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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赞誉

今年是长盈通成立12周年，也是我们积极运用复盘方法的第10年。
10年前，作为联想之星CEO特训班第四期的学员，我第一次系统学习了
复盘方法论，随即将复盘工具纳入公司的日常管理之中。我想，长盈通
公司之所以能顺利登陆科创板，并且将来一定会走向更高的发展平台，
与应用复盘方法论密不可分。感谢沈磊老师十年磨一剑的力作，它有体
系化的结构、辩证式的论述、实战型的心得，一定会让我们的管理人员
更聪明，也一定会让我们的经营管理更有效。

皮亚斌

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柳传志先生说：“谁复盘，谁受益。”诚然！复盘是神策网络的基本
工作方法，帮助我们极大地提升了整个组织的迭代效率。沈磊老师的新
书，第一次将联想的复盘方法完全“解密”，不但结合实例详尽传授了复
盘方法，还介绍了不少卓越企业家的复盘实践，行文流畅，读来获得感
满满。作为复盘方法的受益者，我真心实意地推荐给每一位想要快速刷
新认知的朋友。

桑文锋

神策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

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与投资机构打交道，最让我惊讶的是某些年
轻投资人的成长速度，每次见到都有所长进，几次下来他们的认知已经
脱胎换骨。经我了解，他们都非常注重“复盘”，无一例外。他们会对经
手的项目进行深入的回顾：当时的看法、判断、期待是否实现？实现是
因为什么？没实现又是因为什么？这种思考的习惯和方法成了优秀投资
人成长的关键武器。联想形成系统的“复盘”理念与君联资本的诞生紧密
相关，但是复盘的理念并不仅仅适用于投资机构，对于初创企业而言，
复盘更是它们形成独立的管理体系、沉淀独特思考的重要方法。今天，
沈磊老师将联想的复盘方法写成了书，能让更多的企业经营者参考学
习，对于企业界来说是功德无量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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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璐

太美医疗科技创始人兼CEO

作为联想之星CEO特训班第六期的学员，我听过沈磊老师系统讲授
的复盘课，并逐渐尝试将这一方法运用于实践，比如针对业务探索和业
务项目进行复盘，甚至在年会结束后也进行复盘。通过不断复盘来优化
业务，促使企业高效运转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复盘也成了我们管理企业
的“肌肉记忆”。一家企业要想走得更远，一定要坚持不断复盘，所以我
推荐大家去看这本书。

许泽玮

91科技集团董事长

我刚刚开始创业时就有幸参加了联想之星创业CEO特训班，其中获
益非常大的一门课程就是“复盘”，复盘伴随着我整个创业的过程。我们
公司每周都有复盘会，主要针对项目进展进行分析。通过复盘，我们分
析问题、强化逻辑、总结教训、积累经验，形成了公司经营方法论。复
盘对于公司骨干团队的养成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复盘已经成为公
司常规的经营之法，对于公司组织能力迭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加速作
用。沈磊老师的这本书，理论与实践并重，方法描述结构清晰，逻辑阐
述简单易懂，落地实战步骤简明，是一本能带来实效的好书。

杨　威

AI机器时代创始人、董事长

复盘知易行难，知与行之间其实存在着一道讳莫如深的鸿沟，而沈
磊老师的这本书则是助你跨越这道鸿沟的桥梁。这既是一本系统掌握复
盘方法论的学习指南，也是复盘时案头必备的检查清单。对于做过复盘
的读者而言，本书是可以让你的复盘能力进阶的宝典；对于想学习复盘
的读者而言，本书是你的不二选择。如果你想要学习复盘，还只想读一
本书，那么，就选这本书吧。

杨海峰

融科智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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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一测，你对复盘了解多少？

·　复盘就是“把做过的事情，再从头过一遍”，所以复盘的关键点是
（　　）

A．复盘分析的是主观事实

B．复盘分析的是客观事实

C．复盘可以没有逻辑线

D．复盘可以没有引导师

·　下列不属于复盘模型5大步骤的是（　　）

A．梳理过程、回顾目标

B．评估结果、分析原因

C．思维训练、实事求是

D．总结经验

·　开好复盘会的关键是（　　）

A．确定会议流程

B．确定复盘引导师的人选

C．确定究竟要复盘什么

D．确认参会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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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下面二维码查看本书更多测试题

扫码鉴别正版图书

获取您的专属福利

你对复盘了解多少，

扫码获取全部测试题及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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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一　向未来敞开自己
康至军

“12个德鲁客”创始人

“复盘”源于联想，名满天下。沈磊兄是复盘方法论的主要设计者之
一，主持过数百场复盘会，学识精湛、身经百战。本书真正是十年磨一
剑的力作，“将多年来积累的‘干货’和盘托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我与沈磊兄是淡若水之交，见面很少，因为崇尚专业而惺惺相惜。
作品完成之后，沈磊兄寄给我试读，并嘱我写点推荐的文字。这是我不
能胜任的，但想着可以先睹为快，于是应承了下来。取到书稿之后，从
前言起，一口气读到了最后，酣畅淋漓。通读过后，觉得囫囵吞枣太过
浪费，于是又精读了两遍。越读越羡慕：写得太好了，如果是我写的该
有多好！推荐的文字不好写，而且似乎没有必要。但既然有机会抢先
读，就分享一点心得，为后来的朋友搭一块垫脚石。

《复盘》特别“饱满”。很多书籍要么流于大而化之，要么流于细枝
末节。《复盘》既有对复盘本质的解析，也提供了可操作性极强、经过
实战验证的复盘方法论，书的最后还分享了精彩的复盘案例，实现
了“理念—工具—案例”的贯通。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管理类书籍，百里
挑一。

“别人家的复盘会是怎么开的？”

喜欢看实践案例的朋友，可以先看第三部分。书里不仅提供了3种
类型的复盘会的精要片段，并且在附录中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案例。除了
这些案例之外，7位企业家的复盘实战心得（见第10章“3个问题的答
案”），读的时候尤其过瘾，烟火气十足。

“以前做得比较粗糙，有没有专业的方法？”

喜欢方法论和工具的朋友，可以先看第二部分。书里提炼了复盘模
型，包含5大步骤和5个原则，缜密、简洁。5大步骤注重逻辑，源自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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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的本质，同时明确了每一步的核心内容，可以有力指引实践。5个原
则强调内在文化，明确了参与者应当具备的5种基本态度，可以指引“心
法”的修炼。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书对5大步骤的说明是极其专业、详尽的。
基于数百场实战的打磨和沉淀，每个步骤的内容都指向了实践中的痛点
和难点，并提供了有效的对策建议，可谓拳拳到肉。沈磊兄举重若轻，
书中既有对实战经验的提炼，也呈现了精湛的专业修为，旁征博引，不
失学术和专业味道。

“复盘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喜欢探究本质的朋友，可以从第一部分读起。当然，也可以读完第
二、三部分之后，再回到第一部分。复盘的本质很简单，“就是对‘预期
—结果’的比较”。但正如书里引用的达·芬奇名言，简单是终极的复杂。
尤其是通读全书并对照自身经历深入反思之后，相信每个人都有对复盘
本质的独特体悟。

以上算是简要的阅读指引，接下来说说我自己的心得。我读的时候
几乎每页都做了标识，限于篇幅，只谈一点。关于复盘的本质，书里的
这段话尤其让我心契：

我们之所以应该对过去的经历进行复盘，是为了通过复盘刷新认知，打通主观设
想与客观世界的链路，并通过新认知铺设一座通往未来的桥梁，将未来的事情做得更
好。因此，复盘虽然面向“过去”，但是在以进行时的姿势观察、捕捉和开创“未来”。

复盘是面向未来的。它不仅是指总结过往、沉淀经验以更好地应对
未来，更是打开自己以更好地拥抱未来。面向未来最有效的方式，恰恰
在于诚实、有效地复盘过去。

通常人们总是认为，摆脱过去才能拥抱未来。但复盘过去，恰恰是
为了摆脱过去。这两个过去是不同的。复盘中的“过去”，是过去实际发
生的事情，以及不同人眼里的不同“事实”和“真相”。要摆脱的“过去”，
则是我们过往的不当认知。听起来稍有点绕，容我慢慢展开。

我们天生主观。自认客观，是一种幻觉。

德鲁克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当中给了我们当头一棒。他说大部
分关于决策的书都这么写：首先，找到事实。但是，决策不是从事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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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的，而是从“自己的观点”开始的。

作为人，我们无法摆脱自己。我们有避免不了的喜好和视角，而且
总想证明自己是正确的。爱“事实”的习惯并不值得炫耀，因为我们会很
自然地收集那些符合自己既定结论的“事实”。沈磊兄在书中说得很形
象：通常我们认为这是在“实事求是”，其实不过是在“自欺欺人”。

因此，不如爽快地承认自己是主观的，然后直面现实：我们对世界
的认知、对未来的判断，总是受制于过往的经验和价值观，因而是极其
有限的。未来很容易沦为过去的延长线。

面向未来、开创未来，关键在打开自己。

我们无法摆脱自己、摆脱主观，但可以不断打开自己，向未来和更
多的可能敞开。复盘是打开自己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事实有三类：我们
眼里的“事实”（通常我们都是言之凿凿）、实际发生的事实、别人眼里
的“事实”。在有效的复盘当中，三类事实的激烈“冲突”会帮助你打开自
我和刷新认知。

人总是沉湎在自己的想象当中。德鲁克在他的书里举了个例子：一
个公司的董事长坚信，自己的时间均匀地用在了三个方面：与高管互
动、与重点客户互动、参与社区活动。如实记录了6个星期之后，他发
现自己几乎没在这三个方面花时间。那三个方面都是他自认为应该花时
间去做的事情，“于是一贯‘乐于助人’的记忆就那样告诉他”。也许是因
为是车间基层员工出身，他实际上把时间都花在了跟单、催促生产等事
务上，反而干扰了工厂的正常运转。

因此，书中将“梳理过程”置于“回顾目标”之前作为复盘的第一步，
真正是从实战经验而来，让我读时忍不住击节赞叹。“我们首先应尽可
能地呈现实情和真相，而不是在真相还未搞清楚的情况下，就立刻陷入
想象的世界，做出各种假设和推理。”

我们还应该善用别人眼中的事实。

非常赞同沈磊兄在书里对“盲人摸象”的新解释：它并不是提醒我们
要避免犯盲人那样的错误，而是揭示了一个惨淡的现实——实际上，我
们跟盲人没有任何区别。即使在最熟悉、最有经验的领域，我们的所见
所知依然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不可能了解事情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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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不同观点，甚至反对意见，不一定是我们的对立面（而我们总
是瞬间生成这样的评判），而极有可能是揭示了复杂事物的其他侧面。
通用汽车的传奇CEO斯隆先生还因此提出了一条原则：没有不同意见，
就不做决策。

关于善用别人眼中的“事实”，书中有关“基本归因谬误”（见第3
章）的段落给了我极大的触动。假定你驱车赴约，因为出发得晚快迟到
了，所以在路上连续并道超车。看到这一情形的人难免有“此人毫无耐
心、车品太差”的愤慨。它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当事人的行为往往
源于情境，而旁观者更容易将其归结于人的品格！察觉和减少一些对别
人的主观评判，是打开自我时最重要的事情，这在有效的复盘当中可能
会自然发生。

向未来敞开自己，而非抓住未来。

《复盘》刷新了我对过去和未来之关系的认知。忙不迭地舍弃过
去，恰恰让我们无法拥抱未来。善用过往的经验，才能真正地跃向未
来。通过有效的复盘，可以“刷新认知，打通主观设想与客观世界的链
路，并通过新认知铺设一座通往未来的桥梁”。

人们对未来的焦虑，表面看是VUCA带来的，实际上源于对确定性
的本能渴望。我们无法抓住一个确定的未来，唯有拥抱不确定的现实，
带着健康的、建设性的焦虑，向未来敞开自己。这是真正的自由，对我
们而言也是挑战。有一位智者提醒我们：“我们常常没有勇气和能力善
用真正的自由，只因为我们无法免除自己的傲慢、贪求、期待与恐
惧。”

衷心感谢沈磊兄贡献了这部真诚、专业、饱满的作品，诚挚推荐。
不要错过《复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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