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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历史》

前言

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这本书都堪称巨著。它应该出现在所有管理和组织领域的领袖和学者的书架上
，而且，这是一本值得精读的书。书内讲述的故事极具启发性，书中提出的问题很深刻，而它所得出
的结论，则推翻了许多我们认为很神圣的假设。    理查德·唐金(Richard Donkin)，一名杰出的记者、
出色的人类社会观察者，将运用其独特的天赋，带领读者在广阔的历史范畴里进行一段独特的旅程。
关于这一点，我想先做一下强调：因为我确信，当代社会组织的秘密之一，便是管理者的“反历史性
”。工作的本质一直都在变化。曾经，这种变化是循序渐进的；而如今，这种变化的速度已经呈现出
惊人的态势。2500年前，赫拉克利特发现“唯有变化才是永恒”时，还没有办法验证这种说法的正确
性。如果一个管理者不能理解变化对我们人类产生的影响，那么他们塑造变化，利用变化的能力是可
以直接忽略的。对于管理理论而言，历史的确是最重要的实验室，而作者为我们打开了这个实验室的
门，引领我们感受一场非凡的变化之旅。    唐金指出，当我们人类从繁重的手工劳动桎梏中解放出来
而进人工业时代之际，我们已经变成了“工作的奴隶”。摆脱手工劳作的这种“解放”，很讽刺地让
人和工作的关系陷入另外一种新的、或许也是更麻烦的束缚。“我们的生命因为工作而窒息”，他这
样写道，“是怎么变成这样的呢?”在接下来的几百页文字里，他开始很巧妙地给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他发现，我们对于工作概念的理解，相对于现实情况，已经滞后了几十年。事实上，我们对工作概
念过时的理解，还基于过去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历史悠久的神学理念
和神学文化所推崇的工作方式增强了这种理解。但实际上，我们几乎所有人都已不再采用那种工作方
式了。    作者从科学、社会学、神学等方面对工作的发展进程进行了一次百科全书式的探究。所有关
于工作的细节都在这里被发掘出来：我们远古的祖先所采用的最初的工作方式；现代工作模式的发展
；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祝福”与“诅咒”；农奴制度、奴隶制度、儿童剥削，当然，还有崭新的、令
人目眩的计算机时代，其最显著的特征便是我所谓的“信息爆炸焦虑”。    在这个追寻历史的过程中
，作者最关注的焦点就是：他想将每一个读者分离开，分别与之角力。在分析了工作的来源并预见了
工作的未来之后，他劝诫我们寻找一种新的路径来思考工作的本质，并思考我们该如何衡量和回报工
作。他问道：我们可以像古希腊理想中的那样，在一种理想的模式中开发我们全部的潜能吗?我们可以
使男人和女人避免成为社会变更和科技发展的受害者吗?我们可以帮助那些在单调的工作中耗尽生命，
甚至遗忘了工作更高层次价值的人们吗?    除了这些心灵层面的问题，我发现自己近些年一直在劝告管
理者和学者，有许多关于工作的特别问题急需得到解答。这些问题包括：未来最理想的组织形式是小
型的、摇摆不定的个体族群，还是大型的联盟状态?对于最终被众多组织认同的、所谓“高参与性”和
“自我管理”的价值，会有其局限性吗?我们作为社会成员的共性与个体天赋的差异性之间有何关联?
一度被人珍视的雇佣者和受雇者之间的社会契约结局如何?我们拥有，或者我们需要一种组织变更的理
论支持吗?还有，我们如何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寻找一种平衡?我相信，关于上述问题，唐金的这本书给
我们提供了相当重要的思考。    最重要的是，这本书所引领的时空穿行，让我们感知了我们自己生活
的重要性。尼科斯·卡赞扎基(Nikos Kazantzakis)在《一生的总结》(Repoty Htrvo)里提到过一句古老的
谚语：“我诅咒你生活在一个重要的时代。”的确，我们被这个时代所诅咒，压力重重。但是因为这
种诅咒，我们又是光鲜的、精神振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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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历史》

内容概要

《工作的历史》跨越从狩猎采集时代到网络信息时代，用工作作为主线贯穿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是
一本学术性与可读性俱佳的作品。作者带着我们徜徉于浩瀚的历史，近距离观察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
，分析表面背后所深藏的意义。作者用丰富的史料、严谨的逻辑和风趣幽默的文笔为我们解剖历史，
描述当下，畅想未来。《工作的历史》虽然以工作为主题，但却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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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历史》

作者简介

　　作者：(英国)理查德·唐金(Richard Donkin) 译者：谢仲伟
　　理查德·唐金(Richard
Donkin)，曾任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他的文章是所有人力资源行业从业人员的必读之作。他还担
任过英国招聘雇佣协会未来工作组顾问，伦敦卡斯商学院管理学访问学者。
　　他是一位管理和雇佣领域的作家、评论家，一位在就业和工作研究领域重要的思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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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历史》

书籍目录

前言
致谢
引言
第一章　磨石上的手印
第二章　被禁锢的生生活
第三章　工作的创造
第四章　工作——新的信仰
第五章　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堆砖块
第六章　我也能保守秘密
第七章　沉默的监督者
第八章　科学研究的专业化
第九章　工会的愤怒
第十章　费城实战手册
第十一章　摩登时代
第十二章　西方电气公司发现了动机
第十三章　非自然选择
第十四章　工作使人自由
第十五章　沙拉松的遭遇
第十六章　公司国的管理
第十七章　永不满足
第十八章　穿着考究的慈善家
第十九章　管理的终结
第二十章　解冻被冻结资产
第二十一章　通往巴拿马之路
第二十二章　人生只有一次
第二十三章　搜索引擎时代
后记：新世纪，新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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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历史》

章节摘录

版权页：事实上，也许还有其他不协调的地方。比如，尼安德特人会跟现代人有同样的思维方式吗？
现代人是在房间里被养大的，他们思维里跟狩猎采集生活最相近的概念，大概只能是养家糊口吧？当
我们回望早期人类的生活，我们会发现工作本身有其历史延续性。跟语言、习俗和风尚一样，工作也
会随着时间的流转发生改变。但这段历史对我们今天的工作会有何裨益呢？重要的是：我们组织工作
的方式不应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比如，我们一定需要老板、领导、总监吗？组织工作的方式是否
可以随着我们的需求、欲望或合作的精神自然发生呢？在早期社会的工作形态那里，我们可以学到什
么呢？很多现代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渐趋相信，文明的历史不是一直沿着向上的曲线进步的。如果
这里的进步被定义为从未开化到开化的进程，那么这个词应该谨慎使用。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有些
早期的人类社会群体已经学会了和谐共处。已故的学者金布塔斯（MarijaCimbutas）曾提出，历史上存
在过母系社会的泛欧洲文明，这种观点在考古学界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她相信，在公元前6500年
到3500年间，这种文明持续了三千年之久。根据许多石器时代的遗址里出土的女性肖像和某些墓穴里
酷似女体的遗骸，她推断，很多欧洲石器时代的族群将女性视为生命的本源。她还利用这些发现来驳
斥那种“以战士为主导的政教阶级组织统辖复杂的劳动分工”的文明观（这里需要说明，金布塔斯女
士的支持者多为女权运动人士）。金布塔斯女士指出：社会历史表明，在两性平权合作的态势下，社
会更容易出现繁荣期。土耳其加泰土丘（CatalHuyuk）的考古发现表明：八千年前的石器时代的一个
小镇上，当时人们所在的社会组织的复杂程度，足以维持一个大约为七千人的社会群体。加泰土丘的
建筑是木结构和砖石结构的结合。小镇靠近火山，有足够的黑曜石制作切割工具和镜子。此外，那里
的人们还会制作陶器和织布。在一幅壁画中就出过几何形状的纺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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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历史》

后记

这本书的构思花了大约六年的时间。期间我不断思考永恒中的变化，思考整个社会正在经历的一场变
革，一场即使你坐在自家客厅里都能感知的变革。这场变革是静悄悄的，至少到目前为止都是这样。 
  回顾过去帮助我更看清了一件事：改变是悄悄发生的。技术革命的说法是后见之明。革命的本意是
用来描述一种突发的、激烈的政治变革。用革命一词来形容我们生活的变化和工作的变化，显然是不
合适的。工作和生活密不可分，我们无法将这两者割裂。工作可以很有趣，但很多人已经失去了这种
乐趣。环顾四周，我发现很多人都对工作表达了不满。很多人都持有这样的疑虑，他们发现如果为了
生活而工作，工作最终会破坏生活。还有很多人根本不去思考这样的问题。他们认为工作是理所当然
的，慢慢被工作耗尽生命。他们活着就是为了工作。这些人多多少少都囿于新教工作伦理或历史桎梏
。    我必须坦承我也是其中之一。逃避工作或者工作做得不够好的时候，总会让我的负罪感死灰复燃
。多希望承认了自己的负罪感便可得到赦免，多希望能够不去纠结于自己的懒散，多希望可以像杰罗
姆·K．杰罗姆(Jerome K． Jerome)那样迷恋无所事事的生活。杰罗姆在《三人同舟》(Three Man in a
Boat)里写道：“我喜欢工作，它让我着迷。我可以坐在那里，凝视它好几个小时。我喜欢它陪在我身
边，想到有一天要和它分开，我就心碎不已。”    但在一个执迷于工作的社会中，恐怕不会出现这样
的想法。经过所谓的重组之后，也就是严苛的人事大清算之后，硕果仅存的杰罗姆们也已被扫地出门
。    企业重组的思想或许间接影响到了这本书的写作方式。我第一次听到“过渡就业”这个词是
在1994年，当时我根本不明白它指的是什么。作为一个从未经历过失业、裁员、解雇的人，我从不知
道还有一种专门的行业来帮助人们离开旧工作，寻找新工作。“过渡就业”最初以管理层为帮助对象
，因为传统的观念总是习惯将管理层和员工分别对待。人们认为裁掉基层员工是很正常的，他们的工
作本来就没什么保障。但管理层不一样，他们有一份没有落实在书面的心理契约：只要维持对企业的
忠诚，就能享有稳定的职业生涯，一步步往上爬，直到退休。企业重组打破了这个美梦，但企业高层
很难直接让同一个办公室的管理者走人。过渡就业就是带着鲜花道别的方式，尽量缓解双方的痛苦。
过渡就业让人们意识到，当你夺走一位经理的工作，就等于夺走了他身份的一部分。    企业只需投入
很少的钱，就可以让离职的经理参与过渡就业计划，填补找到下一份工作之前的空白。为了让这段被
遗忘的日子不至于太难过，过渡就业公司还会提供办公室以及秘书服务。甚至有的还会提供心理咨询
服务。为了撰写专栏的需要，我参与了一些类似的课程。    不管这些课程采用何种方式，他们的目的
只有一个：帮你找到真正的人生目标。一位心理学家采用了所谓的“引导联想法”，也就是让参与者
闭上眼睛想象某种物体或某段经验，然后变成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像是一种象征，代表你内心深处
的欲望。    有些人觉得这些课程纯粹是浪费时间，因为他们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但对另外一些人而言
，这些课程则是一种启发。比如一名会计发现自己一直想成为一名魔术师，一名业务经理知道自己很
想经营一家自己的小店。有时候，课程会指向一种模糊的兴趣，比如赏鸟之类的。下一步便是探讨与
这些兴趣相关的职业的可能性了。    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从原来成功的职业中解脱出来，去
寻找别人眼中的白日梦，你如何才能迈出第一步呢?既然提到了鸟的话题，我不由得想起了约瑟夫·德
尔·奥约(Josep del Hoyo)。不过奥约并没有失业，他很快乐地在西班牙的某个村庄担任家庭医生。人
们去他的诊所时，经常会找不到他，诊所的门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在林子里。马上回来。
”真正让奥约感兴趣的是野生动物，他的生活逐渐变成以赏鸟为主。这或许应该只是一种嗜好，但有
件事却一直困扰着他：没有一本书详列人类所知的全部鸟类。于是他决定自己编写一本。    《世界鸟
类观赏手册》(Handbook of the Birds of the World)绝对是一部巨著。虽然并不是整本书都有奥约个人完
成，因为这个工程太浩大了，但却是在他的督促下完成的。他是编者，这是他的项目。预计到2011年
结束的时候，全书会包含十六卷的内容。如果之前还有人在怀疑这个项目，那么当他看到第一卷的时
候就会改变观点了。忽然之问，鸟类学界人人都想参与进来。奥约邀请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绘鸟专家制
作铜版，然后他出钱买下来，等这个项目大功告成的一天，他将拥有涵盖了人类所知近万种鸟类的艺
术绘本。甚至十九世纪的银行家南森·罗茨舍尔德都望尘莫及。罗茨舍尔德曾拥有世界上最多的鸟类
藏品，但后来为了支付前妻的赡养费而卖掉了大半。    “我很感谢鸟类给了我环游世界的机会，”奥
约说，“而且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的人生哲学可谓是受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智利诗人聂
鲁达(Pablo Neruda)的一句诗的启发，“我透过鸟类认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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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历史》

编辑推荐

《工作的历史》我们常常抱怨我们工作得太难、太累、太压抑，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工作的实质我们的
社会不可能回到伊甸园时代，但工作可以成为一种享受，为了国己，我们也要为之而努力。这本书写
的是有史以来贯穿于人类社会中的活动，写的是工作，是工作组织和工作观念但最重要的是，这本书
写的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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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历史》

精彩短评

1、对工作制度的一种反思，其实很奇妙，但还没形成清晰的观点。
2、本书跨越了从原始社会到信息时代的人类文明史，用工作将之贯穿起来。内容涵盖政治、经济、
管理等诸多领域，让人感觉丰富又不散漫，轻松幽默的笔调背后却是严肃的话题，引发我们对自己一
直以来习以为常的工作方式、工作观念的反思。  书中讲了一个名为“通往巴拿马之路”的故事，一
个寻找天堂或者幸福终点的寓言。很多人绕弯圈子之后，才发现最好的就在七点。许多人都想避免职
业选择的错误，那不如借鉴一下阿波罗神庙里柏拉图的两句名言：“了解自己”和“凡事适度”。知
道自己喜欢的擅长的，不要轻易选择，也不要轻言放弃。当时间够久，你会发现，“坚持”是最有力
量的一个词汇。　　“新教工作伦理”是此书中反复提到的概念，当然，我们不可能像清教徒一样苦
修，也不可能觉得“玩乐就是罪恶”。但当你无法拒绝某事的时候，不如敞开胸怀，接受并尝试喜爱
。当你发现自己负担的责任、实现的成果被认可的时候，那就是自由出现、禁锢消除的一刻了。
3、作者对马克思经济观点的批判连我都无法说服
4、高屋建瓴，改变了过去一些观念，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推荐
5、各门学科汇总后的大杂烩，二道贩子，没讲出什么新意。
6、不好意思，给出了这本书的第一个差评。我给差评的理由有：1、书的内容基本上就是标题的字面
意思，即工作的历史；其中虽然不乏有趣、新鲜和未知的事实，但只是一些片段而已，缺乏一条清晰
有逻辑的主线将这些事实穿起来（唯一沾上“线索”的边的，估计也只有按时间叙述这点了）。这样
写书会导致一个结果：读过就忘。2、和第一条一脉相承，作为一本易网、让人抓不住重点的书，每
掌的导读就非常之重要了，可惜这本书的导读只是从章节中选摘了几句话。这样不负责任的导读，加
上大多数不知所谓的章节名和每章开头的装逼引语，让人读起来愈发摸不着头脑。总之，现代人的时
间很宝贵，读这样的书是为了学习知识，而不是为了在一大堆无组织的历史事实中打转后表示自己虽
然读不懂但是很有感悟的。
7、主要是通过新闻报道的形式讲述了近现代生产关系中的工作，雇佣关系，企业管理，企业家精神
等。
8、本书除了第二十二章，鲜有闪光之处。大抵是些历史杂碎的堆砌，人类学抽一点，马克思韦伯拿
一点，管理学找本流行教材写点概要。逻辑线散乱不堪，到了管理部分彻底迷失。
本书的编辑也有问题。错别字没有校正，每章题不对文，导读从正文里胡乱摘抄⋯⋯
作为一本放在人力资源书架上的书⋯⋯确实，它应该被放在人力资源的书架上。
9、标题显然应该加上in the Western World，或者更精确点，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10、一本探寻人类职业和工作历史的好书
11、职业规划师应该读一读这本书，了解工作究竟从何而来，今后发展将会是什么
12、某些新鲜故事加一星
13、开头几章让人哭笑不得，接着读下去能够顺着作者思路理顺。
14、一部人与工作，人与人合作关系的探讨。内容写人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与工作的关系，不同社会职
业间的关系。比如人为什么要工作，如何更有效的分工等。人文情怀浓郁。原文翻译的很好，读后很
有收获。
15、历史或许跟你之前被灌输的不一样
奴隶，白领，或许二者都需要重新的认识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工作，了解关于工作的历史，或许会给我们一些启发
16、很久前朋友就推荐这本书给我，我一直不屑，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自己本不喜欢这样一类我自以
为是大部头的书籍，前些天在公公家的窗台上发现，正好没事，拿来闲翻几页，没想到却把我吸引的
一塌糊涂。书还在读的过程中，但是前3章就很多地方留下深刻印象：“直立行走究竟是解放了双手
还是束缚了双脚？”，“所有的土著居民都是天生的艺术家，你也有这样的天赋，只是你们的文化让
你和这种天赋剥离了”，男人具有“烤肉基因”......现代人是雇主的奴隶，还是工作的奴隶，还是自
己心理的奴隶，自由人和奴隶有多大的区别，我们必须“汗流浃背”吗？作者的知识丰富的让我无法
吸收，只能说我只能看懂冰山一角中的一角，而对于我，也许已经是大脑的洗礼，我们是进步者还是
倒退者，我会在看完书再来这里和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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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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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工作的历史》的笔记-第一章

        直立行走究竟是解放了双手还是束缚了双脚？
我们很少思考人类进化过程中的机会成本，人们一直认为直立行走是从猿到人进化过程中的标志性阶
段，从此人类脱离了动物界，人的双手得到充分发展，学会了掌握工具，参加劳动，进而又促进了大
脑的发展。而本章则对于这个我们一直奉为真谛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我们选择了怎样的路线？是一
直前进和上升的吗？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比起那时真的是进步得无法衡量？”考古学和社会学的证据
证明在史前时代的文明当中，人类的生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艰难，人类掌握的劳动技艺和社会组
织程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精细的多。他们有明确的社会分工和商品贸易，他们甚至是最早的殖民者
和冒险家。他们的某些技能甚至我们今天的人类都无法企及。“直立行走究竟是是解放了双手还是束
缚了双脚？”这样的疑问虽然有些过火，但是它却提醒我们，事物在朝着一个方向进步的时候，通常
会在其他方面引发退化的现象。比如，对某个人而言的科技革命，却可能导致另一个人的技能退化 。
从文艺复兴的历史我们可以知道，当某种才能（比如绘画）得到整个社会的追求时，便能带来繁盛期
。而且，这种才能的技巧和运用会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得到传播。但当社会在竞争的影响下处于退潮期
时，这些技巧可能不会永久保存。
在上世纪初非洲和南美未受现代社会影响的原始部落中，人们对于工作和玩乐并没有明显的区分。狩
猎作为这些部落最重要的生产方式，并不属于工作的范畴，而工作在他们的语言中是“不愿意干的事
情”。
人类的组织机构有所谓的自然状态吗？阶级导向的社会是自然的进程还是一时的迷失，这种迷失却主
宰了人类最具创造力也最具破坏力的时期？对我们来说，是时候去找寻一条让我们的生活和工作达到
平衡、从而安享生活的路径。”

2、《工作的历史》的笔记-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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