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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追求什么呢？
追求的是：军事书籍的——　　1. 科技性，求科技含量；因为我们太需要科技了。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科技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2. 思想性，求思想渗透；因为我们太需要思想了。
正如戴高乐所说：“根本没有任何名将对人类思想传统毫无兴趣，在亚历山大的胜利根源里，我们可
以经常发现亚里士多德。
”　　3. 国际性，求国际视野；因为我们太需要借鉴了。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说得好：“对世界各国发展航天技术的历史做分析，分析这些国家走过的道路，总
结他们的经验非常重要。
这个经验不仅是科学技术的，还有政治、经济、军事、国际形势以至于它本国人民的思想意识。
总结到什么程度呢？
我想就是要说清问题：苏联、美国、日本为什么这样搞？
西欧、法国、英国、西德为什么这样搞？
要弄清楚他们什么做对了，什么做得不对。
这本身就是一门学问”　　4. 创新性，求时代气息；因为我们太需要创新了。
即使是当今科技最发达、武器最先进的美国军队，最近也因担心“惟一超级大国的半衰期将过于短暂
”，而特别强调起创新了：鼓励“独立思考”；提倡“箱子外思想”；号召“更多的有识之士拿出勇
气，提出新的方案”；搬出英国著名文学家肖伯纳的话来助阵：“你看见一些已有的东西并问为什么
？
我梦见一些从无的东西并问为什么？
”　　5. 对策性，求行动指南；因为我们太需要践行了。
毛泽东早就告诫：“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并早就规划了我军这种“应用”的“世界型”目标：
“抗日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也将不同于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这是设想在装备了新式武器之后，
军队和作战将要起一个大的变革而说的。
这时的军队将获得高度的集中性和组织性，作战将获得高度的正规性，大大减少其游击性，低级的将
变到高级的，中国型的将变到世界型的。
”　　6. 修辞性，求文笔通畅；因为我们太需要“工文”了。
这是指：唐朝李翱的《答朱载言书》里所说：“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
”换句话说，义深，理当，还要“词工”才是。
否则，不仅其“可读性”将事倍功半，甚至会事与愿违的。
　　当然，追求，只是作者的一种心愿、一种努力，以便在成果或水平并不理想的时候，能剩下“动
机尚可”的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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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矩阵管理——管理模式的跨越　　第一节　什么是矩阵　　一、矩阵　　矩，规则也。
阵，阵列也。
矩阵，规则的阵列也。
其实，除去上面这种字面意义之外，矩阵（Matrix），早已是一个数学概念了。
　　在数学上，它是把许多种元素按行和按列排起来，形成一个M行×N列的表格，也就是形成了一
个矩阵。
　　小的，如两行两列，为2×2的矩阵，可容纳4个元素。
大的，如M行N列，为M×N的矩阵，可容纳M×N个元素。
M和N都可以很大很大，那样的话，“矩阵”可真是变成“巨阵”了。
　　二、张量　　在数学科学里，已经有好几种“量”的概念，被科学地抽象出来了。
它们各有特色，各有用途，各有涵盖。
　　先说“标量”，它就是1个数，仅有数量而不计方向。
即：相当1个数量，0维方向。
　　它适合于只计算数量，不必考虑方向的场合。
例如：面积、温度⋯⋯等等。
　　次说“矢量”，它相当于1个箭头，既有数量（箭头的长度），又有方向（箭头的指向）。
即：1个矢量，n维方向。
　　它适合于又计算数量，又考虑方向的场合。
例如：速度、加速度⋯⋯等等。
　　再说“矩阵”，它相当于1个表格，1个方阵。
如果把矩阵的每一行都看成一个n维矢量的话，那么1个矩阵当中就包含m行，也就是m个矢量了。
　　它适合于总体处理许多因素之间复杂关系的场合。
还说“张量”，它相当于许多个表格，俨然形成1个“立体矩阵”。
　　它适合于总体处理更多因素之间关系的场合。
　　显然，张量的概念涵盖最广，抽象力也最强。
也就是说，用张量的概念完全可以把数量、矢量、矩阵都涵盖进来——　　数量，也可以看成是特殊
的张量，相当于0阶张量；　　矢量，也可以看成是特殊的张量，相当于1阶张量；　　矩阵，也可以
看成是特殊的张量，相当于2阶张量。
　　这不就形成了一个量的体系了么？
　　三、实质　　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说得好：“一个概念的引入，节省无数次的思考。
”矩阵概念的引入，就是节省了人们在同时把握许多因素时的思考。
　　俄罗斯大教育家乌申斯基有句名言：“人类的认识，就是把许多变成一个；再把许多变成一个”
。
矩阵，恰恰体现了这种不断综合和概括的认识论：一下子抓住了一大片。
　　列宁指出：辨证法的要素就是：“分析和综合的结合，各部分的分解和所有这些部分的总合、总
计”。
　　矩阵方法的实质正是如此——　　展开系统的所有因素，现出对象的整体网络，以便我们从结构
的机理上，总体处理和顶层设计多因素的复杂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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