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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或许是翻译的原因，读起来还是稍嫌拗口，无论是什么时候，尤其是现在的互联网时代，我们更
需要融入群体，部落，在不同阶段，我们有不同的心理，社会很糟，我很糟，或者是我很牛，我们很
牛，生命很美好，我们总是在通过原则和行动进化着。
2、读书之前，我已认可未来要和最优秀的人前行。读书之后，更加坚定！尽管我还仅仅处于第二阶
段的中期。
3、很特别的划分方式。前三阶段都可理解，第四、第五阶段的论述模糊性太强，关于后面研究方法
的论述也读不懂。不过对于部落的领导用之人的成长也通用。
4、我翻译的新书，嘿嘿~~
5、有人扎堆的地方就能形成部落，同一个部落内的人分享同一套语言系统和行为习惯。本书对部落
的语言系统和行为习惯进行了深入观察分析，总结提炼出部落五个阶段的语言系统和行为习惯所特有
的特征，让我对身边的部落有个清晰的辨识能力，同时也指导着自己往更高阶段前进。
6、#好读100#今年第 11 本，累计 544 本，《部落的力量》。
知道了很久但迟迟没有阅读，一读就后悔读得太晚，恰好分析了个人和身边人的困境与如何突破，符
合当下遇到的问题。所以有时候读书还真的是非常讲究缘分。这本书分别在组织也就是所说的部落分
成 5 个阶段，基本可以囊括所有的各种各样的组织，无论是公益组织、非盈利组织还是公司。第一个
阶段是生活很糟糕，对生活整体很失望；第二个阶段是我的生活很糟糕，因为觉得身边的人都拥有了
自己想要的技能；第三个阶段是我很牛，喜欢不断提升自己打败被人；第四个阶段是我们很牛，由内
而发地从我们去出发思考；第五个阶段是生命很美好。前面两种人在生活方面都很少与人交流来往，
比较自卑，而第三阶段的人就直接指向包括我在内的身边人，这部分人非常关注个人成长和时间管理
，提升自己的
7、为数不多看的不烦的管理学著作
8、【五個層次】這本書將20-150人組成的部落的文化分成五個層次，由低到高分為1.“絕望的敵意”
－生活糟透了；2."冷漠的受害者“－我的生活糟透了；3.“孤獨的鬥士”－我是偉大的(但你們不是)
；4.“部落的榮耀”－我們是偉大的(但他們不是)；5.“單純的驚喜”－生命是偉大的。絕大多數專業
人士處於第三層。第三层次又分三期：早期希望探寻世界，但发现所到之处的人都太差，找不到可合
作者，同时会对自己能力有怀疑，担心自己被发现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好；中期可以找到朋友，欣赏
他们不同方面的优秀，但自己做的仍是超过朋友们的；晚期多在40岁后，由于变故或成熟，使得自己
愿意奉献/给予。
9、从此，我的世界改变了
10、公司就是部落群
11、组织成长中部落这个概念其实出现很久了，这本书把部落划分为五个阶段，而且提出来如果从低
到高成长的方法论，读完了还能有点收获。
12、企业有挺多的评估，如CMMI。个人的成熟度呢，这本书是很好的参考。
个人的能力模型，初步评估我正在第三阶段迈进。

13、前面挺有趣，看到后面就感觉有点枯燥，而且本书所介绍的方法可操作性不强。
14、学习团队管理，掌握团队梯队发展
15、组织最终是人的组织，而人往往扎堆之后形成了部落。同一个部落内的人分享同一套语言系统和
行为习惯。这些是部落的定义，同样的，部落也有五个阶段，层层递进，每个阶段部落成员的组成方
式都大相径庭——往往是组织改变了人。那么，如何推进一个部落的成长，向更高的阶段去迁移；如
何当好一个部落的领袖？这样的问题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一些值得借鉴的地方。人的问题是最大的问
题，而要研究人，先得从人群和部落开始研究和探索。
16、算是不错的企业文化和亚文化的书籍了，其中的企业文化四阶段论很有意思，对于企业管理来说
，也是不错的理论依据和工具基础，非常值得一读。
17、可吸取的内容不多，远没有推荐者谢家华的三双鞋精彩。
18、分了五个层次来解释组织，颇有对应马斯洛需求五层次的功力。
19、一本值得仔细阅读的书。书中的内容需要细细体会。能否应用到实际管理上取决于自己的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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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通过本书告诉管理者一副地图，读者在这副地图上可以清晰的看清自身的位置。
20、评估到自己团队所处的阶段或位置，凝聚、激发团队的力量，利用杠杆去提升团队的整体实力。
21、I didn't see any point 
22、看看
23、很有道理，实操差点
24、一个部落通常由20～150人组成，这些人的熟悉程度，至少要达到在街上碰到时候停下来打招呼。
这些人通常在你手机通讯录或者邮箱练习簿上。
一般小公司就是一个部落，而大公司往往就是多个部落组成的部落群。

人的意识总是超前于感觉或者行动。圣雄甘地关于自由印度的想法很久以前就产生了，远远早于其迈
向自由的第一步。
    IDEO的创始人说：我们的目标是与朋友一起，做弊我们个人所能完成的更伟大的事情。

25、用心解决用薪解决不了的问题。
26、读到后面有点云里雾里，感觉现在很多书都是把脑子里模糊的东西以不同形式和体系呈现出来，
我还是比较喜欢能够颠覆假设的洞察，即使他不成体系
27、各种团队建设指南
28、TribalLeadership，把部落分成五个阶段，而大部分人会深处二、三，甚至四层。这本书原版应该
有些念头了，现在引进，已经能看到很多现实的例子，所以对于关注领导力的读者，这本书很值得一
读。
29、熟悉前因后果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主要方式——任何事情的发生一定有原因——对那些能影响自己
命运的原因保持警觉，会让人们觉得事情还处于可控状态。
30、部落的力量，就是领袖们不需要费太多心力，部落自身就会自动排斥和部落文化向左的人，塑造
和接受与部落文化相同的人。
31、读完这本书第一收获中国有最广大的两个群体，也就是本书中第二阶段的抱怨者和第三阶段的我
很牛，你不行的孤傲者。这就主动了网络喷子无处不在，因为抱怨成为生活常态，也注定了官员贪腐
之路，因为权力让他恣意妄为。第四阶段的核心价值观，第五阶段的普世价值观太难。因为要活出小
我，走向大我太难！至于第二阶段如何逾越到第三阶段，又一个书籍《异类》陈述了方法论，即门槛
效应和万小时理论。第三阶段到第四阶段与其说顿悟还不如说社会责任感。当然如果看了《算法的帝
国》，你才知道谷歌为什么能够在逐步定格在第五阶段。作者有幸等来了第五阶段的出现，而读者期
望有更高阶段的出现。前提社会责任感成为公民义务，从而有效迈入第四阶段，素质教育让大部分人
逃离第二阶段迈入第三阶段。期待人类走向更伟大的文明！
32、从推诿、拖延和抱怨到激情、能量和想象力的非凡团队
33、体系化构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企业文化”，为我们了解和提高企业文化提供一条可以实际操
作的路径，值得反复参考！
34、刚看了前几章，感觉作者的套路是描述了一个成功的管理场景，然后比较生硬地往部落这个他定
义的概念上套。并没有在管理思路上进行深入地思考，根据现在的管理难点推导出新的管理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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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一个部落群体通常由20～150人组成。通过下面这个小测试，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分辨出一个人是否
属于你的部落：如果在路上看到他，你会停下来跟他打招呼，那么他就是你部落中的一员。部落领袖
致力于部落建设，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提升部落文化。 为了了解部落处于哪种文化阶段，部落领袖必
须知道部落中大多数的成员所处的阶段。部落中的成员大致会有五个递进阶段的经历：处于第一阶段
的人会与他人疏远，他们的观点是“生活糟透了”。当这类人集中到一起时，他们的行为表现为绝望
的敌意，往往容易被情绪所驱动。 处于第二阶段的人与他人疏远，但与第一阶段的人不同的是，他们
通常会被那些看上去拥有他们所缺乏的能力的人所包围。因此，他们的语言表述成“我的生活糟透了
”。与第一阶段不同，第二阶段的人认为他人的生活是很好的。当第二阶段的人聚集到一起时，他们
的行为显示出他们是“冷漠的受害者”的特征。他们团结起来的原因是感到同病相怜，是发现彼此都
在被某些外力（比如老板）所侵犯而形成的认同感。他们总希望从外部能得到些什么，容易被利益驱
动。处于第三阶段的人会与他人建立一系列的双边（二人）关系。这阶段的人语言表达为“我很牛”
，其所隐藏的含义是“但你不牛”。 当第三阶段的人聚集到一起时，他们会试图把别人比下去（从个
人角度），贬低别人。尽管这些通常以幽默的方式表达出来，但其效果相同：每个人都在争取主导地
位。个人行为表现为一种“孤独勇士”的精神，聚集起来就形成了“西部荒原”文化。第三阶段的人
会表现出明显的精英倾向，强势而充满控制欲。相信个人努力的成就。这样的部落看上去斗志昂扬，
但容易陷入矛盾与内耗之中，通常都被权威和专业所驱动。第四阶段的人形成一种被称为“三边关系
”的关系结构，他们彼此建立基于价值观的关系。同时，第四阶段人的语言系统是“我们是伟大的”
，潜台词是“但他们不行”。这里的“他们”是指另一个部落——可能是同一家公司的另一个部落，
也可能是另一家公司。当第四阶段的人聚集到一起时，他们会自然而然地产生部落荣耀感。他们团结
，相互支持与帮助，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体系。他们有共同的目标，为目标和价值驱动。第五阶
段的人会认为“生命是伟大的”。第五阶段拥有第四阶段所有的特征，除了他们没有“他们”。因此
，这些人可以和所有能产生价值观共鸣的人形成关系网络。我们观察到的（以企业形式存在的）第五
阶段文化只在创造历史的项目中存在，或者当他们远远领先于其竞争对手、可以忽略对方的时候存在
。一旦情况发生变化，部落文化就会重新回到第四阶段，待到新机遇来临或者创造出新的进步时它又
可以向前移进。第五阶段的行为可以表述为“单纯的好奇”。又或者说，是爱和信仰，驱动着第五阶
段的人，创造伟大的可能。一个部落中多数成员所处的阶段，往往决定了这个部落所处的阶段。部落
领袖最重要的是让部落中的多数人不断提升自己的阶段，从而让整个部落处于更好的阶段。在这个方
面，能做的事很多，但最有效的莫过于成果管理。成果是为取得更大的胜利的现在状态，相比目标设
定，成果更加具体。成果与设定目标的不同在于，一个是“我希望我们能达到——当这一切完成之后
我们就能扭转局面”（设定目标），而另一个是“我们已经成功了，这是成功过程中的某个点”（成
功的现有成果）。正因为走在一条已经成功的路上，整个部落才会聚焦，整体才更容易处于第四阶段
，而不至于沉浸在第三阶段的部落政治中。当然，能够抵达第五阶段并不容易，因为未知的未来，让
成果容易飘忽不定。在当下社群概念如火如荼的现实中，先认清你所处的社群、你所在的部落，了解
目前的状态无疑更加重要。《部落的力量》便是一种系统性的引导。而对部落来说，最重要的是文化
，是那些看不见的连接，更需要的是体会而非认识。
2、一呼百应的力量华盛顿的厉害之处在于，他将男人与事业等同起来。他塑造了部落，而部落推动
他成就了伟大的事业。在戴夫·洛根等人的《部落的力量》中，作者并不是要改变别人的信念、态度
、动机和想法，或者其他无法察觉的东西，而只关注人们使用的语言和他们形成的关系类型。每个部
落都有主导文化，《部落的力量》把主导文化划分为五个层次，普通部落的主导文化只能达到第四层
次，只有少数情况会跃升至第五层次。在所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处于第五层次的部落，其表现会由
于处于第四层次的部落，正如处于第四层次的部落要比处于第三层次的好，以此类推。正因为每个层
次都有其独一无二的杠杆点，所以大多数“管理书籍”里所提供的“通用原理”只能解决一个层次或
某些层次的问题。习惯于传统“管理书籍”的读者初次接触《部落的力量》会有一种漂忽、凌乱之感
，深入进去，却不得不惊叹于作者的高见之独特。首先，作者在书澄清和界定了“部落”的一些词汇
和概念，使读者对“部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避免陷入无谓的“谬误”纠结之中。其次，能够在不
同阶段通过使用特殊的杠杆点来提升部落文化的人就会被视为“部落领袖”。作者认为，要“给予每
个人选择的权利，然后手把手的去帮助它们，不要等人死了再想办法。出于第一阶段不同时期的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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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的力量》

，很多人想过不同的生活，我们对于雇佣者的建议就是给他们一个机会。”第二阶段，推诿、报怨者
大联盟。流行词汇：“我的生活糟透了”。与第一阶段类似，我们要了解是什么原因让人们抱成团，
以及如何使得自己与他人共同进步，离开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目空一切的孤独勇士。流行词汇：“
我很牛，你不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容易陷入自我角色里不能自拔。所以，我们应当“与他人建
立一系列双边关系”，或“形成多人关系”。在改善部落的同时，人们获得了从未真正得到的一切：
尊重、忠诚、馈赠和持久的成功。第四阶段，顿悟。流行词汇：“我们很牛”。从领袖开始，不断地
寻找对手，证明自己可以无比强大，从而建立全新的部落，或部落联盟。第五阶段，无敌于天下，探
索让世界变好的各种可能性。流行词汇：“人生真美好”。显然，部落所处的阶段越高，它所释放的
能量就越强大。当部落处于第五阶段的时候，他们往往能够改变历史，乃至创造历史。当一群人在部
落领袖的沟通与呼唤下，部落成员为某一牢不可破的信仰而互动时，什么目标都是可以实现的。这就
是部落的巨大力量，这种无坚不摧的部落力量又被部落高度接受和追捧。
3、部落形成于原始社会晚期（即旧石器时代的中期和晚期）。有较明确的地域、名称、方言、宗教
信仰和习俗，有以氏族酋长和军事首领组成的部落议事会，部分部落还设最高首领。部落与现代组织
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将部落的概念引申到现代组织管理里面，是不是真的具有许多启发意义？我们一
起来探讨一下。在整个商业领域，从来不缺乏新概念。特别是商业繁荣时期，各种新概念如雨后春笋
，层出不穷，很多作者也是借新词包装新概念炒作，公司的问题是一直存在的，新概念总被人当作治
病的良方来尝试，新的理念也因此屡试不爽。而一旦市场处于衰退期，似乎所有的概念便开始失效，
人们又纷纷回归经典。对于我们来说，部落也属于一个新概念，是不是它也会像其他新理念一样，无
法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蜕变成经典？个人认为读了《部落的力量》，它的理念和方法论提供了一种认识
组织的独特视角，会成为一部给人启迪和收获的经典作品，但是无法像诸如《黑天鹅效应》和《长尾
理论》一样，成为一种影响组织发展的经典理论。在组织里尤其是企业里部落有哪些特征，又如何识
别呢？首先，一个部落一般由20-150个人组成，这些人的熟悉程度至少要达到在街上碰到会停下来打
声招呼，如果你是部落的成员之一，那么你的手机通讯录或邮箱里会有他们的联系方式和往来记录，
当然除非你刻意删掉了。一般一个小公司就是一个部落，大公司往往辉由大大小小的多个部落组成群
落。而大中型的部落，会同时拥有处于不同部落阶段的部落成员。同一个部落，分享同一套语言系统
和行为习惯，这与原始部落极其相似。作者将部落划分成了五个阶段，每个阶段以部落语言“口头禅
”的形式进行了形象的区分。用口头禅的形式进行诠释，是调研咨询的成果，口头禅特点鲜明，能让
读者比较清晰地认识到自己以及自己的部落所处的阶段，然后反躬自省去突破升级。第一阶段部落的
人，其口头禅是“生活糟透了”，很多人放弃与人交流，他们觉得自己很特殊，其他人根本不理解他
们，他们常常被视为空气，因此他们自己觉得不需要朋友，他们疏远人群，任性妄为。来到第一阶段
，一种途径是偶尔跌落到这一阶段，其原属部落因为某些原因不再接纳他们，开始排斥他们，他们被
疏远失落孤独，只有第一阶段的部落接纳他们；另一种途径是他们不愿意与高层部落的人遵守部落的
清规戒律，认为自己特殊，于是来到第一阶段。如何帮助组织走出第一阶段，首先如果人们愿意改变
，就鼓励他们采取实际行动，鼓励他们意识到生活本身有不同的方式，与使用“生活糟透了”的这类
人断绝联系，使他们的关注点从宽泛的抱怨转移到关心为什么自己的生活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去思
考如何改变。第二阶段部落的人，其口头禅是“我的生活糟透了”，他们内心充满了无力感，认为自
己的力量无法改变自己的生活，但别人能。于是，他们满腹牢骚，抱怨推诿。大约25%的工作文化属
于这个阶段，处于这个阶段的人们感觉他们是环境的受害者，他们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野心和创意。
因为他们认为任何事情的成败都取决于别人，所以他们总避免让自己承担责任，他们经常会说：“我
会尽力”，“我不能保证”，“那是不可能的”，“这与政策不符”，“我不能强迫别人去完成他们
的工作”，在这些植根于潜意识的语言里，你的脑海中会浮现一些人的身影和一些场景，对了，你发
现的就是他们，这是多么的可怕，因为他们无处不在。处于第二阶段的人鼓励他多交朋友，建立更多
的双边（二人）关系，帮他认识更多第三阶段的人，不断告诉他，他的工作创造的价值，帮助他分析
自己的优势所在以及尚未开发的巨大潜力，传递更多正能量而不是迎合抱怨。分配一些简单可独立短
时间完成的工作以帮其树立自己能掌握命运的信心。第三阶段部落的人，其口头禅是“我很牛，但你
不行”，他们凭借自己的能力，让自己过上非常不错的生活，但他们很难改变社会。个人野心的觉醒
会为职业生涯驶向成功的彼岸提供强劲的驱动力，那时候他们会意识到自己应该做什么。全球的大公
司，很多都被处于第三阶段的人所主导，这一阶段具有七个明显的特征：1）建立了很多双边关系。
如果画出你的关系网，那应该是以你为中心向四周发射状。你能够依靠自己的语言和魅力操纵真相、

Page 8



《部落的力量》

歪曲信息，利益交换以及有选择的披露事实等手段，来从别人那里得到想要的东西。尽管第三阶段的
人鼓吹团队合作，但他们的行为其实说明了他们并不乐意合作，除非他们能成为团队的核心。2）囤
积信息。在第三阶段，知识就是力量，因此一直让自己处于顶端的方式就是不断获取更多的知识，并
很少与人分享。为了保密，你将挑起更多的重担来表现自己，这种囤积信息的方式组织了有效沟通，
因此会进入瓶颈错过更卓越的机会。3）尝试控制双边关系中的另一方，阻止他与别人建立关系网络
。很多处于第三阶段中期的人，经常让他们的下属回复本部门以外的邮件时抄送他们，或者见面之前
先汇报一下。而被这样对待的人，往往会放弃了工作的主动性，而让事情变得很没效率，或者他本人
回到第二阶段。4）依靠小道消息和刺探来获得政治信息。人们对于小道消息真实性的重视程度，完
全不如八卦本身。5）说话有些时候会使用军事或黑手党的语言。他们会说：我给予他们机会，而其
实是不承认“我把别人商品化”。6）对技巧、工具和技术等提高效率的东西孜孜不倦地追求。7）会
谈及价值观。但是你的关注点会在，“我的价值观”，“我认为”，以及“我所重视的原则”上。这
是这恶意阶段的人共同的特征，他们想达到一个新的层次，却不知带如何去做，甚至不知道下一个层
次是怎样的。而要突破第三阶段，必须打破“我很牛”的感觉，认识到自己的职业生涯存在危险，尝
试去跟愿意与你分享志向的人建立关系，最好找一个第四阶段的人做导师。尽可能的做透明管理，告
诉别人自己需要知道的事，而不是事无巨细，跟别人多沟通，并尝试多建立多边关系。从“我很牛”
走出来，到“我们很牛”的第四阶段中去。第四阶段部落的人，其口头禅是“我们很牛，但你们不行
”，他们不断的寻找对手打败他们，以此展现他们改变社会的能力。在第三阶段，获得个人的成功往
往会弄巧成拙，部落的成功才会让每个人觉得持久与满足。第三阶段，你拥有的越多，别人会获得的
相对更少，而第四阶段的权利是无穷的，你给予的越多，你获得的也会越多。作为部落首领，树立好
部落的价值观和事业观。当然也要提防第四阶段的黑暗面，抱团是好的，但是抱的太紧，会蒙蔽我们
感知世界变化的眼睛。第五阶段部落的人，其口头禅是“生活是美好的”，这些人充满自信与阳光，
凭借非凡的能力始终在积极探索改变世界的可能性。作为部落灵魂，做好部落战略。伟大的部落并不
存在部落的对手，只在创造和赋予新生命，比如当年苹果的手机部门。分析了每个阶段部落人的特征
，可以借此找到自己在部落阶段中的坐标以及本部落的位置，通过书中的方法论结合工作的实际情况
，改善优化并提升自己和自己所在的部落，如果你是部落首领，那么就领导你的部落向卓越的组织迈
进。⋯⋯⋯⋯⋯⋯⋯⋯⋯⋯⋯⋯我是分割线⋯⋯⋯⋯⋯⋯⋯⋯⋯⋯⋯⋯⋯ 　　　　　　　　　　　　
　　 　　　　　　欢迎大家关注华益读书会官方微信：HYreadingclub. 　　　　　　　　　　　　　
　 　　　　　 豆瓣小站：http://site.douban.com/245750/
4、首先这本书的书名翻译，个人觉得更应该是《部落领导力》，本身书的大部分内容是在讲述如何
成为带领部落前进的领导者，而不是强调部落本身的能力或者力量。作者通过大量调查和分析，把部
落的演进分成五个阶段，在书的P241有一张图表可以清晰的表现。用文字描述就是：第一阶段：与人
疏远，无从选择，“生活糟透了，绝望透顶。”第二阶段：独自一人，“我的生活糟透了，都是别人
的问题”，内心无力。第三阶段：个人打拼，可以改变并做好自己，但无法改变下属和支持者，“我
很牛，但别人很烂”。第四阶段：与合作伙伴共同打拼，影响和改变周围，“我们很牛，我们要打败
对手”。第五阶段：发现并激发团队力量，“生命如此伟大”，充满自信和能力并且探索改变社会的
各种可能，拥有更高的核心价值。相信读完这本书，大家都能找到自己身处的人群，都可以在上面的
阶段中找到位置。书中没有数据分析，更多的是各阶段的案例，成功或者失败的例子都能给试图寻找
团队领导力的人一些启示。纵观这五个阶段，书中的观点是它们是不可跳跃的，并且这些层次可能反
复变化，在一个阶段中间也有各个层次。所以，尤其是发现并且定位自己所处阶段的领导者，就可以
借鉴书中对阶段转换的方法，以达到提升团队、实现愿景的目的。2014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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