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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人智慧挑战经验管理的新思维》

内容概要

《经理人智慧:挑战经验管理的新思维》最大的贡献在于迁善我们的思想，它所阐释的管理正在改变我
们的认识，即使那是非常武断又有点偏激的观点，但是适合我们的现在。从本中我们能够了解到：人
才是条理性的河；避免被煮青蛙的命运；创新存在于细节之中；与时俱进的发生主义；企业家的“非
典型”精神；执行是惟一的试金石；管理的迁善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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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丛，本名徐海东，财经管理作家。他的许多文章被国内多家商学院及数十家知名咨询公司的网站推
荐，万科周刊网站设有专栏，《丽珠集团报》特约评论员。本书文章多发表于《21世纪人才报》、《
赢周刊》、《粤港信息日报》、《商界》、《商战》、《职业圈》等报刊。余丛曾从事企业管理、市
场营销和广告策划等工作，并担任过多家中小型企业的咨询顾问。现供职于某大型国有企业，潜心于
企业文化、领导力、人性管理和发生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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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我为什么要反对经验？ 第一章 人才是条理性的河 01：用人要领导有“方” 02：“赛马”与“伯
乐相马” 03：起用“不好用”的人才 04：“野鸭精神”与人才定型 05：企业人才要“兼容” 06：避
免被煮青蛙的命运 07：人才到底需不需要个人品牌？ 第二章 人的大地是无经验的地球 08：从“鲦鱼
效应”到习惯性防卫 09：组织结构需要“扁平化” 10：发生主义就是要废除经验管理 11：一件睡袍的
“配套效应” 12：做正确的事情，反对“无用工” 13：引爆员工的“自我激励” 14：团队管理的翁格
玛利效应 15：“泛文化”的革新 第三章 向左转，向右转 16：企业家的“非典型”精神 17：做实干的
理想主义者 18：“管理者”的墓志铭 19：影响力取代权威 20：职业经理人的“游戏” 21：企业教练
的“智慧” 22：领导向左转，管理向右转 第四章 “杯子半满”还是“杯子半空” 23：观念的变化 24
：创新存在于细节之中 25：执行是硬道理 26：沟通从心开始 27：让信息流动起来 28：速度决定一切
29：将信任进行到底 30：为企业培训“喊冤” 31：只有学习，才能保持鲜活思维 第五章 变则立，不
变则废 32：以人为本，与人为善 33：先天下之忧而“优” 34：带着情绪工作 35：人而无信，不知其
可？ 36：变则立，不变则废 37：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38：失败之花，成功之果 39：管理的迁善之道 
附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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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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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理人智慧:挑战经验管理的新思维》是一本标榜反经验管理的书，但它所倡导的发生学观点，却建
立在传统管理大师的思想精髓里。它能够帮助管理者厘清愿景，找到管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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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　　认识余丛也有好几年了，一直觉得他是时下极难得一遇的古道热肠人物。跟你说话时，他大
大的、圆圆的眼睛会一路注视着你，非常吻合《演讲与口才》等书刊上所教的谈话技巧之类的礼数。
据我观察，他的这种习惯也许并非来自礼节，更多的是源自内心的真诚——但管真诚早已成为一种“
稀缺资源”——在这个一直喜欢诗歌并拥有一大帮置身诗坛前沿的诗友的江南汉子身上，我确信他在
朋友面前是无法示人以虚的。
　　
　　摆在我面前的这本书，也跟他一样的真诚，没有任何花俏，都是将一些传统的管理大师的管理思
想，结合到他的工作中所发出的感想与启发等向读者娓娓道来——他目前任职于大型国有企业，是该
企业内刊的主编，这使他有更多的机会让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再加上他一直潜心于企业文化、领导力
、人性管理等研究，以及曾从事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和广告策划等工作，并担任过多家中小企业的咨
询顾问工作等经历，使得他下笔不会无病呻吟。
　　
　　扬州雅痞一直认为实证与变通乃是管理学最为可贵的精神，而他在本书中就秉承了这种精神，不
象某些作者，照搬外面的东西，连标点也不放过。他就像一个大乘佛教教徒，在西天偷师取来佛经之
后，一直自我苦苦修炼，再将成果度与有缘之人，而不是鼓捣大家走捷径，一味强调“顿悟”，“立
地成佛”——他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但非常实在，皆是“我手证我心”，而不是“我口念西经”。
　　
　　我不否认“天下文章一大抄”的说法，但同是盗贼，有人沦为流寇，有人却做成了诸侯。有个故
事说唐伯虎为一阔老太太做寿时，应邀题一首祝寿诗，他稍作思索，便写下了第一句诗：“这个婆娘
不是人，”众人一看，不禁为之失色。接着，他笔锋一转，写下第二句：“九天仙女下凡尘。”众人
转忧为喜，击节叫好。唐伯虎看看这种狂热场面，写下第三句：“儿孙个个都是贼，”一下子把在场
的儿孙们气得怒目圆睁，眼看快要发作了，唐伯虎蘸墨挥毫，刷刷地写下最后一句：“偷得蟠桃奉至
亲。”至此，主客皆大欢喜，个个笑逐颜开——这就是境界的差异。余丛的这本书，虽然没唐伯虎作
诗这样的起伏跌宕、引人入胜，但却是做到了化外为内、运用自如的境界了。
　　
　　本书在排版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色，就是在每一章的每页的下方，都以与正文不同的字体和版
式重复每章的主题。这种重复，我视之犹佛教的六字真言，看起来哆嗦，却体现作者的一番菩萨心肠
。记得我在西藏旅行途中，开车的藏族师傅每经过一个山口或遇到一个湖泊时，都大声地用藏语大喊
“嗡玛尼呗咪哞”，祈求神佑。我也不知这样做是否有效，但那时我感觉到心里多了一分感动和踏实
。
　　
　　对于余丛以这样的“盗贼行径，菩萨心肠”写成的这本书，我相信各位应该会开卷有益。
　　
2、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管理与诗意似乎是一对势不两立的天敌。然而，当你读完余丛先生所著的《
经理人智慧》，就会发现，不仅最好的管理永远充满着诗意，而且二者相互依存的关切度也相当紧密
。
　　
　　因为诗意也是一种实在。在具体的企业管理中，它体现为经理人的眼界、视野、胸襟、立场以及
不屈不挠的创新意志。管理的诗意，要求经理人的智慧始终不渝地以人为本，与人为善，先天下之忧
而优，一切从零开始，从而达到立人与立业双赢的结果。《经理人智慧》一书，盘桓着浓郁的人本主
义情结以及浓烈的理想主义情怀。不知内情的人，自然会感到不解。作者曾从事企业管理、市场营销
和广告策划工作，并担任过多家中小型企业的咨询顾问。与此同时，在国内，他还是一位颇具实力的
青年诗人。作为前者，他的许多文章被国内多家商学院及数十家知名咨询公司的网站推荐，在万科周
刊网站设有专栏，系《丽珠集团报》特约评论员。作为后者，他的诗作经常见诸于国内各大诗刊，并
被不少权威选本选发过。双重阅历，一方面造就了他开阔而深远的视界；另一方面也形塑了其灵动而
独异的思维方式。了解了这个背景，你就会对作者本书在论述管理方面的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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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的严谨与诗人的鲜活兼而有之的个性，点头称是。作者对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所作出的存疑解惑
，更是匕现出一个诗人所特有的敏感。比如，他对“泛文化”之于企业文化建设的影响所作的分析，
应时而感，阐微知著，于细微处见到了精神。
　　
　　古今中外管理学的论著可谓是林林总总，但真正从管理中发现诗意并有意为之的，《经理人智慧
》恐怕是一个开先河者。书中所提出的发生主义的管理模式，就是余丛对其诗学观点的借用。我不知
道，这种管理模式在操作的层面上有多大的可能性，但从他的阐述中，我发觉它至少在释解某些企业
管理的临床症状时还是有效的。余丛认为，企业管理绝不是学术性的简单定义，它是企业运营状态下
的现在进行时，它的行为是与经验无关的。发生主义是直面于企业变化的一种管理模式，而对发生不
可确定性的追逐，将产生企业机制的非经验创新。他强调，管理者可以N次进入企业，但行为始终只
能发生一次，永远不能带着前次的经验来温习管理。这种对持续创新的不懈追求，必然伴随着应变能
力的与时俱进。这恰恰是诗人求新求变以及开元意识不由自主地张扬。诗人的思维，一般来说都是比
较洒脱与超拔的。余丛在书中对管理不役于物、不役于人的关注，再次印证了这一点。记得老诗人海
上曾说过一句话，“让它发生”。当时，我只以为那是诗人面对命运时的一种自信，殊不知它竟是诗
人从发生学的角度管理人生的切身体会。
　　
　　实践就是发生。不发生的管理只能是毫无意义的管理。发生主义就是要解决当下的问题，以“望
闻问切”的中医术为企业把脉诊断，提供一种全新的管理思想。值得高兴的是，余丛的这一套管理理
念，已经在他所服务的多家公司生根发芽，并且陆续开花结果。我想，诗人之所以能迅速改变企业管
理的内质，就是因为他卓越的创造性，他永不言败的生命意志。加之其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故而他
要比一般的经理人懂得尊重人，理解人，极少淡化企业管理的这个重心。据我所知，诗人在企业界经
理层任职的很多，而且大多都是诗与经营业绩双修，花开两朵，共栖一枝。比如TCL人力资源部主任
的戴钢（笔名阿吾），比如前丽珠集团的副总裁卢卫平，等等。于国于民于己，难道说这不是一件幸
事吗？
　　
3、　　我小时候上学有一个毛病，就是不爱听老师讲课。这毛病是如何养成的呢？主要是上小学一
二年级时，很多东西我认为自己都懂了，但老师还是天天在讲台上哇啦哇啦地讲，我就烦了，再也不
爱听老师讲话。此毛病一直保持到大学毕业。毕业后再也没有老师和讲台了，但开会的机会多了起来
。主席台上的讲话之枯燥乏味犹甚于讲台，我又养成了听讲话打瞌睡的毛病。这种毛病逐渐迁延，最
终传染到读书上，就是一读那些讲大道理的书就犯困，比如周国平的伪哲学，比如余秋雨的伪抒情，
比如余杰的伪愤怒，再比如最近流行的一些财经和励志类的图书。
　　
　　听说励志类图书已渐成气候，很多书商都靠此发了大财。励志的事情我小时候是干过的，最典型
的做法是专门搞一个小笔记本，抄录一些名人名言。矫情一些的做法是用毛笔抄录下来贴在墙上或床
头，极端的做法是偷偷刻在课桌上，再极端些的做法就是刻在手腕上，就像刺青。这做法太过惨烈，
我没干过，但小本子是有的，所起的效果如何，大家都明白。我看现在的很多励志和管理类图书，其
核心精神也就是小时候的小本子，只不过说法更好听一些，人名更长一些，国籍更复杂一些，指向更
明确一些——赚钱，赚更多的钱，以前讲的那些人生大道理早已没有了市场。它教你赚钱的同时，已
把你兜里的钱先自赚去。
　　
　　以上话题纯属闲扯，下面谈我的诗人朋友余丛的大著：《经理人智慧》。
　　
　　有一天余丛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在写有关管理方面的文章，并且已写了不少，马上就可结集成书
。诗人都是一些头脑灵便的人，诗人越界干些其他行当的事情，一般是坏不到哪里去的。余丛身处我
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亦在水深火热的生意场上泡过，他写这些小文章肯定错不了。但也就是不错
而已，我当时想，他写这东西基本出发点大概就是混饭吃。诗歌不养人，自有养人处。有一天他真的
给我寄来了一本结集出版的书，就是这本《经理人智慧》，我还是吃惊不小——他竟然干成了，而且
还挺专业。这书好读，名言警句都是出自肉里的，都是经过生活浸泡的，不仅仅是管理的新思维，更
是生活的智慧。这些经验是学不到的，告诉你也没用，因为你没有经过这种生活的历练。有些道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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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很多人都明白，他拿出来又讲了一遍，这讲法和以前有些不同，他不是站在讲台上的老师，他是作
为一个同学告诉你一些生活的秘密。“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可不许告诉别人。”这秘密你也知道，比
如说那个煮青蛙的故事，把青蛙放到开水里，青蛙一下就会跳出来；把它放到温水里，慢慢加热，青
蛙无动于衷，终至被煮死。这我是知道的呀！我在一个国营单位干了十年了，养得像个硕鼠，一边骂
着体制的不公，一边在既得利益里打滚，终于像那青蛙一样，已无力逃脱。
　　
　　余丛反对经验主义，他自己还发明了一个词：发生主义。我没太搞明白这个管理学新术语的精髓
所在，既然称之为主义，那肯定是一套一套的。我简单理解为：见机行事。这可是需要大智慧的呀。
事实上现在的很多经理人连经验主义者都谈不上，他们大多数只是些机会主义者，如果仅仅从有顶戴
花翎的这一边看过去，甚至连机会主义都算不上，纯粹属于官僚主义。跟他们讲道理有用吗？他们的
道理比谁都多，因为他们坐在主席台上，主席有错的时候吗？也许余丛不是说给这些人听的，但我真
希望这些人能够听到余丛的声音。这些人大多数不学无术，偏听则明，先天下之乐而乐，不听话就给
你点颜色看看等等，如果你怀着一副谏士心态给他们上课，那无异于巨大的讽刺。
　　
　　余丛有没有谏士心态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将他的书作为谏言送给了单位领导。我倒没指望领导能
够从中学到什么大道理，我只是希望他们能够明白我对他们的态度。
　　
　　（《经理人智慧》 余丛/著 珠海出版社 2004年10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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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认识余丛也有好几年了，一直觉得他是时下极难得一遇的古道热肠人物。跟你说话时，他大大的
、圆圆的眼睛会一路注视着你，非常吻合《演讲与口才》等书刊上所教的谈话技巧之类的礼数。据我
观察，他的这种习惯也许并非来自礼节，更多的是源自内心的真诚——但管真诚早已成为一种“稀缺
资源”——在这个一直喜欢诗歌并拥有一大帮置身诗坛前沿的诗友的江南汉子身上，我确信他在朋友
面前是无法示人以虚的。摆在我面前的这本书，也跟他一样的真诚，没有任何花俏，都是将一些传统
的管理大师的管理思想，结合到他的工作中所发出的感想与启发等向读者娓娓道来——他目前任职于
大型国有企业，是该企业内刊的主编，这使他有更多的机会让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再加上他一直潜心
于企业文化、领导力、人性管理等研究，以及曾从事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和广告策划等工作，并担任
过多家中小企业的咨询顾问工作等经历，使得他下笔不会无病呻吟。扬州雅痞一直认为实证与变通乃
是管理学最为可贵的精神，而他在本书中就秉承了这种精神，不象某些作者，照搬外面的东西，连标
点也不放过。他就像一个大乘佛教教徒，在西天偷师取来佛经之后，一直自我苦苦修炼，再将成果度
与有缘之人，而不是鼓捣大家走捷径，一味强调“顿悟”，“立地成佛”——他的观点不一定正确，
但非常实在，皆是“我手证我心”，而不是“我口念西经”。我不否认“天下文章一大抄”的说法，
但同是盗贼，有人沦为流寇，有人却做成了诸侯。有个故事说唐伯虎为一阔老太太做寿时，应邀题一
首祝寿诗，他稍作思索，便写下了第一句诗：“这个婆娘不是人，”众人一看，不禁为之失色。接着
，他笔锋一转，写下第二句：“九天仙女下凡尘。”众人转忧为喜，击节叫好。唐伯虎看看这种狂热
场面，写下第三句：“儿孙个个都是贼，”一下子把在场的儿孙们气得怒目圆睁，眼看快要发作了，
唐伯虎蘸墨挥毫，刷刷地写下最后一句：“偷得蟠桃奉至亲。”至此，主客皆大欢喜，个个笑逐颜开
——这就是境界的差异。余丛的这本书，虽然没唐伯虎作诗这样的起伏跌宕、引人入胜，但却是做到
了化外为内、运用自如的境界了。本书在排版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色，就是在每一章的每页的下方
，都以与正文不同的字体和版式重复每章的主题。这种重复，我视之犹佛教的六字真言，看起来哆嗦
，却体现作者的一番菩萨心肠。记得我在西藏旅行途中，开车的藏族师傅每经过一个山口或遇到一个
湖泊时，都大声地用藏语大喊“嗡玛尼呗咪哞”，祈求神佑。我也不知这样做是否有效，但那时我感
觉到心里多了一分感动和踏实。对于余丛以这样的“盗贼行径，菩萨心肠”写成的这本书，我相信各
位应该会开卷有益。
2、我小时候上学有一个毛病，就是不爱听老师讲课。这毛病是如何养成的呢？主要是上小学一二年
级时，很多东西我认为自己都懂了，但老师还是天天在讲台上哇啦哇啦地讲，我就烦了，再也不爱听
老师讲话。此毛病一直保持到大学毕业。毕业后再也没有老师和讲台了，但开会的机会多了起来。主
席台上的讲话之枯燥乏味犹甚于讲台，我又养成了听讲话打瞌睡的毛病。这种毛病逐渐迁延，最终传
染到读书上，就是一读那些讲大道理的书就犯困，比如周国平的伪哲学，比如余秋雨的伪抒情，比如
余杰的伪愤怒，再比如最近流行的一些财经和励志类的图书。听说励志类图书已渐成气候，很多书商
都靠此发了大财。励志的事情我小时候是干过的，最典型的做法是专门搞一个小笔记本，抄录一些名
人名言。矫情一些的做法是用毛笔抄录下来贴在墙上或床头，极端的做法是偷偷刻在课桌上，再极端
些的做法就是刻在手腕上，就像刺青。这做法太过惨烈，我没干过，但小本子是有的，所起的效果如
何，大家都明白。我看现在的很多励志和管理类图书，其核心精神也就是小时候的小本子，只不过说
法更好听一些，人名更长一些，国籍更复杂一些，指向更明确一些——赚钱，赚更多的钱，以前讲的
那些人生大道理早已没有了市场。它教你赚钱的同时，已把你兜里的钱先自赚去。以上话题纯属闲扯
，下面谈我的诗人朋友余丛的大著：《经理人智慧》。有一天余丛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在写有关管理
方面的文章，并且已写了不少，马上就可结集成书。诗人都是一些头脑灵便的人，诗人越界干些其他
行当的事情，一般是坏不到哪里去的。余丛身处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亦在水深火热的生意场上
泡过，他写这些小文章肯定错不了。但也就是不错而已，我当时想，他写这东西基本出发点大概就是
混饭吃。诗歌不养人，自有养人处。有一天他真的给我寄来了一本结集出版的书，就是这本《经理人
智慧》，我还是吃惊不小——他竟然干成了，而且还挺专业。这书好读，名言警句都是出自肉里的，
都是经过生活浸泡的，不仅仅是管理的新思维，更是生活的智慧。这些经验是学不到的，告诉你也没
用，因为你没有经过这种生活的历练。有些道理大概很多人都明白，他拿出来又讲了一遍，这讲法和
以前有些不同，他不是站在讲台上的老师，他是作为一个同学告诉你一些生活的秘密。“我告诉你一
件事，你可不许告诉别人。”这秘密你也知道，比如说那个煮青蛙的故事，把青蛙放到开水里，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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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就会跳出来；把它放到温水里，慢慢加热，青蛙无动于衷，终至被煮死。这我是知道的呀！我在
一个国营单位干了十年了，养得像个硕鼠，一边骂着体制的不公，一边在既得利益里打滚，终于像那
青蛙一样，已无力逃脱。余丛反对经验主义，他自己还发明了一个词：发生主义。我没太搞明白这个
管理学新术语的精髓所在，既然称之为主义，那肯定是一套一套的。我简单理解为：见机行事。这可
是需要大智慧的呀。事实上现在的很多经理人连经验主义者都谈不上，他们大多数只是些机会主义者
，如果仅仅从有顶戴花翎的这一边看过去，甚至连机会主义都算不上，纯粹属于官僚主义。跟他们讲
道理有用吗？他们的道理比谁都多，因为他们坐在主席台上，主席有错的时候吗？也许余丛不是说给
这些人听的，但我真希望这些人能够听到余丛的声音。这些人大多数不学无术，偏听则明，先天下之
乐而乐，不听话就给你点颜色看看等等，如果你怀着一副谏士心态给他们上课，那无异于巨大的讽刺
。余丛有没有谏士心态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将他的书作为谏言送给了单位领导。我倒没指望领导能够
从中学到什么大道理，我只是希望他们能够明白我对他们的态度。（《经理人智慧》 余丛/著 珠海出
版社 2004年10月第1版）
3、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管理与诗意似乎是一对势不两立的天敌。然而，当你读完余丛先生所著的《
经理人智慧》，就会发现，不仅最好的管理永远充满着诗意，而且二者相互依存的关切度也相当紧密
。因为诗意也是一种实在。在具体的企业管理中，它体现为经理人的眼界、视野、胸襟、立场以及不
屈不挠的创新意志。管理的诗意，要求经理人的智慧始终不渝地以人为本，与人为善，先天下之忧而
优，一切从零开始，从而达到立人与立业双赢的结果。《经理人智慧》一书，盘桓着浓郁的人本主义
情结以及浓烈的理想主义情怀。不知内情的人，自然会感到不解。作者曾从事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和
广告策划工作，并担任过多家中小型企业的咨询顾问。与此同时，在国内，他还是一位颇具实力的青
年诗人。作为前者，他的许多文章被国内多家商学院及数十家知名咨询公司的网站推荐，在万科周刊
网站设有专栏，系《丽珠集团报》特约评论员。作为后者，他的诗作经常见诸于国内各大诗刊，并被
不少权威选本选发过。双重阅历，一方面造就了他开阔而深远的视界；另一方面也形塑了其灵动而独
异的思维方式。了解了这个背景，你就会对作者本书在论述管理方面的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学
者的严谨与诗人的鲜活兼而有之的个性，点头称是。作者对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所作出的存疑解惑，
更是匕现出一个诗人所特有的敏感。比如，他对“泛文化”之于企业文化建设的影响所作的分析，应
时而感，阐微知著，于细微处见到了精神。古今中外管理学的论著可谓是林林总总，但真正从管理中
发现诗意并有意为之的，《经理人智慧》恐怕是一个开先河者。书中所提出的发生主义的管理模式，
就是余丛对其诗学观点的借用。我不知道，这种管理模式在操作的层面上有多大的可能性，但从他的
阐述中，我发觉它至少在释解某些企业管理的临床症状时还是有效的。余丛认为，企业管理绝不是学
术性的简单定义，它是企业运营状态下的现在进行时，它的行为是与经验无关的。发生主义是直面于
企业变化的一种管理模式，而对发生不可确定性的追逐，将产生企业机制的非经验创新。他强调，管
理者可以N次进入企业，但行为始终只能发生一次，永远不能带着前次的经验来温习管理。这种对持
续创新的不懈追求，必然伴随着应变能力的与时俱进。这恰恰是诗人求新求变以及开元意识不由自主
地张扬。诗人的思维，一般来说都是比较洒脱与超拔的。余丛在书中对管理不役于物、不役于人的关
注，再次印证了这一点。记得老诗人海上曾说过一句话，“让它发生”。当时，我只以为那是诗人面
对命运时的一种自信，殊不知它竟是诗人从发生学的角度管理人生的切身体会。实践就是发生。不发
生的管理只能是毫无意义的管理。发生主义就是要解决当下的问题，以“望闻问切”的中医术为企业
把脉诊断，提供一种全新的管理思想。值得高兴的是，余丛的这一套管理理念，已经在他所服务的多
家公司生根发芽，并且陆续开花结果。我想，诗人之所以能迅速改变企业管理的内质，就是因为他卓
越的创造性，他永不言败的生命意志。加之其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故而他要比一般的经理人懂得尊
重人，理解人，极少淡化企业管理的这个重心。据我所知，诗人在企业界经理层任职的很多，而且大
多都是诗与经营业绩双修，花开两朵，共栖一枝。比如TCL人力资源部主任的戴钢（笔名阿吾），比
如前丽珠集团的副总裁卢卫平，等等。于国于民于己，难道说这不是一件幸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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