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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最大的特色在于两个字&mdash;&mdash;&ldquo;智&rdquo;与&ldquo;趣&rdquo;。
&ldquo;智&rdquo;者从&ldquo;知&rdquo;，汲取知识是智慧的开始。
然而知识是用学的，智慧是用悟的；&ldquo;不仅看到外，而且看到内；不仅看到相，而且看到理；不
仅知道点，而且知道面&rdquo;，这才是智慧。
趣者从兴，所以有兴趣一说。
古人王羲之言：&ldquo;恒恐儿辈觉，损其欢乐之趣。
&rdquo;《晋书&middot;王羲之传》无趣则枯，有趣则盎，大凡成功者，多因兴趣使然。
在本书中，管理知识与科学实验和生活故事巧妙结合，赋予管理学无限趣味与活力。
实验生动有趣、寓意深刻，故事短小精悍、富有哲理，全书图文并茂、寓教于乐，内容涉及管理知识
的方方面面，从生活管理到社会管理，从企业管理到政府管理，小实验，大启迪，小故事，大道理，
无论你从事何种类型的工作，都会从阅读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曾听人讲过一则周谷城先生的轶事。
某次周先生在课堂上和学生们谈起一段往事，1956年，他曾去北京参加一次会议。
毛泽东得知后，请他去中南海一聚，顺便在露天游泳池一道游泳。
毛泽东从深水一端下，而周谷城却从浅水一端下。
毛泽东喊：&ldquo;从这下呀！
&rdquo;周谷城诙谐地说：&ldquo;我和主席比不了，你是要深入浅出，而我要浅人深出。
&rdquo;说罢大笑。
　　深入浅出也好，浅人深出也罢，两者都是在追求一种意境，使人能于趣中领悟深刻哲理。
普及性的作品面对的是大众，立意要力求&ldquo;通俗&rdquo;，否则难以得到广大读者垂青。
然而，雅能通俗，俗以致雅，其重点在雅而非俗。
说到俗雅问题，使人想起一则传闻，在苏州有座著名的园林叫狮子林，园内有座&ldquo;真趣
亭&rdquo;，悬挂着爱新觉罗&middot;弘历亲笔题写的&ldquo;真趣&rdquo;匾额。
据说乾隆帝游览狮子林后，曾书&ldquo;真有趣&rdquo;三字，为亭提名。
园主人机智过人，请皇上将&ldquo;有&rdquo;字赐给他，便将&ldquo;真趣&rdquo;两字镌为匾额。
一字之差，大俗大雅。
这则传闻，查无实据，好事者实在是唐突了我国这位历史上文化素养较高的帝王，因为&ldquo;真
趣&rdquo;是一个专门名词，早在诗画论著中频频出现，乾隆是不可能把&ldquo;真趣&rdquo;写
成&ldquo;真有趣&rdquo;的。
传闻就是传闻，无疑会给导游提供更多的素材，为游人增添更多的情趣。
从&ldquo;真有趣&rdquo;到&ldquo;真趣&rdquo;，对游客而言算是一则轶闻，但对作者来说却是一种追
求。
无深则无浅，无雅则无俗，其中关节在于，必先&ldquo;深入&rdquo;其妙，方可&ldquo;浅出&rdquo;其
玄。
这个道理古人说得很清楚。
《易经&middot;系辞上传》云：&ldquo;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rdquo;你可以不用学术语言讲话，但却要表现管理知识的深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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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伟大往往体现于平凡。
阿基米得是一个善于观察生活的人，他往往能从极普通的日常现象中发现科学真理。
从两个孩子用木棒撬石头的游戏中，阿基米得发现了杠杆原理。
有了杠杆原理，从原则上说，只要动力臂足够长而阻力臂足够短，就可以用很小的力量撬起很重的物
体。
因此，阿基米得兴奋地说道：“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整个地球。
”
阿基米得的预言并不能付诸实践，有些人因此便嘲笑阿基米得的狂妄。
但实际上，这些人完全误解了阿基米得，因为他从未想要真的去撬起地球，他只是说地球能够被撬起
。
阿基米得所要寻找的并非物理意义上的支点，而是精神意义上的支点。
他想使人们相信，科学是强大的，知识是有力量的。
本书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借助阿基米得的“狂言”，展现知识带给管理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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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明，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与公共安全研究所所长、教授，曾在英国、美国留学，以
研究管理和政策见长。
著有《行政透视》、《政策透视》、《公共政策导论》、《公共管理概论》等多部著作，主持翻译《
公共政策分析导论》、《公共政策制定》等多部译著，在一些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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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牢骚可分为两个层次，一种是具有明显物质内容的牢骚，另一种则是具有潜在心理内容的牢骚，
而后者远远多于前者。
所以，在处理牢骚时，有时不必把它们当成事实，只可视其为个人或社会状况的指示器和征兆。
有许多次，调查人员感到人们并不真正希望所抱怨的事有什么改进，他们真正需要的只是对同情者倾
诉衷肠或发泄不满。
令人惊异的是，在许多事例中，工人们所抱怨的是多年以前发生的事，明知讲出来也无实际意义，但
他们偏偏要讲，而且描述得有声有色，好像事情就发生在昨天一样。
看来人都存在一种感情发泄的需要，有气不撒出来，心里会憋得难受。
所以工人们有不满时，应该给他们机会讲出来，应该建立可行的渠道。
工人们发泄了不满，情绪就会好转，就会感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和愉快，自然会对组织士气带来良好影
响。
　　总之，满意理论所强调的是抱怨与其所指事务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必然联系，消除不满最关键的
问题还是改变员工的情绪状态，给他们以发泄的渠道和机会。
由霍桑实验所创立的满意理论影响很大，在社会生活和管理领域都多有应用。
近些年，在西方国家出现了一些打砸公司，据说买卖非常兴隆。
如果你情绪难以自制，可以马上给打砸公司挂电话，他们会按照你的要求进行布置，只要你肯花钱，
你可以尽情地在那里发泄，打坏多少东西都不会有人追究你的社会责任。
一些大的公司为了给员工创造发泄不满的渠道，建立了老板和一些要害部门主管的模拟办公室和模拟
人像，员工有气。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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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小实验，大启迪小故事，大道理阐述管理现象背后的规律解释管理行为背后的原因。
　　&ldquo;理性人&rdquo;为什么会表现出非理性？
一个人感到有压力是好事还是坏事？
先表扬后批评与先批评后表扬两者的结果有何区别？
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危险时刻为什么多数人会袖手旁观？
&ldquo;全体一致&rdquo;对决策活动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人在群体中的表现为什么和个体独立时的表现有那么大的差异？
怎样对待程序合理与实质合理？
二者中谁应该优先？
如果说排队是公平的形式，那为什么总有人要&ldquo;加塞&rdquo;呢？
管理活动中常常有一些让人疑惑不解的问题，人们不仅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更想明白其中的道理
。
《管理智慧：寻找撬起地球的支点》将为读者解答管理中的这些疑问，阐述管理现象背后的规律，解
释管理行为背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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