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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佐久间俊雄，出生于日本福岛县。十五岁开始学习寿司。一九七九年到美国，一九八五年在加利福尼
亚州的帕罗奥图市开了第一家店SUSHIYA（鮨屋）。一九九四年开第二家店TOSHI'S SUSHIYA，二〇
〇四年开专门提供会席料理的桂月。深受包括创业家、投资家在内的硅谷当地民众的喜爱。二〇一一
年十月桂月关门。现居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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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个造福后人的匠人时代，一个小人物的传奇，一个美食艺人与硅谷大佬们的精神灵感对悟，就
像乔布斯在里面说的一样，“通过桂月这家小店和来店里的人数、人的类别与频率，就可以反映出整
个硅谷的经济发展风气”，所以，他一直喜欢坐在店里1号桌，环视整个店里的运营状况。
2、很有趣，一口气读完，绵绵有余味。从容、纯粹的活法真的很幸福
3、什么人都可以用乔布斯三个字来卖书。你真的不是乔布斯的厨师，他自己的私人厨师就没有讲话
好吗。
4、佐久间俊雄先生在硅谷经营二十六年的寿司宴席料理店的经历最好地诠释了“匠心独运，矢志不
渝”。【一道匠心美食，两位传奇人物，三言两语的花絮过往】勾勒出一副打动味蕾的画面。语言看
似平实却力道刚好，仔细品读回味会让人心生向往。
5、坚持做最好的自己 是在每个行业都能成功的答案
6、值得一读，读的也很快。
以厨师的角度浅谈硅谷的趣事，可能正因为局外人的身份才能看清很多细节吧。
可惜作者谈很多东西都浅尝辄止，意犹未尽。
7、能感受到很深的匠人精神。
8、还是可以一看的。
9、乔布斯可算本书的一部分，更希望它能好好讲述寿司店本身的故事。借乔布斯有点噱头意味。可
以一看，有纪录片的感觉。
10、用第一人称口吻写的，真实性强，看到了乔布斯不为人知的一面，很好。
11、一个料理职人和小创业者口述史，有些是生意，更多的是人性、人情、人缘。所谓真正的「乔布
斯的厨师」，还是乔布斯自己家雇佣的那位，给他家人做加州料理，给乔布斯做素食料理。所以，「
乔布斯的厨师」这个称谓让作者本身也很不好意思呢，此书的真味，前言已有提及，便是那句话：一
人及所有人...

『我喜欢「一人即所有人」这句话。这是二十多年前，在去夏威夷的天台宗别院时，荒了宽和尚送给
我的。他问我的职业时，我回答说是「做寿司的」，于是和尚对我说：「那必须认真地对待每一位顾
客，每一位顾客身后可能会有数千、数万名顾客，某一天就会出现在你的眼前。」』
12、顶着美食tag的传记书。记录了那个时代硅谷的琐碎故事。
13、别人眼中的乔布斯以及硅谷的大佬们。
14、2016.5.19  一辈子开一家小店也挺有趣的
15、特别有意思，各种硅谷大人物的私下癖好都被曝光在这家日本料理店，在吃饭这件事上，乔布斯
分明就是谢尔顿。
16、提到乔布斯的段落很少啊～略坑
17、Think Different,不是追求出奇，而是彻底地思考“事物本身应有的状态”，其结果表现得与众不同
。
18、两个小时就看完了，语言非常质朴，从和食的角度看乔布斯的另一面，看完非常想吃日本料理。
19、一份坚持了几十年的日式餐馆总能让人联想到工匠精神.一个厨师的视角观察硅谷...
20、更多的讲述店主关于寿司创业的故事，以及店主对于其创业路程的个人想法，其中也介绍了一些
关于经营餐饮的心得，以及不多篇幅在席间遇到乔布斯的只言片语，断断续续的回忆，包括也回忆到
了互联网泡沫破灭前后的景象。
21、书名纯属噱头，然而即使当成寿司店老板自传来看也非常无聊，#论文笔的重要性#
22、这本书到底和乔布斯有多大关系呢，其实也没有，乔布斯是个噱头，我觉得题目叫“硅谷著名寿
司店老板的日常与经验”更适合吧
23、一个开寿司店的厨师，讲述在硅谷开店的经历。非常质朴简单的语言，从一个小小的寿司店，看
到了硅谷的波澜壮阔。虽然很质朴简单，但是读起来还蛮有趣味的。两日看完，单位图书馆借的。希
望从此开始好好看书的日子。
24、大概跟食物厨房有关的东西，目光就会多停留些时间
25、关于乔布斯的一些故事。语言朴实，日本职业料理人的创业口述史，因为在硅谷，也因为有乔布

Page 6



《乔布斯的厨师》

斯，便有了几分传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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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46年前，出生于日本福岛县的佐久间俊雄做出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决定：放弃升学，直接到社会上
谋生。原因有二，自认不是学习的料，以及出于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的考虑。因此，他初中一毕业便进
入一家寿司店做了学徒。没错，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日本屌丝。然而16年后的1985年，这个屌丝在美
国的硅谷开起了自己的寿司店，自此与苹果公司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结下了不解之缘，甚至被称之
为继日本禅师乙川弘文和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之后，影响乔布斯的第三位日本人。这是一个小人物的
传奇。乔布斯非常喜欢佐久间的寿司，他如此经常地光顾，以至于店里的“1号位”几乎成为了乔布
斯的专座。当然，吸引乔布斯的不仅仅是美味的日本寿司，而是两个人之间因秉性相通而形成的天然
默契：专注，简单和匠人心态。2011年的11月，佐久间为自己在硅谷26年的经营生涯落下了帷幕。26
年来，他践行着自己的经营和人生哲学：专注，只提供寿司；坚守初心，永远追求原汁原味的寿司，
拒绝迎合潮流；他谦逊淡然，从没有改变世界的雄心，只是在三尺柜台里本分劳作，默默观察。而正
是这样的“活法”，使佐久间真正做到了提升自己，改变世界。佐久间开店之初的八十年代，寿司并
不为当地人所熟悉，大多数人误解为日本料理的一道凉菜，甚至有人指着橱窗里的寿司样品发问，“
这是candy吗？”。正是在佐久间这样的日本料理匠人的努力下，从普通市民到IT大佬中，吃寿司已然
成为了一种风尚，sushi（日文寿司的发音）一词也载入了英语词典。因此，当1987年迈克尔道格拉斯
主演的电影《致命诱惑（Fatal Attraction）》中首次出现日本寿司的场景时，佐久间不禁感慨万分
。2011年11月，佐久间接受乔布斯的邀请出任苹果公司亚洲美食中心的主厨。而此时，乔布斯已永远
的离开了苹果。是巧合，是宿命？不得而知。唯一知道的，是两个人的缘分在不同维度里得以延续。
《乔布斯的厨师》是一本不普通的普通人的回忆录，是佐久间与硅谷的26年的缩影，以平实流畅的语
言忠实记录了从三尺柜台向外看到的硅谷的风景与世相。你可以通过佐久间的双眼，看到一个离开聚
光灯的乔布斯，一个为人父的乔布斯，一个为人夫的乔布斯。当然，还包括了发迹前的一干IT和VC届
大佬的众生相。读此书的感觉，时而会心，时而凄然，时而感慨，绝不会平淡。2013年12月4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４日将日本料理——“和食”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无疑地，这要归功于无数日本
料理人固守本分兢兢业业的劳作。佐久间也可以无愧地说，也有我一份。产品是外在的形，背后即是
乔布斯的无人出其右的精神魅力。能够感知这一点，大概就是苹果铁粉与普通电子产品消费者的区别
吧。有其形，得其质，果粉加油！
2、（刊于《环球人物》2016年第15期，发表时有删节改动）文/俞耕耘说起乔布斯，人们往往会忍不
住探讨几句“成功学”的经验，艳羡着他的演讲天才，决策和智识，又对他患病而逝满怀惋惜。他早
已铭刻在产品，企业与文化中，“苹果”也深刻改变了用户的体验，情感和认知。然而，如果多问一
句，“你知道乔布斯的厨师吗？”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皱眉抿嘴，一脸茫然。《乔布斯的厨师》一书或
许能揭开一段跨界的友谊，相惜的情分。佐久间俊雄，这位在硅谷经营日本料理店26年的厨师，却有
着关于乔布斯的“记忆珍藏”。我想俊雄写作此书，正如缓缓斟出了旧藏美酒：既有对创业年华的醇
香回顾，也有对过往顾客的品人读赏，更有对乔布斯的相交点滴。作者以《乔布斯的厨师》之名却写
就了“俊雄眼中的乔布斯”。或许，这正表明了俊雄的行事风格：谦逊、退隐，带着日本静观的美学
智慧。他很少自述，只是以己观人，用一个个场景闪回，温暖的慢镜头记录下乔布斯的用餐瞬间。私
人时间往往无拘无束，饭桌之上常常显露性情。我们很庆幸：俊雄是位日本厨师，乔布斯恰是日本文
化爱好者，他们因食结缘，以味悟道，让我们感受到素净的相遇，繁盛的友谊。寿司店自有不可思议
处：能与顾客面对面接触，厨师与顾客的距离只是隔着一个柜台。正是在柜台内，俊雄进行着他三十
多年的“定点观察”。定点观察就是一个巧妙而低调的叙述口吻，一种难含情感的默默凝视，它将“
我”的故事与顾客的过往交织。也许正因为俊雄纯一的静观，极简的守拙，初心的护持，对乔布斯产
生了精神和味道的吸引。食物具有了品性，味道铭刻着思想，或许正是此书难得的悟见。俊雄与乔布
斯，之所以能够超越店主和顾客的关系，在于他们实现了价值认同与理念共通。俊雄喜欢“一人即所
有人”这句话。因为它蕴含了细琐即是整全，当下即是未来的人生哲学。这不也是“一花一世界”的
禅宗智慧吗？平凡的细节决定伟大的终点，偶然的相遇累积为必然的成果。“每一位顾客身后可能会
有数千，数万名顾客，某一天就会出现在你的眼前。”看重属于未来的隐形顾客，想必也是一切成功
经营者的智慧所在。它暗合了乔布斯的人生信条“把生命中的点点滴滴串联起来。”俊雄的文字空淡
如水，你甚至会觉得大有梵净之感。然而，素练并非寡味，他有识人的圆融，观察的纤微。也许只有
日本男人，才会有如此繁复的细腻直感。他深知在硅谷，通过服装和点餐来判断顾客经济条件的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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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浅。乔布斯的“出场记录”就是明证：“来取寿司的史蒂夫穿着T恤和皱巴巴的茶色短裤，还有一
双橡胶拖鞋”。让乔布斯回归用餐时的史蒂夫，正是俊雄落笔的妙处。书中乔布斯也要预约寿司，预
订座位，提前等候。作为丈夫，他为夫人的生日反复设计，精心策划，尽显细心的男性魅力。他会用
“微笑的拒绝”表示对食物的挑剔，可爱的固执。见微知著，一叶知秋或许是俊雄高明之处。从亲力
亲为的行事风格，作者会联想到作为乔布斯的员工并不好过。然而疾病却能改变性格。俊雄明显感受
到乔布斯身上的某种“改变”。当乔布斯将严格化为一种习惯时，对他人绝不会轻易赞赏。他也许从
来就不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用夸张的语气大声叫好。患病却让他主动倾诉，显示出节制的温柔。他
会难以抑制地在寿司店里热情进行他的“新品发布”。陪女儿，儿子用餐的场景，又浸透着一个患病
父亲的深情寄托与眷恋不舍。惺惺相惜，相互敬重，是全书最凝炼的情感。俊雄欣赏史蒂夫的言出必
行，将想法必然实现的意志。永远把不可思议变为现实，正是一位天生决策者的执行力。乔布斯也深
受俊雄日本智慧的影响：当用一生力只做一件事，那种素净执念就是静观之道，那种朴拙守成也是禅
的空明。这绝不仅是所谓的“匠人精神”，因为他的技艺始终追求道的境界，生命的繁盛。欢迎关注
我的微信公众号：书语云中君
3、喜欢苹果产品，以前读过乔布斯的传纪，所以对他的一些经历很感兴趣，前几天一发现有这本书
，就饶有兴致地买了一本读了起来。原来只知道乔布斯是素食主义者，没想到他还对日本的寿司这么
感兴趣。本书从一位日本寿司厨师的特殊视角对乔布斯及硅谷的各行各业的一些名人进行了描写，具
有纪实性，很有意思。而且一位仅有初中毕业文凭的人竟然能过这样充实的生活，我对他的创业之路
很是羡慕，同时也不得不让人思考一些问题，这个人如果生活在中国恐怕就没有这个运气啰。不说别
的，几场政治运动就够他几起几落的，哪能顺顺当当做生意呢。这本书从很多方面都令我唏嘘。不信
您也读读看吧！
4、日本驻华大使馆通过其官方微博向中国读者推荐这本书的时候，我很有兴趣。全书的写作风格充
满了日本人说话那种严谨、谦逊而低调的作风。这种地道不是：“真正的大哥从来不说自己是大哥”
式的，为了高调而故作低调；而是一个在硅谷经营日本料理三十年之后的日本厨师用朴实无华的语言
把自己多年来积攒的经验和读者分享。这本书之所以获得了广泛的关注，毫无疑问的是，“乔布斯”
三个字出现在书名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作者在书中确实回忆了乔布斯作为一名普通的客人，来店里享
用日本料理时发生的故事，但是也有很多是作者自己的经历和经验，严格来讲，与乔布斯并无太大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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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乔布斯的厨师》的笔记-第4页

        “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会与人生某一阶段串联起来，开花结果。虽然我们不可能在预见未来的基
础上把点与点串联起来，但在回顾人生的时候却能将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来。”

2、《乔布斯的厨师》的笔记-第204页

        不是追求出奇，而是彻底地思考“事物本身应有的状态”，其结果表现得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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