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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天梯》

书籍目录

001  //   第10章
最后一章：怎么会没有人这样想过
005  //   第1章
你的大脑就像一台电脑
013  //   第2章
想象力：激发想象力的工具
017  //   第3章
乘着想象力的电梯，踏上无限可能的土地
018 // 如果我是你，我不会相信这个故事
027 // 想象力电梯
030 // 广告人的天堂
035 // 你能拿橙子怎么样呢
037 // 致命的高调追求
039 // 尾声
041  //   第4章
行动的创造力：立志和励志的故事
042 // 导言
044 // 音乐
046 // 艺术
050 // 商业
052 // 食品
053 // 交通运输
054 // 卫生
056 // 娱乐（电影）
058 // 空间探索
060 // 戏剧
062 // 教育
066 // 广告
068 // 科技（3D打印）
069 // 电力
075 // 总结和结论
079  //   第5章
那么你究竟要怎么做
080 // 第一阶段：推进
083 // 第二阶段：拉出
085 // 第三阶段：再推进
087  //   第6章
打造你的创意肌肉：
那些力量非凡改变世界的创新者的10+1个练习
088 // 去行动，不要只是抱怨
091 // 理智地⋯⋯打破规则
098 // 改变你的习惯
104 // 发展弹性
107 // 探索黑暗的角落并且去实验
109 // 聚焦
112 // 增强你的毅力
114 // 听觉、倾听、学习、传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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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 个人化⋯⋯永远是个人的
123 // 成为你自己
128 // 推进、拉出
129  //   第7章
学者对创意的认识：一次文献之旅
131 // 什么是创意？怎样来定义创意？它怎样和创新联系在一起？
创意能否被检验？创意也符合“适者生存”的定律吗
135 // 在过去的五六十年里，对创意的研究是怎样发展的
138 // 我们对孩子的创意了解多少
140 // 限制对创意有帮助还是有妨碍呢
142 // 不同领域中的创意：拍摄电影、爵士乐、玩益智游戏、讲笑话
148 // 你经过训练能产生创造力吗
148 // 为创新的蓬勃发展创造最好的条件
150 // 怎样扼杀创新
152 // 当下就有用的调查：创造力是完全由基因决定的吗
157 // 为什么无逻辑的头脑风暴效果不好？为什么创新
需要有一定组织性才能发挥得更好
161 // 团队在创新中有什么作用
166 // 结论
166 // 参考文献
173  //   第8章
成为爱做梦的人：想象的乐趣
179  //   第9章
关于我们：夏罗默、亚里和推拉推
183 // 动态图书项目（BooXite）：未来的图书什么样
189  //   后记
合适的方法永远不止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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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亚里前年的签名本，简单聊过，老同志和他的文字一样，有股纯真劲儿。
2、可信，简明易懂
3、将创新方法概括为，推进-拉出-推进，举了不少好例子，但是创新的方法讲的一般，或许本身创新
这个东西就很难讲，如果有统一的方法，那也许就不叫创新了。
4、可能因为读过创意的艺术，对本书好评不高。感觉此书的方法零散，不成体系，阅读快感极弱。
5、创新练习那部分不错，“推拉推”天使的故事读起来好扯，也许是翻译问题
6、主要是介绍一种创新的思考方式:拉进，推出，在拉进，不过就整个内容来看，有点乱，感觉理解
起来也有点困难。
7、保持大的胃口！；不断用信息对大脑进行狂轰滥站！
8、看过也就忘记了啊，不知道说了啥。
9、推拉推，这样概念提出来还是很不错。但是具体到设计师到底怎么训练创新，无非就是释放自己
，打破规则，发现生活，这些原则说容易，做则难。仅仅当了解设计需要怎么做还是很不错
10、毕业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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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在广告、服装、娱乐等涉及设计灵感的行业中，“创意”一词出现频率最高，创意也在不同领域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发明家的创意可以让梦想成为现实，服装设计师的创意可以改变时尚潮流趋
势，企业家的创意可以给商业提供更好的商业模式，非营利组织也可以利用创意有效率地服务更多的
受众群体。　　创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但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发现创意，传统观点
也普遍认为，创意只属于与创意经济领域相近的人才拥有，比如时装设计师、广告人、电影导演、音
乐人。但是在创意经济愈加活跃的今天，这种传统观点显得不合时宜，人人都需要学会创意，如同领
导力和卓有成效一样，创意不再属于智商高超的天才，创意是可以学会的。　　　　近期新书《创新
的天梯》一书的作者亚里.拉登伯格和夏罗默.迈特尔以故事的形式告诉读者，创意是如何形成，创意
如何在各个领域中发挥作用，与此同时，他们也引用了不少关于创意方面最新研究资料，围绕创意展
开了不少话题。　　　　两位作者以发生在曼哈顿的虚幻故事为开头，探讨创意是如何形成的。故事
中的天使推拉推从已知的世界中去发现未知可能的世界，它认为，没有发明，只有发现，这世界上一
切已经以潜在的形似存在，你只需去发觉它。这种说法类似于柏拉图的回忆说，一切理念的知识灵魂
在出生之前就存在，当灵魂与肉体结合出生时就消失了，后天可以通过学习和辩论引起回忆获取知识
。　　　推拉推其实是作者所要表达的一种创意形成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从广告摄影技术中获取灵感
，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推，将创新置于想象中的镜头下，推进镜头，找到目标所包含的所有关键
要素；第二步是拉出镜头，重新审视目标，并充分发挥想象力，在第一步的基础上进行设计和制造；
第三步是再推进，对第二步的创新结果进行筛选，最终选出最理想的一个。关于“推动”与“拉动”
的理念在约翰·哈格尔三世、约翰·西里·布朗和朗·戴维森合著的《拉动力》一书中也有所体现。
　　　　本书中的第四章以推拉推的创意方法分析了创意在音乐、艺术、商业、食品、娱乐等多个领
域中实践应用。乔治.比才打破常规将喜剧和悲剧结合在一起，创造了《卡门》；毕加索在探索和传达
中将绘画艺术发挥到极致；阿布拉莫维奇重新定义了什么是行为艺术；戴尔的直销模式打开了电子商
务初期最有效的商业模式；印度铁路和卫生部门合作的生命线快车改变了贫困地区的医疗保健问题。
　　　　弗朗斯.约翰松曾在《美第奇效应》一书就讲到这种创新的来源方法，美第奇家族将雕塑家、
科学家、诗人、哲学家、金融家、画家、建筑学家齐聚一堂，突破不同领域的界限，新创意在不同的
交叉点出现，最终创造了中世纪伟大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而美第奇家族也凭借创新获得大量的财富和
显赫的地位。　　　　以上这些事例说明创新不局限了某一固定领域，创新随处可在。哈佛商学院教
授克里斯滕森在《创新者的窘境》、《创新的DNA》等书中给颠覆性创新定义，创新不会改变产品，
但会改变整个市场，业务定位过于狭窄会影响创新的发现。克里斯滕森还列举了创新者拥有的5项关
键能力，即联想、质疑、观察、试验和认知。本书作者则认为，这五项只是“探索能力”，除此之外
“传达能力”也很重要。创意也和学习一样，要反复练习、练习、再练习，本书中的第六章以案例的
方式介绍了创新的10个练习。　　　　知道了创意形成的方法但很少有人去注意创意的定义。在最后
一章中，作者介绍了许多创新领域的理论，斯滕伯格指出创意过程就是在理念上低价购买高价卖出的
过程；米哈伊指出创意是一种不被假设、规则和管理束缚的学习能力，本书作者认为创意就是“拓宽
选择的范围”。除此之外，作者还分析了创新需要哪些必要条件？创新是有基因决定的吗？如何扼杀
创新？团队和组织对创新有影响吗？发表于2014年6月21日《中国证券报》未经允许，请勿非法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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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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11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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