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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却没有得到应有的
结果；自认为做得很完美的事，旁人给的评价
却很低；觉得已经说得已经很清楚了，对方还
是听不懂……日本资深顾问森秀明指出：这些
情况，追根究底，都出自同样的问题——— 你没
有说出对方想知道的内容。换句话说，你并没
有回应对方的需求，所以对方当然不会认真听
你说话。

掌握正确的思考方式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其实都是因为“没想
清楚”。无视对方的需求，只站在自己的立场
思考，就要求对方接受自己的想法，完全不顾
听者的感受。

你必须尽快改善这种状况。为了解决问题
而进行的沟通，你如何“思考”将是关键。只
要掌握正确的思考方式，就能清楚知道自己该
采取什么行动。你可以找到正确的路，以最短
距离抵达目标。

正确的思考方法，具体来说，其实就是三
个简单的步骤：整理、分解、比较。无法掌握
对方的需求，说出对方想听的内容，原因往往
在于没有善用这三种技巧。

对方听不懂你想说的事，通常有三种原
因：1 . 自以为正确掌握了事实和对方的需
求；2 . 自以为正确划分了事实和对方的需
求；3 . 自以为正确排列了事实和对方的需
求，比较了差异。

关于原因1，“自以为正确掌握了事实和对
方的需求”，换句话说，就是没做好“整
理”。至于原因2，“自以为正确划分了事实和
对方的需求”，就是没做好“分解”。原因3，
“自以为正确排列了事实和对方的需求，比较
了差异”，实则是没有做好“比较”。

要妥善传达对方想听的内容，必须先思考

自己应该说什么。合乎逻辑又简单的思考方式
必须活用整理、分解、比较的技巧。懂得正确
的思考方式，就能够掌握对方的需求，也能够
清楚传达自己想说的话，“倾听”和“表达”
的能力都会大幅提高。“倾听”和“表达”是
沟通时最重要的武器，只要能提高这两种能
力，不管面对什么样的人、处理什么样的案
子，都能充满自信，顺利解决。

实现有效的沟通

为什么善用“整理、分解、比较”的思考
方式，能够提高所有工作的效率、质量和精确
度？

小至个人之间的对话、大至企业之间的项
目，工作中有各种大大小小、规模不等的事
务，最终都脱离不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不管
目的为何，不管对方是谁，成功的关键，就在
于你和对方的沟通。

单向的发言只会妨碍沟通顺畅，倾听的重
要性大家都知道，然而，在商业场合上，光是
听别人说话，对方也不会满意，你总得表达意
见。但如果你只说不听，同样行不通，对方不
仅会不满意，还会对你留下“讲不通”“说了
也没用”的印象。

为了实现有效的沟通，必须和对方达成
“共识”。要奠定有效沟通的基础，整理、分
解、比较的架构是很有效的工具。你在说明一
件事的时候，大脑中进行着什么样的活动？请
想象你可以透视大脑的活动。你会看到，你在
不经意的情况下，通过整理、分解、比较，掌
握了许多事实，然后再告诉对方你理解的内
容。

已经习惯这种思考方式的人，可以顺利而
正确地执行整理、分解、比较的步骤，有条不
紊地向对方说明。然而，还不习惯这种思考方

式的人，思考的步骤很混乱，说出来的话也很
难理解。

和你说话的人也一样。当你提问，对方回
答的时候，同样会在大脑中整理、分解、比较
相关的事实，再以容易理解的方式告诉你。当
你和对方互相理解，也就是双方的沟通有交集
的时候，代表你们选择和排列事实卡片的方式
相同。有没有偏离沟通主题（整理）、重点有
没有遗漏或重复（分解）、比较的内容是否一
致（比较）——— 只要做到这三点，沟通就会成
立，奠定可以达成共识的基础。

沟通的第一步，要和对方有交集。双方达
成共识，才能往同样的方向前进。

没有想清楚就开始表达，别人自然听不懂
你的话。只有建立在有效沟通基础上的谈话，
才能成功解决问题、提升效率，对此，“整
理、分解、比较”不失为一种可取之一用的思
考良策。

从正确认识事实开始

“良好的沟通从何而来？”所有人都知
道，要提升工作成果，良好的沟通很重要。那
么，为了沟通顺畅，需要什么样的思考方法，
又该如何培养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清楚——— 从正确认识事
实开始。

所有工作都从“认识事实”开始。不管是
什么行业、职务、立场，逻辑思考的第一步都
是“认识事实”，这适用于每一个人。

如果对事实掌握不足，就无法进行逻辑思
考，沟通便容易出问题。想要沟通顺畅，必须
将事实正确传达给对方知道，同时也要确认自
己掌握的事实和对方掌握的事实。所以，关键
就在于正确认识事实，以及正确传达事实。

事实是你根据目的选出来的法则、案例、

信息和数据。这些事实往往都是模糊、零散的
状态。沟通时要把事实正确传达给对方，需要
“整理”“分解”“比较”这三项技术。只要
能活用这三项技术，沟通问题自然大减，也能
够提升工作成果。

何谓“整理”？整理就是“正确掌握每一
件事实”。把事实一件一件分开来，正确掌握
每一件事实的规模和内容，这就是整理。我们
来看看具体的例子。在思考商品A的促销计划
时，“在现有渠道，商品A的销售额已经面临
瓶颈”这个问题是事实，“和B公司合办活
动，招揽客户，提升产品知名度”这项计划也
是事实，“总预算为300万日元”这个概算数字
也是事实。这些事实有大有小，举例来说，
“商品A的促销计划”是一个事实，不过，这
是“公司今后三年的事业策略”这个更大的事
实的一部分。“商品A的促销计划”和“公司
今后三年的事业策略”都是事实。面对许多模
糊不清的事实，要整理，就必须抓出每一件事
实。这就是事实和整理的关系。此外，我们也
可以把几个小事实整合起来，当成一个大事实
来处理。

何谓“分解”？分解就是“把大事实划分
成小事实”。依据某种角度，把“事实”分成
几个小组。举例来说，在思考“以社会人士为
对象的新商品营销”时，从“总收入”的角度
切入，就是一种分解的方法。按照“年收入未
满500万日元”“年收入500万日元以上、未满
700万日元”“年收入700万日元以上、未满1000
万日元”“年收入1000万日元以上”来区隔，
任何对象都会归于其中一组，而且不会同时归
于两组，这就是分解的法则。在分解事实时，
“没有遗漏、没有重复”是不二法则。

何谓“比较”？
比较是“把大小一样的信息放在一起比

较”。也就是比较相同单位的事实。举例来

说，如果要比较A公司和B公司的获利情况这项
事实，就要把“A公司的营业获利”和“B公司
的营业获利”放在一起比较。如果是比较“A
公司的营业获利”和“B公司的最终获利”，
将无法得到正确的比较结果。关键在于，你拿
来比较的事实，单位必须一样。通过比较，两
项事实之间的差距就能清楚地呈现出来。这么
一来，大家自然会去思考要如何填补这段差
距，试着提出相关的计划和策略，例如推出新
业务，或是把资源投入成长性的业务。这就是
事实和比较的关系。

经过这样的说明，你现在应该能够了解，
所有工作都基于正确认识事实，以及整理、分
解、比较这三项技术。把原本散乱的事实一件
一件地整理、分组，之后重新排列再进行比
较，这几个步骤可以协助你导出新策略、计
划、行动，让你更接近“答案”。

《高效人士的问题解决术》
【日】森秀明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常年致力于经济史和财富管理的研究的财
经作家孙骁骥紧扣“消费”这一线索，从国家
宏观和家族微观两个不同角度，讲述了20世纪
中国购物和消费的历史演变。透过孙骁骥的文
字可以看到，中国百来年的消费史，正是一个从
闭塞落后、自给自足，到拥抱世界潮流的历史，是
消费主义在中国“本土化”演进的历史。

清末民初，伴随大量海外商品的涌入，传
统手工业商品不堪一击。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无
法抗拒洋货的诱惑——— 除了洋货质量确实高出
不少档次外，许多人也希望借此“购买一张
‘现代生活’的门票。”

值得指出的是，从晚清到民国初年，国内
曾多次爆发抵制日货、美货等外国商品运动。
这些抵制大多夹杂了民族、政治等情绪，本质
上是羸弱国民面对强权霸权的悲情表达。抵
制，短时间内确实起到了立竿见影之效，但同
时也是对国外商品的无形广告。众所周知，抵

制并未真正关上大门，常常是风潮过后，国门
外的商品以更大潮势涌了进来。这也从侧面表
明，在构建全球化商业的大趋势下，没有谁真
正可以将商品拒之门外。

改革开放初启，经历长时间的物质匮乏，
人们终于可以公开表白更高的消费目标。当时
的消费遭遇的最大阻力当然是传统观念。几乎
一夜之间，长时间衣着单调的城市年轻人，人
人套上一条下摆夸张肥大的喇叭裤。年轻人的
行头变化令人眼花缭乱，无论男女开始烫头，
戴墨镜，再就是蹬上自行车，挎上一台录音
机，开着巨大的音量，肆无忌惮地放着海外歌
星的歌，而且故意选择人群密集之地，赚取目
光。但老一代人用清一色的传统着装表示了自
己的坚守。

之后三十年，消费主义再萌芽并很快席卷
神州大地。但消费主义的发展也带来了另一个
次生问题，那就是越来越多家庭采购的商品，

真正使用率并不高，这也成为孕育“断舍离”
观念的沃土。

上世纪初，在中国从事广告和商品推销的
代理美国人卡尔·克劳结合亲身经历，推出了
《四万万顾客》。2000年，同是美国人的詹姆
斯·麦克格雷格推出了《十亿消费者》。两本书
相隔大半个世纪，关注点和叙述内容有着许多
区别，但有一点相同，那就是二人都认为中国
市场庞大。

大市场需要“大智慧”。过去的卖方市场
逐渐过渡到买方市场。当年曾神气十足的商
品，逐渐弯下腰杆，想尽千方百计寻求消费者
的接受认同。

1995年，一个专给商家“挑刺”的名叫“王
海”的人顿时跃上国内乃至国外媒体的版头。随
着消费者自我保护权益的觉醒，相关保护机制的
日臻完善，过去那些靠“一锤子买卖”的伪劣商品
无一例外被淘汰出局，各地“假货一条街”关的

关，停的停，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知名品牌商
品的攻城略地。今天，几乎看不到有国内消费者
完全不在意品牌的现象。

回顾近三十多年的历程不难发现，总体呈
现出不断拥抱全球消费市场的大趋势。从2008
年至2017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10 . 8万
亿元人民币增长为36 . 6万亿元人民币，增幅为
238%。有国际机构的预测更加乐观：中国将在
未来10年左右迎来消费的“黄金期”，到2020
年，中国的消费将占全世界总量的12%。

毫无疑问，中国正成为国际重要市场之
一，这些变化既得益于居民收入增长，更得益
于中国现代市场机制与国际的接轨。换言之，
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中国也必将继续融入国
际市场。

《购物凶猛：20世纪中国消费史》
孙骁骥 著
东方出版社

数字汹涌，席卷一切，举世皆然。在中国
的家长为“熊孩子”沉迷数字设备不可自拔，各种
隐患潜滋暗涌而一筹莫展之际，美国的家长们也
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孩子机不离手，不懂保护自
己，过度暴露个人信息……如何让孩子学会善用
电子设备而不依赖电子设备？美国知名教育专
家、“养育数字土著”公司创始人德沃拉·海特
纳在《孩子，别玩手机了》一书中以“触屏时
代的七个教育关键”为家长们指点迷津。

学会影响而不是控制孩子。海特纳指出触
屏时代拥有无限机遇，协作、创作和分享从未像
如今这样令人获益良多，在这个新的世界中培育
孩子们的数字化生存能力，已是每个家长的必修
课。与其要求孩子放下手机，不如自己首先放下
手机；与其指责孩子做了不该做的事，不如坐下
来问一下孩子的真实想法；与其自己整天忧
心，不如参与其中帮助孩子养成基本素养。

作者从言传身教、与时俱进、改变态度、
换位思考、家庭环境、设立边界、克制分心七
个方面分别讲述如何一步步引导、帮助孩子学

会适度、适当利用电子产品，让数字化设备成
为学习、工作中的有益工具、休闲生活的调味
品、延展我们智识的小助手，而不是吸食我们
精力、释放欲望的“潘多拉魔盒”。

“学会影响而不是控制孩子”是书中给我
们的第一条建议。家长自己首先适度使用电子
设备，在“家庭时间”暂时将手机放在一边，
在各种社交媒体上谨慎分享、传播网络文章，
不参与情绪化的讨论，学会尊重，在分享孩子
的照片前先征求孩子的意见等，这些行为将胜
过千言万语。

作者建议家长要聪明而优雅地介入孩子的
数字世界，问问孩子安装那些APP的理由，他
是被什么所吸引，向孩子学习一下如何应用这
个小程序。自己不妨动手试一试，看看这个应
用的奇妙之处。当你完全参与到孩子的“数字
世界”中时，你才能更好地指导孩子选择什么
样的应用，应注意哪些问题，以及如何安排好
睡眠、学习，以及你们的亲子时间。

没有哪一个孩子愿意和一个对“数字世

界”一无所知还蛮横地认为“我是家长我做
主”的父母深入交流，当你放下姿态，平等地
和孩子交流这些热门应用的时候，你和孩子的
心才能更近一步。

虚拟的生活，将孩子的世界放得很大，但
不论孩子在操作上有多熟练，他们的心智终究
尚未成熟。他们在探索世界的时候，太需要家
长的指导，但需要注意的是，他会拒绝凡事以
成年人的眼光来进行评判的专断长辈。家长在
帮助孩子的同时，更应注意自己的方式方法，
理解孩子对一些事物的好奇、对一些评论的关
注，以及对他人态度的强烈反应，这都是成长
的必经阶段。也正是因为成长，令一个人在生
命的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状态，我们的生命历
程才会如此丰富、多彩，在孩子最美的年龄，
让我们帮助他们探索未知、面对广阔，养成数
字时代良好的公民素养。

《孩子，别玩手机了》
[美] 德沃拉·海特纳 著
中信出版社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神
话，它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还承载着一个民族
久远的记忆。正如《诸神的世界》一书的作者何新
所言：“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神话背后，隐藏着先
人某种模糊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心理范式。”

几千年来，我们的炎黄子孙就在“盘古开
天辟地”“女娲造人补天”“黄帝大战蚩尤”
等等神话故事中接受传统文化的启蒙，这些故
事在《山海经》等历史典籍中多有记载。

然而，我们发现神话里的人物称呼存在“七
十二变”，在各种典籍里称谓不一，很是混乱。因
为在称谓上不统一，所以造成我们对神话故事和
神话人物认识上扑朔迷离，而神话故事的真相竟
然成为一直困扰无数学者的“千古之谜”。

著名学者何新在《诸神的世界》中以颠覆
性的视角，对《山海经》等古代典籍深入研
究，多方考证，利用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
等材料，梳理出中国广为流传的神话传说与神

话人物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厘清了华夏诸神
的起源和流变，还由此分析与解密了上古先民
神秘神话世界的真相。

关于龙的真相，也是中国文化史上遗留的
最大疑迷之一。这世上到底有没有龙？很多人
认为龙是古人虚构出来的，在自然界中绝不可
能有这种动物。但是，经过学者何新的考证，
“龙”，在中国上古时期确实存在过，商周甲
骨文中不仅有见龙、祭龙，甚至也有狩猎获龙
的卜辞，再翻阅古籍，先秦文献多有见龙、养
龙，以至屠龙和食龙的记载，这绝非是古人杜
撰出来的。实际上，无论是生物学的实地发
掘，还是古文献的记载，都表明，在中国古
代，确实存在过这种凶猛巨大的水生爬行类动
物，这就是现代生物分类学中的“湾鳄”。只
不过，大约在夏代和商代之间，中原地区气候
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这种动物濒临绝
迹，最后在地球上消失，留下了大量关于龙的

神秘传说。汉魏以后，龙的形象也被神化，就
是我们现在崇拜的龙图腾模样。

此外，何新解密了一系列神话世界的真
相：传说中的凤凰其实是一种已经灭绝的鸵
鸟；九尾狐并非真有九条尾巴，实际是“交尾
狐”；而鲲鹏既不是大鸟，也不是鱼，它是古
人所见的北海巨型鲸鱼……这些真相出人意
料，令人大开眼界。

在科学昌明的今天，我们更应该有足够的
智慧来辨析神话与迷信，绝不可将二者混淆起
来。神话属于文学的范畴，而迷信是伪科学。
中国神话体现了华夏先民富于浪漫的想象力和
旺盛的创造力，神秘的神话故事还孕育出优秀
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从而使中华民族一步
步从蒙昧走向文明。

《诸神的世界》
何新 著
现代出版社

周晓枫的散文，敏感、细腻，富于想象，呈
现出来的文字颇具动感，更像诗歌。

周晓枫爱借喻自然。通过对自然的观察，表
达一切她想表达的主题，包括关爱、痛苦、母性
等。她的作品不多，却极有分量，比如2013年出
版的《巨鲸歌唱》和2 0 1 7年出版的《有如候
鸟》。凭借后者，她于2018年荣获了第16届华语
文学传媒盛典“年度散文家”。周晓枫在颁奖典
礼上说，“听闻这个消息，我不知道怎么庆祝，
于是就寡趣地写下了新散文的开头。”

写作，是周晓枫的日常，也是她的生命。
《河山》是周晓枫的最新散文集，极具个人

特色。书中分为“山、林、河、海、原、城”六
个主题，在每个主题下收录切题的散文。文章多
为周晓枫亲近自然，行走于山林河海间的感悟。
她敏锐地抓住了每到一处的思绪，尽情地把它写
下来，去应和她自己说的，“永远不要丧失对这
个世界的好奇和尊重、热爱与悲伤。”

我最喜欢的是那篇“人在草木间”。周晓枫
去铁观音的原乡安溪，茶未必饮了多少，却想起
了“思茶”，就是思考生活与茶叶的关系。她
说，“茶，这个字，拆开字画就是人在草木
间。”

是哦，我们整天忙着沏茶，却从未考虑过其
中的深邃。她还说，草木每天都在我们的生活里
栖息。从纸到药，从床到屋，哪样不是直接联系
到草木？如果说草木是天地，那么茶就是天地的
赠予。周晓枫的思虑就像一扇开启的窗，让读者
呼吸到一种新鲜气息。写茶，她不似其他作者，
总要写几句陆羽是中国的茶圣。她写茶的力量，
“看似羸弱，却始终不屈”;写茶的韵味，“如
是，我们在更大的天地茶盏里被时空浸泡，散发
出一生微苦里的领悟、回甘里的安慰。”其实，
如果不读周晓枫，我也不会这么去想茶，也就无
法体会，散文似茶，有股力量。

除了植物，周晓枫还写动物。她写蟒河的猕猴
聪颖过人，群体内部有温情也有权斗。还写大连的
海鸥、大理的蝴蝶……当她写到刺桐城泉州的面
线糊和七里香时，我们便知道，周晓枫已经从自然
的旷野回归了都市，有美食、有花香。跟着周晓枫
的散文，我们在自然里悠悠荡荡，终于体会到，“人
在草木间，日日是好日”的生活，原来是这样。

《河山》
周晓枫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速读

为什么我说的话，别人听不懂
□ 姜涛 整理

面对突如其来的工作难题，大家会
手足无措，甚至想要逃避，认为自己能
力不足。这是不少职场人士相同的烦
恼。对职场人士来说，“如何高效解决
工作难题”是日常工作中少不了的重要
技能。

购物凶猛：20世纪中国消费史
□ 禾刀

人在草木间
□ 肖承森

数字时代的家长素养
□ 胡艳丽

解密神话故事的真相
□ 林振宇

■ 新书导读

《日本的近代是什么》
[日] 三谷太一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与其他亚洲
国家不同的近代化道路，其近代化的原
因、过程，以及未来将走向何方，这是本
书试图解答的问题。

《成为》
[美] 米歇尔·奥巴马 著

天地出版社

米歇尔·奥巴马自信的人生态度与处理
生活与家庭关系的能力，成为都市职场妈妈
们励志榜样，“成为自己”引发口碑传播。

《妈阁是座城》
严歌苓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个飞蛾扑火的女人，卷入了一场玉石
俱焚的人生豪赌。是智力拼搏，更较量人性
本质中那最终的成色……对这场必输的赌
局，是自我毁灭抑或自我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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