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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介

《奔跑的木头》
作者：潘灵

本书是云南省作协副主席潘灵所著
的一部中篇小说集，包括 《奔跑的木
头》《一个人和村庄》 等最新作品。潘
灵作为中国乡土文学重要的实力派作
家，有着乡土深度叙事的意蕴。

在 《一个人和村庄》 中，作者在高
歌猛进的城镇化运动中，冷静地看到乡
村的“空心化”和沉沦的乡愁，塑造了
具有悲剧英雄情结的乡村守望者。作为
少数民族作家，作者还有着天马行空、
想象奇异的民族叙事能力；作为现实主
义作家，却又能在恪守传统的同时，将
先锋品质铸于其作品中。

本版稿件均由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李爽 采写

《好好思考》：思考让我们看见不同

思考让我们看见不同

大多数人在一个领域工作几年之后，往
往会进入个人成长的瓶颈期，其背后的原因
有很多，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少有人能
够始终保持一边学习一边思考的成长模式。
久而久之，当我们对工作环境和任务都比较
熟悉后，就会发现自己很容易进入程式化的
工作流程中，很快触碰到天花板，发现自己
能学到的东西少了，成长的速度也在下降。

成 甲 在 书 中 讲 到 ， 在 一 般 人 的 眼 里 ，
成长就要学习，而学习就是要掌握更多的
知 识 ， 积 累 更 多 的 经 验 ， 变 得 更 加 优 秀 。
然而查理·芒格彻底颠覆了人类对学习的
理解。他认为，学习并不是追求更多的知
识，而是要寻找更好的决策依据。这个更
好的决策依据，就是那些经过广泛验证的

原理和规律，芒格称之为思维模型。思维
模型的提出，不仅是知识管理领域的一个
重大突破，也为个人成长发展提供了新思
路。作者在新书中全面解析了查理·芒格
思维模型，打破学科思考界限，拓展思维
模式的格局和边界。

成长是思考能力的显著提升

除 了 解 析 思 维 模 型 理 论 外 ，《好 好 思
考》 还进一步提出了如何将它们进行生活
化的应用。在书中，那些系统而抽象的知
识 被 总 结 归 纳 为 我 们 解 决 问 题 的 实 战 工
具，内化为我们的深度洞察力。我们真正
要追求的目标是把思维模型作为分析解决
问题的工具，用抽象的多元思维模型洞悉
问 题 的 本 质 ， 找 到 解 决 问 题 的 关 键 杠 杆
点。因此在这本书中，作者也格外关注学

习之学习、问题之问题、思想之思想。我
们 只 有 掌 握 了 学 习 、 提 问 、 思 考 的 方 法 ，
才能真正建立起自我探索、终身学习的能
力。成长不只是知识的增加，更重要的是
思考能力的显著提升。

复杂问题的线索千头万绪，处理起来
非常困难，我们需要掌握，如何从复杂中
洞见结构，找到关键问题，直至要害，而
这 正 是 多 元 思 维 模 型 发 挥 巨 大 价 值 的 地
方。本书就是要解析如何用多元思维模型
解决复杂问题。系统思考的关键是研究系
统目的、要素和关系在不同层次、不同时
空尺度下对应的特点，进而寻找到问题的
杠杆解，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正
如 书 中 所 说 ，“ 你 需 要 的 不 仅 仅 是 好 好 学
习，更是好好思考。”我们需要持续学习的
动力，更需要具备学习的能力。

继《好好学习》之后，知名知识管理研究者成甲，近日推出全新力作《好好思考》。这
本书以美国著名投资人查理·芒格的思维模型理论作为参考，分享了高效的学习方法和思考
方式。作者把学习知识的基本单位定义为“思维模型”，并将其划分为经验技巧型、方法流
程型、学科原理型、哲学视角型四个层次。在书中，作者结合自己十多年的研究经验，从基
本原理、搭建知识体系、演示实战方法等多个角度向读者全面讲述如何“好好思考”。

据新书出版方介绍，作者成甲是一个具备强大好奇心与学习能力的人，喜欢研究人类历
史上伟大的创新人物，追问他们创新变革背后的学习、认知与创新逻辑，因此形成一套颇具
系统性的思维模式理论。2017年，他出版了《好好学习》，被亚马逊评为年度新锐作者；
2019年赴美参加巴菲特和查理·芒格的股东大会，专访芒格，并出版了新作《好好思考》，
系统而全面地介绍基于多元思维模型的学习方法，与读者共享高效学习的实战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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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甲：学习并不是追求更多的知识，而是要寻找更好的决策依据

对话

辽沈晚报； 这 本 书 是 您 继 《好 好 学
习》 之后，又一本主打有效学习方法的实
战手册，您觉得这两部作品有什么内在的
关联或者相通之处？

成甲：第一本 《好好学习》 侧重的是
介绍一种新的学习思考方法，就是知识和
知识是不一样的，更重要的是学那些有底
层规律的临界知识。那本书主要是给了一
个新的方法，总体来说列出了学习方法中
的一些重点，但并不是很系统。

而这本书从学习进入到了思考，它强
调 的 其 实 是 把 学 习 的 知 识 如 何 更 系 统 化 、
体系化地构建成一个知识体系，而且这本
书 在 临 界 知 识 概 念 的 基 础 上 进 一 步 升 华 ，
定义了思维模型的概念及体系。可以说这
两本书，前者是提纲挈领、简明扼要地介
绍学习的关键方法，后者是较为系统、有
深度地介绍了一个掌握多元思维模型的知
识体系。

辽沈晚报：这本书是对思维模型理论
的解析，同时也融入大量您自身的思考和
经 验 总 结 ， 解 决 了 很 多 人 面 临 的 实 际 问
题。您是如何做到既保持高度，又能够让
理论“落地”，切实指导现实生活的？

成甲：其实我觉得这并不矛盾。一个
理论的模型就是用来指导实践的，否则这
个理论的意义就会在应用的过程中受到很
大的局限，尤其是对于一个学习方法和思
考方法的书来说。所以模型这个理论一定
要解决应用的问题，关键是你要把理论的
场景和现实结合起来。

我发现大多数人觉得思维模型是一个
很高深、很困难的东西，在这本书中我把
它拆解成一个个可实操的层次，比如经验
层的，拿来就能用，方法论层的也基本练
习就可以，而思维模式层的却告诉大家需
要抽象出来，在更长的时空尺度下看这个
模型，而不是一件件具体的事情，理解了
这些重要的应用关键，我们指导现实生活

就有了切实可行的抓手。
辽沈晚报：您在书中强调，过去的时

代重视“专业人才”，而当下社会已经对多
元人才提出了新的需求。在您看来，具有
多元思维能力的人才有哪些不可取代的优
势？这些优势对于国家的发展有着怎样的
积极意义？

成甲：首先专业和多元是相对的。专业
人才肯定也会一直存在，但专业人才可能也
需要多元的思维能力来让你的专业能力更坚
实。因为多元的思维能力让你更加了解真
相，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角度、不同的
思考问题的过程，都有助于验证我们的知识
是否可靠，发现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否还有改
进的地方，打通不同领域对同一个问题的不
同解决方案的思路，从而使得自己的知识是
可靠的。我们做专才，很容易只在一个领域
当中研究，会形成路径依赖，把自己思考问
题的起点束缚住。换句话说，我们学习这个
专业给的脚手架，既帮助我们建立专业的能
力，也成为限制我们专业能力进一步发展的
看不见的天花板。

而具备多学科多领域的多元思维方式
的话，能够让我们有不同的角度看待自己
的专业领域，看待自己的学科范畴，从而
使得自己拥有了更强大的、更坚实的知识
基础和更开阔的视野，就有更好的创新能
力。而在我们国家经济逐步从过去的人口
红利、工程师红利转向创新红利的过程当
中，多元思维能力对人才创新能力提升是
有巨大意义的。

辽沈晚报：您在书中说，知识的增加
不是成长，思考能力的提升才是成长。但
书中也给出很多具体问题的实操方案和思
维模式，这两者之间是否会有矛盾？在您
看来，“增长知识”和“思考能力提升”之
间 有 着 怎 样 的 联 系 ？ 我 们 该 如 何 平 衡 二
者，做到长期积累、有效获取呢？

成甲：这似乎是讨论一个思维能力和

实践应用之间的关系。我记得斯蒂芬·柯
维曾经说过，人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有两次
创 造 ， 第 一 次 创 造 是 在 头 脑 当 中 的 创 造 ，
第 二 次 创 造 是 用 行 动 在 现 实 当 中 的 创 造 ，
这两者并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彼此影响
的。头脑当中的创造取决于你思考问题是
否准确全面，以及你在哪个高度、哪个层
次、哪个视角思考问题，从而决定了你想
要如何做这件事。但是你想做一件事和你
能做好一件事又不一样，那就是第二个层
次 ， 在 现 实 中 应 用 它 ， 在 现 实 中 实 现 它 ，
这是个技能问题。一个是思考的深度，一
个 是 应 用 的 熟 练 度 或 者 解 决 问 题 的 能 力 。
所 以 在 解 决 知 识 当 中 获 得 经 验 、 获 得 体
感、获得反馈，校正我们的思想认知，这
两 者 是 互 为 促 进 互 相 增 长 的 一 个 螺 旋 结
构，我觉得它们是彼此包含的。对于只做
不 想 和 只 想 不 做 ， 我 们 的 祖 先 已 经 说 过
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基
本上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辽沈晚报：深入思考的能力对于一个
人生活和工作都是必不可缺的，但是当代
的年轻人往往缺乏这种能力，您认为新书
中哪些具体理论有助于锻炼这种深入思考
的能力？

成甲：首先要有思考能力，其次才有
深入思考能力。什么是思考能力呢？就是
你会提问题。深入思考能力就是能提出好
问题，还能从不同的角度解答。在这本书
中，我们帮助大家训练自己建立深入思考
问题的能力的关键就是在书中提出了一个

“问——思——模”的知识体系构架，提出
问题，钻研问题背后的思维模型和解决问
题的思考方式，在不同的思考方向得出来
不同的答案，就是不同的思维模型。坚持
用这个基本但关键的学习体系不断去深入
思考就能构建、练习我们这种深入思考的
能力。当然这个道理是简单的，但是执行
起来需要大量的练习、大量的训练。

《致江东父老》
作者：李修文

这是鲁迅文学奖得主李修文继 《山
河袈裟》 之后的最新散文力作。

每个人，都有自己记忆深处的江东父
老。一本书，看尽人情冷暖、世间百态，
同时也看见勇气、力量和情义。读这本
书，其实是和记忆深处的江东父老重逢。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就这么不值
一提地活了一辈子，《致江东父老》 写
的是你，写的是我，写的是我们悲欢与
共的生活。历史记住的，总是大人物。
我们看到英雄，很少看到匍匐的人群，
我们看到光鲜，很少留意灰暗，《致江
东父老》 为不值一提的人或事，建起了
一座纪念碑。

《那年，我拔自己成刀》
作者：房昊

这本书是知名人气作家房昊的中短
篇小说集。以 《西游记》《三国演义》
以及“白蛇传”中的故事人物为原型，
重塑人物形象与人物关系。包含 17 篇
累计阅读量逾五千万的江湖短篇，以及
从未曝光的中篇小说 《金山寺》 系列，
写尽人间的热血与温情。

这是一本神奇的脑洞故事，这是最
好的睡前故事，虽是传说，却讲述了一
个个真实的少年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