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担心人工智

能会取代人类，

至少在我可以看

到的将来，这不

可能。

本报记者 黄小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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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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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

娃抓起”。35 年前，邓小平

同志发表的这一著名言论，

很多人都耳熟能详。这正是

由 时 年 13 岁 的 李 劲 而 引

出。他的人生因这个少年时

的 高 光 时 刻 更 为 人 瞩 目。

35 年后，李劲来到杭州，加

盟之江实验室，在 AI（人工

智能）的跑道上步履不停。

13岁时为邓小平演示电脑，如今48岁加盟杭州的之江实验室

“电脑娃娃”李劲：学霸的AI新跑道

搭建“钱江源”平台
空调温度宜人，灰白线条的座椅勾勒出简洁的办公空间，

14 日下午，之江实验室会议室，一场“钱江源”平台的使用者

分享沙龙在此展开。

在场的有二三十个年轻人，朝气蓬勃，一个女生打头阵，

“你来描述，我来画”，演示大屏上飞起蓝色翅膀的鸟；接下来

一组的分享，是一张手机拍摄的漆黑的“废片”，在 AI 技术加

持下，暗部细节被补充，能看清是几个人围坐在一张方桌旁吃

宵夜；AI还记录了胰腺千姿百态的正常样貌，隐藏的病变，逃

不开AI的“火眼金睛”⋯⋯

看起来，“高大上”的AI离我们的生活应用如此之近。而

当这些“码农”们开始讨论，batch（批处理）、GPU 复用、

Docker容器等专业词汇不断飙出，又让人“不明觉厉”。

48 岁的李劲坐在他们之中，圆脸、高大，不太像个领导，

而更像一位导师。他把面前的西瓜和葡萄推到学生们面前，

“大家吃水果，放松点来讨论。”

今年1月，李劲正式加盟之江实验室，作为高级研究员和

开源开放项目负责人。半年以来，李劲一直在致力“钱江源”

平台搭建。这是之江实验室构建和部署的AI平台，可以快速

设置必要的 AI 研究环境和系统，轻松共享、跟踪和推进彼此

的工作。“很基础，也很重要，需要倾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AI能否取代人类
AI能够做什么？

李劲举了个具体例子，人工智能能够放大医生的能力，

“我们去医院看病的第一步，很可能是医生给你开个化验单，

你拿着先去抽血，如果有 AI 帮助医生处理化验的初始结果，

可以让医生省略一些重复工作，让医疗流程更加高效，也可以

缓解大医院的稀缺资源，许多病情，通过家庭医生和社区医院

就可以解决，让有经验的医生解放出来，处理更多疑难杂症。”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AI目前只能处理一些初级工作，更

复杂艰深的工作，只能依靠人来解决？”我问。

李劲点点头，“可以这么说。比如说强人工智能推理，相

关工作者做了几十年的研究，但还停留在初级阶段，问题出在

方法论上。”

这像一个悖论。李劲说，一方面，人工智能正变得越来越

像人，“一个特别聪明的人，”而另一方面，人类却还在摸索计

算机的“思考”方式。不同于民间对AI的盲目追捧和狂热，作

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科学家，李劲清醒认识到 AI 的界限，

“比如有人担心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至少在我可以看到的将

来，这不可能。但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这也是李劲加盟之江实验室的初衷。去年，潘云鹤院士

曾邀请李劲来杭州，参加之江实验室成立一周年特别活动

——“下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趋势”高端论坛，希望他能把人工

智能技术带回国内。李劲也希望，他能迎接挑战和机遇，为中

国的人工智能事业做贡献。

“别人家的孩子”
你可能并不熟悉李劲这个名字，但你一定运用过李劲的

科研成果。他是 P2P 点播流媒体服务的先驱，还是那个增强

了微软系统“记忆”的人：他在局部校验块编码(LRC)的工作，

是微软 Azure 存储的关键技术之一，为微软带来巨大的收

益。

从小到大，李劲一直是那个“别人家的孩子”。上小学时，

他第一次在上海市少年宫接触到计算机，“那时的计算机，还

像一台冰柜那么大，”他产生兴趣，还动手开发了个小游戏程

序。但那时的计算机储存不了，一关机，当天所有数据无影无

踪，他只能每天早早来到少年宫，把程序重装一遍。他参加首

届少年儿童计算机程序设计竞赛，拿到五年级组第一名，这让

他有资格进入上海展览馆，坐在展位上演示程序。当时，这里

正举办科技成果展。

他身着蓝色运动上衣，和另一位女孩子坐在计算机前，有

点紧张，也有点期待。那天，他们迎来“一个特别重要的人

物”——邓小平同志。

据媒体报道，当时，李劲操作一台连接了 14 英寸彩色电

视机显示屏的苹果电脑，屏幕先是打出“热烈欢迎”的中英文

字样；很快，画面上出现了一个方头方脑的机器人，闪着大眼

睛，唱起了“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歌声刚结

束，一枚镌刻着“中国制造”的巨大火箭，呼啸着升空，屏幕上

打出几个大字：“中国，飞向宇宙！”

邓小平同志站在李劲身后，双手后背，身体微倾，目光中

饱含欣慰和慈祥。这一幕堪称标志性事件：他摸了摸少年的

头，语重心长地说“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抓起”。照片登上

杂志封面，广为流传。

“那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交网络也不发达，在小圈子

里我可能是名人，但从大范围来说，名利离我很遥远，我也没

有那么看重。”但这将李劲对于计算机的兴趣彻底激发出来，

甚至反过来影响了他的父亲：李爸爸后来成为一名中学计算

机教师。

高中一年级，李劲被清华大学特招入学。据《中华英才》

报道，从高中生到博士生，当时一般人要11年，而李劲只用了

短短的4年半。

很多人因此请李劲介绍学习经验，有意思的是，“听完我

的介绍，他们都没有学我，”李劲很少做题，把大量的时间都花

在知识的理解上，而在外人看来，李劲学得轻轻松松，毫不费

力。

希望科研成果更为人所知
在清华时，李劲因为曾经的辉煌待遇，被同学们冠以外

号。他清楚，这个标签，将伴随他一生。“时至今日很多人谈到

我，或者媒体来访问我，都会提当年的事情，”相比较之下，李

劲这些年所做的工作，似乎并没有那么多人关心，他并不在

意，对科研的热爱始终如一。

我问李劲：“你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学霸’，看待我们这

些平凡人时，会不会有种智力碾压感？”

李劲谦和地笑笑，“术业有专攻，就在我们那届清华同学

中，就有人在其他领域比我更成功，比如从世俗的角度来看，

就有人比我更有钱，不过，”他话锋一转，“我应该是他们之中

科研学术方面最有成就的，这一点我有自信。”

“学霸”李劲当然也迎接了不少挑战和瓶颈，虽然头脑里

的角力游戏，并不为外人所知，也很难描述与分享。他的回答

理性而彬彬有礼，提到在微软工作时，为了把自己的技术销售

出去，他也经历过艰难而漫长的推广过程，个中压力不难想

象。

年过四十，人工智能成为“学霸”李劲的新跑道。从使开

发者能轻松快速构架人工智能云平台DL Workspace，再到

如今还在不断夯实的“钱江源平台”，这条通往金字塔顶端的

道路，越往上走，同行者就越少，某种程度来说，这条路是孤独

的。

李劲却仍然希望，他的工作能更启发大众。在他看来，

“一项技术成果能被很多人知道，才是真正的了不起。”李劲当年为邓小平演示计算机。新华社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