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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偶然的机会，将李生与机器翻译联系在一起。如今，李生从事这项研究已经 30余年。他带领的
团队所研制的汉英机器翻译系统 CEMT-I 于 1989 年成为我国第一个通过技术鉴定的汉英机器翻译系
统。尔后，他主要在计算机对句法、语义分析等自然语言处理的策略方面进行了中国化的探索。

李生

李生：机器翻译界的“愚公”
姻本报记者 胡珉琦

一周人物

国际计算语言学学会（ACL）代表了计算语
言学的最高水平，有时会在其年会上颁发终身
成就奖，奖励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作出杰出贡
献的科学家。就在刚刚结束的第 53 届国际计算
语言学学会年会上，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理事长、
哈工大计算机学院教授李生成为了第一位获得
此项殊荣的华人。李生是我国最早从事自然语
言处理研究的学者之一，研究汉英机器翻译已
经超过 30 年。

学生“引入门”

ACL 年会上，在李生与观众的问答环节
里，一位嘉宾几乎抢了所有人的风头，它就是帮
助李生进行“同声传译”的实体智能机器人“小
度”，它准确流畅的翻译惊艳了全场。

李生说，按照普通人的理解，所谓的“机器
翻译”，就是把一种自然语言利用计算机翻译成
另外一种自然语言。事实上，自从有了数字计算
机之后，作为计算机的第一个应用研究，科学家
早早就提出了这个概念。

1949 年，美国数学家、工程师沃伦·韦弗提
出了以计算机进行翻译的设想。1954 年美国乔
治敦大学和 IBM 首次联合实验使用电脑的机
译系统，用 250 个词将俄文材料译成英文，这个
实验标志着机器翻译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我国的科学家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加入到这股
研究热潮的。据李生介绍，1959 年中国就演示
了第一部机器翻译系统，可将 9 种俄文句型译
成中文。

然而，随着计算机技术发展的起起落落，机
器翻译的研究进展在最初的二三十年里也跟着
起起落落，而此时的李生还是计算机信息检索
领域的一名教师。

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机器翻译重新得
到人们的重视，李生也在偶然的一次经历中，真
正开始了在该领域的研究生涯。李生说，这要得
益于自己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现任微软亚洲
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周明。

1985 年，李生为周明定下了一个课题，关
于中文文献关键词的自动抽取。周明调研结
束后发现，当时国内还没有自动抽取关键词
的方法，如要借鉴国外的办法，可以先将中文
文献翻译成英文，提取以后再将关键词翻译
成中文。显然，这项研究对一个在读的博士生
而言工作量过大。于是，李生根据周明自己提
出的策略，建议先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前半部

分，也就是文献的中英文翻译上。他并没有想
到，自己与学生会在此后 30 多年的时间里一
直与“机器翻译”在一起。

充满挑战的机器翻译

近年来，随着网络和国际化对翻译需求的
增大，以及翻译软件商业化日趋逼近，机器翻译
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不过，李生坦言，
与人工翻译相比，至今机器翻译译文质量就“忠
实度”和“流利度”而言,都还很难达到理想的标
准。这与计算机翻译的方法、策略有关。

最早的机器翻译主要是基于规则的翻译系
统，它是由词典和规则库构成知识源。李生介绍
说，要想翻译一个中文句子，计算机首先要学会分
词，就是将一句话或短语切分成一个一个单独的
词语，同时确定这些词语的词性和语法结构的组
合，然后对照汉英字典词典，找出对应的英语单
词，并根据英语结构规则生成最终的句子。

“问题在于，不同语系的语言，词序不一
样，语法不一样，结构不一样，翻译容易引起
歧义。”李生指出，比如在英文中，单词以空格分
开，而中文词语却没有形式上的分界符，也没有形
态变化，在语音层面，汉语中还存在大量同音字

词，又包含复杂的声调系统和变音变调现象，在不
同语义环境中，词汇的词义和词性都无法轻易确
定，这给计算机理解和分析自然语言带来了很大
的困难。另一方面，人的翻译靠知识和经验的积
累，常识性的积累越多，翻译起来越容易，否则，就
会影响翻译的效果。

尔后，随着计算机速度、存储容量的提升，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系统开始占据主流。这种方
法以语料的应用为核心，由经过划分并具有标
注的语料库构成知识库。最初，研究者希望借助
最基础的中文和英文句式做替换练习，因此，它
主要的知识源就是双语对照的实例库。不过，人
们很快发现，由于该方法需要一个很大的语料
库作为支撑，语言的实际需求量太过庞大。最
终，国际上选择了基于统计的翻译系统作为最
常用的方法之一。

事实上，这些方法都曾是李生在 30 多年间
研究机器翻译的工具，更重要的是他为机器翻
译在国内的发展作出了开拓性贡献。他所带领
的团队所研制的汉英机器翻译系统 CEMT-I
于 1989 年成为我国第一个通过技术鉴定的汉
英机器翻译系统。尔后，他主要在计算机对句
法、语义分析等自然语言处理的策略方面进行
了中国化的探索。

一代又一代的坚持

当李生从 ACL 本届主席、斯坦福大学教
授克里斯托弗 D. 曼宁手中接过奖杯的时候，
他始终强调的是，国内自然语言处理研究的发
展和成果，是一批学者奋斗与合作的成果。他
说，他所作出的最大努力是一直坚持在该研究
领域，没有放弃。

人们有所不知的是，在李生的科研生涯
中，他曾做过 20 多年的行政工作，为了尽量不
分散精力，李生利用晚间、周末、各种假期，继
续干着他愿意干且喜欢干的事，不为任何困难
所动。

如今，李生已经年过七旬，他却想到借助深
层语义分析来进一步提高译文的质量。机器翻译
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涉及计算
机、语言学、数学，如今又多了人工智能。

机器翻译的质量始终无法得到质的突破，
近年来，科学家开始将目光转向认知科学。人
类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的翻译是经过大脑神经
网络的理解分析加工完成的。因此，最直接的
方法，就是让机器模拟人脑的信息加工处理过
程，进行深度学习。

基于深度学习的翻译系统的核心是一个拥
有无数结点的多层神经网络。一种语言的句子被
向量化之后，在网络中层层传递，转化为计算机
可以理解的表示形式，再经过多层复杂的传导运
算，生成另一种语言的译文。

但李生表示，这种全新的研究方向并不意味
着抛弃过去的研究和应用成果，而是必须与自然
语言处理以及统计机器翻译技术等结合起来才
能实现。

至今，李生已经带出了 42 位博士，近 200 位
位硕士，且大多数人依然坚持在最初的研究领域
中，其中，不乏包括 ACL 首位华人主席、百度公
司技术副总裁王海峰、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研究
员周明这样的业界精英。

李生擅长挖掘每个学生的不同潜能并进
行个性化培养，同时为他们提供一切可能的学
习与就业机会，相应的，李生的学生们在国内
自然语言处理的研究与应用领域做出了大量出
色的工作。

“我的老师曾说过要做我们的垫脚石，如今，
我就是学生们的人梯，让他们踩在肩膀上。”李生
说，尽管人类对自身大脑在认知领域的探索还在
初级阶段，也许终其一生仍无法完成这项挑战，

“但我还有我的学生和学生的学生”。

孙晨华：停不下开拓的脚步
姻本报记者 高长安 通讯员庄芳

她用十年的时间，带领团队双线作战，同时
培育并主持完成了“双模”和“二代星”两个项
目。不久前又传来了她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
程的喜讯，同时，她被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
专家”。

她就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54 研究
所（以下简称“54 所”）副总工程师、卫通专业部
副主任孙晨华。

自 1986 年进入 54 所以来，孙晨华一直工
作在科研第一线，长期从事国家和国防重点工
程项目的研究开发———她是我国第一个 CD-
MA 卫星通信网的主要参加人；我国第一代战
术移动卫星通信系统主要负责人之一；我国第
一代导弹电子化指挥卫星通信系统主要负责人
之一；我国第二代战略卫星通信系统背景预先
研究项目的总设计师。

“努力和不努力，结果会差很多。不是开拓
就是萎缩，那你选哪条道路？”10 月 12 日，孙晨
华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认认真
真做的每件事都会有回报，都会让你对它有更
深的理解和感悟。

初战 TDMA

2001 年，孙晨华接到某军区的一个项目，成
为该项目的常务副总师主持全面工作。

这个项目涉及一种崭新的卫星通信体制
MF-TDMA 。这也是孙晨华第一次接触 TD-
MA。该项技术长期为国外垄断，用户指定
MF-TDMA 系统从外国引进。

孙晨华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查阅了无数资
料，将这个系统的相关原理和数据研究得十分
透彻，并完成了集成应用方案。

为慎重起见，她让外国公司给出一个方案。
但她敏锐地发现他们给的方案缺少一个设备，
没有它，系统无法正常工作。然而，外方代理不
认同她的意见。

“如果你们坚持认为没有问题，那么你们
要跟我们签个备忘录，如果后期证明我是对
的，你们要承担这个设备的所有费用。”孙晨
华自信地说。

后来的试验证明孙晨华是对的。也正是这
个“备忘录”，让外国公司无偿送给了他们 11 套

设备，每套价值约 2000 美元，总额近 20 万元。
引进设备半年后，外方工程师来所交流，现

场让他大吃一惊，“研发这个系统，我们用了二
十多年，系统特别复杂，你们竟然不用培训就把
这套系统用了起来，太了不起了！”

孙晨华不仅让外国工程师竖起了大拇指，
也令用户喜出望外。用户后来告诉她说，项目刚
开始的时候，与她通完电话，就有人说，完了，54
所不重视这个项目，派了个小女孩负责。真的没
想到，这个项目能完成得这么漂亮！

知难而上

鉴于对该项目积累的经验，2002 年，孙晨华
反复思考，下决心要研制我国自主的 TDMA 通
信系统。

让孙晨华没想到的是，立项之路走得如此
艰辛。

使用总体负责人告诉她：这个项目，国家早
就想上了，但是一直不敢上，“一代星”研发的时
候，就有人提过这个系统，但是最终由于技术难
关而放弃。

但孙晨华却知难而上，“虽然难，但是为了
发展卫星通信，这个新体制必须掌握”。她组织
团队反复研究论证，反复做技术仿真。然后，一
个人背着一个大大的联想笔记本电脑，跑到北
京去汇报和请示。

这一跑就是 3 年，100 多趟。功夫不负有心
人，2005 年，该项目终于成功立项。

“这个项目，干得特别苦。”孙晨华说，技术
难度高，研制进度拖期近 1 年。为此，所里多次
催促她赶紧定型生产。

“我当时完全可以交出去。但是，设备还
不够完美。我不能扔出一个烂摊子。不管做什
么事，不管费多大的劲儿，我都要干到让自己
满意。我相信，认认真真做的每件事都会有回
报，都会让你对它有更深的理解和感悟。”孙
晨华说。

2011 年，她呕心沥血近 10 年研制的双模卫
星通信系统以十几项发明专利的突出创新点和
近 5 亿元的销售收入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作为第一完成人，她参加了国家科学技术
奖颁奖大会，受到时任总书记胡锦涛和时任国

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接见。

奋力拼博

2002 年，就在孙晨华为 TDMA 立项而殚
精竭虑的时候，她又接下了“二代星”的预研
任务。她用心查阅大量国内外资料，搜集军民
各口的卫星通信需求，经过四年潜心研究，创
造性地提出了三个应用网系和三大运控分系
统的系统构想，提出并论证了 54 所首个载荷
上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大大扩展了传统的
卫星通信专业领域。

为使预研成果直接运用于型号研制，仅在
2002 年至 2007 年，她进京就达 200 多趟。

“‘二代星’有两个系统。我们拿到了其中一
个。两个系统要实现一体化设计，设备互装。可
是，我们拿到批复比另一个系统整整晚了半年。
如果不能与他们一起定型、订货，将有可能失去
首批订货的市场机会。”孙晨华说。

孙晨华把电脑搬到了联试场，在联试房待
了一年多，只要不出差，晚上 12 点前就没有离
开过。

同时进行两个大项目，作为副主任，还要负

责整个专业部的技术发展、系统论证和预研项
目申请，孙晨华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二代星”定型的时候，正值岁末，不巧的是
另外两个重大项目也都要求年底完成方案评
审，那一个多月，用孙晨华的话来说，“真的是不
知道怎么熬过来的”。

天天熬到凌晨两三点，平均每天的睡眠只
有四五个小时，那是一段挑战体力和精力极限
的日子。其间，她出现尿血现象，阵阵疼痛让她
冷汗淋漓，最后不得不在同事的陪伴下去医院
做检查，医生下结论：劳累过度，饮水跟不上，导
致泌尿系统感染，要求她住院。

但是她一天也没歇，“不是我不想放慢脚
步，而是不能。因为我不愿失去方向，即使特别
累，也要咬着牙拼命干。”孙晨华说。

多年的咬牙拼博也为孙晨华赢来了荣
誉———她参加的多项工程获得部级以上科技
成果奖，她个人获得三项专利和一项军内一
等奖；先后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五好
文明家庭、河北省“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
两次获国家和军内某应用系统一等奖；2003
年获我军总装备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军
三星”先进个人。

“我的老师
曾说过要做我
们的垫脚石，
如今，我就是
学 生 们 的 人
梯，让他们踩
在肩膀上。

李彦庆（当选 ISO/TC8 主席）

近日，国际标准
化组织技术管理局
正式任命中船重工
集团公司 714 所所
长李彦庆为国际标
准化组织船舶与海
洋 技 术 委 员 会

（ISO/TC8）主席。这
是中国人首次当选船舶与海洋领域国际标准制
定机构的最高管理者，标志着我国在船舶与海洋
技术国际标准化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也是我国
在“海洋强国”建设中增强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的重要里程碑。

国际标准化组织船舶与海洋技术委员会成立
于 1947 年，是国际标准化组织中成立最早的技术
委员会之一。作为全球最主要的船舶与海洋技术领
域国际标准制定机构，该委员会负责船舶建造和营
运过程中设计、建造、结构、舾装、设备、方法、技术
以及海洋环境保护相关的国际标准制修订工作。

自 2007 年先后担任该委员会秘书长及副主
席以来，李彦庆致力于推动船舶和海洋技术领域
国际标准化工作的深度开展以及我国在该领域
国际标准化工作中的实质性参与，其工作得到国
际和国内同仁的高度认可。

王义（入选欧洲科学院院士）

日前，东北大学
“千人计划”特聘教
授王义入选欧洲科
学院院士，是本次该
科学院信息学部遴
选的 12 名院士中唯
一的华人。王义教授
因其在模型检验、嵌
入式系统等领域的
巨大贡献获此殊荣。

欧洲科学院分 20 个学部，其学科领域涵盖人
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等，是国
际上跨地域和学术领域最广泛、学术地位最高、
影响最大的科学组织之一。该院院士来自全球 54
个国家，主要从欧洲各个国家的科学院院士中选
出，代表着欧洲人文和自然科学界最优秀的科学
精英和学术权威，目前有院士 2000 多人，其中包
括诺贝尔奖得主 58 人，图灵奖得主 6 人，菲尔茨
奖得主 13 人，诺贝尔奖级别得主共有 150 余人。

今年入选欧洲科学院的 200 余位院士中共有
4 位华人。王义教授入选欧洲科学院，是欧洲科学
界对他学术造诣的极高评价和肯定。

王义 2007 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2011 年
入选中组部“千人计划”。主要从事实时系统、嵌
入式系统、多核计算机系统、模型检测、形式方法
等领域的研究。所发表论文在 Google Scholar 统
计的论文引用次数超过 8000 次，H-Index 为 46，
论文单篇最高引用达 1500 余次。

刘明侦（“90 后”美女博士任教电子科大）

10 月 10 日，电
子科技大学迎来了
一位“90 后”美女老
师刘明侦，而她的简
历则令人讶异：英国
布里斯托大学学士，
剑桥大学硕士，牛津
大学博士、博士后。

出生于 1990 年
的刘明侦 23 岁时就在《自然》上以第一作者身份
发表论文，论文证明了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工业化
的巨大可能性，从而推动了太阳能市场的发展。

钙钛矿是于 2012 年底被发现的新型材料，价
格低廉，制造工艺简单。“一般新材料的研究期只
有 3~5 年，为了抢时间，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做实
验，钻在实验室里十几个小时。”刘明侦说，“到
2013 年 4 月底终于实验成功了。”从研究材料到
发表论文，刘明侦仅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抢在了
本领域的最前端获得研究成果。

在此之前，刘明侦也非常优秀，2008 年进入
了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电子电气工程专业学习，
2011 年以全系第一名毕业并获得一等学位；随后
进入英国剑桥大学工程院读研究生，并于 2012 年
获得荣誉硕士学位。

2015 年 10 月 10 日，刘明侦正式成为电子科
技大学“百人计划”入选者，与该校签订协议到微
固学院工作。

赫克（诺奖得主因无钱支付药费悲惨离世）

10 月 10 日，美
国化学家、前诺贝尔
化学奖得主理查德·
赫克因病在菲律宾
马尼拉去世，享年
84 岁。

2010 年，赫克因
在“有机合成中的钯
催化交叉偶联反应”方面作出贡献，与日本科学家根
岸英一、铃木章共同获诺贝尔化学奖。上世纪 60 年
代末至 70年代初，在美国特拉华大学工作的赫克开
始从事他现今被称为赫克反应的研究，而两位日本
科学家相同的研究直到 70年代末才取得成功。

2006 年，赫克与菲律宾妻子索科罗在菲退
休。2012 年妻子去世后由其侄子迈克照顾。据迈
克介绍，夫妻二人膝下无子，赫克靠每月 2500 美
元养老金度日。赫克曾患前列腺癌，近年又饱受
肺炎、糖尿病以及肝硬化折磨。最近数月以来，赫
克由两名私人护士轮流在家照料。

据报道，赫克因严重呕吐被紧急送往一家私人
医院，但因无法支付账单被拒绝，他们最终被迫将
他送至公立医院，但赫克的病情在数小时内恶化，
最终去世。（栏目主持：周天图片来源：百度图库）

“ 不是我不
想放慢脚步，
而是不能。因
为我不愿失去
方向，即使特
别累，也要咬
着牙拼命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