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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提到一个产品，你会想到什么？提到一家企业，你会马上想到什么？提到一段
宣传标语，你会想到什么？成功与失败的区别就在于直接联想。
     口号是直至人心的，是否赢得人心是口号优劣的根本标准。吸引注意，打动人
心，维持人气，是口号作排头兵和打气筒的，也是用与口号配套的行动和制度来最终实
现的。
     《永不过时的利器(口号)》为您讲述了口号的功能，本质，及其应用的成功与
否，并例举了各个国家大品牌的口号成功的秘诀。助您的事业一臂之力。
     《永不过时的利器(口号)》由任冀湘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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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很多时候，对于我们那些有外号的朋友，多年后，我们经常会只记得他们的外号而不是
他们的名字。对于很多企业与商品，我们也经常会由于听到响亮的口号才被这家口号吸
引，购买产品。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几乎每一个名人都有自己足以名扬天下的事迹与行为
。但是，真正为后人所熟悉，并深为敬仰的却往往是那些名句、口号为其张目的人。例
如，提起曹操，人们很容易首先想到“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提到关羽，就不能
不提“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说起“一身是胆”，则非赵云莫属。
  在这些名人与特定词句之间，为什么能够形成如此紧密的联想呢？以至于很多人只要
一听到名字或相关的评语、口号，就马上会想起相对应的东西。并且，这样的事例远不
止《三国演义》一处。对于很多人来说，本来很常见的宋词词牌“满江红”已经成为了
岳飞的专属标签，“及时雨”也成了宋江的独门外号。“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
也与《哈姆雷特》一同流传世界。
  一个外号，一句评语，一段名句，都已成为帮助世人牢记名人名著的口号。甚至让我
们很多时候都无法分清。我们记忆更深刻的究竟是产下口号之“蛋”的名人名著这只“
鸡”，还是被名人名著这只“鸡”产下的口号这个“蛋”。我们很难分清楚，如果没有
直接点明，自己是会想起“鸡’’还是先想起“蛋”？其实，这不仅是名人名著，或者
名胜珍宝才会引发的现象，在历史和现代，我们同样会因为一个好的口号而想起规模更
为庞大的组织，如国家、军队、企业等。
  为什么本来因人、组织而产生的口号可以成为与人和企业同等重要，甚至成为推动人
和企业发展的动力呢？口号这样的作用是其独有的吗？其作用是最有效的吗？作为一个
人，你的目的是什么？“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更极端的，不过是“不能流芳百世，
也要遗臭万年”了。要想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你，记住你，甚至赞美你，大量的善举，
无数的馈赠，这些都是有好处的。但是，人都是善于忘记；已经成为过去的好事，并不
足以保证你在今天还是他们眼中、口中的英雄、好人。你很难通过列举自己的“善事”
来证明自己。但是，如果你能够报出自己的口号，反而比你陈述自己的行为更有说服力
。
  人和企业都需要因自己的行为来获得认同，传播名声。
  经营、管理一家企业，你的目的又是什么？赚钱，获得更大的利润。打造“百年老店
”，塑造世界品牌，传播国际形象。这些目的的背后，同样与“美名传天下”分不开。



没有好的名声，就没有顾客的认同与购买。更重要的是，没有好的名声，不只是外部的
人不认同企业，企业内部的员工，以及企业想要招纳的才俊，同样不会认同企业，为企
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这样，企业也没有了生存发展的机会与可能，更不会有所谓的
品牌与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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