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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希腊前总理，乔治 · 帕潘德里欧的

经历可谓传奇———出生在一门三代希腊民

选总理的政治世家，却在青少年时期遭遇

针对祖父的军事政变而被迫流亡海外，先

后在  个国家的   多所学校求学。一生

遭遇政变、流亡、迫害、暗杀、诬陷、迷茫、家

庭变故、国家危机……如何通过思考和学

习，应对磨难和挑战，将困境变成赢得尊重

和再次成功的机会？

在本书中，乔治依据自己的成长经

历，包括任希腊教育部部长、总理期间，以

及作为一个终身学习者、教育者的经历和

见闻，面向未来思考了为什么学习、哪些

是人生中真正应该和值得学习的、如何学

习等问题。

“学习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结果也许不

可控，但是我如何去应对是我可以去掌握

的，不断学习就是我的人生态度，也是我的

生活方式。”乔治这样总结道。

新书推荐

马自达，最小的团
队产出最大的成果

马自达为了制造世界第一的汽

车，从零开始挑战，最终开发了“创驰

蓝天”这种独家技术。这一独家技术

的核心部件是创驰蓝天发动机，拥有

革命性的“世界第一的压缩比”。然

而，如果没有一个人的努力，这一颠

覆常识的技术将无法实现。

这个人叫人见光夫，    年，  

岁的他刚刚担任传动系（     

           ，   ）开发总部的先

行开发部部长。当时的开发部仅有

  名员工，但在顶尖的车企，先行

开发团队一般都有     人左右。

  个人能做什么呢？他手下的员工

陷入了工作停滞的状态。    年，

公司进行了员工意愿调查，先行开

发部的调查结果很差。

彼时，欧盟预计在     年上

线更加严格的排放标准。当时马自

达的车型想要符合欧盟的标准，就

必须开发燃耗减少    以上的新

型发动机。

    年初，人见光夫下定决

心：“要让发动机成为马自达的招

牌。”就这样，公司掀起了新发动机

的开发热潮。

缩减燃耗的首要问题是减少

能量的损耗，理想的状态是怎样

的，又该如何实现？人见光夫将所

有可能影响的控制因素都找出来，

并据此绘制了一幅路线图，呈现给

部下。

他们将目标投向了“世界第一

的压缩比”。所谓压缩比，指的是燃

烧室内活塞由下止点运动到上止点

时，空气与燃料混合的气缸气体被

压缩的程度，程度越高，力量越大。

业界认为当时已有的技术水平已经

探 索 到 了 压 缩 比 的 顶 点———约

  ∶ 。

人见光夫下定决心要放手一

搏，将压缩比提高到   ∶ 。当时

不少否定论调认为“高压缩比一定

会失败”“应当采取精简规模的策

略”。虽然采取小排量的精简设计

是世界潮流，但人见根据过去的研

究经验，确信那样做会导致高成

本，不适合马自达。

在项目组中，有许多成员是从

商品开发部过来的。他们质问道：

“为什么要费力走这样一条路线？”

人见表示：“缩减燃耗、降低价格，虽

然做起来很难，但这是对客户有利

的事，要做。”

    年 月，首次搭载了创驰蓝

天发动机的马自达全新车型     

正式发售，其燃耗为  千米  升，比

肩混合动力车型。    年 月，除发

动机外，搭载全新设备的新车型

    发售，在一个月内接到了高于

计划数量 倍的订单，并在当年秋季

赢得“日本年度最佳汽车”称号。

在这期间，马自达经历了全球

金融危机、东日本大地震、日元升

值等逆境，还遭遇了连续  个季

度的财政赤字。但随着     的火

爆销售，公司脱离困境、赤字转为

盈余。

在世界各大车企都将目光转向

电动化时，马自达却另辟蹊径，依然

在内燃机技术上朝着可能的方向努

力。    年  月，采用火花塞控制

压燃点火技术（     ）系统的创驰

蓝天   发动机问世，并搭载于新

一代       ，在日本国内上市。

一家公司选择做什么，可以与

公司规模无关，超前的观念也能够

让一家公司领先于他人。今后，马自

达仍将顺着自己的发展路线，朝着

人见的最终理想前进。

经营讲义：提出跳跃
性假设的  个诀窍

为了实现创新，我们需要在

直观事物本质的过程中提出一

种非连续性的跳跃性假设，让思

维实现飞跃。如何才能提出跳跃

性假设？

诀窍 ：同时关注整体与部

分激发创造力

一般情况下，发动机的压缩比

约为   ∶ ，但是创驰蓝天发动机

却将压缩比例设定到   ∶ 的极

限状态。正是因为这个跳跃性假设，

发动机才能达到混合动力级别的低

耗油量，实现技术创新。在整个开发

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部分与

整体关系的螺旋式发展。

在马自达发动机前期开发的过

程中，人见一直致力于解决个别具

体的问题。他自称，虽然感觉每天都

在虚度时光，但其实自己一直在积

累关于部分的知识。进入   世纪

后，公司面临两大难题。人见一方面

意识到，在不久的将来，世界对汽油

发动机仍然有巨大需求，并与有此需

求的人产生共感；一方面又对停滞不

前、没有参与意识的团队成员产生共

感。于是他不停地问自己：我应该做

些什么？

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人见将

积累的部分知识串联起来，形成了

一个整体概念。他领悟到，自己的目

标是努力钻研，制造出最好的、最理

想的内燃机。有了这个整体概念，关

于能耗损失控制因素这部分的知识

也就有了意义。

我们在每天的工作中都会学

到关于“部分”的知识。但是，如果

只着眼于部分，就永远不可能创造

新的知识。我们要探索每一个部分

的意义，从相似性中找出同一性，

直观事物的本质，进而推导出整体

的概念，再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部

分的意义。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反

复观察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来激发

自身创造力，才是实现创新最基本

的认知方法。

诀窍 ：设立挑战性目标唤

起全员共感

在创驰蓝天发动机的开发过

程中，人见和成员的关系是一个

很值得探讨的问题。人见决心开

发新式发动机有两个原因：一是

人见在认识到不远的将来人们共

同需求的基础上，为了应对欧盟的

环保政策；二是成员负责的都是转

包的工作，参与意识不强，且不满

情绪与日俱增。意识到这一点的人

见产生了同理心，认为不能放任事

态这样发展，而这也是他决定开发

新式发动机一个极大的动机。

因此，为了唤起成员的斗志，

人见向成员描述了他的目标，即研

制“最好、最理想的发动机”，并通

过路线图将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

展示了出来。正式立项后，在听到

从商品开发部调过来的新人因为

任务太难而说起丧气话后，人见还

鼓励他们。最终，人见成功让每个

人都成为研发团队的一员，大家共

同向目标迈进。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为了将团

队打造成有能力创造新知识的组

织，领导者应该具备以下条件：

第一，设定一个目标，让所有团

队成员都能与其共振、共鸣、共感，

感受到乐趣，并通过分享这一目标，

在团队里营造一种氛围。

在开发过程中，人见宣称新发

动机要成为人们心中的标杆，“当

人们提起马自达的发动机时就会

想到它”，为此他设立了“世界第

一的压缩比”这一目标，但这个目

标从未有人尝试过，团队所有成

员也都是第一次经历。值得注意

的是，人见故意设立了一个高风

险且具有挑战性的目标，反而让

团队成员更容易共享这个目标，

从而因为共感团结在一起，在团

队里营造出一种为达成目标而共

同努力的氛围。

第二，领导者要具备讲好故事

的能力。人见向成员描述了研制

“最好、最理想的发动机”这一目

标，并将实现目标的途径用路线图

展示了出来，从而让成员认识到自

己的工作在整体项目中有着怎样

的意义和价值。而且，当成员看到

路线图时，也会关注其中有没有自

己直接负责的工作。

宁安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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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知道王阳明是一个大思想家、

是心学的开创者，但不知道他是武将出

身，做过两广总督，当过兵部尚书，因为军

功还官至伯爵。出身书香世家的王阳明少

年时就立志成为圣贤，  岁进士及第，后

因上书为忠臣求情触怒当权宦官被贬谪

至贵州龙场，在生活艰难的境地之下，他

证悟大道，后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等

理念；又历经诸官之职，先后平定南方匪

患、宁王宸濠之乱。王阳明的一生是波折

的一生，他不断去面对，在解决具体的事

情上致良知，他一生坚持讲学，将创造的

“心学”传递出去。

“善良且性子软的人，一定要读王阳

明。”本书分为上、中、下三卷，作者从王阳

明的生平出发，结合他的人生经历，详细讲

述了他的思想体系如何从萌发到成熟；并

且深入浅出地讲出了他的心学体系，以及

他是如何运用心学理论、最终知行合一成

就自我的。

率性而为的生活方式，不负良心的

行为方式，以及依靠本性直觉的思维方

式让王阳明活得很有张力。在作者看

来，心学是让人遵循内心的良知、知行

合一的智慧。心学告诉人们，要用自我

的力量来生成自我，让生命去照亮生

活，而不是用生活剥夺生命，要“天天向

上”，每天活出生命的新感觉，心安理得

地活在当下。

编
者
的
话

1月 25日，被誉为“知识创造理论之父”的日本管

理学家野中郁次郎在东京离世， 享年 89岁。 这位以

《失败的本质》震动学界、用《共感经营》重塑管理哲学

的日本学者，终其一生都在追问一个根本问题：组织

如何通过“人”的智慧而生生不息？

自早稻田大学毕业后，野中郁次郎并未走上传统学

者之路，而是进入富士电机制造 （现富士电机），在轰鸣

的车间里与工人一同流汗。 他从未将自己禁锢在西方

管理学的框架中，而是从富士电机的车间、丰田的流水

线、京瓷的匠人精神里，提炼出一套属于东方的管理哲

学———知识不是冰冷的工具， 而是从人与人的共鸣中

生长出的生命力。

意识到当前的管理方式导致组织僵化， 难以激发

员工的创新潜能、适应市场的快速变化，野中郁次郎提

出了一种新的经营哲学———共感经营。

以下内容摘编自该书第 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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