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意思呢？

潜能的限度是能力的极限

潜能，是拥有能力的前提
没有潜能，教育也就失去前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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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不会计算，小狗也不会计算，但是，孩子能够学会计算，狗永远也学不会计算，因为人有数字计算的潜能。小狗

就没有这个潜能。

我的百米极限速度是14秒，不练只能跑20秒，稍一练就跑18秒努力练能跑16秒，练到吐血也就14秒5；刘翔的极限速

度是10秒，不练也有14秒，稍加练习就达12秒。刘翔不练也比我跑得快，练死我，也跑不了刘翔那样快。这就是潜能的制

约作用。潜能有高低，努力有大小，潜能的高低，制约着能力能够达到的高度；努力的大小，决定了潜能能够发挥到什么

程度。潜能的极限是不能通过努力被突破的。

现在，我们回头再看“只要努

力，一定成功”这句话。如果这个

成功目标的高度，是在潜能极限的

范围之内的话，这句话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这个成功目标的高度，

超 过 了 本 人 潜 能 的 极 限 的 话 ， 那

么，这句话可就错了。

如果目标高于潜能极限时，还

坚持这个信念的话，那么成功就是

不可能的，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

如果这个成功的目标，被锁定为一

个人一生的理想，那么悲剧的发生

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可悲的是，现

在这样的例子，在琴童家庭中并不

罕见。

潜能力存在着巨大的先天性的

个体差异我们每个人必须要接受这

个事实，人的潜能是存在着巨大个

体差异的，人与人之间的潜能差异,

就像身高一样,有些人长得就是高，

有的人就是长不高。人的潜能差异

是生物学层面的差异无法否定，只

能正视。

潜能差异在各个领域中
的表现

其实这种差异，在人的各种能

力展示领域，都有很清晰的表现。

       
       体能的差异

最 让 大 家 能 够 接 受 的 ， 是 体

能上的差异。比如在绝对速度的能

力、绝对力量的能力方面。有那么

多专业运动员，倾尽自己的全部精

力去训练一个项目，但是冠军只有

一 个 ， 没 有 人 认 为 当 不 了 冠 军 的

人，都是由于不够努力。

在体育的领域中，天赋现象的

存在，人们似乎很能接受，人们日

常所说的天赋，就是我们现象说的

潜能。

       智能的差异

其 实 每 个 领 域 都 有 天 赋 、 潜

能的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

的智力差异就非常明显，我请大家

观察智力差异的两个方面的表现：

其实人大脑的思维能力，与电脑非

常像。电脑在性能上有两个主要指

标：一个是CPU的运算速度快慢，

一个是内存容量的大小。

第一，大脑“CPU”的运算
           速度差异

你 是 奔 2 、 他 是 奔 6 ， 你 是 单

核、人家是双核，处理同样一张照

片，你这边出去吃顿饭，回来也没

出来，CPU都转冒烟了，就是出不

来；人家那边，电脑屏幕闪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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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出来了。我在做学琴与智力发展

关系研究的时候，去小学校做智力

测验，就发现这样的现象，那些聪

明的孩子，做什么都快，反应特别

快，而有些孩子反应就是慢。

所以，我告诉各位家长，你们

家孩子上课不听讲，老搞小动作，

你千万别轻易地认为，他是淘气，

属 于 多 动 症 ， 很 可 能 还 有 一 个 原

因，就是你们家孩子大脑“CPU”

速度快，由于孩子思维速度太快，

所以老师刚讲一个原理，还没等老

师把话全说完，他大脑灵光一闪就

已经全想通了，明白了。老师再举

例说明，再详细解释，他已经觉得

很无聊了。人家大脑没事干了，只

好搞小动作。工作中这种现象就更

常 见 了 ， 比 如 说 大 家 讨 论 一 个 问

题，一个个都在绞尽脑汁地分析、

讨论，半天也出不来结果，结果另

外一个人来了，在旁边听了几分钟

后，仅几句话，就把所有大家讨论

的因素，分析得清清楚楚，大家讨

论了半天还想不明白的事情，他在

几分钟之内，就迅速地把所有该考

虑的因素都考虑到了，将其中存在

的逻辑关系全部分析过了，而且从

很多可能性中，迅速地找到出了最

合理的方案，这就是因为人家大脑

“CPU”速度快。特别是在突发事

件的应变当中，思维速度的差异表

现得特别明显。

职场上，有的人字字珠玑，每

一句话都说在点子上，任你过后分

析，都没有一点破绽；而有的人总

是后悔，当时我要那样说就好了，

当 时 我 要 这 样 做 就 好 了 。 因 为 他

“CPU”运算速度不够，当时就是

反应不过来。

第二，大脑的内存容量的大小

大 脑 内 存 容 量 大 的 人 ， 才 能

够处理复杂问题，所谓复杂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涉及的因素特别多，

需要把所有因素都同时放到大脑中

去思考。但有的人大脑内存小，一

个问题涉及五个因素，他大脑里面

只能装三件事，多进去一个，就得

挤出来一个，这种人，永远不能把

所有因素考虑周全，做事不是有漏

洞，就是走极端。一个人能不能够

处理复杂因素，这是一个人思维能

力上非常重要的标志。有些人头脑

就是简单，这是客观存在。

和体育、智力一样，人在音乐

上的潜能差异是巨大的！也不知道

为什么，在体育领域内，人们会心

服口服地承认天赋对成就的决定性

意义，而在音乐领域，却有那么多

对音乐完全外行的家长，不信那个

邪！他们总以为，在音乐领域没有

取得成就，就是因为努力还不够，

笃信只要付出了足够的努力，就可

以取得理想中的成就。实际上，在

音乐领域，努力的程度与成就的高

低并不成正比的关系。那些在音乐

领域取得较高成就的人，并不一定

比那些没有取得成就的人更用功，

特别是那些取得极高成就的大师级

人物，成功的核心因素是他们的过

人天赋，而不是他们的用功！比如

说，韩国小提琴家萨拉·张，5岁学

小提琴，8岁与美国纽约爱乐交响乐

团合作，在祖宾·梅塔的指挥下，

在美国卡内基音乐厅，演奏帕格尼

尼 《 第 一 小 提 琴 协 奏 曲 》 这 首 乐

曲，是很多小提琴专业的人一辈子

都练不好的作品，她却从零开始，

学琴仅仅3年，就达到了世界的顶尖

水平。

近年来，郎朗成为大家热议的

对象，而关于郎朗的议论，大都在

谈郎朗在成才过程当中受到了多少

苦，家长给他多大的压力，他又是

多么用功，人们似乎有一个普遍的

共识，郎朗的成功的核心原因在于

努力。但是很少有人会谈到，郎朗

是一个旷世奇才。我给大家讲一个

郎朗的故事，有一年，在北京国际

音乐节上，郎朗要和中国一个著名

交响乐团合作演出莫扎特钢琴协奏

曲，他提前一天到北京，与乐队排

练一下，准备第二天演出，结果到

了排练场才发现，他练的曲目和乐

队准备的，不是同一首协奏曲，这

首协奏曲有三个乐章，第二天要演

出，广告早发出去了，票也已经卖

出去了，明天就要开演了，而郎朗

从来都没有练过这首作品。乐队没

有办法改了，怎么办？郎朗说晚上

试一下，当晚开始练这首作品，第

二天演出，背谱演奏，取得辉煌成

功。什么概念？莫扎特的钢琴协奏

曲，对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的学生

来 讲 ， 花 一 个 学 期 去 练 ， 是 很 正

常 的 ， 而 朗 朗 只 需 要 一 个 晚 上 ，

这 就 是 天 赋 。 郎 朗 的 音 乐 记 忆

力 ， 技 术 方 面 的 绝 对 速 度 、 触 键

控 制 、 定 位 准 确 性 ， 舞 台 激 情 ，

音 乐 想 象 力 ……他在钢琴演奏的各

个方面的能力，都是令人瞠目结舌

的。一提到学琴，很多人就拿郎朗

说 事 ， 我 要 提 醒 大 家 的 是 ， 郎 朗

是 一 个 可 遇 不 可 求 的 旷 世 奇 才 ，

根 本 就 不 能 作 为 常 规 教 育 的 参 照

对 象 。 我 本 人 在 教 钢 琴 的 时 候 ，

能 很 清 晰 地 看 到 孩 子 才 能 的 差

距 。 一 个 孩 子 的 潜能如何，学琴不

久，就可以看出来。有些小孩，一

个技术动作一说就 会 ， 而 另 一 些 小

孩，反复练，几个星期才能练好，

这就是才能的差异。

潜 能 的 差 异 存 在 着 层 级 现

象 ——正 态 分 布 图 表 示 潜 能 的 高

低，制约着成就的大小；人在音乐

领域中潜能的大小，是呈正态分布

的。也就是极高、极低的都很少，

越往中间，人数越多。那些音乐潜

能较高的人通过努力，可以成为音

乐工作者，所以在音乐工作者这个

群体当中，他们潜能状态的分布呈

金字塔型，而他们的成就也呈现出

金字塔式的层级分布，越接近塔尖

人数越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