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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段对话引发的思考——论优秀的本质    哈佛、耶鲁、斯坦福、普林斯顿等美国名牌大学几乎是每个
学生梦寐以求的学府。
学术界、商界的著名人物很多都有海外名校留学的背景，从当代的林毅夫、陈章良、李彦宏、张朝阳
，到老一辈的钱学森、李政道、丁肇中，再到宋庆龄、詹天佑、茅以升等，中国人留美的历史可以追
溯到100多年前。
    虽然2001年的“9·11”事件曾严重影响了美国签证的获取，留学美国一度遥不可及，但从2005年之
后，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人数开始激增。
    我国在一些重要领域还落后于西方，这是很多优秀的学生倾向于赴美求学的重要原因。
    美国高校在录取、选拔机制上完全不同于低成本的“高考”或者“考研”模式，他们会评估候选人
多方面的素质：一贯的综合在校成绩(GPA)，，标准化考试(TOEFL、SAr、GRE、GMAT等)成绩，课
外活动和领导经验，特长与天赋，他人的评价，面试表现，个人陈述等。
    这种录取机制具有复杂性和录取结果的高度不确定性，催生了世界范围内的—个类似于“枪手”的
行业：留学咨询——帮助那些想要申请美国名校的学生做申请策划并提供可靠经验的机构。
    从事留学咨询的工作使我可以大面积接触清华、北大、复旦、北京四中、人大附中等名牌学校的学
生，+也能深入了解青岛大学、北京城市学院、石家庄四中等非名牌学校的尖子。
这些第一手信息让我总结出了绝大多数学生的优点和不足。
    2009年9月份我和袁飞宇(以下简称土)的一段对话，触发了我将散布在脑中的关于天才、留学、成长
的各种信息总结成书的想法。
    我：“为什么想去读金融工程？
”    袁：“这是我真正感兴趣的方向。
上大学的时候当过操盘手，专门做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证券市场的股票。
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超短线也玩过，但是后来因为坐庄投机太严重，伦敦证券交易所采取了限制性政策
，很难再套利了。
中国的资本市场起步晚，至今连衍生品和卖空机制都没有，我想转向金融行业将来还是大有可为的。
”    我：“做过金融产品的建模和定价吗？
”    袁：“没有，但我读过这方面的材料。
衍生品定价理论中著名的布莱克—斯克尔斯(Black．Scholes)公式实际上可以由二叉树定价模型在风险
中性测度下导出。
通过这种定价方式可以杜绝套利，我利用它研究过赌场的赔率，一般来说，赌博公司开出的赔率都是
不满足风险中性测度的——它们不允许卖空，肯定会赚钱。
”    我：“申请美国的大学需要两至三位推荐人，现在有哪些你能联系到的？
老师或者单位的上级都可以。
”    袁：“我在雅虎曾有—位E级可以当推荐人，叫林逸舟；还有清华大学电子⋯⋯”    我：“等等！
林逸舟？
”    袁：“是的，他以前得过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银牌。
”    我：“是从山东省实验中学毕业的吗？
”    袁：“对，你认识？
”    我：“我认识实验中学的很多学生。
”    袁飞宇曾就读于清华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在雅虎做研发工程师，有着扎实的数理基础。
外企的不少中国工程师在走了几年技术路线以后会读个工商管理硕士(MBA)或其他硕士项目，接着走
管理路线或者创业。
袁飞宇想从IT技术转向一个明确而狂热的目标：成为一名数量金融分析师或者基金经理。
我们谈话的目的在于实现转型的第一步：申请美国顶尖高校的金融工程硕士项目，例如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的金融工程硕士、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计算金融硕士、麻省理工学院的金融硕士等。
    当袁飞宇提到林逸舟的时候，我不禁向袁了解了一下林的去向：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银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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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清华大学，然后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读了计算机博士，2007年夏天他在雅虎带领袁飞宇
完成了一个重要算法的实现。
    林逸舟高中就读于山东省实验中学，我对这所学校的了解不只是因为每年帮助那里的一些高中生申
请美国高校的本科项目，更早的认识在于，这所学校曾在1994年出了两名男孩一柳耸和林逸舟，他们
分别获得了第36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睥和银牌。
上高中时，我读过一篇柳耸写的竞赛历程，其中讲了他和林逸舟从小参加数学竞赛并入选国家队、最
终摘金夺银的故事。
这些前辈高手的经历让我心潮澎湃，仿佛能梦见故事里的人物就是自己，比看电影还过瘾。
虽然高三的数学竞赛我玩了两场就铩羽而归了，但柳、林的名字一直刻在我脑子里。
    这次偶然得知林逸舟的去向，我感触良多。
第一，他不专心搞数学了；第二，很多学生时代天赋—般的人，逐渐追上并能超过那些原本天资聪颖
的人。
比如—个学习成绩差、在国内高考连三本线都过不了的高中生，去美国加帅_的_所衽区学院读完了大
一和大二，通过转学申请也进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另一名北京邮电大学的普通男生，大学的平均
成绩不到80分(100分制)，毕业后去美国排名140多的学校读了电子工程硕士项目，—年后进入了加州
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竞争对手——南加州大学攻读金融博士。
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计算机系副教授丘莉莉，本科曾就读于一所排名很低的学校——桥港大
学(uniVersity of Bridgeport)，毕业后去了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在已经是计算机网络领域知名的
学者了。
    为什么一些少年天才越长大就走得越慢？
而很多取得杰出成就的人在少年时期却表现平凡？
除了智商，一定还存在着其他因素决定着青少年能否成长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职业的敏感性让我不禁想要查一下奥赛奖牌得主这个群体都到哪里去了？
他们的去向和成就是否配得上当初远远高出同龄人的起点？
我在论坛上搜到了一份历届国际奥林匹克学科竞赛奖牌得主的去向名单：    蒋良1999物理金牌美国加
州I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博士生    段雪峰1999物理银牌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生    张志鹏1999物理银牌
美国斯坦福大学金融博士生    贾旬1999物理银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物理博士生    邵铮1999信息学
金牌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计算机科学硕士，美国斯坦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    齐鑫1999信
息学银牌美国康奈尔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生    瞿振华1999数学金牌美国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数学系博
士生    刘若川1999数学金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数学博士生    朱琪慧1999数学银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计
算机科学博士生    恽之玮2000数学金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博士生    袁新意2000数学金牌美国哥伦比
亚大学数学博士生    吴忠涛2000数学金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数学博士生    (以上为部分名单，详见附
录1)    这些奥赛奖牌得主基本上清一色地去了美国名校深造。
他们是—个特殊群体，虽然只是每一届学生中优秀群体的极小—部分，但他们已经很典型地代表了中
国青少年人才的追求方向：去美国留学。
    5年来，我为1000多名学生提供过留学咨询，其中数百名在同龄人中是佼佼者。
在做咨询和申请策划的过程中，我需要对每个人的个性、思想、志趣、成长经历、家庭背景做到深入
的了解。
他们有的出身贫寒，凭借优秀的成绩和专业技能获得全额奖学金赴美留学，但有时候为了奖学金不得
不放弃自己真正的兴趣；有的是官二代，从来没有为生计发愁，他们中大多数并不像媒体里说的那样
气势凌人，反而因为生活和见识的高起点，有条件为了学术兴趣或公共事业而求学奋斗；还有富二代
，对财富的理解很深刻，见过大场面，他们拿出太把钞票去读美国名校的本科或者硕士项目，将其作
为一项投资，拥有比其他孩子更多的学习深造和社交的机会。
    这些将要出国的学生可以明显地分为两类：平凡的和优秀的。
平凡的学生只知道出国好，或者只是家长想要他们留洋；优秀的学生会辩证地看待出国，他们知道出
国要干什么、怎么干。
但不管是哪一类，在美国学习两年之后，其谈吐、思维、气场，还有看问题的深度都会有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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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下定义说他们的能力提高了或者变强了，至少这些学生能驾驭自己而不是被人驾驭——他们有
主见，我在传达一些信息的时候也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东西，他们可以试图来影响我。
我把这一高于“优秀”的状态称为“卓越”。
    平凡者问：“我怎样才进得去哈佛？
”    优秀者问：“哈佛的这个项目办了多长时间？
有哪几个教授在主持？
”    平凡者问：“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商学院的MBA项胃哪个更好？
毕业生起薪哪个更高？
”    优秀者问：“麻省理工学院的MBA是以招收理工科背景的人为主吗？
是不是不适合我这样文科背景的人去读？
哈佛商学院的MBA去年一届招了903人，这么大的规模会不会影响到每个人可接受到的关注度？
，，    平凡者会问：“哈佛大学和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哪个更有名气一些？
谁的数学专业更好？
”    优秀者会问：“哈佛大学和多伦多大学的数学专业各开了多少分支？
我看到哈佛大学只有两个教授在做偏微分方程(PDE)的研究，而多伦多大学有11个，哈佛在偏微分方
程方面真的不如多伦多大学吗？
”    卓越者会淡然地说：“学校排名啊什么的其实都是‘浮云’⋯⋯”    优秀的学生是相似的，尽管
优于常人之处各有不同。
比如，萧小于是中央美院的一个女生，热爱绘画和摄影，人生目标是做一名导演，拍出有自己风格的
电影。
她申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南加州大学(Usc)的导演专业，是想接近好莱坞、打通演艺圈里的人脉，
并且能得到很多投资拍摄的机会。
袁飞宇想通过读金融工程硕士，然后从投行底层的程序员(qu|dnt developer)做起，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有了理论基础后可以做自己的金融模型。
这两个人虽然所在的领域完全不同，但他们都有明确的发展目标，对自己想得到的东西十分清楚。
    跟几百个萧小于和袁飞宇这样优秀的人谈过以后，再跟平凡而迷茫的学生聊聊天，就能清晰地发现
—个平凡的人身上缺少了哪些东西：他不清楚身边发生着什么，不了解所在行业的水有多深，不知道
一直在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或者不晓得面前的路通向哪里。
    要去留学的大多数，是平凡的人。
    但是历来被美国名校录取的，是优秀的人，尽管不一定是最好的候选人。
    为了符合美国名校“优秀”的录取标准，人们绞尽脑汁地想“证明”自己是优秀的，比如很多学生
都会在个人陈述里俗套地写自己从小成绩优异、天赋异禀或在代笔的推荐信里写“某某同学是我见过
的最好的学生”，而从不关注招生官员是否在乎这些表象，不反思自己是否真的优秀。
    事实上，真正优秀的人从来不会担心“优秀”的证明方式，比如去年--4-被普林斯顿大学本科项目
录取的中国高中生，他还是从别人嘴里得知自己被录取的消息，因为他忙着学习、做实验、参加比赛
，没有闲心去关注网站上面的录取状态。
高手们专注于去做有意义的事情，他们的大多数都可以被通俗地描述为：成绩好、会玩、会领导。
    “为留学而留学”是一种盲从，“为优秀而留学”才能受益终身。
    本书从第2章到第8章，将优秀的人所共有的7个特征作了细致阐述：    超越年龄的眼界、深入执着的
探索、独立思考的习惯、分步实现的战术、影响世界的魅力、与“牛”共舞的经历、系统思考的智商
。
    注意，“智商”(包括逻辑智商和实用智商等)在“优秀”的素质中只能占到1／7；而在中国的教育
制度中，人们偏爱、看好那些记忆力强或者理解能力强的“聪明”学生，因为他们更有优势懂得“规
则”而得到考试高分，“聪明”就等于优秀。
然而现实情况却如马尔科姆在《异类》中总结的那样：“如果—个人的智商(IQ)达到了120左右，那么
再增加的智商并不会在现实世界给他带来明显的优势。
”020的智商相当于中等偏上的智力水平，普通的大学毕业生都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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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数人都不是别人心目中的“天才”或者“爱因斯坦”，但是，—个普通人在具备了除智商以外
的其他优秀特征后，通过自身的努力和适当的机遇，—样可以做出和“天才”一样不俗的成绩，正如
本书的书名：智商只占七分之一！
    201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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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取材于作者与一千多名进入美国名校读书的学生深入沟通得到的第一手资料。
通过将百里挑一的优秀学生与大多数经历平凡的学生作对比，强者身上所具备的七个共同特点豁然跃
出：超越年龄的眼界、深入执着的探索、独立思考的习惯、分步实现的战术、影响世界的魅力、与“
牛”共舞的经历、系统思考的智商。

　　全书以详尽真实的例子描述这七个特点，对于青少年自励拼搏、成为学校或者行业中的佼佼者具
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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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3周和第4周：利用学校图书馆的数据库系统，搜索关键词，寻找相关的文献资料，
按照上述细分的3部分话题进行归纳总结，形成初步的文献评论（1iteraturere View），目的在于整理已
有的被广泛认可的相关论点（比如说博物馆对于教育大众、培养大众艺术审美的功用），对于某些存
在争议和多种见解的领域进行客观的陈述归纳（博物馆如何处理主流审美和个人偏好的冲突？
博物馆中的商业气息是博物馆的复兴还是衰败）。
学生在广泛接触已有研究的同时，要对自己的研究问题进行微调，尽量选择前人没有研究或很少涉及
（非传统型博物馆的优劣）以及存在很大争议的方面去展开自己的研究（商业化带来的冲击）。
第5周：形成文献评论的初稿，提交给导师和组员征询修改反馈建议。
约见导师面谈，制订下一步的采集数据的方案（对于两个风格迥异的博物馆进行实地考察）。
对文献评论部分进行修改和补充。
提前从网站和其他渠道了解这两个博物馆的概况，以及最近现场的展览（很重要，因为博物馆一般面
积较大，需要有的放矢的参观）并向导师汇报自己实地调查的观察计划，比如观察哪些方面，会特别
去看什么展览。
需要得到导师肯定的答复再进行实地考察。
第5周周末到第6周：抽出两天去实地参观两个博物馆。
注意收集宣传手册这些材料，因为在未来研究中可能需要参考。
参观过程中做好笔记，可以拍照的地方要拍照。
回去及时整理实地考察心得。
对于实地考察中出现的疑问或者新的发现要及时和导师进行邮件沟通，必要时候可以约见面谈，讨论
如何在最终项目报告中展现。
第6周：撰写研究方法部分，客观原本地复原实地考察的情况和使用的具体数据采集方法，以及考察
的主要关注点。
开始整理回顾所用到的参考文献（references）以及图片等其他一手数据，作为附录（appendix）的形
式附在项目报告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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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智商只占七分之一:哈佛为什么录取他》揭秘，顶尖学生必备的七个品质，美国名校绝密面试官报告
。
这些老一辈强人的身上有着共同的特点：他们从来不会因为当前的困境而随波逐流，也不会因为厄运
的降临而怨天尤人。
他们会脚踏实地地接受现实，从零做起，哪怕多次从零开始，一步一步迈向自己的事业，超过那些原
本领先的人。
将要出国的学生可以明显分为两类：平凡的和优秀的。
平凡的学生只知道出国好，或者只是家长想要他们留洋；优秀的学生会理性地看待出国，他们知道出
国要干什么、怎么干。
但不管是哪一类，在美国学习两年之后，其谈吐、思维、气场，还有看问题的深度都会有大的转变。
我不能下定义说他们的能力提高了或者变好了，至少这些学生能驾驭自己而不是被人驾驭——他们有
主见，我在传达一些信息的时候也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东西，他们可以试图来影响我。
我把这一高于“优秀”的状态称为“卓越”。
一个中学生或者大学生可以综合运用很多他学过的和没学过的知识点，这才是解决实际问题需要的能
力，因为在现实世界中，绝大部分问题是我们没有“学”过的、课本上找不到标准答案的。
优秀的人对于专业的理解会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通过简短的一封邮件、一张简历、一段短文，或者
一篇个人陈述，就能够被懂行的人敏锐地发现。
《智商只占七分之一:哈佛为什么录取他》使用建议：欧美名校招生的原则是“录取那些在本质上优秀
的人，而不是装得优秀的人”，《智商只占七分之一:哈佛为什么录取他》列出的七个特点，正是优秀
人才共有的七个特征，努力做到其中的几个方面，“优秀”就会占据你的外在和内在。
在优秀者眼里，名校的录取算不上荣耀，只是一张门票。
因为名校只是求学途中的驿站，保持优秀、追求卓越才是真正的目的。
因为经济的拮据或者亲人的牵挂，大部分人出国读书的梦想是难以实现的。
有人默默地去考研，有人漂荡在职场。
趁着年轻，赶快想一下还能不能实现你的人生理想。
如果你仍然想要留洋深造，可以读一下书中的贫寒子弟如何拼搏奋斗获取全额奖学金赴美求学；如果
你笃定在国内打拼，请仔细阅读优秀人才的七个特点，它们会帮助你成为行业内的佼佼者。
留学只是一种手段，保持优秀、追求卓越才是真正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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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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