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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避免击溃战。我们的老祖

宗在《孙子兵法》中就提出过

“十则围之，五则攻之”的思

想。但是对于这些珍贵的思想，

很多人不以为然，视而不见。

学习了博弈论，从数学上建立

了模型，论证了打仗为什么人

多的一方总是比较容易战胜人

少的一方的道理，并且找到了

拿破仑的例子为依据，这才开

始相信自家的战略战术思想。

这种相信西方教科书，而不相

信来自生动实践的经验结晶，

也是缺乏起码比较而不自信的

表现。

近代以来，中国一度是个

后进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道

路上，长期处于追赶状态。这

或多或少影响了很多人对于世

界、对于外国的态度，甚至影

响了世界观。实际上，一旦以

一种仰视的、不加辨别的态度

学习别人，就很难把人家真正

先进的东西学到手，而摒弃他

们的错误和短处。

这种情况在一定历史阶段，

也是很难完全避免的。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时

候，较之于我们的前人，我们

更有基础和条件以更加自信的

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从而更

加坚定地走好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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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思维与比的智慧

时差这个事儿，一直都客观存在，但若不

是航空业的发展，旅行者其实不容易察觉。文

化时差，是我们研究企业高管“空降兵”成

败现象时用的一个类比——空降到一个新的组

织，或者是跨行业（就像郭士纳到了 IBM），

或者跨所有制类型（跨国公司高管去到民营企

业当 CEO），抑或跨越公司的不同发展阶段（成

熟公司来到新创企业），新加入的高管会感到

此地很多行为决策的逻辑“别扭”甚至“落后”。

这时，时差的类比更能迫使你理性客观地看

待——时差的“差”字，是差异、差别，不是

差距、差错，更不是你好他差。扯远一句，倘

若不是改革开放后多起来的跳槽、空降，许多

人从一而终地在一个熟悉的环境中工作到老，

那么文化时差这回事，也仿佛并不存在似的。

这就引出对于“差”字的两大释义上的重

要分别，是因类（variety）而有的异（different），

还是同类里由某一可比指标（quality）比较出

来的 bad 或 poor。同一类事物，用对指标，

能比大小、较高低；不同类的事物，可以比较

不同，但不能强行论优劣、评胜负。正确地比，

有价值地比，需要智慧；比的智慧，其重要的

认知基础就是要基于——类的思维。

举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父母和孩子，老

师和学生，谁更聪明？很多辅导孩子功课的“成

熟”父母，手里也许还有着答案参考，常认为

自己更聪明；出卷子给学生做的老师，据此

发现了学生的短板便觉得自己更高明；布置任

务给下属完成的上级，在下属战战兢兢接受批

评时显出了自己的英明……请问，这比得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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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再如，一所大学和一所小学；

或者应用类职业院校，跟综合性

研究型大学，究竟谁的办学育人

水平高？

这就是生活中比的智慧缺失

的 样 子， 你 可 以 在 旁 边 厉 声 喝

止——错！这可不是比不上，而

是不可比啊！只有同一类角色，

才能进行水平高低的比较。生活

当中很多时候容易把层次，比如

大中小学、博士硕士学士，直接

转译为水平，也有着把人的数理

能力高看、手艺技能低估的风气。

窃以为，以类而非层更遑论水平

的方式，来看待和建构多元多样、

各擅胜场的教育体系，可能是解

决当今教育很多资源错配难题的

一个关键。

类，而后比。比之前，首先

得要把类弄对。正确分类，是正

确认识并比较的前提。举重、摔

跤比赛都要先分成重量级再比拼，

青少年比赛总是按照年龄分组，

而企业之间的价值和市场规模比

较也经常按照行业区分，都是这

个道理。有时候貌似同类，名字

或是后缀都一样，但却未必真该

分到一起，真能进行比较。都叫“手

机”，2007 年前后的，既不可同

日而语，也已然不能以同类相比；

都是“大学”，但是却有着办学

定位上明显的区分，偏向于基础

性科学研究的研究型，与侧重于

实践类人才培养的应用型，去比

科学经费、论文贡献，还要排名

就更不伦不类。

分类可以说是人类认识世界

的一种重要方法。存在分类模糊，

发生分类错误，都说明着人们对

于事物本质特征尚未厘清。正确

分类的过程，经常表现为说出事

物本质特征的批判性思维过程。

是什么，不是什么，去掉那些似

是而非，更加接近真实情况。其

中很典型的一种，就是医生诊断

的过程。《豪斯医生》中的很多

经典片段，常被用作学生们见习

批判性思维的案例，其每一集的

故事主线就是归因分类。

而“类”的思维不只有正确

分类这个挑战，还要打破“类之

茧房”的束缚。百年巨人柯达长

期排在 500 强企业的前列，细究

一下他们在数字电子技术跃迁时

期的很多决策应对，其中有一个

知觉陷阱很值得反省，那就是，

公司长期被（也是习惯）列在化

学工业的榜单，公司内部最有权

力和影响力的管理条线也充满着

化学工业训练的干才，公司在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大手笔收购制药

企业，也是基于这个行业认知，

寄期望于发挥化学工业的协同效

应。何为正业？正业如是！一成

不变的行业定位认知及持续的自

我强化，恰恰成为一种束缚创新、

扼杀转型的“类之茧房”。

因此当行业巨头柯达看到那

些数码产品行业当中的创新时，

径直认为“并不同类”，因此也

无所谓竞争冲突，或许还能互补

促进，这种“看到却误判”的错

觉对于颠覆性创新者形成了难得

的隐蔽保护。尤其是早期相当一

麦肯锡前首席执行官多米尼克·巴顿在清华经管学院演讲



95

2023 年第 2 期

段时间中，数码摄影并没有怎么

抢夺胶片市场，尤其是吸引的顾

客和市场——另一些不同偏好人

群，满足他们的差异化选择，这

就延缓了行业巨无霸（如柯达）

识别重要的范式转移正在（已然）

发生的关键时机。

关于类的思维，MBA 课堂上

常做一个小测验，就是看管理者、

学习者们能不能把波特五力中的

潜在进入者和替代品这两股力量

区分清楚。重新定义类，既包括

着识别行业变化，也包括着对于

人们的某种本质性的目的 / 需要

（purpose）的供给端革命。同样

要满足某一类闲暇时光在美好事

物上的浪费，牵扯着若干个现已

存在或尚未出现的行业 / 类的创

新之弦。“剔除——减少——增

加——创造”，价值一变，类就

变幻。

眼下备受关注的概念——新

赛道新领域，凸显出对于教育科

技人才带来真正创新的格外期待。

亟须的大用，不（能只是）在于

战术改善，而是要实现战略创新。

改善很累，创新靠类。要问什么

才是战略创新？不是在同一赛道

绞尽脑汁比对手跑得更快更省更

好，赢得零和博弈，而是要跳出

红海撕咬，通过对类的再塑造，

真正能在需求方那里，让自己与

其他选手处在不可比的另一“类”

赛道中，就像是这世界上就只你

这一家做着这类事儿似的，而且

还是人们所需要的并愿意支付的

事儿，你也因此建立起战略创新

之不对称竞争的宝贵优势。从这

个意义上说，成为或者称为赛道，

“赛”的思维一旦主导，过度专

注战胜对手，战略创新就容易受

到抑制，范式变迁的信号就常被

罔顾。

行业之外，我们所熟悉的学

科分类，可能涉及另一种“类之

茧房”。车辆学科，是机械，还

是信息技术，或者能源工程？心

理学又该归为文科，还是理科？

类在变，变则通。学科交叉，着

重点是在类聚或是类衍，而一旦

强调作为独立门户的交叉学科，

又难免走向类的固化。学科独立

划定，确认着院系独立的合理性

和加设分立院系的正当性，而院

系单设后，又据此强化学科的边

界，刻意突出各类之“别”——

这并非出于科学的需要，也无助

于促进人类的真正理解。开放而

非封闭，交融而非分割，才能带

来当下学科分类的破茧大成。

组织之内，各种功能性分工，

比如研发、制造、物流、人力资源、

财务、设计等等，也是一种“类

之茧房”。记得麦肯锡前首席执

行官多米尼克·巴顿有次来学校

演讲时说，千万不要拿职务说明

书来局限你（能）对组织做贡献

的范围。这话说得着实深刻。一

脉相承的是，这些年兴起的战略

性人力资源管理、站在 CEO 角度

的产品经理、非财务人员的财务

官，产品经理，技术转移专家等等。

类似这样的破茧探索，无非希望

人们触“类”更通，而不是固“类”

自封。

人的一生，阶段划分，年龄

归档，也在织茧。老中青年的界

限究竟在哪儿的争论，退休常跟

停步与颐养连在一起，都不过是

乱花迷人眼的认知固化。“不要

让任何人定义你年华已逝（已然

过气儿）”，是一句对警惕归类

会产生的内化自限所作出的非常

清醒的宣言。“他 / 她可不像是

六十 / 七十 / 八十岁的样子呢”，

可谁又能决定什么岁数该是个什

么样子呢？各花入各眼，我自烂

漫罢。认识自己和坚持自我，就

不会被类所累。

“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

是 一 句 流 传 甚 广 的 哲 思。 参 差

（cī）是不一样，不整齐，却不

是谁对谁错、谁好谁差（chà），

强调的是多样之美，幸福来自于

多元多态，与共并不是整齐划一。

人与人，若是只拿单一的维度去

比较、去衡量，定是不能形成共

好的社会。把每个个体都当作是

不同的类，更能够鼓励独立自信，

发挥优势，促进创新，不拘一格

成人成才。

万类各美其美，善比美美与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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