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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这篇博文是对采铜《深度学习的艺术》和《开放智力》的总结，也是对我学习方法论的一次改进。本文也

以“深度学习的艺术”为题，一是向采铜致敬，二来是宣告我现在学习方法对过去的不同。至于掌握深度学习

的艺术，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2 深度学习

所谓深度学习，就是对学习对象不仅看表面，更要深入挖掘，直到获得自己之前没有达到的理解层次，甚

至看到别人也不曾看见的东西。我之所以要努力去学习深度学习方面的东西，就是工作之后感觉对教科书上的

东西理解过于肤浅。明明我已经花费了那么多的时间去学习，最后的结果还是不尽如人意，一定是方法论出了

问题。在学习过程中，我逐渐明白：之前的学习更多的是对资料的记忆，而非对知识的理解。从资料转化为知

识，并不是想当然的事情。采铜从“如何成为高段位的学习者”这个问题出发，从古今中外的先贤的智慧中萃

取养分，结合心理学和教育学的一般规律，就“深度学习”做了系统的阐述。其中诸多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深度学习”可以从四个方面展开：提问，解码，操练，融合。这四个部分展示了深度学习的每一个侧面，

既相互独立有互相关联。特别要说明的是，并不是对所有的学习资料都要用本文所说的深度学习方法来学习，

就像我在《主动阅读》里提到的一样，主动阅读和深度学习都只适合一些与我们的目标强相关的资料。对于一

些娱乐和咨询类的资料，达到目的就可以。精力有限，学海无涯，学习亦需谨慎，切莫走火入魔。与我们目标

强相关的资料也只有一些信息密度高，微言大义，博大精深的值得我们用深度学习的方法去琢磨，对于一些粗

浅的材料，浅尝就好。至于在具体操作中，如何分辨学习材料是否值得深度学习，这是一门“艺术”。玄之又

玄，妙之又妙，行而之上，不可与外人道也（其实我也不知道）。

戱



戴 解码

3 提问

采铜的《深度学习的艺术》和《开放的智力》都是从问题出发，搜集资料，萃取，然后成书。《深度学习的

艺术》始于问题“如何成为高段位的学习者”，就这一问题，作者旁征博引，查阅各方资料，反复推敲，迭代

优化答案，最终提炼出来深度学习的四个步骤。《开放的智力》更是作者在知乎上对一系列问题答案的合集。

正是那些长期困扰人们的问题推动了人类智慧的进步。困扰了人们戵戰戰年的费马大定理终于在戱戹戹戴年告破，

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诸多理论创新被提出。人们就“薛定谔的猫是死是活”展开了量子领域的大讨论。

就“光到底具有波动性还是粒子性”这个问题，物理学家进行了三次论战。“我是谁”这样的经典哲学问题，刺

激者哲学家们不停的探索。我们不一定非要成为伟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或者哲学家：一个好的问题依然可以

成为我们最好的导师；好问题激起的对答案的渴望是我们前进的不竭动力。

想象此前我的学习流程，太过鲁莽。对于一些学习资料，常常展开地毯式的轰炸：首先制定周密的计划，

仔细的阅读材料，认真的做笔记，复习笔记。到头来，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不知道要解决什么问题。最

后，那些笔记被尘封，曾经弄明白的知识点因为没有及时的嵌入已有的知识体系而被遗忘。究其原因，还是没

有问题的指引。

波利亚在《怎样解题》中也提到：“没有任何一个问题是彻底完成的。总还会有一些事情做；在经过充分

的研究和猜测之后，我们可以将任何解题方法加以改进；而且无论如何，我们总可以深化我们对答案的理解。”

尤其是那些值得长期探索的问题，不仅可以充分调动我们的潜意识帮助我们思考（苯环结构的发现就是如此），

更可以充分调动我们已有的知识点，把这些零散的“珍珠”串起来，变成美丽的项链，就像乔布斯在斯坦福毕

业典礼上演讲时说的那样。一个好的长期问题的价值半衰期是很长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都将收益于这

个问题。这些问题让我们成为“建构者”，因为我们不仅在学习知识，还在建构答案，在努力回答问题的过程

中，我们筛选，评判和整合新知识和就只是，并把他们融合成一个自给的整体；一个好的问题让我们成为一个

勇敢的“猎手”，为了达到目的，我们有勇气去涉猎从未到达的猎区，我们的知识面和视野就是这么拓宽的。

4 解码

通常我们对材料只进行了最表浅的加工，没有深入挖掘，更不会去下一番功夫解码。解码不同于理解，理

解通常只涉及字面意义的解读，常以自动化的方式进行，并且理解应遵从本意，不可擅自曲解。而解码则是在

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更为深入和主动的探索过程，有可能涉及材料意外的知识点的链接。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

观点被调动，个人观点形成。一个人是否博学不在于记忆了多少知识点，在于可以调动多大范围的知识点，在

于他的知识点之间链接是否丰富是否鲁棒。一个好的解码者可以调动大范围的知识点对当前的材料进行多角度

的审视。解码与提问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不同的问题就会导致不同的解码角度。

采铜用一个“玩具小黄鸭”的例子来阐述解码的三个层次：

戱戮 对于小朋友，他关心的是小黄鸭唱的儿歌。也就是它说了什么。

戲戮 对于爸妈，他关心的是小黄鸭是什么，家长会把小黄鸭定义为玩具，然后对其娱乐性，教育性，安全性和

性价比做一番评判。家长们关心它是什么。

戳戮 对于玩具工程师，他关心的是小黄鸭是怎么做出来的，使用了哪些技术。也就是它是怎么实现的。

当然，解码远非仅仅以上三个层次。对于学习者而言，是否善于解码决定了我们对知识掌握的效果，也决

定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才。教育心理学家把在某一领域有专长的人分为“常规型专长”和“适应性专长”两类，

其中具有常规型专长的人具有一个基本固定的知识系统，可以以很高的效率把接触到的信息材料按照已有的框

架进行分析，而具有适应型专长的人则可以不断进化扩充他们的核心能力，可扩展专业知识的广度和深度来迎

合需求和兴趣的增长。显然，在当代瞬息万变的社会中，后者的生命力和适应能力更强。怀特海在《思维方式》

中提到：理解的推进有两种，一种是把细节集合与既定的模式，一种是发现强调新细节的新模式。他接力推崇

第二种，反对第一种。其实第二种模式就是适应型专长的人具有的思维模式。

那么，如何才能高效的对已有材料进行解码呢？采铜给出了三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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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我的反思

戱戮 不仅要去寻找结论，还要去寻找过程。 阅读一本书或者欣赏一部电影，不能仅仅关注结论，还要留心整

个过程是如何演绎的。我们要像福尔摩斯一样，看到犯罪现场，就可以把犯罪现场在头脑中还原。

戲戮 不只要做归纳，还要做延展这与“先把书读薄，再把书读厚”不谋而合。通常，我们都比较善于归纳，抽

象。阅读完一本书，我们往往可以用一句话高度的抽象本书的要义。但是，高度抽象的结论必然带来信息

的大量丢失。我们还应具备延展结论的能力，就像树一样，从树干到树枝，把结论分解成多个分论点，然

后再分。事实上，我们的知识树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各个知识点之间互相链接，我们才好调用。分散的

知识点，迟早会变成枯枝败叶。

戳戮 不仅要比较相似，还要寻找不同 我们总倾向于把新知识与自己已有的知识体系做对比，然后找到相同，

用已有的知识体系去理解，这样感觉比较安全。一旦不同点太多，我们就会觉得难以与已有的知识体系发

生联系。就会觉得“很难”。实际上，正是这些不同点扩展了我们的知识体系，而那些相同点仅仅验证和

加强了已有的知识体系。一个适应型专长的人应该有接纳不同的勇气和智慧。

5 操练

这个最好理解，就是要调用学到的知识点。用的多了知识自然就内化，成为身体的一部分。不止一处的心

理学和教育学研究表明，那些在项目中学习到的知识比在传统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印象要深刻的多。攻读硕士博

士期间，老师通常会安排不少项目（不要考虑老师是处于什么目的），这是很好的锻炼机会。操练的方式有很

多，采铜也给出了不少建议，包括：游戏式操练，设计式操练，写作式操练。我执行最多的是写作式操练，这

也是我此刻写博客的原因。

写作是一种典型的知识重构活动，不仅是对已有知识的提取和调用，更是对这些知识点的重构。在阅读过

程中获得的知识往往比较肤浅，甚至有时候大脑还会欺骗我们认为学会了。在写作过程中，所有的问题都会暴

露出来，因为我们必须对这个知识点有非常深刻的认识，才能用自己的语言总结出来。另外，通过阅读获得的

知识点通常比较零散，而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必须去比较和分析它们，并试图建立联系。刘未鹏在《为什么你

应该从现在开始写博客》中对写作的好处解释的理据服（有理有据令人信服，简称理据服）。除了重构知识点，

写博客还可以广交好友，与志同道合的人沟通交流。

6 融合

融合就是就知识和新知识发生联系，最终实现知识结构的更新重构。通过对一本教材的解码，我们的大脑

中得到的是这本教材的知识树，在这种结构下，每一片叶子都是分散而独立的。通过联系其他材料的知识，我

们才构建知识网络。对于一个现实问题，往往要联系不同领域的知识才能得以解决。人类智慧发展到今天，培

养了大量的专才，而那些伟大的创新往往是跨学科的灵光闪现。怀特海在《教育的目的》中强烈建议：根除各

科目之间那种致命的分离状态，因为它扼杀了现代课程的生命力。教育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五彩缤纷的生活。

但我们没有向学生展现生活这个独特的统一体。来自查理芒格的抨击则更激烈，他把只会用单一学科思考的人

成为“铁锤人”，这种人看见任何对象都会把它当成“钉子”。狭隘的观点限制了他基于场景去分析事实本身的

能力。只有那些具有适应型专长的人才会不断的扩充自己的知识领域，避免思维上的偏差和狭隘。查理芒格认

为只有多学科模型的方法才能产生爆炸性的合力效应，让人获得不同寻常的智慧。

7 我的反思

虽然已经获得博士学位，但是对于学习方法的掌握可以说相当原始。对于认知科学的学习虽然略知皮毛，

但是系统的阅读这方面的书籍后才发现原来自己在黑暗中的摸索是多么的可怜。深度学习的四个环节都做得不

是很好：总是等待导师提问，自己反省不足，甚至课题题目和博士开题报告都是导师指定，这表明好奇心的严

重匮乏，更别说提出比较好的问题；对于研究课题相关材料的解码也存在缺陷，比较擅长把新鲜事物归类于已

知知识体系，却往往忽略了差异的存在，很多时候，尤其做研究，差异意味着可能的创新；操练也不是很勤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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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我的反思

不过现在开始写博客，算是亡羊补牢；等到工作中才发现，这里的问题在教科书里找不到答案，必须融合多学

科的知识才有可能得到答案。

所幸，现在我已经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改变正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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