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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位怒气冲天的老板跟咆哮的大猩猩有什么分别？
作为那只“大猿猴”的下属，如保在办公室里“苟且偷生”？
为什么说成为一只孤独的“狼”意味着失败？
    因写作《大狗：富人的物种起源》一书备受赞誉的理查德·康尼夫，在“野兽”出没的职场丛林中
存活下来。
在本书中，他告诉我们，职场生活遵循自然界的生存法则，真正的动物能教给我们在办公室从林里更
好的生存之道。
    你将看到：一位专横跋扈的CEO是如何奴役公司董事会的？
    怎样为公司动物设计一个更好的笼子？
    上司的统治竞赛VS.下属的生存之道。
    如何成为公司中的肉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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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理查德·康尼夫，从行政套访到轻松地与食人鱼在亚马逊河里游泳，从上议院义员客厅里的下午茶到
撞车比赛，理查德·康尼夫的工作使得他经历了各种场合。

    他为《史密斯杂志》撰写的文章获得了1997年度国家杂志奖，他为BBC电台写的剧本《太平洋潮汐
之间》获得1998年度野生世界电视奖最佳自然历史电视剧本。
他的著作包括《大狗：富人的物种起源》。
他还为《大西洋月刊》、《纽约时报杂志》、《时代周刊》、《国家地理》等众多刊物撰写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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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他们为什么如此友善?虽然我们是在纯理性的基础上做生意的，但是像扎克这样的神经经济学家认
为，我们的感情通常比物质更重要。
这些感情很可能潜在地影响了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
在克莱尔蒙特大学的研究中，血液检测显示，DM2从DM1处得到的钱越多，他们的脑下垂体后叶荷尔
蒙的峰值就越高，他们向对方回报的钱就越多。
扎克总结为，当其他人信任你的时候，其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水平就会升高，而且信任行为本身能够
激发别人的信赖。
因此，山地田鼠可能在偷偷猜想，人类在进化中应该形成了信任的本性吧。
忠诚、共享和互助不仅仅是贴在公司大门上的口号，这其实就是人类本性的一种表达，是千百万年来
内部成员相互信任的集体和部落能够生存下来的原因。
    再次，我还要在这里谈几个问题。
在纯技术层面，血液和大脑中的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的水平是否一致，这个问题很复杂。
因为有一种被称做血脑屏障的细胞组织控制着试图进入大脑的物质。
如果你想衡量大脑中的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的实际水平，你需要在头骨上钻孔并用针刺，或者做腰椎
穿刺，恐怕绝大多数人不愿做这样的实验对象。
但是动物研究实验已经初步表明，血液和大脑的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水平确实一致。
研究者还发现，自闭症患者的脑髓流动性较差，自闭症患者无法进行正常的社会交往可能是受到脑下
垂体后叶荷尔蒙不足的影响。
    另一个更具实质性的问题是，实验室里的实验并不是真正的生活。
克莱尔蒙特大学研究中的金钱数额不大，不是5 000万美元的建造合同。
而且即便是如此小的数额，也只有75％的DM1的行为是慷慨的。
    另外25％的人呢?这些吝啬鬼是否就是理性经济人，注定要成为未来的中层管理者呢?DM2中也并不
是所有人的行为都是真实、自然的表现，他们的情绪也许完全没有反映出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的水平
。
有一位DM2，实验室里的人都叫他“胖家伙”，他身体超重而且技术员在验血时需要扎4针才能找到
他的血管。
采访他的那位研究员发现，他虽然如此吝啬但“很快乐”。
“胖家伙”炫耀说他从本小组的DMl处得到了30美元，1分钱也没有返还给对方。
他的血液测试结果显示了他的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水平很高。
扎克说：“但是他控制了情绪上的反应，并将其压制下来。
”因此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可能激发信任，但是无法支配它。
    当克莱尔蒙特大学发布他们的研究成果后，很多撰稿人在一家经济学家网站上发帖子，相互交换有
关的讽刺笑话，说如果谈判桌对面坐着位喜欢喝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的家伙，那就容易进行合同谈判
了。
有的人还考虑到了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未来的医药用途，甚至提议开发一种“提升脑下垂体后叶荷尔
蒙的饮料”，激发团体成员的合作精神。
(但是因为有血脑屏障细胞，而现有的技术条件还很难突破它。
)一位撰稿人略带些嘲讽意味地提出，其实没必要等待高科技：“采用良好的低技术手段也能实现你的
计划。
下次你谈判的时候，带一个可爱的小婴儿，让谈判对手把他抱到怀里，你这边呢，专心处理他的臭尿
布就行了。
”    当然，这是在开玩笑。
但是实际上，一张照片曾经对中东和平谈判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78年，卡特总统邀请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在美国戴维营举行谈判，直到会谈的第13天
，贝京还是不同意签署和平协议，谈判无果而终，每个人都收拾好了行囊，灰心丧气地准备打道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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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卡特总统作为调停者，采取了后来被证明起到关键作用的两个步骤。
    首先，他重新起草了一份会谈纲要，在未对主要内容做实质性变动的前提下删除了一些棘手的细节
。
然后，他在三位领导人的纪念合影照片背面签上自己的名字，准备送给贝京，因为贝京提过他的孙子
们想要美国总统的签名照片。
“苏珊(他的秘书)了解我们在以色列问题上的麻烦，”卡特后来在一本书中写道，“她提议由她去搞
清楚贝京的几个孙子的姓名，这样我就可以在每张照片上写明这张照片是送给谁了。
”然后卡特就带着会谈纲要和照片去拜访贝京，并在贝京住所的走廊上碰见了他。
    接下来发生的完全与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有关：“我将照片递给他，他接过照片并向我道谢。
他把照片翻过来看，发现最上面的那张照片背后写着他孙女的名字。
他大声地读了出来，然后一张张地翻看着每张照片，把孙子们的名字也读了出来。
他的嘴唇颤抖着，眼中涌出了泪水。
他给我介绍了每个孩子的一些情况，尤其是那个看来是他最为疼爱的孙子。
随后我们花了几分钟时间，心平气和地谈到子孙后代和战争问题，我们都很动情。
”卡特把修改后的会谈纲要留给贝京。
随后，他去找萨达特。
他们正在交谈的时候，贝京打电话过来说他已经改变了主意，准备推进和平进程。
    当然，如果说人们握手言欢的原因在于一丁点儿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这未免过于简单化了。
我们只不过刚刚开始从神经生理学的角度研究信任，而且毫无疑问，实际情况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精密
和复杂得多。
关键的一点是，至少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就像驱使我们走向冲突一样，人的生物本性同样会驱使我们
去合作。
作为社会动物，我们的缺点不是自私，而是战略性的利他主义。
    随之引发的问题是：如果社群关系对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舒适感、安全感和成就感如此重要，而且
工作场所已经成为我们社会行为的主要表现场所，那为什么在如此多的日子里，我们都会带着恼怒、
失望，甚至是极度的痛苦回家?    P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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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畅销书《大狗》作者最新力作，《纽约时报》专文推介。
商业丛中的趣味探险，最逗趣、犀利的职场文化漫笔。
职场生活遵循自然界的生存法则，动物们能教给我们在办公室丛林里更好的生存之道。
我们是公司动物吗？
为什么我们待在工作岗位上就像猩猩待在动物园里一样自然！
如果鸺是个备受斥责的下属，想知道自己应该在什么时候咧嘴笑笑；如果你是个专横的老板，想知道
为什么你众多的下属看起来呆滞得像脑死亡⋯⋯请阅读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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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商业丛林中的趣味探险，最逗趣、犀利的职场文化漫笔。
畅销书《大狗》作者最新力作，《纽约时报》专文推介！
    我们是公司动物吗?为什么我们待在工作岗位上就像猩猩待在动物园里一样自然!如果你是个备受斥
责的下属，想知道自己应该在什么时候咧嘴笑笑；如果你是个专横的老板，想知道为什么你众多的下
属看起来呆滞得像脑死亡⋯⋯请阅读本书!职场生活遵循自然界的生存法则，动物们能教给我们在办公
室丛林里更好的生存之道。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办公室里的大猴子>>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