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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者》

精彩短评

1、半小时，成为一个牛逼的人，真的是需要花心思
2、看似很不错的书，关于社群运营的书。标题已经诠释了书的观点，在社交中给予价值才是王道，
其它就是如何有效地给予。
3、虽然没有照着作者说的做，但作者真心是诚意十足。像她这样拥有强大人脉的人一定不少，但能
愿意如此细致地传授出方法来的人并不多
4、60313李嘉玉推荐
5、140516
6、有一些观点有启发。比如优秀的人总在24小时内回复邮件。
7、付出与回报同时存在
8、问题在于 世界很残酷 大家都在打前期战术 谁会放你到后期。。。
9、我们在认识新的朋友时不要总想着我能从他身上得到什么，而应该想着我能为他提供什么样的价
值，从来都是给予得越多的人才能得到越多！
10、适时提醒
11、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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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作者借鉴经济学和社会学建模，将人际关系网络比喻成一个三维电网。我却希望从字面意思下手
，借鉴中医的“脉络”，去理解人际关系。（好吧，不就是把“人脉”拆成“人际关系的脉络”⋯⋯
）我们的目标是成为“心脏”，每个联系人是每一个器官，血管是沟通媒介，血液流动是信息交换，
脉搏意味着反应速度和关系强度。构建人际关系网络，就是连通各个器官的血管，促进血液循环，达
到全身机能协调运作。（当然，欣欣目前的级别，就像一个刚出世的宝宝⋯⋯）第一页笔记⋯⋯我知
道“如何建立人际关系网络”的英文是How to build a network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可是写不下呀
⋯⋯所以你们没注意到，Network的O画成人了么⋯⋯第二页笔记第三页笔记（需要高清图请私聊欣欣
）作者的“给予者系统”的表格操作比较复杂，而且非常耗心神。在定期更新联系人信息的同时，还
要注意开拓新的联系⋯⋯想必作者的时间管理水平いちばん（一级棒）！【关键词】友善+积极提供
帮助嗯，欣欣我先学习如何与陌生人进行轻松愉快地聊天，克服不善于交际的弱点，再去研究深一层
次的开拓和整理完善~如果高中看过这本书就好了，可惜⋯⋯可惜这本书是2016年才出版的！而且⋯
⋯今天2016/1/28，出版是2016年2月⋯⋯“哪个宝宝看了未来的书？”
2、由于不才在下与本书中文版译者大志兄有些交情，所以便买了一本来滋磁一下朋友的作品。拿到
书以后，最先勾走我注意力的就是封面上那两个占用面积虽小但颜色却很扎眼的麦格劳希尔教育出版
社的标记，瞬间就让我想起了上学时那一本本又厚又贵的课本。顿时我就对这本书产生了敬畏之心，
心里还打起了退堂鼓。不过早先已经拍着胸脯说好一定会仔细拜读，总不能刚看到封皮就给吓跑了。
翻开看里面的内容，发现全书的整体框架安排确实有点像教材，可是具体每一章节的内部，作者却都
用了第一人称，而且举了大量事例，所以读起来远比纯粹的教材要轻松流畅得多，可如果我要说阅读
这本书的过程就像读小说、散文那么悠闲，那我也显然是在瞎扯。这本书的中文译名本身就是在给读
者划重点，英文原题是“5+50+100, How to Be a Power Connector”，译者把这个How的答案给出来了—
—就是通过给予，而借由这种方式获得的荣誉称号Power Connectors便译作“给予者”。原作者朱迪罗
宾奈特是商界精英，掌握大量资源，能给予别人的东西很多，也就可以结识更多与她同一层次的人，
掌握更多人脉后，也就有了更多资源可以给予别人，如此进入良性循环。许多人可能看到这里就泄气
了，觉得这些成功人士的生活和圈子离我们太远，他们的人生经验对我们来说没有参考性。但是这些
精英之所以崛起，除了家庭的原因、历史的行程外，当然离不开个人的奋斗。作者也不是初出茅庐便
能指挥社会名流们去跟彼此谈笑风生，也是从一些小事做起的，比如及时对别人的帮助表达谢意，逢
年过节致以问候，看到新鲜有趣的文章或资讯就分享给朋友，等等。当然做这些事情也要按照基本法
，要让人觉得走心。过节问候不要像早几年的短信拜年一样用千篇一律的模板，踏踏实实一个字一个
字的敲出一封像样的邮件来；分享文章也要看准对象，人家是金融业巨子你就别给人没事发养生、鸡
汤、黄段子⋯⋯嗯，黄段子似乎也满受金融从业者喜爱的，但要注意别被当成性骚扰。如果上面这些
都懒得做，也可以做点简单的，比如别人朋友圈晒照片时能点个赞，当然用文字赞美几句就更好了。
总之，最低限度的给予行为实现的目标是“刷存在感”，而且是正面的存在感，人家晒娃你骂娃丑当
然也刷了存在感，但这人脉就断了。除了丰富的事例外，本书还提供了一些极具可操作性的方法论。
比如将自己的人脉整理在表格中，按照所属领域、亲疏远近等进行划分，而且在划分中也有很多量化
标准。书的英文原名里的“5+50+100”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量化标准，指的是我们应该按一定频率保持
联系的155个人脉。子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我们大多数人也都是以此为目标的，但这毕竟只是一
种理想化的情况。通过社交网络，我们可以结识成千上万的人，但我们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跟他
们每一个都保持密切的联系，其中绝大多数会成为点头之交，而那些值得长期交往、互通有无、通[
哔]宽[哔]的，则应该被加入这个155人的集合里。最重要的5人是“顶级关系人（Top 5）”，这应该就
是我们通常说的“生死之交”了；接下来是50个“关键关系人（Key 50）”，这些人可能当下就跟我
们有紧密而直接的合作关系；最后是100个“重要关系人（Vital 100）”，可能跟我们关系没那么密切
，但是值得保持联系。做这样的划分并不是说我们这辈子就跟这150多号人过了，这个集合其实是动态
的，随着我们生活环境、职业生涯的变化，不断有人来有人走。在读到第六章试着按照书上的例子在
脑中把我的损友们分门别类地放入表格里时，有一瞬间产生了年轻时玩《三国志9》的兴奋感，就好
像我在根据他们的四围以及对我的“忠诚度”给他们封官，又厉害又忠心的就封为什么大司马大将军
，还顺便委任做军团长。不过我又想了一下，以我的为人和在朋友间的良好口碑，估计他们都会像吕
布效忠丁原和董卓那样对我吧。常在豆瓣上混，你要是没点精神方面的疾病，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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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者》

。在豆瓣的各种病里，最流行的肯定是社交恐惧症（流行度方面与此不相伯仲的一种病是眼瘸，主要
症状表现为“我看成⋯⋯了”或“只有我一个看成⋯⋯了吗”，这方面我是资深病友）。有不少像我
这样对豆瓣这种社交网络重度依赖的用户到了现实中就没办法跟人正常交流了。所以这本书里的许多
极具操作性的拓展人脉方法可能大部分豆瓣用户都完全没有使用的机会，但这并不妨碍任何一个读者
理解本书揭露的人际交往的最核心技巧：善于给予，或者用本书最后部分人际小贴士最后一条的话来
说，“不断从事随机的善良行为”。如果一念之间可以决定某件事导向好的方向或者坏的方向，那么
请选择好的那一边（假设无论选好还是选坏还是不选付出的成本是等值的）。我这样去倡导并不是相
信好人有好报，只是因为这世界上坏事已经太多，你即便什么也不做，也可能会躺枪，会有倒霉事落
到你的头上。如果每个人再不抓住难得的机会做点好事，释放一点善意来中和一下，那么避开倒霉事
的概率就更低了。做好事不要指望回报，要把做好事的过程本身当成是你的奖励。我这不是在鼓励大
家培养圣母心，而是提醒大家要做好好心没好报甚至好心被当成驴肝肺的觉悟。与其抱着很高期望去
做好事，最后发现没有额外的回报而落得空欢喜，还不如一开始就把心态放的随意一点。有人愿意回
报当然最好；没人回报就把做好事的过程中收获的成就感当成回报。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上面说的心
态调整最多只能应对好心没好报的情况，还有一种更可怕的情况叫恩将仇报。不要低估人的恶意，所
以哪怕你是个做了一辈子好事的大善人，也不能放松警惕，觉得会有老天保佑什么的，那些都太玄幻
，自身树立风险意识、提高风险控制能力才是可靠的。越是善人，越要警觉，越要懂得保护自己，否
则好人都被灭干净了，这世界就完蛋了。跑题跑远了的我打算往回拉一下⋯⋯当然熟悉我的朋友都知
道，扣题是为了更好地跑题。上面说了这么多劝善的正能量言语，有点不像我的风格。实际上全书最
对我胃口的是第二章的最后一节“避开寄生虫、精神病患者和不良习惯者”，其实表达的意思跟我上
一段提到的“善人更要懂得保护自己”有相似之处。不过第一次读到这标题的时候，我是瞬间想到了
咪蒙老师那些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的文章标题，比如“致贱人”“致Low逼”“致青春”“致青春·原
来你还在这里”等。当然作为一个内心扭曲又不学无术的社会闲散人士，上述优秀文学作品我还没有
找到合适的机会拜读，都是看朋友圈里那些好事之徒转发的批判咪蒙老师的文章，然后由它们大致拼
凑出原版的咪蒙老师的大作。总之，无论是对于内心阳光的人，还是像我这种阴暗扭曲的人，《给予
者》这本书都能有所启发。如果是急需增强自己拓展和管理人脉的能力，那么就更加推荐。
3、《给予者》作为2015年读的最后一本书再合适不过了，10个月的翻译算得上是天天看。2015年能再
次在书的封面上见到自己的名字，感觉仍然是挺好的。无论之前出版过多少作品，每一本新书都是对
作者的一次鼓励与鞭策。很多人说现在人太浮躁，急着成功，只想占便宜不想付出，我并不认同此类
观点。要知道，爱便宜的人会相互吸引，急着成功的人也会时常聚聚，靠谱的人常常能找到靠谱的人
——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决定着世界如何回报我们。自2006年至今写了上千万字，出版了4本书，但是
本书翻译对于我仍然是个非常大的挑战。书名字上就卡住了，“Power Connetctor”怎么译？直译应为
“权力人脉”、“强力人脉”，总感觉没有准确表达作者的意思。跟人民大学出版的曹沁颖老师数次
讨论之后，我们把翻译“Power Connetctor”意译为“给予者”。希望世界上少一分斤斤计较的算计，
多一份给予的明媚阳光。。结束十个月的翻译，合上书之后，我总结给予者应具备如下特点：1、愿
意为朋友提供价值。他们是不断付出，不求回报的那种朋友。虽然不多，但是我们身边不难看到他们
的身影。即使身处商业世界，他们仍然能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提供真正的价值、帮助与鼓励。2
、能从战略高度思考人脉。人际交往中，他们从不患得患失，不考虑今天自己提供的帮助是否能给明
天的自己带来回报。他们始终能站在更高层次上思考人脉，具备独特的眼光与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
。3、有效管理和维护朋友圈。他们定期与好友沟通，更双方的状态，寻找合作的可能性；定期接触
新朋友，把他们纳入自己的朋友圈子；定期对朋友圈子进行维护和调整，通过有进有出让圈子更加具
备活力。如果身边多一些愿意付出的人，也许生活能变得更加美好。非常高兴因缘际会得以翻译本书
，学习书中提供的理念。2015年9月，时近40岁的我运用书中提供的“给予者”的理念创立了“创业班
主任”创业者互助联盟，希望通过此平台聚集靠谱的创业者，通过不断付出的行动相互支持与帮助。
创业班主任主任就是个靠谱创业者聚集的社群，创业者可以在此找到组织，在黑暗的前进路上也可以
借助社群的平台放大自己的力量，让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力。当下创业大潮之中，我个人认为想
成事儿只需要三点：自己说话做事靠谱、有事儿把靠谱的人聚在一起、紧紧拥抱靠谱的社群——看关
键词都是“靠谱”，这也是本书分享的重点之一。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本书，我的回答是：“分享了
为人处事当中，人情练达、洞明世事的法则与实践。”希望通过不断给予和付出，我们身边能多一些
愿意分享的人。与社群中的朋友们在一起，若能以善意的目光打量世界，世界也会变得越发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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