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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大学最受欢迎的决策课》

内容概要

曾任职麦肯锡的人气教授泷本哲史，在京都大学开设的“决策课程”堂堂爆满，意外的是，前来听课
最多的，竟是人们通常认为准保拥有美好将来的日本名校医学生，这门课究竟具有什么样的魔力？
“现在早已不是那种‘医生=有钱人’的时代了。”
“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必须找到新的生存方式，才能在竞争激烈的职场存活下去。”
学生们都希望通过这门课得到启发，《决断就是你的武器》正是这门 “决策课程”浓缩而成之精华，
泷本哲史在书中一针见血指出社会时势变化所带来的危机，以及年轻人无法因应变化的问题。他自比
军事顾问，通过决断思考七堂课传授“实用的学问”这款武器，让没钱没势的年轻一代切实提升个人
“决策的能力”，掌握避险战技，以在瞬息万变、竞争激烈的社会上更好地生存。
本书以“思考的方法”为切入点，提出知识、判断、行动三者要联动思考，通过实战训练，手把手教
你如何辩论、问对问题、评估分析、寻找反证，掌握信息搜集术，找出现况下的最佳方案，真正做到
决断思考，在没有“正确答案”的时代，自己做最佳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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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大学最受欢迎的决策课》

作者简介

[日]泷本哲史：京都大学客座副教授，天使投资人。
曾任职麦肯锡，后自行创业，协助多家巨额负债企业重建，并投资一些不被看好的企业却成绩不凡。
他在京都大学开设“决策课”“创业论”等课程，堂堂爆满。他也担任“全国家教辩论联盟事务局”
局长，暨NPO法人全日本辩论联盟的代表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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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大学最受欢迎的决策课》

书籍目录

前言　学点儿“用作武器的文化”吧！
让人类获得自由的学问
为什么京都大学医学院有40%的学生都要学习“创业论”？
年轻一代更应该阅读《劝学篇》
我的职业好比“军事顾问”
任何事情都由自己决定的时代中的“决断思考法”
辩论＝决策的具体方法
导论为什么需要“学习”
“知识、判断、行动”三要素要联动思考
别当专家，要当专业人才
只懂专业知识的书呆子无法存活
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
“无法应对变化”是最大的风险
第一课“讨论”的目的是什么？
要推导出“当下的最佳选择”，而非正确答案
容易陷入的“三种扭曲判断”
“大家不都这样说吗”不算是讨论
讨论加入规则就成了辩论
政论节目是失败讨论的典型例子
为何日本的公司召开这么多会议？
紧握辩论的钥匙——“准备和依据”
比结论更重要的事
“不偏不倚的事情”没有价值
游击队队员光靠眼神交流就能改变作战方式
第二课明确问题，具体思考
“何时结婚才好”是没法讨论的话题
做还是不做——这才是问题
从“大问题”切换成“小问题”
是就职于X公司，还是就读于研究生院？
尝试思考日本国家足球队的强化问题
为何提升教练水平可让日本国家足球队表现更出色？
找出论题的“地图”
第三课随时比较“优点”和“缺点”
评估采取行动后的优缺点
优点成立的三个条件
检查内因性、重要性、解决性
说服对方，不被对方哄骗
缺点成立的三个条件
请说明第二名就不行的理由
“机会成本”的思考方法
练习题“A君是否应该继续求职”
优点和缺点的表里关系
继续参加求职活动的缺点
第四课反论是“深入思考”的必要条件
对反论的重大误解
先让我们一吐为快吧
阅读是一种格斗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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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大学最受欢迎的决策课》

高级批评技巧
如何有逻辑地提出反论
继续求职不代表着成长！
对缺点提出的反论
不遗漏，不重复
第五课何谓辩论的“正确主张”
先复习一下此前学过的内容
满足什么条件才是“正确的主张”
要“逆向求证”而非“确认真伪”
就算有正反意见，最重要的还是“做决策”
连接主张和依据的“推论”
进入大企业后人生就能安稳了？
攻击推论部分吧！
A君几乎每天都要拿刀刺人
派遣人员的生活都很艰苦！
女性不会看地图，也不擅长开车
“御宅族不受欢迎”是真的吗？
“英语水平越高，年收入就越高”完全是谎言
就算收看减肥节目，你也瘦不下来
新政权建立后经济变好的真正理由
第六课用作武器的“信息搜集术”
搜集“证据资料”
不要盲目相信媒体和网络发布的信息
何谓“有价值的信息”？
把公开信息构建起来也能得出价值
每个人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讲话”
采访时只有装傻才能占上风
认为“国外如此，国内也该如此”的人
抛弃应试教育的思考方式
第七课关于“决断”这件事
如何才能让讨论有结果
推导出“当下最佳选择”的步骤
画出流程表，综观讨论全貌
确认依据是否经得住反论推敲
比较留存下来的优点和缺点
逐步提高讨论的精度
以“质×量×概率”来判定
养老金从什么时候开始领取更划算？
还要考虑“发生概率”
最后的决定，还是“主观判断”
自己的人生由自己思考、自己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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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大学最受欢迎的决策课》

精彩短评

1、相比作者的另一本谈判，这本书的内容更硬技术一点，跟大多数逻辑思维书内容相似。作者提出
的liberty art教育，学生不应该成为奴隶而应该成为自己的主人，果然是法学院学生说的话，深受托克
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洗脑哇
2、观点和见解值得一读。但好浅。很快翻完了。
3、"辩论思维"做决策。

主要内容为辩论。
4、断断续续的看 终于看完了 
感觉里面的东西还是挺有用的，不过还是得多实践，自己所感悟吧
5、辩论思维（批判性思维？）实用手则
6、中信选的这本书很一般，为了吸引眼球，用一个热门的句式作为书名，不得不说很失败。内容新
意不多，两个小时看完的。
7、为什么标签有这么多。因为这本书交的技能可以应用到每一个领域，每一天，每一个瞬间。现在
读有用，以后读也有用。阶段不同，心境也不同，书中教的很多东西还没有遇到，若遇上，说不定还
能再回味几遍。
8、笨人不讲话了，虽然我读过
9、未完成
10、写的很好。我才不在意豆瓣群给它几分。总之我给满分
11、不得不称赞出版社的推广能力
12、不是专门给战略人士看的书，是一本思考和决策的基本常识书籍。新年第一本书。推荐给思维训
练的人们看，比较系统的帮助你分析和决策，建议再辅助一些心理学的书籍看，更能了解人类，别人
和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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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大学最受欢迎的决策课》

精彩书评

1、书的架构也是按照优点成立的三个条件来组织的。内因性、重要性和解决性。内因性：世界变化
越来越快，需要越来越多的决策；重要性：如果不决策就会严重影响我们的人生；解决性：本书的辩
论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几个关键点：1. 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帮对方思考问题；2. 扩大对问题
的认知，如出版和教育其实解决的是同一问题；3. 辩论主题的确定，得确定到“是否应该⋯⋯？”或
“⋯⋯是对的还是错的？”，主题的形式应该是（1）二选一的具体问题；（2）具有讨论价值；（3）
能够得到明确结论。4. 大的问题应该细化为满足辩论主题条件的几个主题；5. 本书所谓的优点和缺点
成立的三个条件可以归纳为：（1）存在某个问题：不采取/采取某方法就会产生某个问题；（2）问题
很严重（3）解决问题：采取/不采取某方法就会解决/不产生这个问题；4. 反驳或反证：（1）问题不
存在；问题会自行消失；（2）存在问题，问题在质上不重要；问题在量上不重要；（3）解决不了问
题/解决得不彻底；采取某方法和产生这个问题没有关系。5. 演绎法、归纳法和因果关系。注意演绎法
由推论、依据和结论组成，普遍理论+个体事实→个体结论；6. 因果关系经常的混淆情况：倒果为因
、因果关系与连带关系混淆、必要条件混淆为充分条件；7. 信息搜集的方法：不问结论而问依据；不
要一般结论而要问例外；象苏格拉底那样永远stay foolish；8. 优点和缺点的比较方法：质×量×概率，
要注意长期效应。《人是能够思想的芦苇》----帕斯卡尔 思想形成人的伟大。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
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一口气
、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
；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 因而，我们全部
的尊严就在于思想。正是由于它而不是由于我们所无法填充的空间和时间我们才必须提高自己。因此
，我们要努力好好地思想；这就是道德的原则。 能思想的苇草——我应该追求自己的尊严，绝不是求
之于空间，而是求之于自己的思想的规定。我占有多少土地都不会有用；由于空间，宇宙便囊括了我
并吞没了我，有如一个质点；由于思想，我却囊括了宇宙。人既不是天使，又不是禽兽；但不幸就在
于想表现为天使的人却表现为 禽兽。 思想——人的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 因此，思想由于它的本
性，就是一种可惊叹的、无与伦比的东西。它一定得具有出奇的缺点才能为人所蔑视；然而它又确实
具有，所以再没有比这更加荒唐可笑的事了。思想由于它的本性是何等地伟大啊！思想又由于它的缺
点是何等地卑贱啊！ 然而，这种思想又是什么呢？它是何等地愚蠢啊！人的伟大之所以为伟大，就在
于他认识自己可悲。一棵树并不认识自己可悲。因此，认识（自己）可悲乃是可悲的；然而认识我们
之所以为可悲，却是伟大的。 这一切的可悲其本身就证明了人的伟大。它是一位伟大君主的可悲是一
个失了位的国王的可悲。我们没有感觉就不会可悲；一栋破房子就不会可悲。只有人才会可悲。Ego
vir videns。 人的伟大——我们对于人的灵魂具有一种如此伟大的观念，以致我们不能忍受它受人蔑视
，或不受别的灵魂尊敬；而人的全部的幸福就在于这种尊敬。 人的伟大——人的伟大是那样地显而易
见，甚至于从他的可悲里也可以得出这一点来。因为在动物是天性的东西，我们于人则称之为可悲；
由此我们便可以认识到，人的天性现在既然有似于动物的天性，那末他就是从一种为他自己一度所固
有的更美好的天性里面堕落下来的。 因为，若不是一个被废黜的国王，有谁会由于自己不是国王就觉
得自己不幸呢？人们会觉得保罗·哀米利乌斯不再任执政官就不幸了吗？正相反，所有的人都觉得他
已经担任过了执政官乃是幸福的，因为他的情况就是不得永远担任执政官。然而人们觉得柏修斯不再
作国王却是如此之不幸，——因为他的情况就是永远要作国王，——以致人们对于他居然能活下去感
到惊异。谁会由于自己只有一张嘴而觉得自己不幸呢？谁又会由于自己只有一只眼睛而不觉得自己不
幸呢？我们也许从不曾听说过由于没有三只眼睛便感到难过的，可是若连一只眼睛都没有，那就怎么
也无法慰藉了。 对立性。在已经证明了人的卑贱和伟大之后——现在就让人尊重自己的价值吧。让他
热爱自己吧，因为在他身上有一种足以美好的天性；可是让他不要因此也爱自己身上的卑贱吧。让他
鄙视自己吧，因为这种能力是空虚的；可是让他不要因此也鄙视这种天赋的能力。让他恨自己吧，让
他爱自己吧：他的身上有着认识真理和可以幸福的能力；然而他却根本没有获得真理，无论是永恒的
真理，还是满意的真理。 因此，我要引人竭力寻找真理并准备摆脱感情而追随真理（只要他能发现真
理），既然他知道自己的知识是彻底地为感情所蒙蔽；我要让他恨自身中的欲念，——欲念本身就限
定了他，——以便欲念不至于使他盲目做出自己的选择，并且在他做出选择之后不至于妨碍他。 （何
兆武 译）
2、本书以娓娓道来的方式讲述作者将其所擅长的辩论原理应用于生活决策的方法论原理，全书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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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大学最受欢迎的决策课》

了弄弄的麦肯锡咨询风格。中国的大学教育还在奉行实用主义风潮的时候，作者说，日本已经注意到
了这有问题，于是他们教授学生人文科学，作者认为这种认为科学liberal arts在根本上是让人自由的学
问。作者指出，只懂得知识，只通过国家的各种资格考试，还不过是奴隶，即可以轻易取而代之的商
品人才。只有懂得了这种文化学识，才能真正脱离奴隶的枷锁，才能真正凭借自己的力量获得幸福。
而这种文化学识是什么？就是更有实践性、更具实用性的知识，学习最终要的不是知识本身，而是思
考、探索、选取自身所需的学问这种行为及过程。因为社会的瞬息万变，我们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和更
频繁的决策判断。作者认为，只有辩论法的决策才能更有利于我们做出“当下最优”的决策。基本策
略就是：不再根据自我喜好和擅长与否等主观意识来做决定，而是要在把握问题的整体面貌之后，将
正反双方两种立场的意见和主场充分准备和考虑后，做出客观决断的思考判断。作者认为，实用的学
问必须遵循“知识、判断、行动”三个阶段。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我们应该致力于成为“专业人才”
，即符合以下条件：拥有专业的知识和经验，同时还具备跨领域的知识和经验；能够基于这些知识与
经验，提出符合对方需求的建议或方案。专业人才要先了解对方的需求，同时结合对方的状况，提供
综合全面的服务。即：顾客想要的不是电钻，而是一个洞。优秀的人才都能从不同的角度寻找问题症
结所在，优秀人才不会简单的茫然积累知识，他们还要把学到的知识与判断、行动结合在一起，并以
此为基础，从横向的俯瞰的角度去把握一切事物。“不是学习答案，而是要学习获得答案的方法“。
因为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标准答案。选择随波逐流太容易，我们要做自己的自明灯。因为我们未来
的最大风险，就是没有办法应对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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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大学最受欢迎的决策课》

章节试读

1、《京都大学最受欢迎的决策课》的笔记-第14页

        自明灯
亲自点亮明灯——不要依赖别人的光亮在黑暗中前行，而是自己亲手点亮光明

2、《京都大学最受欢迎的决策课》的笔记-第15页

        在今后的时代，学习决策方法是最好的分散风险的手段（富爸也是同样道理，应付世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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