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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我们可以成为天才吗？
“和我们应该成为的人相比，我们只是半醒着的。
我们内心的火焰被泼上了一盆冷水，我们的努力被抑制。
我们只利用了我们心智中很小的一部分潜力⋯. 只有非常优异的人才会把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利用到极
限。
”十九世纪美国著名的哲学家、心理学的先驱威廉.詹姆士(Williams James) 牛顿是天才。
莫扎特、贝多芬是天才。
莎士比亚、曹雪芹、托尔斯泰、马克.吐温是天才。
爱因斯坦是天才。
比尔.盖茨、巴菲特是天才。
贝利、阿里、迈克尔.杰克逊、乔丹、科比.布莱恩也是天才。
很少有人不羡慕他们的业绩、不想象他们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番作为。
于是我们每个人不禁要问自己：“我是天才吗？
”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是相当理性、实际的，都不相信自己是天才。
特别是年过二十几岁以后，当意识到在电视里大出风头的足球明星的年龄已经超过自己时，大多数人
对自己是否具有天才素质的问题已经断念。
不过我也相信：大多数人在人生的某一时刻，特别是在野心勃勃的青春期，都在心底偷偷地问过自己
这样的问题。
毕竟，天才是一种令人企盼、渴望的素质。
许多人为了得到它甚至可以不惜代价，希望上帝不留神把这个宝贝丢给了自己。
只可惜大部分人最后都暗暗地失望：咳，这不是我。
为了更科学地界定我们所说的天才，我不妨给一个现代心理学的测试。
下面是一系列数码。
你不妨请一个人以一秒钟一个数码的速度向你读完一遍，然后等二十秒钟后，看看自己能否记住：8 3
7 2 6 8 9 2 7 8 6 2 7 9 2 5 0 8 9 8 3 6 8 4 0 8 0 4 2 6 2 8 9 1 9 9 9 6 3 9 2 7 7 8 2 1 3 4 3 1 7 1 8 9 6 5 1 8 2 4 6 5 7 5 2 9 1 4
4 5 2 6 4 3 7 8 5 3 5 0 8 7我想，你不仅记不住这些，甚至无法想象一个人听了一遍这么长的数字后能准确
无误地复述出来。
如果有人能作到这一点，你一定觉得他是个天才。
我过去有位朋友，被保送到清华数学系读书。
一次我把自行车借给他。
等到他宿舍要回自己的车时，他就领我到楼下上百辆清一色的蓝色自行车中辨认。
我还没有看到自己的车，他就先给我找到了。
最令人惊奇的是，他不是靠记住车的形状，而是车牌的数码，而且在那么都车中，一下子就把这小小
的数码捕捉到了，比我靠外形记忆的“形象思维”快得多。
我当时感慨：“人家被保送到清华数学系不是没有道理呀！
人家是数学天才！
”这样超凡的能力，当然是一个人成功的重要本钱。
巴菲特经常在自己的脑子里进行复杂的数学运算，声称自己根本就没有计算器。
Steve Ross创建了Warner Communication这么一个商业传媒帝国，最后卖给了时代公司。
他干脆说：“我最恨计算器。
它把人的能力给拉平了。
”理由是，他一向可以不用计算器处理各种数据。
计算器的发明则给没有这种能力的对手提供了便利的武器、削弱了他的竞争优势。
通用电气的前总裁、为誉为二十世纪的“世纪总裁”的韦尔奇，能一下子从二十四行充满数字的财政
报告中挑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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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管理着世界最大、最复杂的公司之一，留下了能够记住每个细节的传奇。
 比尔.盖茨在哈佛的数学教授Harry Lewis在他那本《没有灵魂的优异》 (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开篇就
写到：他一眼就能看出比尔.盖茨聪明绝顶。
他在讲授应用数学时，第一堂课给学生们留了一道看似很简单的数学题。
对这个问题，他不仅自己无法解答，也不知道其他什么人能够解答。
他只不过想用此向学生们说明：有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但是，盖茨几天后就到他办公室来，给出了自己的解答，后来经过深化，和教这门课的另一位教授联
名发表在一个数学杂志上。
 俗话说，“没有那个金刚钻儿，就别揽那个瓷器活儿。
”你如果没有上述这些人传奇般的天份，最好不要幻想着能够成就他们的业绩。
天才之所以叫“天才”，就是因为那“才”是“天”给的。
这是个有或没有的问题。
你得不到就是得不到。
老友郑也夫在美国的侄儿申请大学时几乎被所有名校录取，最后上了哈佛，而且读书从来不费力。
我特别问他和那孩子的母亲（也夫的妹妹）：“这是怎么培养的？
我可是希望复制这种教育呀。
”也夫还是那样快人快语：“这孩子还用培养吗？
你打牌摸着好牌了。
你用不着是高手也能赢。
这孩子暑假来北京，我教他下围棋。
但走的时候，我就下不过他了。
”看来，我等凡夫俗子，最好早早断了天才的成功梦。
但是，事情远无如此简单。
对开篇的那组长数字的不可思议的记忆能力，常人经过大约250小时的训练就能够掌握。
这是心理学的一个著名案例。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人对数字的记忆能力是有局限的。
超过七位数字，就很难被记住。
全世界大多数本地的电话号码（不加区号）之所以是七位数，就是根据这样的假设。
 但是，1978年7月11日在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心理学实验室，一位寻常的本科
生经过训练竟然创造了记住二十二个毫无规则的数字的记录。
最后，经过了250小时的训练，他竟能够这样记住八十二个数字！
这位在心理学文献中以ＳＦ闻名的受试者，并不是个天才。
他的一位朋友最后把这个记录提高到了102位数，也不是天才。
他们的业绩证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普通人经过训练，会发展出连自己也难以想象的“超常”能力。
 这一心理学实验的结果对我们理解天才有着重大的影响。
天才是先天的，还是培养的？
这个问题在西方一直争论不休，但目前心理学的主流更倾向于培养的分析。
那么，即使天才确实是培养出来的话，应该怎么培养？
是否有什么门径？
换句话说，怎样才能成为天才？
这已经不仅仅是市场上无所不在的励志图书炒作的话题，更是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研究的核心。
近年来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这方面的领军人物编著的系列工具书，如Robert J. Sternberg主编的
《创造力手册》 (Handbook of Creativity) 、《智慧手册》 (A Handbook of Wisdom) 、《智力手册》
(Handbook of Intelligence) ，以及 K. Anders Ericsson、Neil Charness、Paul J. Feltovich、Robert R. Hoffman
联合编辑、长达九百页的《剑桥专业与专家表现手册》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Expertise and
Expert Performance) ，综合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
无怪乎Anders Ericsson宣称：剑桥决定出版某一领域的第一本工具书，无疑标志着这一领域的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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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里程碑。
 与此同时，一些记者、作家根据这些研究成果展开了细致的调查，采访了从企业总裁、科学家、艺术
家、运动员等各个领域的“天才”，为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现实材料。
 这些人的研究和调查采访所得出的一个共同结论是：天才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培养的。
关键在于怎么培养。
现代心理学、教育学、乃至神经学、生物学的一系列研究，已经发现了培养天才的重要线索。
如果因材施教、对症下药，一个平凡之辈也能成为天才。
甚至有人换算出非常具体的造就天才的公式：一万个小时的“深度训练”，即大约十年的专业训练，
是你在任何一个领域达到“世界水平”最低要求。
更关键的地方在于，除了训练量以外，你要对这种“深度训练”的方法有正确的把握。
 对于这样的结论，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不信。
这岂不是说谁都可以成为莫扎特、爱因斯坦、比尔.盖茨了吗？
天下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但是，他们的研究和调查，代表着西方众多科学家、教育学家、新闻记者半个多世纪的心血，绝对不
能小看。
我认真检视了他们的研究和证据，可以说相当令人信服。
这是其一。
其二，我虽然仍然不相信谁都可以成为莫扎特、爱因斯坦、或比尔.盖茨。
但是，他们的研究足以证明，经过严格、正确的训练，你至少有希望成为成为半个莫扎特、爱因斯坦
、或比尔.盖茨。
这正是中国传统诗学中所谓的“取乎其上，得乎其中”。
这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不得了的成就。
事实上，人们最常犯的错误，是低估自己的潜力。
其实有时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你就能开发出连自己无法相信的能力或“天赋”！
对此，我有个人的经验，也愿意和大家分享。
其三，在未来全球化的竞争中，才能或者天赋是我们制胜的本钱。
如今大量的中国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沦为“蚁族”。
这当然有种种客观的原因。
但是，这些大学生缺乏必要的才能则是一个核心的原因。
几年前，著名国际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发表报告，称中国的大学毕业生虽然一年在300万以上，
但是能够胜任外企工作的只有1／10，而印度1／4的大学毕业生可以胜任。
《经济学人》也两次发表文章报道中国的“白领危机”：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立足，需要大量中高层
白领，而且开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年薪。
可惜在中国就是找不到那么多足以胜任的人来，乃至影响到这些企业在中国的扩张。
你可以说你没有比尔.盖茨的天才。
但是，如果你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把自己训练成能够在这种跨国公司里胜任中高层职位的白
领，则完全在你的能力之内。
也正是出于上述三个原因，我在本书中尽可能综合美国近半个世纪来的研究成果，为读者把自己训练
成“半个天才”、“半个盖茨”提供若干参照。
我希望，那些急于求职的大学生、那些野心勃勃的白领、那些在学术界、媒体、艺术界等诸多领域奋
斗的人，能够面对这些科学研究和调查的事实，更有效地设计自己的人生战略。
记住，这不是如今无所不在的励志，而“引经据典”的讨论。
虽然我希望这本书读起来如同小说一样顺畅，但我从不想减弱其学术色彩。
这也是本书充满了注释的原因。
我无非是想证明，关于天才培养这种题目，一直是人类历史上的迷团，完全超出了个人经验所能解释
的范畴。
我尽可能总结半个多世纪的科学研究成果，能够找到一二线索，已经很满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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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本书中的所言，并非自己拍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有着相当的研究、采访、乃至心理学实验、医
学技术（解剖、Ｘ光片、脑电图的等等）所揭示的事实作为基础。
开明综义后，我不妨再就上面所提到的三点展开论述。
在西方的传统中，对天才的信仰根深蒂固。
比如在基督教的传统中，一直有所谓“上帝赋予的才能”之说。
甚至有“当上帝给了你的秉赋后，你想拒绝也不可能”的说法。
这大致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个毫无背景的人突然成为先知、圣徒的原因。
中国文化中也不乏类似的信念。
一个放牛娃可以毫不费力地成为状元，一个不成器的富家子弟则不管请了多少家教、上了多少班，就
是连个秀才也考不取。
近代科学崛起后，天才成了严肃的科学研究的题目。
这方面开创性的著作，大概要数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Francis Galton）在进化论的启发下于1869年完
成的名著《遗传的天才》(Hereditary Genius)。
他通过对《泰晤士报》上的成功人士仆告的量化分析，发现英国的几个大家族为社会贡献的人才不成
比例地多，由此提出了天才遗传说。
虽然学界对他的成果颇有怀疑，但是达尔文对他的研究大加激奖，并在自己的名著《人类的由来》一
书中加以引用。
高尔顿（Francis Galton）则再接再厉，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优生学”，希望通过正确的联姻来改良人
种。
 后来“优生学”因为被纳粹所利用而声名狼藉，不过，对先天智商的信仰并没有消失。
当今在欧美相当流行的各种测验，包括“美国的高考”SAT，研究生考试GRE，都是建立在智商学说
基础上的测试。
1994年，哈佛大学著名心理学家Richard J. Herrnstein和美国企业协会的社会学家Charles Murray共同出版
的爆炸性的名著《钟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力与阶级构造》（The 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也坚称：智商是先天的，在人口中有固定的分布规律，还没有证据证明能够
通过人工干预来改变。
当然，这本书一下子就成为左翼知识分子口诛笔伐的目标。
我们不妨把这派的学说称为“天才论”。
与这种“天才论”的传统相对立，“培养论”，即认为才能是后天训练出来的一派，在战后渐渐崛起
，如今即使不是学术界的主流，至少也和“天才论”分庭抗礼并略占优势。
这里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对美国教育界（特别是中小学教育）有巨大影响的教育心理学家本
杰明.布鲁姆(Benjamin Bloom) 。
他总结了三种理论。
第一种是传统理论，把人分为学得好的和学得坏的，即我们所谓的聪明学生和笨学生。
学生之间这种能力的高低，通过简单的测试就能衡量出来，因此必须因材施教。
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教育系统就是以此为基础构筑的。
比如考试、升学等等。
前述《钟曲线》的作者就坚信，智商达不到一定程度就不应该上大学。
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你要不要上大学，先要看你是不是读书的料。
第二种理论，则是在1960年代早期崛起，把学生分为学得快的和学得慢的。
那些学得慢的人，或者我们所谓的脑子慢的人，掌握同样的知识需要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帮助。
但是，只要他们有了这些额外的时间，获得了这些特别的帮助，他们就能和那些脑子快的人掌握和运
用同样复杂的知识。
布鲁姆自己发展出来的是第三种理论。
他承认学生的表现有非常大的不同。
但这主要是因为每个学生的知识和心理背景不同，而学校总是几十人一个班进行统一教育。
那些心理和知识背景正好适合这种统一教学的学生进步快，不适合的则进步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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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每个人都获得了适合自己的心理和知识背景的教育，则学生们的表现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一句话，学生表现的差异主要是教学问题，不是学生本身的问题。
 最近二十年，有一种在“天才论”和“培养论”之间发展折衷公识的趋势。
比如，大多数心理学家们同意，智商大致有一半是遗传的。
另一半则是后天环境因素影响所致。
同时，一个人生活中成败的许多变数是受智商的影响，但大部分变数则在智商的影响之外。
极端的智商决定论和智商无用论都被一系列研究所否定。
 由此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计算就可能看清：人生中的大部分变量都是在智商之外，而智商中又有一半
是后天环境决定的。
那种天生的、不可改变的智商基因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最多也不会超过四分之一的比重。
况且，这四分之一的智商基因究竟是什么，我们也并不清楚。
你也许觉得你的智商基因很差，实际上却可能是非常优秀，是被后天环境和自己性格中的其他因素埋
没了。
正是出于这样的计算，本书力争绕开决定我们人生的不到四分之一的、同时几乎也是不可知的因素，
而集中于四分之三以上的我们可以改变的因素。
其重点讨论的研究成果，实际上是把布鲁姆的理论延伸到了天才训练上来。
其核心观点是：天才之所以是天才，就是因为他们用特殊的方式把自己训练成了与众不同的人。
你要是掌握了那种训练方法，并用来训练自己，你就可以成为天才。
我想，中国的读者大部分恐怕无法接受布鲁姆的理论，也不相信什么人都可以被训练成天才。
我这里只想提醒读者，布鲁姆的理论不是他一个人的假设，而是建立在大量学者实证性的心理计量、
测试，以及对美国教育系统细致的个案分析的基础上的。
这一点，你找他随便一本著作看看其中的引证就知道。
我们即使不同意其结论，但也无法否认其丰富的实证材料，以及这些材料对改进我们的教育、设计自
己的人生目标、进行自我培养的重要意义。
我本人其实并不是一个天才训练的信徒。
道理很简单，许多人都象莫扎特或者科比.布莱恩一样地训练，但我们只有一个莫扎特，一个科比，大
量的人远到不了他们的地位。
那四分之一不到的基因因素，到了顶尖的竞争领域就是举足轻重的决定性因素。
对此，我在后面还会继续论述。
但是，即使是我这么一个持反对意见者，细读完这些研究后也对其意义深信不疑。
如上所说，你即使受了比尔.盖茨那样的训练，也未必能成比尔.盖茨。
毕竟人家是天才，你不是。
但是，你真若象他那样训练自己，大概还是能够成为顶尖的计算专家，或者硅谷一个中型企业的总裁
。
我并不想说服大家都把自己当天才。
但是，你至少要把自己当半个天才。
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恐怕都是在对自己的低估中活了一辈子，白白浪费了这唯一的一次生命。
为此，我不妨讲一个个人的故事。
我从小体弱多病。
到上大学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比我更瘦弱的同龄男孩，属于一阵风能刮倒的那种类型。
高考时体检，医生查不出我有什么病，但直言不讳地对我这把身体能否把大学读下来表示怀疑。
据母亲说，我1961年出生正好赶上三年困难的饥荒；后来父母下干校，把我们兄弟留在城里交给一个
不识字的农村保姆照顾，吃得很差。
这样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使我的身体格外孱弱。
对母亲的解释，我从一开始就不信。
事情明摆着：中小学上体育课，无论干什么，我在男生中总是最后一名不说，即使和女生比，也在中
下的水平。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天才是训练出来的>>

这些同学中，绝大多数家庭条件比我还差。
人家怎么那么壮呢？
显然大家先天就是不一样。
不用说，以我这样的身体和运动能力，自然不时引起同学们的耻笑。
我也早已认命，觉得自己生就了这把骨头，在体育的任何项目上都不可能有指望。
但是，认命的我有一次也终于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那大概是高一的时候。
一天老师宣布不久要测一千五百米长跑，并警告大家：大部分同学没有进行过这种耐力训练，通过很
难，要提前准备。
我一下子慌了神，马上问一个粗壮的男生：“要跑多长时间才合格呢？
”他则立即大笑，当着全班男男女女的面高声对我说：“你要想办法跑得时间短，怎么还想着跑得时
间长？
瞧你这把骨头，还是跟着女生测吧！
”我气得满脸通红，但一声也不敢吭。
这样的奇耻大辱，使我再也不准备这么生活下去了。
我哥哥大我五岁，上学时一直是学校足球队和田径队的队员，跑一千五还是他的专项。
我于是问他应该怎么训练。
他告诉我最好的办法是变速跑：一百米快，一百米慢。
我第二天一早就去试。
跑完累得几乎要吐。
不过，还是坚持了一个月。
到体育课测验那天，我居然跑了全班第四。
跑完后我累得不扶着墙几乎站不住，但听到全班上上下下在那里窃窃私语：“薛涌今天真是神了！
”那位大声侮辱我的男生，竟被我甩下二百米左右。
由此，长跑成了我的特长。
记得刚上大学时开系运动会，我在北大中文系拿了三千米第二名(11’01’’)，第一名是校田径队的
长跑队员。
如今我已经四十八岁多。
但是，三千米的成绩和大学时不相上下。
我仍然可以用过去北京人骑自行车的速度比较轻松地跑二十公里。
这是个什么体能呢？
不妨举个例子。
中国足球十几年前闹着“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要强化体能。
足协下令：甲级队运动员三千米跑不能在十二分钟内完成，就不能上场比赛。
结果，一些著名运动员，特别是三十上下的“老”运动员，因为达不到标准而发生了危机。
让我们就假设他们三千米能用十二分钟跑完吧。
那么他们在这个水平上也会被我这个快五十岁的人甩下二百米左右。
那就是四百米跑道的半圈。
输成这样非常难看。
而这些竟是在一个最要求体力的球类项目中的职业运动员！
我是不是有超人的体能、高水平的训练呢？
也不是。
我这么多年运动确实基本没有断过。
不过，跑步总是跑跑停停。
前几年一直没有跑。
现在也是一周跑那么两三次而已。
如果进行是比较正规的业余训练，成绩肯定要比现在高出一大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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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我没有这个精力和时间。
我说这些要证明的东西很简单：在许多人看来，以我身体的底子，以五十上下的年纪，轻松地跟着一
位骑车人围绕着北京二环路跑一圈似乎是很难令人想象的，甚至简直就是发疯。
其实，这对一个一般体格的人应该是很容易作到的事情。
可惜很少有人意识到自己具有这样的潜力。
在长跑上，我从来不相信我是个天才。
我现在连半个天才也算不上。
十年前三十八岁时，在纽黑文一场三英里的公路赛上，我就在最后冲刺时被一位六十几岁的业余选手
轻松超过。
但是我也发现，高中时我在体育上给自己下的结论绝对错误。
我瘦小的体形其实很适合长跑，在这个项目上和常人相比至少略有基因优势。
如果我刻苦训练，并且训练得法的话，我能够成为“半个天才”，能够在我这个年龄组获得相当“拿
得出手”的成绩。
我是很偶然地发现了自己。
大多数，则如同练长跑前自认体育不行的我，一会儿觉得自己不是学数学的料，一会儿觉得自己不是
学外语的料，一会儿就觉得自己写不了文章⋯⋯ 这样糊里糊涂地不知道埋没了多少自己的才能。
我也正是抱着这样的精神从事这本书的写作。
你如果在你所从事的领域，达到我在长跑上的水平，那么你就远不止是百里挑一地出众，你会具有非
常强的竞争力。
再说一遍，我这种水平，还是很不规范的训练的结果，还有许多潜力有待开发。
如果你真以最高的职业准则要求自己、持之以恒的训练，你的水平就更高，就可能是千里挑一、万里
挑一。
你就绝不可能大学毕业时面对那么多高薪白领职位的空缺却连个工作也找不到。
一句话，成为“半个天才”就能让你成功。
为什么这么说？
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高人一头的才能会给你带来过去所不可想象的奖赏。
没有才能则会让你受到比过去更严酷的惩罚。
在前一段华尔街金融风暴的高管丑闻中，我看到一则非常有意思的消息：美国银行收购了几乎破产的
美林。
美林在2007-08年间的亏损将近二百亿美元。
美国银行的收购，也是以联邦政府的大规模财政资助为条件。
但是美林竟在这个节骨眼上给高管们发放了高达三十六亿美元的奖金。
这种大慷纳税人之慨的行为，引起举国震怒。
不过，后来看媒体的相关报道，我发现有一个部门的高管，这些年拿的奖金上亿。
一看名字就知道这是个中国人。
此公领导的部门，几乎是美林中唯一一个持续赢利的部门，所赚的钱比他拿的奖金多多了。
在这么一个华尔街全面坍塌的时代，这样的表现当然惊人了。
也就是说，他的所得不仅合法，而且合理。
其实，这几年的《华尔街日报》，不时有报道在世界顶尖的银行成功的中国人。
这些人如果在几十年前，守着这样的才能也不过是泡杯茶在机关里坐办公室，一个月拿五十六块钱的
干部工资。
当今这个时代，你如果有此才能则很难有人能挡住你的成功。
你可以全球流动。
日后的华尔街会有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高管、总裁；诺奖得主中的中国人的面孔也会越来越多。
现在的家长们，千万不要觉得你能够想象自己的孩子日后的前程！
Geoff Colvin因为是《财富》杂志的资深编辑，对企业界的这种人才竞争特别敏感。
他在分析知识经济的效益时作了一个非常直观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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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迄今为止拥有资本三百亿美元，已经为其持股人创造了两千两百多亿美元的财富。
另一个公司叫Procter & Gamble，是美国最著名、管理最优秀的大企业之一，迄今为止拥有八百三十亿
的资本，比微软多2.7倍多，但是给股民创造的财富只有一千二百多亿，几乎比微软少了一半。
为什么？
这不是说一个公司比另一个公司好，而是因为微软几乎是完全靠脑力经营的公司，Procter & Gamble则
是生产洗衣粉等等日用品的公司，是普通的制造业，对员工的智商和能力要求要低得多。
谷歌的例子更惊人。
迄今为止，谷歌以五十亿美元的资本，创造了一千二百四十亿美元的股值。
PepsiCo.这个一流跨国公司，以三百四十亿美元的资本，则仅创造了七百三十亿的股值。
难怪比尔.盖茨曾经说：你如果把二十位最聪明的职工从微软挖走，微软就成了个无足轻重的公司。
一般人总觉得微软的核心是软件。
错了。
微软的核心在其人事部，在于它怎么雇人！
世界石油巨头Exxon Mobil是另一例子。
这一巨头近年来每年获得的投资为二百亿美元上下，但2006年通过股票红利等形式把三百三十亿美元
送还投资者。
既然那么赚钱，既然那么多人要投资，为什么不多吸收些资金，把饼作得更大？
其总裁Rex Tillerson的回答一语中的：钱有的是，人才却没有。
你可以找来更多的投资。
但是，你不可能走到大街上一招呼就雇一大把顶尖的地质学家、工程师。
钱要是不花在这种一流的人才身上，那就不如不花。
几乎世界所有顶尖的企业，人才都是第一要素。
人才是最稀缺的经济资源。
 你如果在自己身上发展出这样的资源，自然可以走遍天下。
同样，如果你没有才能，受到的惩罚也是严酷的。
半个世纪前，美国是世界工厂。
美国的高中生一毕业，大多就在本镇的工厂当工人，一辈子不用离开故乡，各种福利齐全，退休待遇
优厚。
当年有些大学教授的儿子也不愿意上大学。
因为当工人比当教授日子好过多了。
现在如何呢？
企业外包，制造业消失，美国受打击最大的就是这些人。
最近我搬家买了一堆包装纸箱，发现箱子后面写着一句话：“骄傲地在美国制造！
”可见如今在美国制造的东西是这么少，乃至偶尔有个“美国制造”也要特别“骄傲”一下。
现在的“美国制造”跑到哪里去了？
到了微软、谷歌。
你能干那里的活儿，自然前程似锦。
如果你仅仅能作纸箱子，也许今天还“骄傲”，明天就没有饭吃。
因为纸箱子早晚要到中国来造。
那么中国呢？
中国靠吸收被美国淘汰的制造业而崛起。
但是，中国马上也会进入一个中等发达的水平，并且随着人口的老化，年轻劳动力减少，劳动力价格
会逐渐攀升。
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中国是享受不了几年了。
比中国穷的地方，如越南、印度等等，会吸收不少中国的制造业。
总之，干粗活在中国也不是长远之计。
下一代中国人需要的是技术、才能，是高附加值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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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今中国的教育正处于破产的状态。
你在一个连校长也抄袭的大学里能学到什么呢？
难道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要等到中国的教育问题都解决了以后再开始培养自己、参与国际竞争吗？
这样的日子是等不来的，也等不起。
所以，我希望年轻一代为了自己的前途行动起来，把自己当天才来训练。
我的责任，是把国外最近几十年在这方面的研究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加以总结，给大家提供一套有效的
方法。
还是那句话，我相信的不是培养天才，而是培养“半个天才”。
你能够成为莫扎特、盖茨当然更好。
即使成不了，落得个“取乎其上，得乎其中”，也犯不上呼天呛地、捶胸顿足。
这个世界需要莫扎特和盖茨，但仅靠莫扎特和盖茨们也玩儿不转。
现代社会是个高度有组织的机体，需要大量中高层人士实现莫扎特和盖茨们的理念，管理他们的果实
。
在这样的世界中，我相信这“半个天才”能给人生带来极大的成功、极大的满足。
我真切地督促年轻一代从自己开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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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每个平均智商以上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天才。
　　有人换算出非常具体的造就天才的公式：一万个小时的“深度训练”，即大约十年的专业训练，
是你在任何一个领域达到“世界水平”的最低要求。
更关键的地方在于，除了训练量以外，你要对这种“深度训练”的方法有正确的把握。
  　　天才训练法（十年定律，深度训练，分块训练，挫折训练，动机限制）　　天才的肌肉（脑神
经学的最新成果：髓磷脂与髓鞘的机理与超强功能）　　天才的精神（毅力，固态气质与进取气质）
百日英语学习法（深练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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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薛涌，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在《北京晚报》、社科院政治所工作；耶鲁大学历史博
士，现在美国任教。
已经出版有《草根才是主流》《学而时习之：论语研究之一》《一岁就上常青藤》《仇富》《北大批
判》《培养精英》等书。
他长期为海内外报刊撰写评论文章，是中文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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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我们可以成为天才吗上卷　天才论:智商　第一章　基因中的天赋：黑人运动员不可超越的优异
　第二章　世界“最聪明”的种族　第三章　中国人、东亚人比白人更聪明吗　第四章　什么是智商
　第五章　智商测试与“大学考试”　第六章　智商的实质：常规智力、流性智力、结晶智力，智力
的广度与深度　第七章　智商怎样预测成功　第八章　美国总统的智商有多高　第九章　智商陷阱：
从考试及格才能被判死刑说起　第十章　智商如何提高中卷　培养论:天才是怎么炼成的　第一章　天
才的“十年寒窗”　第二章　天才是怎么训练的　　经验陷阱　　深练：天才训练法　　动机与努力
：天才对局限的突破　第三章　天才的“肌肉”：技艺与大脑的形成　　大脑的工作过程：自动处理
与控制处理　　髓磷脂和髓鞘决定了你的聪明程度　第四章　天才的年龄：从童子功到大器晚成　第
五章　毅力，成为天才的最后一步　　努力来自气质：固态气质与进取气质下卷　行动示例　第一章
　我们的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天才　　从钱文忠解读《三字经》讲起　　从豆腐西施到作坊制　第二
章　百日内能读《时代》周刊：“深练”例证　　英语学不会吗——一个失败者的经验　　立志为什
么重要　　首先谈目标确定　　“深练”：“挫折学习法”　　为什么百日能读《时代》周刊：　　
用“深练”记单词的基本程序　　阅读单词记忆法过程演示结语人贵无自知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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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天才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培养的。
关键在于怎么培养。
现代心理学、教育学、乃至神经学、生物学的一系列研究，已经发现了培养天才的重要线索。
如果因材施教、对症下药，一个平凡之辈也能成为天才。
甚至有人换算出非常具体的造就天才的公式：一万个小时的“深度训练”，即大约十年的专业训练，
是你在任何一个领域达到“世界水平”最低要求。
更关键的地方在于，除了训练量以外，你要对这种“深度训练”的方法有正确的把握。
你可以说你没有比尔.盖茨的天才。
但是，如果你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把自己训练成能够在这种跨国公司里胜任中高层职位的白
领，则完全在你的能力之内。
我在本书中尽可能综合美国近半个世纪来的研究成果，为读者把自己训练成“半个天才”、“半个盖
茨”提供若干参照。
我希望，那些急于求职的大学生、那些野心勃勃的白领、那些在学术界、媒体、艺术界等诸多领域奋
斗的人，能够面对这些科学研究和调查的事实，更有效地设计自己的人生战略。
关于天才培养这种题目，一直是人类历史上的迷团，完全超出了个人经验所能解释的范畴。
我尽可能总结半个多世纪的科学研究成果，能够找到一二线索，已经很满意了。
我在本书中的所言，并非自己拍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有着相当的研究、采访、乃至心理学实验、医
学技术（解剖、Ｘ光片、脑电图的等等）所揭示的事实作为基础。
 大多数心理学家们同意，智商大致有一半是遗传的。
另一半则是后天环境因素影响所致。
同时，一个人生活中成败的许多变数是受智商的影响，但大部分变数则在智商的影响之外。
极端的智商决定论和智商无用论都被一系列研究所否定。
 由此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计算就可能看清：人生中的大部分变量都是在智商之外，而智商中又有一半
是后天环境决定的。
那种天生的、不可改变的智商基因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最多也不会超过四分之一的比重。
况且，这四分之一的智商基因究竟是什么，我们也并不清楚。
你也许觉得你的智商基因很差，实际上却可能是非常优秀，是被后天环境和自己性格中的其他因素埋
没了。
天才之所以是天才，就是因为他们用特殊的方式把自己训练成了与众不同的人。
你要是掌握了那种训练方法，并用来训练自己，你就可以成为天才。
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高人一头的才能会给你带来过去所不可想象的奖赏。
没有才能则会让你受到比过去更严酷的惩罚。
谷歌以五十亿美元的资本，创造了一千二百四十亿美元的股值。
百事这个一流跨国公司，以三百四十亿美元的资本，则仅创造了七百三十亿的股值。
难怪比尔.盖茨曾经说：你如果把二十位最聪明的职工从微软挖走，微软就成了个无足轻重的公司。
当今中国的教育正处于破产的状态。
你在一个连校长也抄袭的大学里能学到什么呢？
难道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要等到中国的教育问题都解决了以后再开始培养自己、参与国际竞争吗？
这样的日子是等不来的，也等不起。
这个世界需要莫扎特和盖茨，但仅靠莫扎特和盖茨们也玩儿不转。
现代社会是个高度有组织的机体，需要大量中高层人士实现莫扎特和盖茨们的理念，管理他们的果实
。
在这样的世界中，我相信这“半个天才”能给人生带来极大的成功、极大的满足。
我真切地督促年轻一代从自己开始行动。
天才从来不仅仅是天生的，更是培养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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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大的天才，也需要十年修炼成器。
这一“十年定律”，于1973年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人工智能研究的开拓者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和威廉.蔡斯（William Chase）在研究国际象棋大师的成长时总结出来的。
他们发现，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不经过十年左右的训练而达到国际象棋大师的水平。
这些你不可能超越的天才，其真正的本钱是他们的童子功。
他们并不比你聪明，但他们练得比你多得多。
寻常的人经过高水平的职业化训练后，所获得的才能在那些没有经过这种训练的人眼里就是天才式的
才能。
更重要的是，这种才能，已经是在现代社会成功之必须。
比如，在美国无论是媒体上还是日常生活中，人们挂在嘴边上的话就是professional（职业的，精湛的
）或professionalism（职业精神）。
在十三世纪，著名学者Roger Bacon宣称一个人要掌握当时的数学知识需要三、四十年时间。
如今，他所指的那个前微积分时代的数学是千百万高中生的日常作业。
1878年，柴可夫斯基完成了他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但当他要求当时最著名的两位小提琴家（其中包
括Leopold Auer）演奏时，都被对方拒绝，理由是太难。
如今，每个从象样的音乐学院毕业的小提琴手都能演奏。
现在的演奏水平是如此之高，乃至有人说当年闻名世界的小提琴大师帕格尼尼如果参加今天的小提琴
比赛将显得“很惨”。
更有学者用计算机对从十九世纪至今的国际象棋比赛进行分析，发现当年的世界冠军还达不到今天的
普通大师级别。
总之，在现代社会，各行各业都在迅速职业化，对技能和才干的“准入”要求也提高了许多。
这也是我们生活质量改善的基础。
三、四十年前的汽车跑五万英里差不多就寿终正寝，如今的车跑二十万英里也并不新鲜。
我们也将不断地用更少的钱购买效能更高的计算机。
 人在素质上的进步如果跟不上这些，就会被淘汰。
这也使“天才训练”成为普通人的必须。
如果你按照高尔顿的教训为自己划地为牢，你在当今的社会就可能一事无成。
对运动员的研究证明，一流和二流的一个重大区别是：二流运动员总喜欢上演自己的“拿手好戏”，
一流运动员则不爱这么重复，而特别愿意尝试自己不太行的动作。
靠写获得七届环法自行车赛冠军阿姆斯特朗传记而成名的作家Daniel Coyle，则亲身走访调查了世界九
大培养各种人才的超级基地，试图在实际生活中检验Ericsson等学者的理论。
他把“处心积虑的训练”简化为“深练”(deep practice)，意思是一般人练得浅，水平自然平庸。
天才则练得“深”，能超出凡人之上。
我们总把记忆看成是录音机一样的东西。
错了。
记忆是一种活着的结构，是个能够无限发展的脚手架。
通过遭遇和克服障碍所刺激出来的神经冲动越多，这个脚手架就越大，我们学习得就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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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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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天才是训练出来的》是《一岁就上常青藤》之后，更高年龄段的英才训练手段，让父母教育孩子，
青中年自我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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