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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收在这里的文字，叙述了1978年至今我们国家的变化和冲突，牵涉到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社会的方
方面面，巨细交织，贵贱混杂。
都是真人真事，没有虚构。
我虽掺杂了一些自己的观点，但也是眼见耳闻，有感而发。
原是九个单行本，陆续印行，现在依原版集中重排，共九卷，没有增删，只是顺序稍有更动。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交锋》和《呼喊》这两本。
是和我的同事马立诚合著。
他设计了《交锋》全书的构架，并且撰写了其中第一、第二部分，因此他是这本书的第一作者。
他也是《呼喊》卷三和卷四的撰写者。
这两本书当时影响很大，争议也很大．这都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
如果没有马立诚，就不会有这两本书。
　　很多人问我最喜欢自己的哪本书，这问题不好回答。
每一次写作都是牵肠挂肚。
作品好比儿女，手心手背都是肉。
当然这是夹杂了个人情感，倘若平心而论，哪能没有高下呢！
单说技巧，我想最为洒脱开放、也能代表我的写作追求的．应当是《变化》。
在这之前，《沉浮》属于典型的时政文字，《交锋》和《呼喊》也是。
我对塞满主流报刊上的、人云亦云、套话连篇、完全没有独立精神的文章。
不能接受。
想要另辟新途，所以这些文字的品格与流行的时政文章截然不同。
在这之后的《追随智慧》、《联想风云》、《成长》、《中国的新革命》。
是在试图开拓当代中国商业史的写作空间，从政治和文化的立场来叙述经济技术，又以大历史的眼光
来衡量瞬间。
可是要说在写作方面更进一步，自《变化》之后，便觉得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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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上真有神童和天才吗？
也许有。
但是本书要告诉你：不是神童也一样可以成为天才。
    畅销书作家凌志军为我们讲述了一群普通的孩子成长为天才和大师的故事。
微软亚洲研究院聚集着计算机领域许多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他们每一个人都被称为天才，但是他们都
不认为自己是天才——确确实实，他们都普通，有的在学习上甚至都没有得过第一，然而他们的父母
、老师与他们自己共同选择了一条智慧之路。
    不承认自己是天才的天才们在讲述他们的成长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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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凌志军，祖籍广东，1953年生于上海，长在北京。
十五岁到工厂做工，十六岁做农民，十九岁当兵，二十五岁成为新华社记者。
三十岁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三年后获得法学硕士学位。
现为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资深记者。
     
    凌志军是当今中国时政作家的代表性人物，被誉为“中国的威廉·曼彻斯特”、当代中国记者的“
标杆”。
2003年《南风窗》年度人物。
他的每一本书都引起巨大反响。
他拥有广泛的读者。
他在过去十多年间连续出版九部著作，全部进入畅销书排行榜。
他的著作还以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
     
    ◎2007年出版的《中国的新革命》，被境内外媒体和研究机构评为当年“值得记忆的好书”、“年
度商业书”、“最佳商业图书”。
     
    ◎2005年出版的《联想风云》，入选当年“最佳风云榜”，并获得“2005年度北京地区最佳版权输
出图书奖”。
     
    ◎2003年出版的《变化》，被中国大陆媒体评为“年度图书”，同时在台湾获得“开卷好书奖”。
     
    ◎2000年出版的《追随智慧》，被媒体评为当年“最佳纪实文学”。
     
    ◎1998年和同事马立诚合著的《交锋》引起轰动，也引发了激烈争论，成为当年“中国第一畅销书
”。
        
    ◎1996年出版的《历史不再徘徊》，获得新闻出版署颁发的“优秀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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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起跑线”  “E学生”  如果回到五岁以前  自由的天地  回忆  你上哪个年级都可以  流放
地  新“开复定理”  我也有一种恐惧感  怎样对付小时候的发育不良  天才是教育出来的  新发现第二章 
相信你自己最聪明  自信是成长之路上的第一路标  灾难发生之后  不要小看自己  亚勤话题  一句话影响
一生  历史性的时刻  你的潜力远远超过你的想象  消极的图像离他远去，积极的图像回来了  如果有机
会重新上学  自信的力量  自信是什么？
  新发现第三章  我到底要什么  “深蓝”是怎样炼成的  开窍  做最好的‘你自己”  在美国读书很辛苦
，但是不痛苦  因为不喜欢才烦恼，不是因为烦恼而不喜欢  美国孩子按照意愿读书，中国孩子把读书
当志愿  排队的文化  我凭什么进入麻省理工  我不在乎总是“第二名”，但我在乎学什么专业  过坎的
制度  “中国黑客”  新发现第四章  爸爸和妈妈  离家时刻  父亲的遗产  儿子的价值  慈父严母  难涫的角
色  “期望值”  应当说的话和不应当说的话  严格好？
宽松好？
  我的孩子在想什么  与一位美国父亲的对话  做孩子喜欢的事情，不是让孩子做你喜欢的事  信任的力
量  旧式父母和新式父母第五章  大脑的成长  刘策学画  “神经树”  两个大脑  悟性  惊人的一致  课外时
间我们喜欢做什么  用你的左手  让大脑冲破牢笼  新发现第六章  学习是一种态度  智力的折扣  大脑集
中指数：提高大脑使用率的最直接的因素  大脑开放指数：怎样激发自己的想象力  大脑主动指数：主
动和被动大不一样  为什么学习越好的孩子主动性越差  做一个丰动的人  浪子回头  没有什么比“态度
”更重要的了  有时候凡人的力量也是很强大的  姐姐和妹妹  把整个人生当做一次长跑  出国好还是不
出国好  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  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的区别第七章  情商时代  情商的重要性是智商的两
倍  从“D学生”到“E学生”  信念在前边引导着他  幸福是相对的  “出国梦”  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
第一名”  友谊的力量  高中同学的来信  建立目标的过程  “少年班”  情商的力量  “电梯演讲”  你为
什么不说话  优秀的代价  你别看我是个好学生，其实我不快乐  新发现第八章  大师在哪里  关于“人品
第几”的辩论  给中国副总理写封信  大师风范  我看到了真正的大师  共性  可遇不可求  力量的源泉  我
喜欢数学，因为喜欢那个老师  “神奇小子”的苦恼  “清华太老了”  我为什么不做院长  新发现结束
语  救救我们的孩子附录  我看到很多中国学生被浪费了，真可惜——与微软公司副总裁李开复的对话  
改变我们的教育文化——与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张亚勤、副院长张宏江和沈向洋的对话  听听孩子的
呐喊——本书读者与作者的书信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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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你上哪个年级都可以 张亚勤：那时候没人整天逼我成个什么“才”，可是看我在学校里面 跳来
跳去，老师也不阻止，只是对我说：“只要考试能通过，你上哪个年 级都可以。
”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情形令人啼笑皆非：它一点儿也不像是读书，倒像是一场游戏。
游戏持续了两年，这小男孩读完小学六年的课程。
1972年，亚勤也到了上学的年龄，回到太原妈妈身边。
妈妈是位中学 教师，上班的那所学校与一所小学连在一起，于是亚勤就到妈妈的学校里 读书。
那时候，学校不像今天这么正规，老师对学生也不像现在这么严厉。
孩子上课时所拥有的自由，也是今天的学生难以想象的。
亚勤想听就听，不想听就不听，喜欢的课就拼命听，要是觉得哪门课没意思，就换一门，要是不喜欢
哪位老师，也就不再去听他的课。
有时候上课，听着听着觉得 没意思了，就出去玩，老师也不管他。
没有人批评他，也没有人把他妈妈 叫到办公室里来谈话。
现在学校里面层出不穷的老师打骂、体罚学生的事 情，那时候闻所未闻。
老师只要一天不挨学生的骂，就要谢天谢地了。
妈妈除了讲课，还在学校里编写一些讲义，眼看儿子不喜欢老师在课 堂上讲的东西，也不强迫他去听
，就在家里给他讲课。
亚勤后来一直怀念 母亲给他讲课的那些时光：“妈妈什么都会教，数学、物理、政治、历史 ，她讲
什么我就听什么，真的很有意思。
” 妈妈不仅什么都教，而且方法还挺奇怪。
她从不讲究什么循序渐进，也不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
看这孩子明白了低年级的课程，马上就去讲高 年级的。
小学的课本还没讲完，中学的课本就穿插进来。
亚勤就这么肆无忌惮地在各门功课和各个年级之间穿插跳跃，一点儿 规矩也没有。
这个学期还在读一年级，下个学期就跑进三年级的教室里去 ，再下个学期就进了四年级。
本来六年的小学课程，他在第二年就全读完 了。
到了第三年，亚勤觉得再也没有哪个教室里讲的东西是新鲜的。
上课 百无聊赖，所以干脆不听，有时候实在坐不住了，就跑到教室外面玩。
有一天妈妈对他说：“既然你不喜欢听小学的课，那你就到中学去吧 。
” 亚勤受到如此鼓励，大为振奋，于是偷偷钻进初中的班里去，坐在最 后一排。
好在中学小学都是一个院子里，老师都是妈妈的熟人，对这孩子 网开一面。
听着听着，他就成了正式的初中一年级学生。
这一年，他九岁。
那时候“文革”还没结束，学校里乱七八糟，教学不正规。
亚勤再次 从这种“不正规”中得到好处：“我感觉我在小学和中学就没有受到正规 教育，头一个学
期上学，第二个学期可能就不去了。
” 妈妈还是在家里给他讲课。
亚勤还是想进哪个教室就进哪个教室。
读 完初一，直接去了初三。
一边上课一边去参加数学竞赛，半年之后，又去 读高一。
高一读了上学期，又去读高二的下学期。
说是读高二，其实学的 都是高三的课。
就这样，他用一年半的时间读完初中，又用一年读完高中 ，到了1978年，他高中毕业了。
这一年，他十二岁。
这真是一种奇怪的“学制”，对于现在的学校和现在的学生来说，简 直不能想象。
那个年代的老师，都是刚刚从“牛棚”里走出来的，脑子里 面的旧规矩早就被打烂了，新规矩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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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起来，所以对学生也特别放 纵。
“郧时候没人整天逼我成个什么‘才’，可是看我在学校里面跳来跳 去，老师也不阻止，只是对我说
：‘只要考试能通过，你上哪个年级都可 以。
’” 太原虽说是省城，可并不大，出了这么一个从不正经上课、却跳来跳 去的孩子，很快满城皆知
。
亚勤成了老师们推广的榜样，整个城市都在谈论他。
“文革”结束了 ，百废待兴，中国人把学校砸烂、把书本付之一炬的历史已有十年，现在 人人渴望
上学渴望读书。
老师开始动员这个孩子去谈“经验”，教给别人 怎么刻苦用功怎么尽快成才。
很多人坐在下面听他说话，有老师，也有比 他高一个脑袋的同学，个个如饥似渴，目不转睛。
有一天他去一所学校，看到那里挂了一块黑板，上面写着：“掀起学习张亚勤的新高潮。
” 他觉得有点好玩儿，还有点好笑。
直到很多年以后，他想起那些大标 语和那些坐在下面的听众，“还觉得特别有意思”。
“其实我没有什么经验可说，挺糊涂的就上了高中。
”亚勤说。
他只记得，那时候周围的一切都在动荡，没有安定的感觉，没有正常 的生活，也没有公式化的学习，
一点也不像现在的孩子，每天只是从家里 到学校，过着“两点连一线”的生活。
他的唯一苦恼是从来没有什么要好 的同学，他的好朋友都不是同学，而是邻居的孩子，甚至还有街头
相识的 小伙伴。
因为“我在一个班里停留的时间从没有超过一年的，而且年龄总 是比同学差了好多，个子就差得更多
。
”这让他和同学很难建立起一种亲 密而持久的关系。
同学们并不欺负他，对他挺友善。
在同学眼里，他是个 独往独来，既聪明又淘气，还有几分神秘的孩子。
“我是有一点小聪明。
可是我觉得仅仅从天赋来说，我不可能比别人 强那么多。
”张亚勤这样说。
旁人问起他的经验，他就说： “幸亏那时候中学和小学的参考书很少，不像现在，满大街都是，花 
花绿绿的。
要不我的童年和少年也许不会那么开心，至少不会有那么空闲 的时间去玩儿。
” 听者觉得不过瘾，再三追问，他又说： “学习的关键不在于你记住了多少，而在于你理解了多少
。
理解最根 本的定义，其实就是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而不是相反。
所以我觉得，你 把时间花在什么上面是很重要的。
你在脑子里面装了那么多没有用的东西 ，那些有用的东西就找不到了。
实际上现在的小学、中学，包括大学，有 用处的东西无非就是那几样。
你不用花很多时间去思考那些复杂的问题，只要理解那些最基本的原理，脑子里非常清楚，这样你的
大脑的单位面积 里产生的压强，要比别人高得多，你花的时间可能是别人的十分之一，但 是你弄清
楚了最重要的东西。
” 我们手上的种种数据很清楚地证明，对待教育的那种随意、宽容、听 凭自然的态度，在今天已经
消失殆尽。
承担着教育之责的人们，已经变得 越来越刻意和武断。
他们倾向于把教育当做一套严格的程序。
一个人要想 有所成就，就必须从婴儿时期，甚至在母亲胎中就开始接受严格训练，煞 费苦心，环环
相扣，一丝不苟，每一个环节都在预先设定的计划中。
另外 一些人抵制这种教育观念，他们说那些父母不把自己孩子当人，而是当做 一个产品，就像在一
条生产线上精心打造一辆轿车或者一台电视机，对于 那些人趋之若鹜的“重点学校”，他们讽刺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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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过是“神童集中营” ，里面的孩子不会感受到真正的快乐。
说到他们自己的教育观念，他们没 有那么系统的道理可说，只不过倾向于放任孩子的愿望。
即使不能让他们 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也应当让他们拥有自己的童年。
但是后者的声音非 常弱小，听上去就像是一群失败者的自我安慰。
有人把这两种情形说给张亚勤听，询问他的想法。
他笑了：“我很难 说我小时候受的是哪一种教育，好像这两种都不是。
” 看到对方脸上不解的神情，他接着说：“妈妈放任我的任何兴趣，却 不肯放任我的坏习惯。
” 在亚勤的心里，母亲兼有宽容和严厉两种形象。
他是家里唯一的儿子 ，像所有的独生子一样，是家庭的中心，大家都宠着他，但是如果他在没 有完
成作业之前就跑出去玩，妈妈就会露出最严厉的一面来。
像所有的男孩子一样，亚勤也贪玩。
那时候作业少，也没有什么考试 ，所以有很多时间出去玩。
他的兴趣广泛，学画画，下围棋，还打羽毛球 。
每一个兴趣都从妈妈那里得到鼓励。
可是没有一个孩子天生具有控制自己的能力，禀性聪慧的孩子，更加 容易东张西望，还时时表现出一
种“坐不住”的样子来。
亚勤喜欢把所有 的学习当游戏，对所有的游戏都没常性，喜新厌旧，也没有一个兴趣能够 坚持不懈
。
有一天母亲令儿子坐在面前，说话的语气前所未有的严肃：“你是一 个普通人家的孩子，没有后台，
你将来总要自己养活自己。
所以你从现在 起做事情就要有恒心。
做好一件事并不难，难的是坚持下去。
”母亲是做 教师的，心里明白，让孩子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比塞给他一大堆知识都重 要，所以对儿
子说：“先做应该做的事，然后再做自己想做的事。
” 亚勤想想这话，觉得有道理。
于是每天下午三点钟回到家里，第一件 事就是完成妈妈和外婆留下的作业。
他希望快点完成功课，然后去玩。
所以每逢这种时候总是精力集中，也很认真。
他做得很快，从来没有超过一个小时，这让他有很多玩的时间 。
没有功课的时候，他心里轻松，玩得特别开心，这又让他下一次更认真 更快捷地完成功课。
终于有一天，妈妈拿不出什么题来让他做了，因为他 把家里所有参考书上的练习题都做完了。
所以，如果你希望站在“E学生”的起跑线上，要确立的第四个观念是 ：不怕淘气，就怕没有一个好
习惯。
P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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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微软亚洲研究院聚集着计算机领域许多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他们每一个人都被称为天才，但是他
们都不认为自己是天才--确确实实，他们都普通，有的在学习上甚至都没有得过第一，然而他们的父
母、老师与他们自己共同选择了一条智慧之路⋯⋯本书为我们讲述了这一群普通的孩子成长为天才和
大师的故事。
　　在中国做记者和财经写作者，要找研究型的榜样，首选是凌志军。
对上世纪90年代的细微观察和评论，我没有看到比他更好的人了。
　　——吴晓波（著名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凌志军作为中国政论写作的里程碑式的人
物，已经成为不是谦辞可以推却的事实。
　　——《人物》杂志　　凌志军先生以诚实的态度让政论诚实地走进公众，影响着那些必将影响中
国未来的年轻人。
我们相信，他业已"尽可能地向读者说了心里想要说的话"，最大限度地保持着诚实的大勇之气。
　　——《南风窗》杂志1993年"年度人物奖"颁奖词。
　　凌志军的选材多带有前沿性，他是属于使命感和责任感很强的新闻工作者。
　　——《凤凰周刊》　　凌志军是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界有独特价值的一个作家。
凌志军的最大的价值在他的思考。
在这个意义上，凌志军的著作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现出它的历史轿值。
　　——杨浪（财讯传媒集团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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