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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力浪潮》

内容概要

中国企业不缺乏个人领导力很强的领导者，缺乏的是把个人领导力转换为团队领导力的领导者。但如
何把个人领导力转化为团队领导力呢？本书既提供了理论的指导，又给出了实操的方案。我乐于向中
国企业领导者引荐此书！——清华大学郑晓明博士
了解和运用无穷无尽的第五力，你会找到建设高效组织的秘诀和方法；让你的团队成员有意愿、有方
向、有责任心；让你实现高能量、高价值感的人生境界！——Marsh大中华区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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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邓小芳，北京博纳中美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企业人力资源专业人
员胜任特征研究》的高级研究员和中国区项目经理。她曾任职于世界五百强公司的美国太阳微电子公
司，美国Scient Corp上市公司、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EDP中心等。
查理.佩勒林 4D系统的创始人，前NASA天文物理学部门主任，曾负责哈勃太空望远镜等十项科学卫星
发射计划。在1995年获得NASA最高荣誉的杰出服务奖章之后，转赴科罗拉多大学商学院教授领导学
，研究第五力对团队绩效的影响，并发展出4D系统，即“四维度法”，为NASA及其他企业的团队提
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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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第五力浪潮》的笔记-第124页

        R：
如何打破大象
（注：集体对真相保持沉默，在西方社会里，称为房间里的大象。真相就在那里，但没有人说出来，
大家彼此心照不宣，但却视而不见。）
指出大象就是直面现实、打破沉默、承认公开的秘密。
要承认大象的存在，需要主动注意到它。这就要求把大象从“背景”（Background）里拖出来推到前
台的“图景”（Figure）。让人们关注这个曾经视而不见的事物。换句话说，要打破沉默的合谋，就
要把房间里的大象推到前景来。
把大象推到前景，给它打上聚光灯，增加大象的可见度，人们就有机会睁大眼睛看。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为了迫使德国人正视大屠杀的事实，同盟国展示了纳粹暴行的图片，大象被推到了前景。如果大象
一直是藏在床底下的怪物，隐匿于黑暗中，它的力量就越大。一旦打开灯照耀它，它的力量就消失了
。
20年来航空失事率逐渐升高。在惨痛教训的基础上，几乎所有航空公司的飞行员15年来都接受了所谓
的“机组资源管理”的训练。这个训练的主要目的就是打破沉默，学习坦率、直接指出毛病。只有做
到这一点，权威的力量才能消失，航空的安全才能保证。
把大象公开化，放在公众的视眼下，打开天窗说亮话，而非委婉地兜圈子，是解决大象的前提。例如
，企业宴请长期以来一直是铺张浪费风气的根源，有些领导也很无奈，饭局从周一喝到周日，伤肝又
伤肺。2013年1月6日，中国国土资源报社副社长徐侠客在腾讯微博上发起光盘行动：“有一种节约叫
光盘，有一种公益叫光盘，有一种习惯叫光盘！所谓光盘，就是吃光你盘子里的东西！吃饭时间到了
，让我们一起参加光盘行动吧！”徐侠客发起这一活动之后，迅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并获得了
中央的批示。
可见，打破沉默，不仅仅靠个人呼吁，还有赖于社会的权威力量提升意识。在社会集体力量的帮助下
，大象走到了前台，人们开始正视它。大象，只有被看到了，才能在人们的视野中小时。
I 用自己的话重述原文片段：
指出大象就是直面现实、打破沉默、承认公开的秘密。
想起了《皇帝的新装》。
就是不要自欺欺人，最后到麻木不仁吧。
最后就是想到了《奇葩说》的口号：脱下虚伪假面，好好说话。

A1-描述自己的相关经验。最好是一个事例/一个故事/一个情境描述。：
想起了【读库】首页的文章《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稿件》，其中有这么一段：
“
     以上属于与我们无关的圈子，这些圈子之外的广阔空间，就是《读库》的选稿范围。
    但是，即使已经立足于这些圈子之外，可能您的稿件依然不适合《读库》，因为我们还有自己的选
稿标准。
    与作者商讨稿件时，我经常说的两句话是，可劲儿写，不要有篇幅上的限制，不要有时间上的限制
。我们希望能给作者一个尽情展示自己智慧和心血的平台，但最后的稿件总体一看，限制性依然很强
。
    如果您的文章中，经常出现“我感到⋯⋯”“我想⋯⋯”“我觉得⋯⋯”这样的句式，则基本不符
合我们的选稿标准。说得再严苛一些，一篇文章中如果三分之一以上的句子主语都是“我”，就不会
出现在《读库》里。
    如果您的文章中定语太多，或是结论评价类的形容词太多，则不符合我们的选稿标准。我们只希望
你把你看到的记录下来，至于它在你心中泛起的涟漪，希望能通过你的记录和传递，荡漾到读者心中
，而描述涟漪本身，是我们不需要的。
    如果你的文章试图以小见大，或直接以大见大，以探讨人生终极问题和家国大计为己任，我们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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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您敬而远之。我们要的不是高度的概括性，而是极度的细部展示。具体地说，如果一篇三万字的稿
子，其第一段提到的某件事、某个人，有可能被写出三万字，那么这篇稿子就显得大而无当了。
    如果你试图充分展示自己的写作才华，我们也要对您敬而远之。《读库》中受人好评的文章，基本
没有读者会说“这个作者太有才了”。我们想展示的，是才华的另一面：老老实实把自己想写的东西
交代清楚，认认真真把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琢磨个底儿掉，切切实实尊重读者的习惯和判断。
    “用写一本书的力气来写一篇文章”，我们最需要这样的稿件。希望您将投稿的目光投向《读库》
时，想的不是“我要写一篇好文章”，而是“我要把一件事情搞清楚，并记下来”。当动笔的时候，
你心里有着一定的谦卑和热忱。庶几可矣。
”
其实读库的编辑以“我们不需要“的那些个例子，很淡定很坚定告诉了我们什么的稿子是烂稿子。

A2--以后我怎么应用。最好是一个在短时间内有一定预期效果、有具体场景和步骤的行动计划。：
明天的手册大纲汇报里不写”我想“，而写”基于blabla，方向可以是lablab“。

2、《第五力浪潮》的笔记-第92页

        R:
李嘉诚说：“我要把愤怒转为对自己更高的要求和更专注解决问题的动力。只有能面对现实的人，才
可以征服现实；只有更加勤奋，更具观察力和韧力的人，才可以改变困境，创造机会和缔造希望。”
成功的人最擅长将红色台词转化为绿色，化压力为动力。
台词的红转绿背后的理论支持是什么？
先来探究一下大脑的运作规律。人脑由3个部分构成：爬行脑、情绪脑和大脑皮层，如图3-5所示。
&lt;图片1&gt;
爬行脑也称本能脑，位于大脑的核心，早在一亿年前就形成了。情绪脑，包裹了部分爬行脑，早在五
千万年前形成。大脑皮层也成为视觉脑，位于大脑的最外层，包裹着爬行脑和情绪脑，它是200万年前
形成。
最里面的本能脑，早在恐龙时代就存在了。本能脑对恐惧反应最为强烈，是为了保护人们的生存。假
想房间突然跑出一只老虎，人们本能地寻找逃生的方式，或者从旁边的窗户跳出去，或者从侧门跑出
去。这样的行为根本不过脑，是一种本能的条件反射。条件反射的行动在思考之前就发生了。例如，
一个退伍的老兵当听到汽车或巨响时，本能地做出或战或逃的反应。之后，老兵才会意识到：“没事
了，我已经回家了。”这时他的想法已经滞后于行动了。
包裹着本能脑的是情绪脑。情绪脑早在哺乳时代就形成了。人类和哺乳动物一样，都有情感，如爱、
感激、愤怒、平和和恐惧等。猫和狗使人们非常喜爱的宠物，情绪脑使得哺乳动物拥有情感生活，它
们和人的部分脑是一样的，因而和人们有情感的交流。
是什么引发了情绪？假设你走出漆黑的丛林中，听到细微的树枝折断的声音，你顿时感觉到背后一股
寒气，你的行动是什么？此时此刻，我一定拔腿就跑，为什么？我想这种声音可能是狼或什么危险的
动物踩动树枝发出的，我可能处于危险之中。是什么引发了我的恐惧？是声音吗？不是！是人的想法
。人的情感和行为很大程度上受想法的影响。根据大脑的原理，第一时间冒出来的，对不熟悉事物的
想法往往是悲观的。这就是人遇到事情时，脑海中自动蹦出来的是悲观的负面想法的原因。研究发现
：人们对事物的揣测的95%都是错误的。也就是说，人们的红色台词95%都是不对的。
大脑外层是大脑皮质层。大脑皮质层有视觉化的功能。视觉型大脑系统仅有200万-250万年的历史。虽
然它比本能脑和情绪脑年轻，但却占据了大脑的绝大部分内容。大脑皮质层具有非同一般的逻辑思考
和形象思维能力，能够辨识出消极的红色台词。红色台词往往具有以下特征：
1、不用任何努力，”红色“想法会闯入你的脑海里。
2、人们很容易相信红色想法，并表达出来使之成为红色”台词“。
3、它们往往不是真实的。
4、你很难阻止它。
5、它们没有任何好处，不利于完成绩效。
做记录是辨识红色台词的好办法，经常做一些练习，训练自己辨识红色台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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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红色台词转为绿色？人要改变看问题的角度。最佳的改变方式是由内向外的改变，一切从”自
己“出发。
I：
一直想学提问，因为总是想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
看了阿尤提供的这个片段发现，其实对自己的提问一来为自己找了个“泄洪口“，二来在和自己不断
对话的过程中找到真正的方向。刚才头痛欲裂的时候，看了两眼《大人的友情》里面河合先生提到，
”一个好朋友就是要耐心倾听对方的话。在热心的倾听下，说的人会很起劲地说起每一件事，这样说
的人一面说着一面注意到新的事实。或者谈话内容就改变了。”我想所谓内观，觉察或许也是和自己
对话，看看自己的行为，琢磨琢磨各中缘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也为自己的每一个小进步而惊喜。
那我学到的点是当自己出现了一些不同时刻时，先不要急着得过且过，尝试停下来，问自己一个问题
，哪怕只是一句。我想到的问题是：
”你感受的不同是什么？你觉得可能是什么促成的？你受到了什么影响？你接下来想做什么动作？这
个会对你和他人造成怎样的影响？“

A1：
今天刚好遇到一个事情，在打开作业前，本想写在便签纸上私藏的~~
今天年后第一天上班，昨晚花了3小时左右，整理了2万条微信。收集到了大量工作待办，其中很多涉
及过程跟进。
虽然工作了五年，但是还是脱不掉上学时，抹不开面子，遇事没做好就觉得对不起对方的心理习惯。
和他人跟进一个事时，总觉得是催促了对方，觉得特别不好意思，于是就特别谦卑，哦，不，已经到
了卑微的程度，觉得自己是对不起对方，是我造成了对方的窘迫。可实际上对方并没有感受到窘迫，
甚至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而我其实是把自己的过往被催觉得对不起对方的经验带入了。而真的
卑微了，我又最内心觉得委屈，因为在对方催我的时候，对方并不是这么的卑微，甚至是不客气。这
让我很不平衡。
而当我最近一段时间，开始正式自己的角色，了解到我其实和对方是平等的，我的催促并不是造成对
方可能感到窘迫（请注意是可能窘迫）的原因，对方没有完成自己的承诺的事，他应该对我表示抱歉
才对，那才是根源，我的催促只是这个动作的阶段结果之一。
于是，今天对方的交流中，我本能的又进入卑微模式，想说”对不起呀，来打扰你了“，也习惯性的
想用可怜的那个表情。当我要点可怜表情的瞬间，我忽然想：”我又想点可怜的表情是么？如果点了
，你的感受是什么？这次催促是我造成的么？“
当回答了自己这三个问题之后，我果断的换了话风，甚至尝试不加表情。后来发现很顺利，甚至我觉
得对方会产生做错后的愧疚感的事实（请注意是事实），对方也很虚心的接受，甚至还向我道了歉，
此刻我真的觉得我是在正常的和人对话，只因为我及时让自己”正常“了。

A2：
明天还会继续这个场景，并且对方是多次没有回复我催促的人。我决定给对方打一个电话，在打电话
前，先问自己：“对方在这次的合作中，需要完成哪些工作？她目前完成了哪些？我是否是满意的？
不满意的地方是具体哪些地方？正确的做法是怎样的？对方是否明确知道正确的做法？我可以通过什
么方式再次告诉她？如果我不能，还有谁可以完成这次指导？“

PS：
我对如何确定该从哪些方面问问题，很感兴趣。
也特别渴望阿尤能帮忙找到”可以从哪些方面编写这些问题“的片段，做个甜点，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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