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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非理性的时代》是与德鲁克比肩的“管理哲学之父”查尔斯?汉迪经典作品的最新版本，在本书
中查尔斯·汉迪试图告诉那些在组织中工作的人们，为什么他们在思考如何组织、协调、沟通工作时
，可能需要一些“颠覆性”的思考，以及非理性的和革命性的思维。

　　在这本书中查尔斯?汉迪谈到了三叶草组织、联邦制组织、3I组织等全新概念，为读者预测了在这
个非理性的时代中，我们工作与生活的未来何在。

　　在这个非连续性的时代中，唯一可以预见的就是一切都无法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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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
　　
当代最知名的管理思想大师，“影响世界进程的100位管理大师”之一，管理界的预言家、哲学家，被
誉为“大洋彼岸的德鲁克”。

　　英国《金融时报》称他是欧洲屈指可数的“管理哲学家”，如果说德鲁克是管理学之父，那么查
尔斯?汉迪就是当之无愧的“管理哲学之父”。

　　20世纪最具创见的组织行为大师，以“组织与个人的关系”“未来工作形态”的新观念闻名于世
。

　　毕业于牛津大学，曾在壳牌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后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管理学院追随本尼
斯、阿吉里斯等大师进行组织研究；再后来他返回英国参与创办了英国首家管理学研究生院——伦敦
商学院。

　　[建议上架]管理经典/企业管理
　　经销商：湛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小关东里10号核地院西小楼一层
电话：010-84724934-8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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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无所不在的变化
　第1章 非连续性变化
　　这一轮的变化是截然不同的，它是非连续性的，没有任何模式可循。

　　恰是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变化最能改变我们的生活，虽然一开始我们并未察觉。

　第2章 数字中的变化
　　当不到一半的劳动力从事全职工作时，再将全职工作当成准则已失去意义。

　　在连续性变化转化为非连续性变化时，是开始改变对“工作”、“职业”以及“事业”看法的时
候了。

　第3章 启动学习之轮
　　学习始于对自己的信任。
学习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都是一种脆弱的信念。

　　来自经验与生活的学习才是真正重要的学习方式，它不应与其他无关紧要的学习定义混为一谈。

第二部分 工作的未来
　第4章 三叶草组织
　　今天的组织由三种不同的人员组成，他们的期望不同，适用的管理方法不同，薪酬形式不同，组
织方式也不同。

　　新一代的专业人员，将自己视为企业的合伙人，希望被请求而不是要求，希望被当做同事而不是
下属。

　第5章 联邦制组织
　　联邦制组织远不只是一种结构，它还是一种思维方式，关系到如何看待组织成员及其能力，如何
让自己的人员工作以及如何管理人的问题。

　　领导提供愿景并与人分享，从而为他人的工作赋予意义。

　第6章 3I组织
　　与一般组织不同，3I组织不适用于军队、工厂或官僚机构，而必须转向知识占据关键地位的地方
。

　　3I组织付报酬给每个人，是为了让他们思考并且做事，连机器也一样。

第三部分 生活的未来
　第7章 处处皆组合
　　要全面改造工作，我们需要用一个词，这个词就是组合。

　　由于组织形态的改变，早晚有一天我们都将成为组合人，这难道不是个好消息吗？

　第8章 革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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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更多的人希望充实人生，那么教育就是一种所有人都可用以改变命运的最重要的投资手段。

　　革新教育并非我们所熟知的教育，它不是备受嘲弄的旧式学习，不是一毕业就要赶紧丢弃的教育
。

　第9章 倒过来的社会
　　我们需要更多“非理性的人”，改变世界，而非适应世界；挑战正统，而非屈从正统。

　　我们可以把未来托付给谁？
我的回答是，所有人，至少是能够阅读这样一本书、关心下一代乃至下下一代成长环境的人。

结语 以真实的自我面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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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1章 非连续性变化连续性变化是舒舒服服的变化,是穿着新鞋走老路。
曾有一位第一次到英国和欧洲游玩的美国朋友问道:“为什么在这里,每当我问起你们,为什么要设立某
个机构、制定某个仪式或规则时,你们总是说因为当初如何?在美国,我们总是会告诉人们说,这是为了起
到一个什么作用。
”在我看来,欧洲人总是喜欢回顾他们的悠久历史,尽量少做改变,而美国人喜欢向前看,喜欢尽可能地有
所不同。
有时候难免会有一些机缘巧合,让希望保持现状者忐忑不安。
战争当然是最大的不安定因素;还有技术,在工业革命中技术的大步跃进也形成不安定因素;人口也是,因
为生育也有高峰和低谷;价值观的改变也是不安定因素;还有经济,它也同样构成不安定因素。
我们又在面临这样的机缘了,而变化本身也与以前不同,维持现状不再是最好的前进方式了。
大踏步向前的方法可能不那么顺利,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毫无疑问,旅程会更加有趣。
如果我们要多得机会、少遇风险,那就必须更好地理解这些变化。
那些知道变化因何而起的人可以更容易地保护好自己,或者避免因为无谓的抵抗而浪费精力。
那些了解变化大势所趋的人能够更好地在未来分一杯羹。
欢迎变化的社会可以利用变化,而不是无奈地应对。
萧伯纳曾经说过,所有的进步都来自于不理性的人。
他认为,理性的人会改变自己以适应世界,但不理性的人却会设法让世界变得适合他。
所以说,如果我们想要达到不同的结果,就必须依靠不理性的人。
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非理性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中,未来是由我们自己塑造的。
在这个时代中,唯一可以预见的就是一切都无法预见。
这是一个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社会中都可以任意挥洒的年代,是一个天马行空、不讲理性的年代。
写作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更好地理解即将到来的变化,这样我们个人或组织就能少一些损失、多一点获益
。
只有变化才能带来增长,同时它还是学习的同义词。
只要我们有决心,就一定能实现和享受变化。
本书中的故事和论述基于以下3个前提:1.这一轮的变化是截然不同的,它是非连续性的,没有任何模式可
循。
这样的非连续性在历史上时常出现,尽管人们经常对它感到迷惑和厌烦,特别是那些掌权者。
2.恰恰是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变化最能改变我们的生活,虽然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往往觉察不到。
而工作方式的变化,也会给我们的生活方式带来巨大的变化。
3.非连续性变化需要非连续性的颠覆性思维来应对。
尽管这样的思考者和他们的思想乍看起来显得很荒唐。
变化今非昔比30年前,我在一家世界知名的跨国公司里开始工作。
为了激励我,他们列出了我未来事业的脉络——“这将是你的人生轨迹”,他们告诉我,“一步步可能做
到的职位”。
我记得清单上最高的那个职位是某个遥远国度的某家公司的执行总裁。
当时的我对这些建议表示欣然接受。
但是在我还远远没有达到他们为我所规划的高度时,我就已经离开了这家公司。
这时我已然知道,不仅仅是他们为我策划的那个职位已经不复存在,就连我将要掌管的公司,甚至那个我
本来要派驻的国家都可能已经不存在了。
30年前,我以为人生将是一条漫长而连续的线,自己会随着时运而不断高升。
如今我对人生有了更好的理解。
30年前,那家公司认为未来具有极大的可预见性,可以进行规划,加以管理。
如今他们就没有这么肯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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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大多数人以为变化都是相同的,都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变化就是量的提升,处处受到欢迎。
如今,我们明白,在生活的很多领域里,我们并不能保证将来还会和今天一样,无论是工作、金钱、和平还
是自由、健康或是幸福,我们甚至不能有把握地推断出在自己的生活中将会发生些什么。
如今的变化更加不确定,但如果我们能以正确的眼光看待,它也会更加激动人心。
当然,变化趋势是好是坏,其影响是微不足道还是至关重要,这些都取决于我们。
以“变化”(Change)这个英文单词为例,它既可用于描绘琐碎的事物(换洗衣服),也可用于描述重大事件(
生活的改变),这同一个词既可以表示“更上层楼”,也可以表示“改弦更张”,我们到底该怎么区别?变
化代表更多更好地驾驭事物,如果可能,还要让更多的人受益。
这种对变化的看法让人觉得安逸。
它使得庞大得以继续膨胀;当权者期待更多的权力;甚至让失去财产的人也燃起某天能从中获利的希望
。
这种变化不会让任何人不安。
但是唯一麻烦的就是,它并非事实:没有任何地方能让这样的变化持续下去,即使在日本、德国或美国,也
不可能如此。
这些国家如今也都越来越急迫地在追问:“接下来该玩儿点什么了?”这不仅仅是因为变化的步伐加快
了,当然,变化的速度也确实加快了。
我们应该都看到过这样一些比较图表。
以旅行速度为例,从公元前500年开始,往后每隔100年,速度都在递增,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速度飞速提
升,先是汽车取代了马匹,然后是飞机登场,再后来出现了火箭。
这种越来越快的变化完全符合了“越变越好”的说法。
只有当图表里的曲线调头向下时,我们才需要开始担心,因为这使得事情变得不可预料,也更难把握。
持续增值的变化突然之间失去了连续性。
在数学里有一个有趣的理论,“突变理论”(CatastropheTheory),是对于观测到的现象中出现的非连续曲
线、循环曲线以及陡然下跌或陷入停滞的曲线图表的研究。
毕竟,趋势不能在曲线图纸上永无止境地加速下去。
我认为非连续性并不是灾难,它也不可能成为灾难。
事实上,我将证明非连续性变化对于循规蹈矩的社会来说是唯一的前进道路。
这个社会已经习惯了自身的轨迹与它有限的视野,它更倾向于选择已有的方式,尽管单调乏味,也胜过未
开辟的新途径以及看待事物的新角度。
当印加人看到西班牙侵略者的海船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时候,只是把那当做一种怪天气,仍继续做着自己
的事情。
在他们有限的经验里,根本没有海船这个概念。
遵循旧规的理论让他们得出了一个并不正确的结论,进而引狼入室。
把青蛙放在冷水中慢慢加热,它并不会从中跃出,直到自己被活活煮死。
连续升温这种舒适的过渡致使青蛙无从得知这样的渐变会在某一刻成为突变,也就失去了做出相应反应
的机会。
如果我们想要避免印加人或是青蛙的命运,我们必须学会期待并主动拥抱非连续性变化。
这看似简单,其实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我们必须记住,非连续性绝不是一个混淆大众视听的词语,而且,拥抱非连续性变化意味着很多东西,比如
完全重新思考我们学习事物的方法。
在一个只有积极变化的世界,模仿前辈的知识与职责,从而接替他们留下的职位,是一种明智之举。
但在非连续的状态下,很明显,他们的方法不再会成为你的方式,我们可能都需要在新的规则下玩新的游
戏,这些我们都不得不亲自发掘。
这时,学习就变成了探索之旅,充满了问题与试验。
科学家与小孩都了解学习中的奥妙,但很快就有父母或老师告诉我们,那是浪费时间。
换句话说,如果你有非连续性因素存在,那么你就威胁到了主管或当权者对于知识体系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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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权者而言,连续性是安逸且可预测的,这为他们继续掌权提供了保障。
因此,他们本能地选择相信事物将沿着他们从前既有的方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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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如果说彼得·德鲁克使管理登上大雅之堂，汤姆·彼得斯将其推而广之，那么查尔斯·汉迪则赋予了
管理所缺失的哲学的优雅和雄辩。
　　——领导力大师沃伦·本尼斯汉迪的著作深得我心。
组织的基本模式将如何发展，工作生涯的未来将会怎样，对于这些重要问题他都给出了深入浅出的精
辟回答。
阅读他的著作是我生命的里程碑，他的观点深深震撼了我。
　　——管理大师汤姆·彼得斯汉迪总是如此的优雅，他是管理领域真正的大家，在世界众多的管理
思想家中堪称翘楚。
　　——《从优秀到卓越》《基业常青》作者吉姆·柯林斯汉迪的写作风格别具特色:亲切、有趣，而
且完全没有读不懂的专业术语。
书中涉及的话题极其广泛、出人意料。
我们虽然已经意识到了很多的问题，而汉迪早已在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
　　——《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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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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