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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辩手说最强大脑
因为二十一年前的“狮城舌战”，荣获“最佳辩手”的蒋昌建曾经成为一代青少年的“男神”，象征着知识、

睿智和口才。后来，蒋昌建攻读博士、留校任教，潜心研究国际政治学，淡出了公众视线。直至近几年，他开始以
特约评论员的身份亮相，今年初，更担任了江苏卫视《最强大脑》的主持人。节目引起了广泛关注。处在舆论中
心的蒋昌建，自然也有他的观察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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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做你，也会像打了鸡血一样

Q:你做过《杨澜访谈录》的总策划，也担任央视

评论员，但做主持人是第一次吧，制片方为什么会选

择你？

A:起初是江苏卫视看了我做的新闻评论，他们也

正好在策划一档时政评论，请我去串场。到了就告诉我

有《最强大脑》这个节目，可以试试看。制片人有点担心

我没经验，所以一开始要我做评审，就是梁冬、陶子的角

色，临录的时候才让我做主持人。他们用一句话说服了

我：“你平时怎么上课，就在舞台上怎么表现。”我则用一

句话说服了自己：“这么牛的人，我本来只能在报端杂志

上看到，现在却能和他们站在同一个舞台上。”

Q:从幕后到台前，有哪些挑战？

A:以前做节目我都是以嘉宾的身份出现，而《最强大脑》中我是主持人，很不一

样。电视的基本规律我不太掌握，灯光、机位、语音、表情、肢体语言、场上控制、节奏

控制，这些都需要专业训练，而我没有。但是最大的挑战是，考虑到节目本身的特殊要

求，选手的挑战项目、挑战方式一直在变动，而我和选手接触的机会有限，对项目也无

从准备太多，更多地要依靠临场反应。我是观察整个挑战的过程，然后作出本能的直

接的反应。

Q:所以你经常会被选手的表现而感到震动？

A:（连拍大腿）那当然、那当然！你不要看我在大学当老师，可在他们面前我简直

就是个连ABC都不懂的人。周玮的确让我很惊叹，即便他是正常人，这种运算能力也

很难想象。

Q:有观众批评你过分激动……

A:像打了鸡血一样（笑），换你站在边上看，也会激动，那些项目我根本……（耸耸

肩）郑才千的魔方墙我就觉得不可能。这次初二女生孙彻然的“数独方阵”，三个不能

重复：数字不能重复、颜色不能重复、数字对应过的颜色也不能重复，而且她是背对着

九宫格完成的。我的激动是现场的真实反应。

换做我，会跟Dr魏一样理性

Q:你和评审保持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A:绝对中立，我作为主持，应该不持立场。

Q:那么当评审向产生激烈争论呢，比如梁冬和Dr魏经常“互掐”。

A:确实有人问我：“你不是辩论出身吗，应该参与、引导啊。”但我觉得，一方面评审

代表了普通民众的反应，所以李永波、梁冬会和Dr魏进行激烈讨论。另一方面，评审都是

聪明人，媒介素质也挺高，他们自发形成的节奏符合我自己对节奏的理解，不需多干预。

Q:评审之间的激烈争论，是不是有电视台故意鼓励的成分？

A:我觉得未必。李永波私底下就是这样的，梁冬私底下也非常感性。梁冬说他是

继承他母亲的，他母亲看电视的时候，一个小小的细节就能让她哭得稀里哗啦的。他们

之间有不同意见、他们和科学评审有不同意见，是本性的一种反应。

那些强悍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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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坛巨无霸”卡斯帕罗夫
很多人都对十多年前的那场“人机对抗赛”记忆

犹新——1996年2月，超级电脑“深蓝”挑战国际象棋

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经过六轮比赛，深蓝以2:4落

败。1997年5月双方再战，这一次，深蓝以3.5：2.5击败

棋王。此后，全世界都在热议“电脑胜过人脑”。

尽管输给了超级电脑，但俄罗斯棋王加里·卡斯帕

罗夫的超强大脑毋庸置疑。他3岁学会读书数数，5岁

能做带小数点的加法运算，还在不懂国际象棋规则的

情况下，解开了棋局。

1973年，年仅10岁的卡斯帕罗夫参加了全国青年

冠军赛，并出乎意料地闯入决赛。决赛中，这个新手在

面对几位候补大师时保持不败，顿时轰动。22岁时，他

成了最年轻的国际象棋冠军。更不可思议的是，他将此

头衔保持了225个月！1985年，他同时与32台计算机对

弈，并赢下所有比赛，轰动世界。1999年，他与由75个国

家5万多名象棋高手组成的“世界队”网上对弈，4个月

后获胜。

据说卡斯帕罗夫还会15种语言，也是数学家和

计算机专家，智商高达190，称他为“最强大脑”当之

无愧。

Q=生活周刊
A=蒋昌建

Q:反过来说，Dr魏有点冷酷无情，往往我们觉得选手的表现已经很牛

了，他却给了个很低的分数。

A:我不觉得他冷酷无情（笑），他的学科就要求他是这个样子。我们有专家

组成的顾问团队，研究制定了非常严密的评测体系，Dr魏就是按照评测体系打分

的，变通性不大。其实我蛮同情他的，决定选手去留的是他。我们已经进入挑战

赛，晋级选手接受外来选手的挑战，Dr魏的打分就决定谁被淘汰。他压力很大。

Q:如果你坐在Dr魏的位置上，会怎么做？

A:跟他会一样。当然因为我文科生的背景，身段会软一点。淘汰人家的时候

感情上多铺垫一点，表达婉转一点，用文科生特有的辞藻、词汇啊，有更多的柔

性的表达，安抚一下。

我对项目无从准备太多，我
观察整个挑战的过程，然后作
出本能的直接的反应。

“中国雨人”周玮
周玮是《最强大脑》开播以来第一个引起全国

性关注的选手，也是至今最出名的一个。1月17日晚江

苏卫视播出了第三期节目，台上，周玮展现了惊人的

心算能力——他依次解开了数学教授出的三道算

题，其中就包括16位数字的14次开根号运算，并且仅

耗时一分钟。

1991年1月周玮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东雷乡长畛

村，起初一切如常，六个月的时候因受惊吓，越来越异

样。他勉强念完小学，想读初中却遭拒绝，而辗转求

医的结果是，被诊断为“中度脑残”。不过，周玮很早

就表现出了数学天赋，在几乎无人传授的情况下，就

琢磨出了等差数列，对自然数的高次幂运算、两位

数、三位数以及四位数之间的相乘，高位数开平方、

开立方等复杂运算。

节目播出后，观众称周玮为“中国雨人”。他的现

场表现甚至让一贯冷峻的Dr魏都激动不已，直呼他是

“完全意义上的天才”。不过，也有人质疑周玮是靠

死记硬背才完成题目的。为回应质疑，1月23日、24日

两天，华东师范大学的心理学家和上海交通大学的

数学家给他做了测试，结论是：他的心算能力虽然还

达不到世界顶尖水平，但已经很强悍了。

“指纹识人”吴天胜
《最强大脑》中有几名出身不凡的

选手，比如“超级找茬王”项目的郑千

才、“闪电速配王”王峰，以及以“指纹识人”成名的吴

天胜。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参加过“世界记忆力锦标

赛”，都获得“世界记忆大师”称号。其中，吴天胜更是

首位摘得桂冠的亚洲人。

吴天胜，1984年出生，广东廉江市人。从小学到

大学，他都没表现出过人天赋，甚至被当做“差生”。一

天，他在大学图书馆看报，偶然瞥见关于“脑力运

动”的新闻。从那天起，他开始训练自己的记忆力，摸

索出一套记忆术，并创造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

2007年10月，吴天胜参加了世界记忆力锦标

赛，成为当时唯一拿到“世界记忆大师”称号的亚洲

人，也是该赛事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这个纪录

后来被郑才千打破。

在《最强大脑》第二期，吴天胜挑战“凭指纹

识人”项目：采集120位现场观众的指纹，用1小时记

下，而后随机选一位观众报出姓名，选手挑出此人的

指纹。最终，他获得了前两期的最高分135分，晋级下

一轮。

“记忆力之父”博赞
乾隆皇帝一生写过4万多首诗，但据说不少是臣子

的“代笔”。这样论起来，写了4000多首诗的博赞，算很

了不起。但博赞并不是靠写诗走红，他真正知名的头衔

是“记忆力之父”，真正知名的是他的“思维导图”。

托尼·博赞(Tony Buzan)，1942年生于英国伦

敦，刚上学时他是公认的“学渣”——多门功课跟不

上课堂进度，成绩永远倒数，勉强才考入大学。不过

很快时来运转。大学里，他遇到一位能将每个同学的

姓名、出生年月、住址等都一字不差念出来的教授。若

干年后，博赞发明了“思维导图”。他认为，书本的记

录方式和大脑的思考方式是不一样的，前者一行行书

写，后者则是分散而联结。所谓“思维导图”是根据大

脑的工作方式，在白纸上画出来，便于快速记忆。1991

年，博赞与国际象棋特级大师雷蒙·基恩合作，创办了

世界记忆力锦标赛。今天该赛事颁发的“世界记忆大

师”称号颇具影响力。

“记忆超人”S.
俄罗斯人所罗门·舍

雷舍夫斯基（Solomon 

Shereshevsky，1886-1958）大约是最知名的记忆术个

案。不仅因为他记忆力超强，更因为神经心理学家鲁利

亚做了长达30年跟踪研究，留下大量资料。科学家习惯

以他姓名的首字母S.指代他，S.遂成为经典标志。

S.最初是一名记者，他拥有一项十分实用的技

能：做任何采访都不做笔记，事后，他总能一字不差地

复述出来。后来，S.干脆转行成为记忆专家。

据鲁利亚的测试，记住一张包含20个数字的

表，S.只需要三四十秒钟；包含50个数字，两到三分

钟。尤其惊人的是，他能将结果记住几天、几个月乃

至几年。S.还具备丰富的联觉（可简单地理解成“通

感”）。例如，让他听一段每秒30个周期、强度100分贝

的声音，他能陆续“看”到银色、红色、橙色等。

事情总有两面性。由于记忆力太好，他记得所有

事情的所有细节，并时常被干扰，以至于无法进行抽

象层面的思考。他的概括力不强。另外，通过智力测试

鲁利亚发现，S.的成绩平平，这说明记忆力好并不能

直接和智商高画等号。

“白痴天才”金·皮克
作为好莱坞电影《雨人》的原型，金·皮克在美

国家喻户晓，在中国亦不乏拥趸。他1951年生于美国

犹他州盐湖城，患有严重的自闭症。

然而他有令人惊诧的特殊才能。16个月大时，父

母为他朗读书籍，边念边拉着他的手指顺着纸页滑

过这些字句。皮克居然过目不忘，立即将内容复述

出来。据他父亲说，他可以左眼看左页面，同时右

眼看右页，并且看过一遍后终身不忘。终其一生，皮

克记住了上万本书，涉及历史、文学、地理学、数字、

体育、音乐等15个领域，被誉为“白痴天才”。2002

年，他甚至开始弹钢琴。

皮克逝世后科学家们发现，他的左右半脑之间

没有胼胝体。这意味着，要么皮克的两个半脑各自

独立，要么浑然一体，而这两种变异都可能是他具

备超常记忆能力的原因。不过到目前为止，科学家仍

无法给出圆满的解释。或许，天才就是不能够解释

的吧。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世界上有如此多拥
有超凡能力的脑力天才隐藏在各个角落。到底是
他们天赋秉异，还是我们人类在所谓进化的浪潮
中，一步步退化了原本拥有的能力？想一想，这也许
是一件觉得悲哀、甚至可怕的事情。

这些脑力天才简直就是
一群非人类，是从影视剧
里走出来的“怪咖”。

戏剧性情节：太多不行，没有更不行

Q:这让我想起一个古老的争论：文科生

VS理科生。

A:对，文科生、理科生，思维方式的确有明

显不同（笑）。面对一篇作文，文科生会觉得，你

写得不错，但字太难看，减两分，或者作文一

般，但字写得漂亮，加两分。Dr魏不考虑字好不

好，他只看你的作文有没有达到那几个要求，给

人感觉弹性空间不多。比如报汉字笔画的赵淑

芳，Dr魏手里的测评体系没办法衡量，那他也不妥协。文科生变通会多一点。我们

会觉得，赵淑芳的这个能力足以震撼，一般人做不到，就是最强的脑力。

Q:所以有人认为科学评审权力太大了。

A:我觉得《最强大脑》就需要这样一个标准。如果标准可以上下浮动，科学

性方面的说服力会不够。

Q:德国版《Super Brain》是怎么安排评审的？

A:德国的评审是一位科学家，他只谈观点不决定。观众投票决定。

Q:这样看来倒是中国版更客观理性一点？

A:不一定，德国人更理性更沉稳。《Super Brain》一年只做一期、一期三个小

时，直播。德国人有这个耐心。中国观众更追求新奇特，追求一些戏剧性情节。其

背后是寻找灵魂深处对应的人文情结。那么我们做策划、预案时要更深层次地挖

掘，而不仅仅是挑战。

Q:做了这么多期节目、教了那么多年书，你心目中的“最强大脑”是？

A:有超出平常大脑的机理，也有超出平常的大脑的功能，能以一种超出平常

的方式来解决各种棘手的问题，并在解决的过程中提出棘手的问题，这就是最强

大脑。从这个意义上说，赵淑芳也是最强大脑。她解决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又提

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评测体系无法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