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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就得3岁以前开始学，培养乐感”“网球越早学
越好，四肢协调”，钢琴神童郎朗、高尔夫球手伍兹们的年
少成才模式，让很多家长日夜担心：自家孩子如果输在起
跑线上，那就完了！

在“一万小时定律”“刻意练习”等通行理论的刺激
下，家长们让孩子尽早专业化。电视剧《小舍得》里的焦
虑让很多人感同身受。

但是，有人通过研究提醒我们：这种观念可能要改一
改了！《成长的边界：超专业化时代为什么通才能成功》（以
下简称《成长的边界》）的作者大卫·爱泼斯坦，通过对体
育、音乐、教育、天文、艺术等领域世界上一流成功人士的
案例分析发现，过度专业化弊大于利：过早进入高度专业
化的状态，容易让人陷入认知壁垒，画地为牢，将自己局限
在一个狭隘的小世界里。

尤其是现在AI机器自动化时代，只在某一项专精，
反而面临被机器替代的高风险，而在各项知识上比较均
衡的通才人物，更有发散思维、融汇变通的能力，更容易
在人生和事业发展道路上走得更稳当和更长远。

时代，过早专业化有风险
“鸡娃”父母别再担心输在起跑线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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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泼斯坦请读者记
下这句话：“别觉得自己
落后他人。”每个人前进
的速度不尽相同，所以，
不要因为任何人让你自
己感觉落后。我们面临
的挑战是，如何维护广度
学习、多样化经验、跨学
科思考和晚一步专业化
带来的利益和优势。

毋庸置疑的是，确实
有一些领域需要老虎伍兹
式的人才——年少成才，
并且清楚自己的目标。但
随着社会日趋复杂，加上
科技让世界成为一个浩瀚
的物联网体系，而身处其
中的个体只能看到一小部
分——因此我们也需要更
多罗杰·费德勒式的人才，
也就是“通才”。

随着AI时代的到来，
很多专门的工作都被机
器取代。《成长的边界》启
发我们：作为人类，最大
的优势正好就是过度专
业化的对立面——广泛
融合各类知识的能力。
而这就需要我们保持通
识学习和贯穿、类比等综
合思考能力。

爱泼斯坦强调的是，
不要过早专业化。最好
是前期先探索、尝试，找
到自己要发力的点，然后
再进行深入训练。

所以，别担心起跑慢
了，晚了。因为跑得早或
者快，不一定能跑得远。
而现在，是一个需要跑得
远的世界。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爱泼斯坦认为，比
“刻意练习”（某一项技
能）更重要的，是“刻意
尝试”（更多领域），先涉
猎后钻研、多方尝试、横
向类比思考，多维度的
成长，发现自我潜力点
所在之后，再深入某一
点进行专项训练，这样
的人生发展才更容易抵
达真正的成功。

所以，这本书也让
家长缓解焦虑，你不必
急于让自己的孩子赢在
起跑线，起步晚、没有固
定专长、只能保持三分
钟热度，都不会让你的
孩子落后他人。你要教
给孩子的不是暂时领先
的封闭技能，而是受用
一生的开放优势。

不要在生命开始的
时候，就划定一条又一条
的起跑线，而是要孩子多
去尝试，多维度地挖掘潜
力。当一个人找到真正
热爱的、擅长的事物时，
再全身心投入进去，进行
刻意练习，那么获得成功
的几率非常大。

《成长的边界》英文
版在2019年5月出版后，
被比尔·盖茨列入他的
2020 年读书单，并撰长
文推荐，认为这是“一本
戳 穿 专 业 化 神 话 的 好
书”。

2021 年，这本书被
后浪引进国内，由北京
联 合 出 版 公 司 公 开 出
版，得到万维钢、罗振宇
等人的大力举荐。

早早进入专业化训练的
例 子 ，老 虎 伍 兹 是 一 个 例
子。他在七个月大的时候就
开始挥舞杆子，练习摆臂；两
岁就上电视，甚至还战胜了
鲍勃·霍普。但是，老虎伍兹
并不能代表全部。

在《成长的边界》中爱泼斯
坦指出，和普通运动员相比，最
终成为该项目顶级人物的精英
运动员，一开始在刻意练习上
花费的时间反而较少。用研究
者的话说，精英运动员们经历
了一段“采样期”。

他们涉猎各种各样的体育
项目，通过各种项目的锻炼，各
种身体机能愈加纯熟；他们认
识到自己的能力所在以及偏
好；只有在广泛涉足各项目之

后，他们才能专注于一个特定
项目，进行专业化的技术练习。

网球明星费德勒就是这
样的情况。费德勒不是神童，
他小时候什么球都玩，就这样
玩到十一二岁，才决定在足球
和网球之间选择网球。直到
16岁，费德勒才开始真正的专
业网球训练。

2014年，德国科学家发表
了一项研究成果：此前刚夺得
世界杯冠军的德国队的队员
全都是典型的“后发制人”型
选手——直到二十二岁甚至
二十二岁以上，他们在此之前
都没有踢过专业联赛，最多只
在业余联赛中登场。在儿童
和青少年时期，他们把时间都
花在踢野球或者其他项目上。

除了体育领域，还有大量
不像老虎伍兹这样的成才路
线，依然取得很高成就的案
例。克莱顿1965年就读哈佛医
学院，1969年医学院毕业后，担
任加州沙克生物研究中心博士
后研究员。就读医学院期间，
他开始撰写小说。正因为他的
跨界知识，才能够让他写出《侏
罗纪公园》和《急诊室的故事》。

屠呦呦是第一位获得诺贝
尔奖的中国女性，她被称为“三
无教授”：没有中国科学院的院
士资格，没有海外研究的经历，
没有研究生学历。那她有什么
呢？她喜欢历史，知道公元 4
世纪一位中国炼金士写下过一
个治疗疟疾的药方，使用的药
物来自于青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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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的边界》

������ ������������������	�


���
���

�	
�������
������������������ !"#
��$%&'()*+,-./01�234

567�� 89:;<�=#�>?@AB

�������C �# �D�E# ��FG ���
HIJ ��	�	��
���KLJ ����������MNO �
�	
��

PQR ��	��
�����S T ������	���UVR ����������

W X �	
���
������YZ[\ �	��
��



	
��
���

����������	
�� ��������
��� ����	
������������� �!"��
#$#% &'% ()*+,-.��� /01���2
�������� 3456789:;<=>?@AB��;
C�D��EC�FGH ����I ��J ��KL

MNO ��PQR�STU,�VWXYZ[\�P]?^_`L abc ����I

�J ��K��
��I �J ��K�d�ef �gHhf �g ��i�jklm89:n

o�MNOpq �� �rstu��vwxyz?{� |}-~��������

��Z{����e������������V=������Z{���

��������I �J �K�����I �J ��K ef �����hf ����

���������

�����klm89:no��NOp� �� �r�tu��v

�����������������

��� ¡¢£¤%¥¦§¨©

ª«;C©

�� !"#$%&'()

���* ��+ ,

����

K
G

���I �
J �K

���I �
J ��K

���I �
J ��K

���I �
J ��K

���I �
J ��K

���I �
J ��K

]
^

�_]
�_]

�_]
�_]

�_]
�_]

�_]
�_]

��_]
��_]

�_]

�(-./0
`aA�

�������	
��
�������������
���������������	�
����
� !"#$%& '( ����
)* !+ �� )*, -./
012%�345678 ��
79:%��;<=>/?@
A;B/?CDE-F& GH
IJKLMN�OP,
bcdefghijk�>AB

�� l �� m �� n
�QRSTUUV�WXYZ
P[\]^_`abcdef
ghijk%����������
����������������lmno
�QRSpqUV�Wrs�
]tu^_`abcvefg
hijk%���������
��������������� lmno
�wxyz{c���"�
|}~������h� ��
�����	�������	��,
�QRS��������
������������������
���������������
�����
lm&��no
���W�� ¡¢�£¤¥
c¦Kk%�������§
� ������������	�	����l
mno
�Q¨W©ª�«¬®¯¤
°±²¤³?´�µ ��������
����� ¶1µ �������������
X·´�µ �������������¶
�¸¹µ �������������lm

opq/
¨º{»�QR�XY�

��¼½lm¨º{»¾¿w
UÀH�Á|ÂÃÄÅQÆ5
3�&53ÇÈ�ÉÄ���2
���ÊÄ ������ ���&ËÂ
ÌÍÎQRSQ¨WÏÐÑ&
53Ò ��� Ó � Ô � 7'
�RÊÕÄÅ���Ö×&
ØÙ��no,
�wÚÛ$ÜSÝ¾}~��
��QRÝ�Þ��¥c¦K
j�k%������������	��	
�ßà?fghj �k%���
�������������	ß ����
��hj�k%����������
�	ß���µ����������
�����	��lm&��no
��	SS�W
�¬¤�
£�¥��hjk%���
�����������	�� lmno
����ÜS1_�^��
Ñ�����<��]h�
����
����������lmno
��������¤�µ��
�������	��������X·´
�µ���������	�������
lm&��no
���� !RW�"�#�
$ ������ �Â%&`PÃ0
LM'�&(�)*����� *�
¼½lm&��no
�+,-.�Ð���/0
��&162¶��31¸µ�
�4µ���������������ß
56¶��31¸µ�4µ�
� �������������� lm n
o&ØÙ�3,

rstuvwxhyz{|}
~������A�

����������
789:;<=	>eÒ

?	,789@ABC8	
D &���	 Ó } Q & E 	 F
��� ! GHI��, ��� Ó
	>JKLM& N�MOJ+
���� !&PX0?QRS�D
h789TU=VjWX�ß
YDZc[\�=�];^&
_�`ab=c�X	,
�� z{|}<������
�A�

defg	Ñhijkl
53imFn4o �pq �&�
rstuvwxy�"##$�%%&&
&�'(')'*'�)+,�-'%..) %/0) %
#1))%����%#����	�2���	
	���"#34�, deR&��z
�{|	}ß�~ß	Ñ�w�
�I& :}�ve@��ve
��fg, }�ve� 789
TU=	PX�/0���
��1� ���� ��	}�
������������{�»��78
9��B8�����8��
�� �� � ������� �����
������, i�ve���c¾
� � tu����1�����
�	}���������	���	Ñ�
�����������566�-+3�{�
»�� wÚÛ��SQR��
¾� ��� ��������	��,

��A�
��������
�(|ijkl����

��`¶����ij��Ý �
��& f¡78&%¢�£H
E �� ¤�n7,
rst��xh�=�>?@

AB �� l � m � n
��¥¸��¦¨�Ò �� Ó �
Ô � 7& %1¼½lmÝ¾�
§¨h&��E���	�������
����	�&KH����� Ó �
Ô � 7��	� Ó � Ô � 7&©
X�M� QRS�ª«��W
Þ«& 2%��X¬"�lm
78&a%1��ß��%
§¨hM®¯�%1°M&
ØÙ��,
�wÚ±²³.Â»ÃPX
���<×´�µß¶·¸¹º
¨6» 	�����¸Â&(��
��
�����lm7��lmno
��¼9½(B¾��¿ÀÁ
Â?��µ�4µ�������
��������lm&��no
�Ã�9Ä	²ÅÆÇ¬È�
µ ����	���	���� lm&É�
�no
�QRSÊËÌÍÎ���
lm�6(¶1µ��� �����
���������É��(4µno
�QRP��]&i�]^&}
~��´c& 1Ï& §¨h�
	��������������	&5Ðh
lm&�� �����&ØÙ��,

�QR]ÑÒÓÉc�/0
����Ô¶1µ&�� �����
�������lm7��(4µno
��ÜSÕÜWÏ�BÖ×�
�´cØn�&lm�µ���
��������	�����no
�QRÙ.ÚÛÜ����
µ�����������		�����l
mno
�8�Ýr�QR�Éc��
�¶1Þßà�µ��������
��	�����¼½lm&��no
�QR.��ÛÜ����
µ������������������&¼
½lm&��no,
�Q¨W� -Ù���	

�Þ¤�µ������������
��	��lmno
�wÚ�ÛÜ���X·
´�µ���������������
��¼½lm&��no
�QRS	�������
����¶1µ���������
���������lm&��no
�wÚ��}~�����
�µ�������	��������
¼½lm&��no

�wÚ���}~����
�&�µ��������������	
	�ßX·´�µ����������
�	������ß¶1µ�����
������������	�� lm&�
�no,
�+,���c����µ
��������������� ¼½
lm&��no,
�QR�����£��
�&³?´�µ���������
���	��	�¼½lm&��no
�QR� (N!����
�¥c¦Kj%ßk%����
���������������8��9
:�;���"�µ���������	�
�������ß³?´�µ����
�����	��������ß¶1µ#[
���������	��������ßX·
´�µ���������	������
��lmno,
�%1�$lmwÚ%&�]
qP]^'ch&h� �	����
���	��������&ØÙ��no
�QR�(¬)P���
lm�µ&��������������
��&ØÙ��n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