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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 id="零-写在前面">零.写在前面</h2>
<p>这是一整套的知识管理介绍，从什么是知识管理到具体的编写实践，尽量保证文章的通俗易懂。
者从 2017 年至今已经使用笔记系统 5 年了，深感这块知识的匮乏，都是零散的感受没有成体系的说
。</p>
<p>不希望后续的人们再走弯路了，因为各种方法论把时间都花在试错上面。目前使用的是【<a href
"https://ld246.com/forward?goto=https%3A%2F%2Flink.zhihu.com%2F%3Ftarget%3Dhttps%
53A%2F%2Fb3log.org%2F"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ugc">思源笔记</a>】，算是最符
我当前需求的软件了，只能说国内的大部分软件用起来都让人很难受，就像是上世纪的产物。。。</
>
<p>方法上面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别人的东西只是参考，最终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
式。我编写的案例是适合我的，属于简单易用，没有太多高级技巧的方式。</p>
<br>
<h2 id="一-什么是知识管理系统">一.什么是知识管理系统</h2>
<h2 id="为什么需要知识管理-">为什么需要知识管理？</h2>
<p>为了赚更多钱和更好的生活。</p>
<p><img src="https://ld246.com/images/img-loading.svg" alt="" data-src="https://b3logfile
com/file/2022/10/ad857cd8295448bb8e544fa106948928.webp?imageView2/2/interlace/1/fo
mat/jpg"></p>
<br>
<p>赚钱：现代的岗位需求更多是脑力类型，需要掌握综合的知识，哪怕是销售岗也不仅仅是靠嘴皮
说，同样是需要大量的总结改进。看到销售大佬和客户侃侃而谈，自己如果也变成这样那收入不是直
起飞了吗，那怎么在“有限的”时间里快速进步，就需要一套知识管理体系了。</p>
<p>生活：每天会遇到非常多的事，亲情、友情、爱情需要照顾好，租房、做饭、健身、游玩等等这
事情也要安排好，人的成长总是有波澜的，很容易打断当前思路，需要一个规划将生活安排的井井有
，可以稳定按照想法前行。</p>
<br>
<p>案例：</p>
<p>1.最近要带孩子，在知乎查找了很多如何教育孩子的文章，但优质的文章有 300 多篇，就先给草
的看一下添加了收藏。在遇到孩子犯错的时候，现场去翻收藏夹弄了半天没找到，只能先按照惯例打
子一顿了。</p>
<p>这就是对文章只是看了，而没有吸收。文章多就要去建立一个学习计划，分好先后学习顺序，在
年时间内慢慢进行学习并改进，做好笔记。同时这样会建立一套事情处理机制，在遇到新的事情比如
租房”的时候，会想先搜集资料做好分析 + 规划，帮助自己处理。</p>
<br>
<p>2.你的工作是负责【新疆阿克苏苹果】的推销人员，但业绩一直上不去，你觉得是自己不适合这
工作，琢磨不懂怎么让别人有买苹果的想法，通过模仿那些销售大佬效果也不是很好。</p>
<p>直接用大脑去想是非常困难的，而且会越来越烦躁想不出来。所以要用工具来辅助，对不同的苹
产品列出它们的特点和售价，再列出需求人群等等，建立关联关系。</p>
<p>你会发现某些人有消费意图和能力，同时发现在 3 月份的时候销售量会增加，重庆地区的销售额
会比较高。再深入研究发现这和重庆的地理情况有关系，那可以着重往重庆进行推销供货。后面又发
在一个销售自行车的案例可能也适合苹果的销售，可以进行尝试。</p>
<h2 id="管理系统说明">管理系统说明</h2>
<p>知识管理是一套“知识处理”机制，要应用知识而不是管理知识。最常见的误解是用一些分类方
和标签，来大量收藏文章并管理起来，这相当于在做“图书管理员”，而不是使用知识。</p>
<p>就像上学时期抽查课文一样，在一本书里随便找一段内容提问，最笨的应对方法是把整本书背下
，等用的时候冥思苦想。那最好的方法是对整本书进行大致分类，并对每篇内容提炼出核心，建立好
联关系，这才是真正的掌握。</p>
<p>这套系统由软件 + 管理方法组成，当前没有一个完美的软件支持所有功能，要根据自己的场景
需求来进行适配，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用着急。</p>
<p><img src="https://ld246.com/images/img-loading.svg" alt="" data-src="https://b3logfile
com/file/2022/10/dbf5fe6022bc4a709e27bc26237e6bbb.webp?imageView2/2/interlace/1/fo
mat/jpg"></p>
<br>
<p>帮助我做到的事情：</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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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辅助知识的存储和查阅</p>
<p>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快速找到内容，之前经常有人问我哪些仙侠小说好看，我想半天也就吐出一本
，很多小说都忘记情节和名字了，感觉作为小说狂挺丢脸的。</p>
<br>
<p>2.帮助整理思绪，加速进步</p>
<p>对人生的思考一直都在持续，但只有持续的探究才能完全理解。比如金钱观念，之前看到别人对
引导消费”的解说也只是新奇了一下，2-3 年后才醒悟过来原来是多花了很多钱，不知不觉被引导财
无法积累。现在对金融体系建立了对应的相关专题和文档，对社会的金融运作理解了很多。</p>
<br>
<p>机制作用：</p>
<p>上述的内容其实用 word 文档或者 txt 文档也可以做，那软件 + 管理方法就是优化这个过程。比
一些手机自带的备忘录可以加闹钟提醒，这个就是软件的作用。</p>
<h2 id="二-选择适合自己的知识管理体系">二.选择适合自己的知识管理体系</h2>
<p>对于知识管理大致上的需求是，将自己的一些想法、要做的任务、收集的信息进行存储，方便查
和维护。但具体需求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要对自己“量身”打造一套体系才行，这个是需要积累的
不得，毕竟最了解使用习惯的人是你自己。</p>
<p><img src="https://ld246.com/images/img-loading.svg" alt="" data-src="https://b3logfile
com/file/2022/10/e3d28a9a2e3a4ee4a360b67b482832cb.webp?imageView2/2/interlace/1/fo
mat/jpg"></p>
<br>
<p>具体步骤：</p>
<p>1.先列出《笔记使用需求列表》，后续想到也可以持续补充。除了日常需求还有人会需要笔记支
表格、支持正链接等等，这都是需求。</p>
<p>2.从小范围的实验开始，先构建一个可以流畅运转的笔记处理机制，从收集信息到新增修改，再
查询都要流畅。不要本末倒置，一直去找各种方法换来换去，结果笔记写了没几篇。</p>
<p>3.将之前积累的笔记都放到一个统一文件夹，慢慢根据需要整理自己之前的笔记。</p>
<p>4.慢慢吸收笔记相关的知识，比如卡片管理法，如何写一篇好的论文，等等，这块是根据需求的
是用于提升笔记效率的。</p>
<br>
<p>不好的管理体系：</p>
<p>1.做金融工作，收集剪藏了很多关于金融的文章，但是别人问起的时候组织不好语言，不知道怎
说起。在编写金融报告的时候看到几百篇收集的乱七八糟的文章，就是头大。</p>
<p>2.通过文件夹进行分类会陷入“分类迷茫”，《三皇五帝》是分到人物类还是历史类？</p>
<p>3.文章超过 1000 多篇，搜索关键字出来一大堆对应内容，找不到重点。</p>
<br>
<p>好的管理体系：</p>
<p>1.所有的内容都是自己写的，简短精悍，每篇都是唯一的，搜索只有几篇，很容易找到内容。</
>
<p>2.编写一篇关于金融的内容，想好方向后将几篇已经写好的资料一合并直接写好了。</p>
<p>当前的知识管理系统非常多，每个人的方法不太一样。但越是复杂的方法它的使用效率会越高，
如使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对文章进行分类，一共 22 个基本类目，后又细分 51881 个详细类目。
如你在研究传播学，有一篇《传播学概论》。那应归入 “G206 传播理论”（【G 文化、科学、教育
体育】-【G 信息与知识传播】-【G20 信息与传播理论】-【G206 传播理论】）。</p>
<p>这种方法当查找起来时会非常迅速，但进行维护时会耗时，对于使用者掌握的水平会很高。同时
部分人的文章没有这么多，也不需要文章给与非常强的灵感提示，所以初期可以选择简单的，文件夹
类 + 标签方法。</p>
<p>等后续对知识管理的理解深入了，不断的再优化自己的管理方法即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p>
<h2 id="三-管理体系">三.管理体系</h2>
<h2 id="GTD管理法">GTD 管理法</h2>
<p>GTD 的英文全称是：Getting Things Done</p>
<p>这是由著名的时间管理人戴维・艾伦在他的著作《尽管去做》里提出的一套移动硬盘式的任务管
方法，它的核心精髓是把所有待办任务都从大脑里移出去，清空大脑，用外部的工具去管理任务，让
脑的全部资源都用来思考，而又不会遗漏任何一件事。</p>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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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由 2 部分搭配组成</p>
<p><img src="https://ld246.com/images/img-loading.svg" alt="0A8EANH9D6OLP20TV1L.p
g" data-src="https://b3logfile.com/file/2022/10/0A8_E_ANH9_D6OLP20TV1L-EApMosB.png?
mageView2/2/interlace/1/format/jpg"></p>
<br>
<p>收集箱：先对文档进行一股脑收集，不需要建立子目录</p>
<p>等待处理：当天的日程，备忘录，记事本，沉思录、日记本等等，做待办事项。</p>
<p>将来可能：主要承载计划、规划、想法、点子类的东西，做灵感库。</p>
<p>归档资料：整理过的资料进行归类存储</p>
<p>专题研究：当前研究的内容，比如唱歌， 研究完成后放到归档里</p>
<br>
<p>具体流程：</p>
<p>1.建立上述 5 个一级目录</p>
<p>2.执行工作流，以「请客来家里吃饭」为例，都遵循客观的五个步骤：收集、判断、整理、复查
执行。</p>
<ul>
<li><strong>收集</strong> ：问问都有哪些客人，他们都喜欢吃什么。</li>
<li><strong>判断</strong> ：根据上述信息判断对方喜好、要准备多少食物、凳子是否够用。</li

<li><strong>整理</strong> ：记录要买的东西和数量。</li>
<li><strong>复查</strong> ：检查是否有遗忘的地方。</li>
<li><strong>执行</strong> ：在开始时按照计划执行。</li>
</ul>
<p>GTD 理论认为，人的精力有限，一旦脑力跟不上，就会混乱，可通过合理分配脑力以优化五个
骤：前四步准备充分，第五步傻瓜执行。</p>
<br>
<p><strong>优点</strong></p>
<p>整体流程非常简单，适合文档少的时候使用。</p>
<br>
<p><strong>缺点</strong></p>
<p>《 尽管去做 》是 2003 年 9 月出版的一本书，那时的 IT 技术没有这么发达，作者用的是电脑上
硬盘文件夹来管理，远没有如今百花齐放的管理软件方便。收集后再整理适合当时资料少的情况，现
今大量的互联网信息根本不需要收集，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百度，并且几乎每个软件都可以随时收藏
剪藏文章。</p>
<br>
<p>问题：</p>
<p>1.先收集再整理的方式会对个人压力很大，当闲下来想整理的时候一看收藏箱几百篇瞬间没想法
，同时整理先要把文章通读从而产生笔记，10 篇连续下来会很消耗精力。</p>
<p>2.通过文件夹进行分类会陷入“分类迷茫”，《三皇五帝》是分到人物类还是历史类？</p>
<p>3.查找困难，我总是自誉为网络小说 10 年老书虫，但别人问我有哪些好看的“仙侠小说”时，
别有啥大致内容，我查笔记 10 多分钟才找出来，因为很多是摘抄的内容，导致搜索的时候很乱。</p

<h2 id="P-A-R-A管理法">P.A.R.A 管理法</h2>
<p>P.A.R.A 是  <strong>项目（Project）、领域（Area）、资源（Resource）、 档案（Archive
的简称</strong> ，也就是 4 个一级目录来存储你的笔记。其核心是「 <strong>根据信息的可操
性程度，对信息进行聚焦或转移</strong> 」，说人话就是根据你最近的信息关注力度，来把二级目
挪动到某个一级目录中，后续会进行详细讲解。</p>
<p><img src="https://ld246.com/images/img-loading.svg" alt="1HO88P3O5EAGHZ20D.png"
data-src="https://b3logfile.com/file/2022/10/1HO88P_3_O_5EA__GHZ2_0D-J4RHQaa.png?im
geView2/2/interlace/1/format/jpg"></p>
<br>
<p><strong>项目</strong></p>
<p>存储当前要做的事，具有明确的目标以及时间范围。</p>
<p>所谓项目，是指一个将要发生的独立事件，并且这个事件不是一次性就能完成的，至少需要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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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比如出去购物，就是一个小项目；而在家里倒杯水喝，就只能当做任务）。项目本身至少具有几
必备元素：</p>
<ul>
<li>范围：聚焦于较小的短期承诺，避免周期太长缺乏成就感，成为僵尸项目。</li>
<li>缘由：让你想清楚这个项目是否有必要建立，避免忘记初衷</li>
<li>时间：有截止日期或交付日期，知道终止的时间（也就能知道何时应该复盘）</li>
</ul>
<p>例如要对家里的房子装修可以建立一个项目，不管是对当前的任务追踪还是后期复盘都很方便。<
p>
<p><img src="https://ld246.com/images/img-loading.svg" alt="" data-src="https://b3logfile
com/file/2022/10/487ab0362f2e4356bf4a5a445232e1e3.webp?imageView2/2/interlace/1/fo
mat/jpg"></p>
<br>
<p><strong>领域</strong></p>
<p>存储当前在研究的方向。</p>
<p>你日常需要精进的领域，在不同的情况下将负责不同的领域，比如 <strong>在生活中所承担的
同角色</strong> （美食家、教育孩子、IT 工程师）、 <strong>持续的标准</strong> （产品开
、公司管理制度等），以及需要你 <strong>持续关注的事情</strong> （运动、财务、公寓、宠物
。</p>
<p>这些每一项你都花了一些精力在上面，但对这些方面并没有「 <strong>精进</strong> 」的预
，只是被动地推着走，所以看起来就很模糊，甚至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还要对某些领域负责。</p>
<p>领域一般没有结束的日期或最终的结果，但这并不代表领域没有终点。就像每个人都在交【社保
，但对社保的组成、自己会获得哪些权益都是一无所知。所以需要单独列出来，对其进行分析并持续
进。</p>
<p>当这个领域完成的差不多了，就可以将其挪动到【归档】中进行保存，后续需要了随时可以点开
行查询。又或者哪一天对其查找到了新的资料，自身又感兴趣了，再从资源中挪动到【领域】中即可
</p>
<p>下面是一些项目和领域的差别，项目是一个有定期的任务，领域是一个持续精进的方向。</p>
<ul>
<li>跑马拉松是一个项目，而健康是一个领域</li>
<li>出版一本书是一个项目，而写作是一个领域</li>
<li>节省 3 个月的开支是一个项目，而财务是一个领域</li>
<li>去泰国度假是一个项目，而旅游是一个领域</li>
<li>计划一个周年晚宴是一个项目，而配偶是一个领域</li>
</ul>
<br>
<p>案例：</p>
<p><img src="https://ld246.com/images/img-loading.svg" alt="9OZMWDDYD19RAVHTMY
4.png" data-src="https://b3logfile.com/file/2022/10/9OZ_MWDD_YD19RAVHTMY_D4-zzkkd
C.png?imageView2/2/interlace/1/format/jpg"></p>
<br>
<p>领域中的方向要尽量的少，如果太多说明你精力太过于分散了，要进行筛选，根据优先级确定当
最主要是做什么。如果对某个领域打开维护的次数明显很少，那说明它其实不是你最近在做的方向，
动到资源中即可，降低优先级。</p>
<p>只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其实并没有一个关于自己生活和工作的完整的项目清单。但是他们
会告诉你，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当这样忙忙碌碌多年以后，其实发现自己可能做了许多事，但是却「
样稀松」。<strong>这就是只有项目，而缺乏领域聚焦带来的问题。</strong></p>
<p>创建一个清晰的项目清单，能让<strong>你知道你的能力边界。而一旦界定了边界，你就可以
意识地、战略性地决定做或者不做，如何弥补还是尽快放弃。</strong></p>
<br>
<p><strong>资源</strong></p>
<p>就是领域中的那些二级目录，不关注了就挪到这里。</p>
<p>同时也作为【领域】的资料储备，比如美食本身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包含食材、菜谱、厨具、做
手法、做饭技巧等等，那领域可以是【家常菜菜谱】，每天尝试做不同的菜，而其它【食材】、【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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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等等放到资源里，作为它的储备。</p>
<p>这里的文件夹分类是随着内容堆积和重心来区分的，最开始就叫【美食】即可，后续内容多了再
分。像【厨具】这种前期可以作为一篇笔记存在，一样是内容多了就变成了目录，把里面的每项厨具
独写篇文章，要灵活处理。</p>
<br>
<p><strong>归档</strong></p>
<p>就是资源中的那些二级目录，好久才用到的就挪到这里。</p>
<p>因为资源是给领域做互补的，所以不能把当前不关注的目录都堆在资源里，那会很影响感官。所
单独设立一个归档，这里是打开频率最低的地方，都堆积在一起也没事。等后续需要用到，再从归档
挪动二级目录。</p>
<br>
<p><strong>工作流</strong></p>
<p>1.理清自己的领域</p>
<p><strong>理清领域最难的地方在于，你要坦然面对自己的内心。</strong> 时间是短暂的，一
人的精力有限，要仔细思考自己精进的方向到底是如何的。这种领域选择并非一次性的，就像工作一
是不断试错调整的。</p>
<br>
<p>2.建立项目清单</p>
<p>人们总是有太多的想法要完成，并且还不时有新的东西来牵扯吸引注意力，这导致每次定的目标
很难完成，不是延期就是永远丢到了垃圾堆里。创建一个清晰的项目清单，让你有信心对新的承诺说
或不是。</p>
<ol>
<li>导出所有想法，包括你想做的任何事情、待完成的工作或者任务，例如考驾照、拔牙、租房、减
到 130 斤等等。</li>
<li>保存有价值的东西，看看哪些事情是对你有益的，有完成可能性的，例如考驾照确实很有用，而
冰岛旅游是不必须的。</li>
<li>整理完善这个项目清单，将其添加为具体的项目。</li>
</ol>
<p>在【归档】中建立一个【项目归档】的二级目录，每当项目完成或者被废弃，就归档到这个目录
。项目中的详细任务划分的越具体越好，示例中其实都可以归类为一个模糊的：K8S 基本掌握，但这
会看不到具体的进度，而且详细的任务在不断被完成时会增加积极性。</p>
<p><img src="https://ld246.com/images/img-loading.svg" alt="" data-src="https://b3logfile
com/file/2022/10/d08f8798dd8143afafe8955da559fe8c.webp?imageView2/2/interlace/1/for
at/jpg"></p>
<br>
<p>3.遗忘过去并展望未来</p>
<p>将你当前所有的资料归拢放到资源里，命名为【归档 + 当前日期】，毕竟重要的事情不会忘记
忘记的事情都不重要，防止之前的资料对后续的步骤进行干扰。</p>
<p>根据领域建立对应的二级目录，将当前需要的文件从归档里移动过去，如果当前没用到就不要动
领域中的文件夹只到二级，如果某个领域内容庞大可以对其进行拆分，然后只关注其具体部分。</p>
<br>
<p>4.即时维护</p>
<p>这套管理系统在设计之初就是希望能降低使用成本，无需额外投入太多的精力而设计的。整体都
在聚焦，通过聚焦可以明确知道自己最近的方向和状态，比如项目堆积的多又都没完成等等。</p>
<p><strong>所以一旦你需要单独抽取大量时间来维护，则就意味着违背了这套系统的初衷。</stro
g> 之所以这么设计，因为 "整理东西 "是人们永远不会去做的事情之一。</p>
<p>原因很简单：</p>
<ul>
<li>它代表着耗时的间接工作，没有明显的回报或影响。</li>
<li>在一个项目中，你没有时间去 "停下来整理东西"，因为你需要每一分钟的空闲时间去赶工期。</l
>
<li>你也不会在项目结束后再去做，因为要去做下一个项目了。在你的部门预算中，没有专门的项目
于 "整理工作"。</li>
</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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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 id="四-组织好一个文件夹">四.组织好一个文件夹</h2>
<p>笔记写完后终究是要使用的，也就是方便查询。当只有几百篇的时候通过文件夹进行分类可以迅
找到，而当笔记有几千篇的时候不管是查找还是维护都是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的解决方法是通过
P.A.R.A 的聚焦 + 精简文章来实现，把维护压力锁死在文件夹中。</p>
<p>笔记的产生主要分三类，感想、任务、知识文章，对于不同种类不能用一个方法维护，需要根据
点针对维护，这样在查找的时候也会很方便。</p>
<h2 id="感想类">感想类</h2>
<p>例如：</p>
<ul>
<li>看书、看文章新闻有所想法</li>
<li>晚上睡前突然有感悟</li>
<li>每天的总结日记</li>
</ul>
<p>特点是随机、突然、重复，那就要有一个笔记随时承载自己的想法，用日记最合适不过了，制作
记模板每天定时打开，有任何零散的想法都记录在这上面，记录后进行整理归类。</p>
<p><img src="https://ld246.com/images/img-loading.svg" alt="" data-src="https://b3logfile
com/file/2022/10/4649e0f48e31420c8ac547d256eeb615.webp?imageView2/2/interlace/1/fo
mat/jpg"></p>
<br>
<h2 id="任务类">任务类</h2>
<p>例如：</p>
<ul>
<li>每天都要做的任务，重在提醒</li>
<li>短期的临时任务，一般是工作上的</li>
<li>中期的任务，需要找个时间完成</li>
</ul>
<p>特点是任务需要和时间挂钩知道什么完成的，知道任务的进度，一些人物还需要添加提醒。这里
于每天的日常任务就放到【日记】里即可，短期和中期的任务放到《月报》里进行存储而不是日记，
为有的任务当天完成不成放到日记里还需要取出，而有些任务是后面预备要做的，需要有个地方记录
醒。</p>
<p>月报可以说是一个大号的【日记】，可以完好的以月为单位进行任务的安排，尤其一些感想每天
是很水的，不如放到【本月卡片】里。对于任务要有一个完成日期，在每个任务的后面添加即可。</
>
<p><img src="https://ld246.com/images/img-loading.svg" alt="" data-src="https://b3logfile
com/file/2022/10/e4ca728ef87848f1bdf88ec60701f35c.webp?imageView2/2/interlace/1/form
t/jpg"></p>
<br>
<h2 id="知识文章">知识文章</h2>
<p>例如：</p>
<ul>
<li>看到的优质文档</li>
<li>做菜时的经验</li>
<li>搞笑段子</li>
</ul>
<p>特点是逻辑清晰、数量多，在编写的时候临时的想法是写到【日记】里进行整理维护到文章，对
那些不着急的知识，比如从网上采集的教育孩子文章，就先查找一下是否有类似的已写文章，如果没
就新建进行编写。</p>
<p>核心就在于要精简，《美食》这个方向很大，前期是放到 P.A.R.A 的<strong>领域</strong>
作为一个二级目录，后续东西多了就进行深度聚焦，《炒菜》作为领域的二级目录，而其它《刀工》
《食材》等等就作为<strong>资源</strong>的二级目录。</p>
<p>这样始终保持一个文件夹里只有那么几篇文章，那维护和查找会非常的简单了，通过搜索或者文
夹可以迅速的找到对应内容。期间可以使用双链接或者标签等适合自己的方式优化查找和维护。</p>
<h2 id="最终目标">最终目标</h2>
<p>最终是打造一个第二大脑，存储属于你的知识，大脑只用于思考和过滤，其它任何事情都放到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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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这个笔记终身陪伴你。</p>
<p>当你产生问题，一查看笔记，里面的东西可以随时唯你所用，里面每句话都是你自己反复总结写
，短小精悍。文档不要堆积，而是反复维护整理的，好比你写了 100 篇笔记，3 年后你看看哪些还对
有价值？</p>
<p>知识要么使用，要么失去。不应该试图像捧起沙子—样，不让任何信息从缝隙中流下。</p>
<p>而是应该编织一个网络，当你提起来的时候，能按图索骥的找到你想要的东西而那些没有和网络
接的东西，忘了就忘了吧。</p>
<p>笔记无法促进灵感，创新是让之前不怎么相关的东西相关起来，而不相关的东西又如何相关起来
这实际靠的就是大脑强大的联想能力，靠的就是思想的火花。</p>
<p>但笔记很难将不相关的东西进行关联，不管是标签、双链接、知识图谱、关键词等等，都是将相
内容进行归类。所以不要试图构建花里胡哨的知识图谱体系，那是大脑应该做的事。</p>
<h2 id="五-写好一篇文章">五.写好一篇文章</h2>
<h2 id="编写步骤">编写步骤</h2>
<p>1.有内容要编写了，先随意取个标题就开始写，直到一口气将大脑中的思想都编写出来，期间即
有别的灵感想法也不要转头去写，而是临时加段注释就别管了，继续往下写。</p>
<p>比如写《战狼》的影评，里面吴京用铁丝网拦住火箭弹的场景骤然浮现，因为很多人认为这是不
能的事。所以你可以新建一篇《铁丝网拦截火箭弹》这个文章，内容是：这可能吗。然后回过神继续
影评。</p>
<p>等后面通读自己编写的东西时，可以去完善那个文章。一些图片之类的引用也是如此，如果这里
粘贴一个图片，直接加上【这里加图】即可，继续按照思路一口气编写下去！</p>
<br>
<p>2.在编写开始时，先建立字段标题分段，哪怕要记录的只有几句话也要建立分段，这会让你的逻
非常清晰，也有助于后续内容的添加。不然就会经常遇到匆匆写了一篇文档，后续再有类似想法的时
是在不断的堆积，最后干脆不想整理了。</p>
<br>
<p>3.写完后对当前文章进行维护整理，要将内容变得精简，起码通读一遍会很顺畅。</p>
<br>
<p>4.文章的内容要和标题一致，不要掺杂别的东西，如果是写《孩子的富养和穷样》，其中涉及孩
的性格差异部分，应该单独列出一篇文章，互相添加关联。</p>
<br>
<p>5.文章内容要都是用自己的话编写，哪怕对方讲的特别好也应该只是部分引用，如果完全照抄那
块知识就是没有经过咀嚼的，没法融入自己的体系。</p>
<br>
<p>6.信息要精简，很多时候写了一个 300 字的感想都在描述一个道理。但这 300 字堆成一团的内
你不会想看第二遍，整理的时候也会想吐。收集的信息也是如此，如果只是简单摘抄那没有意义，很
描述话语在你的水平提升时是可以有更好的描述，所以要简洁有力，后续对外编写文档再添加描述。<
p>
<br>
<p>7.如果有多篇文章再说类似的事情，那就应该合并成一个，保持干爽和精简。</p>
<h2 id="让笔记自然生长">让笔记自然生长</h2>
<p><strong>写作并不是从零开始的过程，而是将已有想法组织起来的过程</strong> 。</p>
<p>假如你们老板让你写一篇关于《三只松鼠双十一大促活动方案》，你会怎么写？</p>
<br>
<p>常规模式为：</p>
<p>1.从大脑中搜索出文章所需的资料，一些以往其它厂家的案例、品牌优势在哪、方案可能产生的
果</p>
<p>2.将这些资料大致回想下，设置大纲</p>
<p>3.将大脑的信息填充进去，并搜索一些资料</p>
<p><img src="https://ld246.com/images/img-loading.svg" alt="" data-src="https://b3logfile
com/file/2022/10/b9dab5ceedeb43c094a8bd114c86c9a0.webp?imageView2/2/interlace/1/fo
mat/jpg"></p>
<br>
<p>我们大脑中的知识就好似一张网络，或者说是一片散沙，写作时我们往往一时间难以确定我们拥
什么观点（想不起来），这些观点如何与文章主题相关。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花费一定精力去回想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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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花费一定精力将回想起来的观点形成文章的大纲。同时，文章大纲向纸面文字转换也需要花费我
一定的精力。 <strong>传统写作方式之所以让人觉得困难，就是因为其将回想论点的困难、选择论
的困难、搭建大纲的困难、构思行文的困难全部汇集到了一起，让我们一次解决。</strong></p>
<p>但如果化整为零，将这些困难分开解决就会非常轻松。先建立一篇《三只松鼠》的文章，搜集相
资料列出这个品牌的相关信息，要只局限于当前品牌，例如供应链、销售额、加工方式、销售方式等
。再建立其它同行品牌的文章，也是如上填充。这个过程是缓慢的，当你有新的指标后也可以继续填
不断完善。</p>
<p>当你有多篇产品的文章后，自然就可以产生一篇新文章《三只松鼠品牌优势》了。如果你上来直
写这篇文章，你会发现大脑乱哄哄的，每想起一个优势就往上写会导致没有大局观。</p>
<p><img src="https://ld246.com/images/img-loading.svg" alt="" data-src="https://b3logfile
com/file/2022/10/cc9340b09032493690453bbc272c9bfa.webp?imageView2/2/interlace/1/fo
mat/jpg"></p>
<br>
<p>再新建文章《盼盼食品 2017 年双十一方案》之类的文章，按照上述格式进行填充。最后将不同
文章通过双链接方式互相引用，产出一篇非常优质的文档。哪怕 2 年后你跳槽去别的公司了，你有自
的信息数据库，负责类似的事情只需要根据资料更新下对应产品的词条，可以非常轻松产出一个新的
板。</p>
<p>而不是过 2 年不负责了全都忘了，拿做过的方案半天才回过神来，而且里面写的很多优势点现如
也全都失效了，需要重新思考。这等于是在建立一个 <strong>知识库</strong> ，真正的让大脑只
行思考，而笔记来做知识存储。</p>
<p>在编写一篇文档时，要将大脑中乱糟糟的想法通过语言清晰的传达给读者，就要给知识整理分段
让每句话都精简有力。这是知乎某个大佬对于牛排的讲解文章，就写的精简易懂。</p>
<p><img src="https://ld246.com/images/img-loading.svg" alt="" data-src="https://b3logfile
com/file/2022/10/19e42beb76d848f5aad7d868612f9420.webp?imageView2/2/interlace/1/fo
mat/jpg"></p>
<br>
<p><strong>提炼文章并精简</strong></p>
<p>如下知乎一个关于《为什么会有 U 盘独个文件不可以超过 4GB 这种设定？》的文章里的内容，
之前是直接把精彩部分粘贴过来，这是不对的，因为你再次需要关于“U 盘”和“文件系统”资料的
候，这些未经过自己消化提炼的东西，一来会增加你理解的成本，二来你很难对他进行维护改造，再
到别的资料你怎么补充？</p>
<p><img src="https://ld246.com/images/img-loading.svg" alt="" data-src="https://b3logfile
com/file/2022/10/78727d742eb44a49a71efff7b27ab875.webp?imageView2/2/interlace/1/for
at/jpg"></p>
<br>
<p>去掉语气助词，提炼为：</p>
<pre><code class="language-python highlight-chroma"><span class="highlight-line"><spa
 class="highlight-cl"><span class="highlight-n">微软有2种解决方案</span><span class="hig
light-err">：</span>
</span></span><span class="highlight-line"><span class="highlight-cl"><span class="high
ight-mf">1.</span><span class="highlight-n">给软盘系统持续更新</span><span class="high
ight-err">，</span><span class="highlight-n">从FAT8升级到FAT12再到FAT16再到FAT32再到
xFAT</span><span class="highlight-err">。</span>
</span></span><span class="highlight-line"><span class="highlight-cl"><span class="high
ight-n">更新到FAT32就到头了</span><span class="highlight-err">，</span><span class="h
ghlight-n">后续因为win</span> <span class="highlight-n">xp的市场占有量和新一代文件系统
洞多</span><span class="highlight-err">，</span><span class="highlight-n">导致大家只用
AT32</span><span class="highlight-err">。</span>
</span></span><span class="highlight-line"><span class="highlight-cl">
</span></span><span class="highlight-line"><span class="highlight-cl"><span class="high
ight-mf">2.</span><span class="highlight-n">制作一个新科技文件系统</span><span class=
highlight-err">（</span><span class="highlight-n">NTFS</span><span class="highlight-er
">），</span><span class="highlight-n">先进行企业试用</span><span class="highlight-err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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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span><span class="highlight-line"><span class="highlight-cl"><span class="high
ight-n">在硬盘进行了应用</span><span class="highlight-err">，</span><span class="highl
ght-n">但U盘人们关注容量</span><span class="highlight-err">，</span><span class="highl
ght-n">不关注性能</span><span class="highlight-err">，</span><span class="highlight-n
>所以U盘并没有实行</span><span class="highlight-err">。</span>
</span></span></code></pre>
<p>要用自己的话去写，这样精悍的文字，你是可以随时形成一篇文章的，还可以随时补充进去。而
文字提炼维护的次数多了，可以有效的提升智慧，而不是你收藏一大堆的鸡汤，堆积在一起，每次看
很感动但没获得任何东西。</p>
<p>提炼维护也是在提炼你自己的想法，比如对经济体系的理解。不要在知识库中存储类似自媒体文
似的软文，我之前就爱写这种，对于《如何独善其身》我写了关于豆瓣知乎的吐槽，然后总结就是不
看抖音了，洋洋洒洒一大篇就一句总结最重要，顶多加 2 行案例。</p>
<br>
<p><strong>卡片用法要分类</strong></p>
<p>卡片不是都最小原则，每个关键词都做一个卡片，尤其对于概念性应该只建立一个卡片。</p>
<p>比如《火车》、《发动机》、《忧郁症》、《树上村树》这些都是单独卡片。而对于《教育孩子
、《更好的处理工作》这些不应该建立多个卡片，应该是建立一张总纲卡片，每次有想法就写入。像
应该给孩子多少生活费》、《避免孩子抑郁》、《培养孩子人格》这些卡片应该作为《教育孩子》这
总纲卡片的其中一个小节。</p>
<p>等某个小节东西确实很多了，再独立出作为单一的卡片，不然会出现大量的卡片，每个卡片就几
话。同时放到一起编写更符合逻辑习惯，避免相似部分重叠写入。</p>
<br>
<p><strong>卡片的互相关联</strong></p>
<p>要先建立总结性文章，比如金融类别的，建立一个文件夹做领域，然后是几个整体文章《经济体
》、《个人资金的管理》、《收入的增加方式》这些，其中经济体系是一个总共的，包含一大堆卡片
卡片，作为索引卡片。收入的增加方式包括主业、副业、一些增值产品之类的，这些前期可以先都放
这个卡片里，后面内容多了可以拿出来单独建立卡片，并建立链接。</p>
<p>不要试图一下子就给每个知识点建立卡片，想互相关联，那会很累的。而且普通人建立的笔记软
，80% 以上的卡片本身就是单独的，不需要去互相关联的，视图建立一个知识图谱用于装 B 是很傻
事，那会有心理压力。</p>
<br>
<p><strong>总结</strong></p>
<p>1.同时不是要把每一个想法尽无遗地罗列出来，而是要创造一个丰富的触发器、提示和钩子的环
，以引发记忆、联系，甚至是更多的新想法。</p>
<p>2.你的笔记系统不是为了找答案。你可以用 Google 来找答案。你的笔记系统的目的是帮助你 <st
ong>提出更好的问题</strong> ，这是电脑无法做到的。</p>
<p>3.信息要在场景和重点之前有所平衡，当场景和案例加多，就会丧失重点。当重点变多开始精简
息，那就不便于理解。</p>
<p>4.不是任何资料都要去编写成文章，很多可以随时搜到的资料就不需要再整理，用的时候随时百
即可。</p>
<p>5.互联网是非常庞大的，但在接收信息的时候通常会忘了这件事，反而会觉得【这个东西】如果
不收藏或下载下来，它就会消失了。对于当前很感兴趣的文章最好是当场消化，就直接读完了转化为
识而不是连续存储一大堆。</p>

原文链接：打造通俗易懂的无压知识笔记管理系统！

https://ld246.com/article/16668368634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