氣的日

本百貨公司都不想冒險到這個新開的購物廣場開分店，唯有一夫預視到當火車開通後，沙

田的人口必定暴增，所以他無懼一時的低人流，以最低每月十港圓一平方呎的租金，租了

商場四層樓的地方十年。結果，又再一次證實了他的冒險是值得的。沙田車站開通後人流

果然激增，八佰伴的營業額隨之轉虧為盈。發展十多年後，由於香港八佰伴發展出色，高

峰期有十間分店，一夫更把總公司從日本轉移到香港，同時預備指劍進軍中國內地。 

 

當時，八佰伴集團在全球擁有四百多家店鋪，員工接近三萬人，年銷售額突破五千億日元

的。一夫不再是活在媽媽盛名下的接班人，而是屢屢創造轟動世界奇蹟的跨國連鎖集團主

席、亞洲馳名的百貨業鉅子。 

 

一切都是那麼順利，卻令一向運籌帷幄的一夫看不見失敗的種子已在悄悄萌芽！ 

 

海外發展的成功，讓一夫的信心衝上了頂點，他計劃在極短的時間內，朝中國這個龐大的

市場再次施展「成功魔法」。1992 年，他石破天驚地宣佈，要在 2000 年前，在中國內地建

立一千家超級市場和三千家漢堡包快餐店。 

 

此言一出，馬上被同行引為笑談——做了百貨業幾十年的一夫，竟然犯了欲速則不達的經

營大忌。 

 

以往眼光獨到的一夫，這一次卻無視一切潛在的風險，竟然不惜負債求發展。由於過度擴

張和市場定位不準，八佰伴兵敗北京，隨後上海分店也陷入嚴重危機⋯⋯加上 1997 年的亞洲

金融風暴和日本經濟泡沫爆破的雙重打擊，八佰伴欠下十三億美元的鉅額債務，最終以破

產收場。 

 

一夫一夜間由百貨業鉅子變成被千夫所指，他的弟弟也因為假造帳目隱瞞虧損而入獄。和

田家的家業再次毁於一旦。不但股東和員工指責一夫急於求成，日本內很多人都怪責他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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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家業給敗了，令「阿信」的傳奇蒙上污點。一夫深陷自責，決定宣佈「自我破

產」，交出所有財物，絕迹企業界。 

 

背上失敗的恥辱，有些人意志消沉，一厥不振； 也有些人會鳯凰沐火，竭力重生。 

 

在經歷了最初的痛苦、傷心、絕望之後，一夫決心要振作精神，他在書本中尋找慰藉和啓

發。他曾經回憶説，八佰伴宣佈倒閉以後，他多出了很多時間，可以好好看一看書。其中

把《鄧小平傳》讀了好幾遍。他好似找到一個知己，因為鄧小平和自己一樣，失敗過三

次。他還説：「鄧小平最後一次從失敗中站起來時是 74 歲。之後，他提倡改革開放，留下

豐功偉業。而當八百伴倒閉時，我才 68 歲，我深信還有機會東山再起。」 

 

當年日本的經濟經歷過泡沫經濟崩潰，十多年後依然毫無起色，許多企業家如一夫般經歷

倒閉破產的慘痛，其中有人更自尋短見。日本彷彿被惡運纏繞，難道就只能坐以待斃嗎？ 

 

顯然，一夫的答案是：不！他自己不想坐以待斃，更不想見到自己國家的經濟就此崩塌下

去。於是一夫想到用他自身從商的經歷和經驗，鼓勵那些事業失敗、生活無着的人。像他

這樣 70 歲的老人，在企業倒閉之後依然樂觀向上，尋求東山再起，那些比他年輕的人更不

能放棄。1998 年，70 歲的一夫更開辦了「國際經營塾」，把個人的經營經驗和失敗的教

訓，傳授給年輕的經營者，藉此幫助年輕人創業。又定期舉行考察旅行，運用自己在中國

以及亞洲各國累積的人脈網絡，和日本的企業家分享，藉此振興日本的經濟。日本 NHK 電

視台等日本傳媒，更稱其為「不屈之人」！ 

 

如果你遇到失敗，有敢於從零開始的勇氣和信心，有在困難面前堅強不屈的精神嗎？ 

（2785 字） 

 

  



（11）和田一夫 —— 堅毅不屈 

 

4 
 

不屈之人—— 和田一夫 問題（請圈出合適答案） 

1 和田一夫起初的夢想職業是什麼？ 

A 外交官 

B 政務官 

C 首相 

 

2 承上題，為什麼和田一夫放棄夢想職業？ 

A 日本戰敗 

B 外公勸導接棒家族生意 

C 以上皆正確 

 

3 八佰伴在 1950 年經歷了哪一場重大的挫折？ 

A 前海大火 

B 熱海大火 

C 東北海嘯 

 

4 和田一夫透過哪些精神面對上題的重大挫折？ 

A 堅定 

B 樂觀 

C 以上皆正確 

 

5 最後八佰伴經營不善而被迫破產例閉，和田一夫為何決定「東山再起」？ 

A 不想見到自己國家坐以待斃 

B 希望將自身的經驗與後輩分享 

C 以上皆正確 

  



（11）和田一夫 —— 堅毅不屈 

 

5 
 

延伸思考： 
 

1. 和田一夫由經營「八佰伴」而成為百貨業鉅子，他的哪些性格特質幫助他達致成功？ 
 

 

 

 

2. 後來，和田一夫「八佰伴」因過度擴張至破產收場，他的失敗原因是什麼？ 

 

 

 

 

3. 「如果你遇到失敗，有敢於從零開始的勇氣和信心嗎？」和田一夫面對失敗的經歷對

你有什麼啟發？試以自己日常生活例子加以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