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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一步解放思想，激发营销想象力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茁　　　　
崔健曾经在歌中唱道：“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其实，不管世界变化有多快，我们都应该明白，有些规律是不会改变的，比如“物极必反”，“过
犹不及”。
企业管理的世界也一样，前些年以减少浪费、降低风险和提高效率为宗旨的六西格玛等管理方法，在
公司的高层会议室里红得发紫火得要命。
但是，如今，六西格玛由于被发现、被证明本质上具有扼杀创意、阻碍想象等严重弊端而使企业对它
的狂热大不如前了，企业对创意和想象的热情又被重新点燃了。
就连当初推六西格玛的急先锋——美国GE公司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过去是宗教狂般地强调
效率和分析，现在则极力推崇“梦想启动未来”，该口号的英文原本表达是：“Imagination at Work”
，也可以翻译成“让想象力发挥作用”。
　　　　我原以为“Imagination at Work”是GE公司或者其广告公司的最新创造，但是当我重新翻看
（1995年看过一次）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已故营销学教授西奥多?莱维特于1983年出版的《营销想象力
》一书时，却发现在该书的序言中就明确地提出了这一说法，由此我不能不佩服莱维特教授的远见卓
识。
关于莱维特教授，我想在这里多说几句。
其实，当他于2006年6月28日去世后那一阵子，我就特别想写一篇文章表达我作为一个营销人员对这位
现代营销学的真正奠基人的敬意与缅怀之情，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文章没有写成，如今，一年
已经过去了，我不能再拖下去了，应该写点东西纪念他了。
令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我看到机械工业出版社在今年六月份出版了上面提到的《营销想象力》一书
，华南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的陈春花教授和《IT经理世界》的主编刘湘明先生为此书撰写了切中肯綮、
情真意切的序言，做了相当有力的推荐。
这里，我也想全心全意地（wholeheartedly）向中国所有的企业家和所有的营销人员郑重地推荐这本书
，推荐莱维特教授博大精深的营销思想。
过去，我一直在向别人推荐菲利普?科特勒教授的营销著作，那是因为苦于莱维特教授的著作没有中文
版本，如今有了中文版本，我今后会更多地向别人推荐莱维特教授的著作，因为我赞同刘湘明的判断
：“如果说（科特勒教授的）《营销原理》是一本详实的操作手册的话，那么我更愿意把西奥多?莱维
特的《营销想象力》视作一本关于营销的哲学书，因为书中的很多观点，其实会引起许多针对营销和
企业运营本质的深刻思考”。
我想，科特勒先生也不会不高兴的，因为他自己也说：“莱维特教授的名字是营销的同义词。
” 说起来，我与《营销想象力》一书也还是有一定缘分的，我1995年在美国美利坚营销公司接受培训
的时候，就从我所居住的小镇的图书馆里借来了该书阅读，而且还复印了一本带回中国（至今仍保留
在我的书架上），当时就很想把它翻译成中文给大家分享，但是由于先翻译了特劳特和里斯的《二十
二条营销法则》一书，后来又准备再次出国，就耽搁下来了，一直到今天，其间十二年的时光已经流
过。
机械工业出版社和这本书的翻译者做了一件我很想做、但一直未能做成的事，真得要感谢他们，由于
他们，中国的营销界有福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认为，能够读到莱维特教授的书是一种难得的福分。
　　　　可能有些扯远了，我们还是回到想象力，特别是营销想象力，这个话题上来。
莱维特教授说，他有一个博学的朋友，但是不是研究营销学这一领域的，这位朋友对莱维特教授说：
“推动你们这一领域的真正的动力，是想象力。
”所以，莱维特教授把他的书命名为“营销想象力” （当然，该书的内容极其丰富，涉及了想象力以
外的很多经久不衰的营销课题）。
谈到营销想象力，我总觉得有些笨嘴拙舌、文不逮意，怎么说、怎么写，都觉得自己的表达不如莱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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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授的表达那么“信达雅”（我想，陈春华教授应该也跟我有同感），因而不得不大段大段地摘抄
莱维特教授的原话：“如果不能发挥营销想象力，不发挥热情当的神奇力量，现代营销科学和深度分
析都只会是百无一用。
世人总是希望找到一些简便的方法和精细的计划，来解决他们碰到的问题。
现在管理者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他们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这个世界到处都是虎视眈眈的竞争对手，这些对手在不停地发明新产品、寻找提供这些新产品
的新方法，以此绕过那些根深蒂固的旧事物，远远地跑到了前面——那就是拜他们的想象力所赐。
所以，即使是那些根基深厚的企业，也必须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要知道，正是他们的想象力，还有他们的前辈们的事业心，把他们带到了现在这个位置。
”　　　　营销想象力之所以那么重要，一是因为营销在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是因为想象力在各
种能力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中国，经过近三十多年的实践发展、理论探讨和教育普及，营销的重要性几乎已经深入人心了。
在供大于求的市场经济中，营销作为企业的火车头和增长的发动机已经成为一个“硬道理”，虽然相
对于生产和财务等传统的企业职能，它似乎更像是企业的“软力量”。
　　　　在人类（不管是作为机构还是作为个体）的各种能力中，想象力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也不过
分的，可以说人类几乎所有的成就都是想象力的结果，大到一个城市的建立，小到一个企业的成功，
莫不如此。
众所周知，美国的拉斯维加斯、阿联酋的迪拜和中国的深圳等城市，当初都是一片荒芜，正是靠了非
凡的想象力（充足的财力还在其次）而变成一座海市蜃楼般的梦幻城市。
企业也一样，从美国的苹果电脑、谷歌到日本的软银到中国的腾讯、阿里巴巴和蒙牛等快速成长型企
业，哪一个不是靠大胆的想象力崛起并称霸于所在的市场？
对于个人来讲，想象力也很重要，过去判断一个人的能力，人们往往只看IQ（智商），后来多出来了
一个EQ（情商），如今，人们又发现更加重要的是另一个IQ（Imagination Quotient ——想象力智商）
。
美国的《快速企业》（Fast Company）杂志就曾载文探讨如何培养想象力智商的问题。
有这样一个说法，说：日本人从不轻易敲主管的门，他们认为如果去敲主管的门，就会被主管认为很
无能，美国人也从不轻易敲主管的门，因为敲了主管的门，主管的话就会成为他们的一个框架，会影
响自身的想象力。
应该说，美国人和美国企业确实在发挥想象力方面拥有相当大的优势。
这跟美国开放式的教育体制和思维传统有关系，跟他们头脑中较少思想禁锢有关系。
　　　　我们中国人和中国企业为了激发想象力，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各种教条的禁锢。
胡锦涛总书记今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所作的讲话中指出：“解放思想，是党的思
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必
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
回顾党的奋斗历程，我们党在实践上的每一个重大发展，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工作上的每一个
重大进步，都是坚持解放思想的结果。
”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解放思想，大胆实践，积极探索，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走过了近三十年历程的中国营销界，也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各种禁锢。
回顾过去这段历史时期，也可以说，中国企业在营销实践上的每一个重大发展，营销理论上的每一重
大突破，营销工作上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是坚持解放思想的结果。
在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中国企业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既有许多有利
条件，也有不少不利因素，关键看我们各个企业是否能够克服不利因素、利用有利条件，是否能够进
一步解放思想，是否能够再次发挥、持续发挥想象力，特别是营销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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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营销想象力》自1983年出版以来得到广泛赞誉，被评为全面体现莱维特思想的经典之作，收录了莱
维特最为经典和观点最为前卫尖锐的11篇文章，向我们充分展示了大师的风采：思维敏锐、见解深刻
、博学多识，还有——一如既往地富有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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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西奥多·莱维特是公认的现代营销学的奠基人，曾任《哈佛商业评论》主编，作为市场营销领域里程
碑式的偶像人物，他那些令人耳目一新但又充满争议的书籍和文章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和实业界
人士。

　　莱维特1925年生于德国，后移居美国，1959年加入哈佛商学院，不久即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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