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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四个月以来，白天去公司干活，晚上在谷歌吃完晚饭后骑车半小时回来继续做自

己的研究，一直到晚上十一二点睡觉为止。做的工作仍然是博士阶段的研究课题。

这部分工作最近有幸在今年的 ICCV 拿了马尔荣誉奖，但是里面可供挖掘的东西仍

然很多，这几个月把空闲时间拼凑起来，取得了不少令人满意的进展。 

 

下面说一说这四个月来一下利用业余时间做研究的经验，或者说做“民科”的经验

（笑）。说实话，我不知道自己能坚持这个模式多久，但先总结一下分享给大家，

总是好事；另一方面，以后自己懈怠了，再拿出来看看也是不错的。 

 

在这里，我假定大家是有兴趣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不然回家那么累，看个电视呼

呼睡倒，还谈什么再做一个课题，更不用说成果。有了兴趣，心里能总是把想要做

的事情放在第一位，才能继续。 

 

有了兴趣之后，研究的思路可以冒出很多来，我经常有这样的体验，看完了涯叔的

帖子，突然对赤壁大战有兴趣了，然后就开始 YY 站在曹操的角度看应该如何做选

择，如何调兵布将，等等，有时还会为自己的天才想法而沾沾自喜。但这些是否就

能东拼西凑出一部有关赤壁大战的专著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天下什么样的观点都有，但有用的思路并不多。做研究是要分析，哪些思路能拧成

一股绳，哪些其实本质上相互矛盾，哪些需要妥协甚至放弃，哪些则是毫不动摇的

真理。把这些整理出来变成协调一致的理论，才能算是有了成果。要做到这个，是

需要有长久的积累功夫的。思路要系统化理论化，把每天想到的都放在一个大背景

和大框架下，时常拿出来反复思量推敲，慢慢地去粗存精，取本舍末，才能见别人

所未见。发别人所未发。 

 

这个就是研究的大概目的。为了这个目标，业余做研究就要解决两个具体问题，一

是时间少，二是任务难。解决方案很直接：时间少就要提高效率，任务难就要循序

渐进。 

 

以我的经验，做任何工作，全神贯注是最好的选择，做完一件再做另一件。随意在

不同任务间切换所需要的代价是非常大的。同时做两件事情所需的时间，是先后或

者分别做两件事情所花时间的两倍不止，并且更麻烦的是工作质量不高。试想下花

十五分钟的写的破烂程序，却要花几个小时去调试它，还不如花三十分钟精工细作

来得有效。我见过有同时做很多任务，也做得很好的人。但我自己觉得不是那块材

料，还是老老实实地一件一件做完。 

 

明白了这个道理，做主业时要全神贯注，做副业时也要全神贯注，这样才有高效率

，能在八个小时内把主业做得让同事和老板都满意，除去吃喝拉撒睡还有陪老婆的



时间，每天余下的三四个小时才属于自己。这三四个小时，大概只能做一件主要和

一件次要的事情。主要的事情比如说集中想一个问题，或是看两篇文章，或是整理

思路，或是把自己的代码调通，或是把这一篇博客写完；次要的事情包括各种生活

琐事，或是回几封长邮件随便聊天，或者给明天的研究起个头。如果想要一下完成

太多事情，那一般只会带来挫败感。 

 

之后，就要解决做研究任务难的问题。世上的大部分任务，按“过程的难易”与“

得到成就感的速度”这两个维度分类，可以分成四个级别。一级任务过程简单回报

快，比如说杀怪升级或者按老虎机；二级任务过程简单但回报慢，比如说日常工作

；三级任务过程复杂需要反复思考，但回报快，比如完成一个有趣的小程序小想法

；四级任务，是方法没有现成的，需要自己从已有的工作里总结寻找；进度无法控

制，有时就差一步到终点却一无所得，不得不推倒重来——这就是做研究。 

 

因此，做研究之类的四级任务，常常让人有绝望感，业余做研究，时间又受限制，

更是难上加难。怎么办？找一个办法，把它的级数降下去。 

 

怎么降？以我这四个月的经验，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做好笔记。笔记有两个作用，其

一是给自己一个工作进度的表示，想到哪里了，做到哪里了，哪些地方还没有思考

过，哪些地方想过了但是还不周密，想过的情况越多，走过的错路越多，说明自己

较之前有所进步，这样人为地将成就感提前，四级任务就变成三级任务。第二个用

处，是作为思考的路标，方便自己从之前中断的思路重新开始，节约本就珍贵的时

间，集中火力攻克目前的重要问题。不然今天想这个，明天想那个，虽然天天都很

辛苦，但是目标不明，攻击力度不够集中，做不到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到最后累死

累活，什么也没有。 

 

时间久了，笔记会越来越长，细节也会越来越多。因此每隔一阵子要推翻重写一次

，作为大的思路整理，把细节砍去，重新留一个主干出来。有很多细节在落笔的时

候认为非常重要，但是在之后回顾的时候，却发现它其实是可以舍去的。每次出现

这种情况的时候，说明思路又向外扩展了一层，往目标又前进了一步。 

 

等到觉得这个框架靠谱的时候，就可以动手写代码。写代码本身是一种放松，因为

许多部分不需要动脑，这样就能降四级任务为两级，心理压力能小很多。另一方面

，是能逼着自己把思路具体化，发现光凭思考发现不了的问题。有时候写着写着，

又会回到思考的过程中去，再一次开始迭代的过程。 

 

做研究犹如逆水行舟，今天顺风顺水奋力向前划了一百米非常高兴，明天一个逆流

出现倒退两百米甚至翻船都是常有的事情。但是不能气馁，有耐心慢慢来，之前说

做项目不能死磕，但做研究就是要死磕，时间长了，摸清了水流的变化趋势，摸清

了所解问题的一般规律，终有一天，任你顺流逆流，都能来去自如。 

 

 



(二)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全神贯注呢？ 

 

话说某年某月某日，一位绝世大侠在酒楼与众兄弟把酒言欢，好不快活。突然间一

声呼喝，仇家披麻戴孝拔刀上楼，众酒楼宾客见了这阵仗，无不体似筛糠，心惊胆

战。大侠见了，一口烈酒入肚，神情肃穆，站起身来，厅堂的聒噪浑然不觉，周围

的兄弟视若不见，眼里只有对手的一举一动，一招一式。然后对峙，猫腰，冲刺，

拔剑，兔起鹘落间，剑芒暴起，人头落地——接着，小二还六神无主时，大侠早泰

然自若，呼喝道：“牛肉两斤，拿酒来！” 

 

小说家笔法虽然夸张，但所谓全神贯注，确实就是如此。不在乎何时何地，时间长

短，但要目标明确，心无旁骛。所要解决的问题在心里不停重复，并赌上所有的脑

力资源在短时间内反复思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要推公式？推完前不许聊天不许

上厕所，要调程序？调完前不开网页不查邮件。等到看见问题关键所在——或许只

需要十五分钟半小时——之后，微博该刷就刷，论坛该逛就逛，帅哥美女该聊就聊

，悉听尊便。因为今天又有进展了，奖励自己有啥不对的嘛。 

 

借通信的术语来说，大脑不擅长频分复用（同时干多件事），但很擅长时分复用（

每次干一件事）。大脑更像激光而不是日光，要么不打开，一打开就在纸上烧洞的

。所以牛人们虽然平日里谈笑风生，但都有大脑周期性抽风的症状，这不是病，而

是大脑集中力的体现。真要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把战线无限延长，虽说没功劳也

有苦劳，但效率如何很难讲，至少我是做不到高效率的。 

 

那如何训练这种技能呢？这个我觉得不是天赋，而是后天可以培养的，关键在于抽

时间做一些需要费脑反复思考的工作。比如说看明白维基百科上一个抽象概念，看

懂一个数学定理或者一篇技术文章，完成一个需要比较复杂算法的小程序，认真下

一盘棋，看个长贴思考中心思想，或者写一篇思路清晰的长博客，都是可以的。确

信做完一件事情之后，休息一下，作为奖励。像这篇博客，本来是没有的，但是早

上起来突然有想法了，马上捧起电脑，花了两小时写完改完分享给大家，任务完成

，我爽，读者也爽，皆大欢喜。 

 

当然，所要解决的问题不能太复杂。今天突然心血来潮，要去弄懂张益唐大牛关于

素数间距的证明，或者要写一个比谷歌更牛的搜索引擎，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并且

这样的失败只会给自己负面的印象，影响继续向前的动力。比较好的办法，是根据

自己的情况循序渐进。如果问题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就自问卡在哪里了，比如说

忘记数学公式怎么推了，或者某个概念不太明白，那下一次解决问题的时候，就把

目标定得低一点，把公式推完概念弄懂就好。完成了一个目标，再考虑下一个。做

研究也是一样，只是对于问题定义和任务分解，需要更高段的技巧，和永不放弃的

耐心。 

 



时间久了，当思考成了习惯，做事自然就会专注，做事专注加上循序渐进，正反馈

就来得快，看见了自己的点滴进步，自信也就渐渐上来了。然后就会明白，别人在

做什么，别人如何成功，其实和自己的内心平衡没有关系。各人情况迥异，沉浸在

比较的虚荣和痛苦中是没有意义的，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行，于是负面情绪就会变

少，人也就会活得更自在一点。这些，是全神贯注对于个人修养的长期效用。 

 

现在有些人帖子太长就不愿意看，分析事物只愿意付诸情感，时间长了，思考能力

是一定会下降的。不去分析做事的哪步出了问题，只感叹自己老了不行了，结果该

放弃的放弃，不该放弃的也放弃了，分明学了二三十年，终于有了学识和经验，精

力能力还没有退化，却要做退休养老的打算了，岂不是太可惜了么？ 

 

(三) 
除了要专心之外，做研究，有两个坎要过，一个平衡要把握。 

 

其一，读别人文章是坎。读文章初时觉得文献浩如烟海不可胜计，每年又新增几百

上千的文章，每篇艰深莫测，看也看不完，更不用说追踪研究领域的最新动态，很

有挫败感。但看多了，就发现翻来覆去原来套路就这么些，新文章再出来，大概看

个半小时或一小时就能领会其精神，这样，第一个坎就过了。 

 

这其中的要义，是要多思多想，积极地归纳总结。我见过同学每天熬夜看一箱一箱

的文章，但却不善此道，叫他说出这些文章的主线是什么，他却被各种细节所迷惑

，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样辛苦是辛苦了，却事倍功半，要是处于这种状态，那就

是要糟糕，得停止继续看下去，回头好好想想了。 

 

其二，做创新研究是坎。做研究一开始随意创新好像天地广阔，各种新思路层出不

穷，一会一个想法。但是等到深入下去，就会发现自己做的和前人工作并无太大不

同，这里走一步，做过了，那里走一步，也做过了，回头走一步好像没有前人工作

，效果却不好，气急败坏之下贸然投文，篇篇被拒，就像是孙悟空自以为神通广大

，却怎么样也逃不过如来的五指山。这时才知道自己渺小，同行们个个牛逼，挫败

感顿生。借用《棋魂》里近藤光对佐为说的话：“以前看不到你的剑锋在哪，所以

下棋时无知无畏；现在看到你的剑锋了，于是畏首畏尾，不敢出招。” 

 

要过这个坎，首先得做深入研究，看到自己思路的浅薄和渺小；然后得要迎着困难

，不停思考不停尝试，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深入总结前人工作，看到它们的本质

，分析它们的弱点，寻找改进的方案，最后走出原地踏步的怪圈，磨出一篇好文来

一剑封喉。第一个阶段没过的人，往往思路很多却从未实行；第二个阶段没过的人

，往往放弃了读博，都是很可惜的。 

 

明白了这两个坎，心理上会有准备，做事就会有长远打算，耐心也能磨出来。 

 

接下来，要掌握“细节”和“主题”之间的平衡。 



 

大家都知道“细节决定成败”或是“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样的谚语，也知道

“纲举目张”或是“提纲挈领”这样的成语，这两种观点初看起来是完全矛盾的—

—到底“大节”或是“细节”哪个重要？其实，这个抽象的哲学命题没有意义，不

自己去尝试具体问题，是不知道里面的“度”在哪里的。尝试多了，大脑自然知道

哪些细节是可以忽略的，哪些细节是关键，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读别人的文章，首先读到的是它的思路它的贡献，细节往往放在最后讲，这样显得

条理清晰，逻辑清楚，论证有据。但真实做研究则截然不同，往往是先找到正确的

细节，然后推广而成理论；先有乱七八糟但管用的方法，然后回头整理，扮一副堂

皇的样子出来见人。事实上，就如同哲学理论不能解决任何具体问题一样，一个不

为特定问题量身定做的理论，直接拿过来管用的概率是很小的。若是它真的管用（

比如说深度学习），那么一定是有未被发现的深刻逻辑隐藏其中。因此，读的时候

，不要被文章中的各种卖点迷惑住，通过思考，通过重复别人的实验，想方设法找

出其中真正重要的东西，才是明路。 

 

那自己做研究的时候要怎么办呢？作为贴着码工的标牌，其实骨子里是做数学证明

的我，现在实践下来行之有效的办法，是主题和细节交替来，前者告诉自己“我想

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而后者告诉自己“我现在能做到什么”，一边是文章满意

度的上界，一边是下界，两边碰了头，文章就有了。具体来说，从正确的细节出发

，可以为文章的主题定调，这样得到的往往是引理定理满天飞却不知所云的文章；

另一方面，从自己想做的框架出发，可以确定什么样的细节是需要证明的，为将来

的努力把准方向，许多小定理小结论虽然本身漂亮，但是于大节毫无关联，只好忍

痛放弃。如此往复，直到最后大部分细节都思考过了，再从一个合理有趣的框架开

始，从头到尾地理一遍，终于把所有的部件都组装起来，成一个细节上正确无误，

大节上又有出彩贡献的理论，这样就功德圆满。 

 

为此，需要写，不停地推倒重写，每次看似重复的劳动，其实都有新发现。或者只

是某个符号错了，或者某个定义需要修改，或者突然发现其实整个逻辑都有漏洞，

需要推倒重来。单纯的思考（表现为托腮发呆）往往又耗时，得到的结论还是错的

，在单纯思考下很多问题粗想一想好像理所当然，不值得下笔，但真一下笔就发现

问题所在，或是有隐含假设，或是有概念滥用。特别对刚开始做 PhD 的同学而言，

往往有雄心没技术，经常思路发飘，一思考就容易陷入混乱，为了让思路更精确，

把所思所想写下来组织好是很重要的，时间长了，套路领会了，思考的效率就会提

高，才能很快找到要点。 

 

实验科学要怎么办呢？以我这半年在谷歌的经验，虽然要解决的问题截然不同，但

同样要遵循上述原则。一方面在已有解法上小修小补，找到能让效果更好的管用小

设计，让自己至少出点活有绩效，这时，细节决定成败；另一方面则要推翻现在的

解法，从大方向出发，思考现在手头做的是不是有长远意义，能否解决长远问题，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就应该尽早开始做正确的事情。后者传统上来说是项目经

理要负责的，但是若是自己能提前想到，那效率会高很多。 

 

最后，如何检验自己的成果呢，如何证明自己已经跨过难关了？很多人觉得博士生

或是研究员们神秘莫测，但其实文章真正接收发表的时候，至少是我，对自己不懈

努力苦心经营，每一点都思考到想呕吐的模型往往是非常鄙夷的—— 

 

不过如此嘛，这么简单的东西居然想了好久才弄出来，啊啊啊，我实在是太笨了！ 

 

有这样的想法，那发表出来的东西，基本靠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