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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创业江湖⾥的师徒帮

　　欢迎关注“创事记”微信订阅号：sinachuangshiji

　　同门师兄弟出来创业，到中流击⽔，浪遏飞⾈；⽼师们则在后⽅⽀援，成为学⽣们的
坚实后盾，是只属于这个圈⼦的⼀道独特风景线。

　　⽂/余洋洋  编辑/张丽娟

　　来源：CV智识（ID:CVAI2019）

　　“AI圈就是⼀个江湖”。

　　“别看我们是做技术的，”⼀位⾏业内⼈⼠曾这样向CV智识感叹，“在这个圈⼦⾥，没有
⼈脉，你同样玩不转。”只不过，这个圈⼦最宝贵的⼈脉可能既不来源于朋友，也不来源于
家族，这个圈⼦更看学历、看导师。 

　　如果翻出各家AI公司各个创始⼈的履历，你总能发现，如今在⼀家公司创业的，和当
年在⼀间实验室⾥、⼀个导师下⾯做研究的，往往是同⼀群⼈。⽽好⼏家不同公司创始⼈

背后，又往往站着同⼀位导师。

　　在如今AI创业公司的圈⼦⾥，年轻⼈们不再关⼼地域，更不关⼼家族，彼此打招呼
时，他们会问你是哪个学校的？或者更加直接⼀点，你在哪个实验室，跟哪个导师？

　　同门师兄弟出来创业，到中流击⽔，浪遏飞⾈；⽼师们则在后⽅⽀援，成为学⽣们的
坚实后盾。

　　这是只属于这个圈⼦的⼀道独特风景线。

　　姚期智&汤晓鸥的回归

　　在⼈脸识别的发展历史上，有着四个⾄关重要的时间节点：五六⼗年代的起步与摸
索，九⼗年代的迅猛发展，千禧之年的持续改进，直到2014年之后得以实现和深度学习的
相得益彰。

　　九⼗年代，在经历了长达三⼗多年的前期摸索之后，美国国防部⾼级研究计划局专门
成⽴了专门的⼈脸识别研究项⽬组，举国家之财⼒资助，这也让⼈脸识别在九⼗年代的美
国经历了⼀波不⼩的发展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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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是九⼗年代，当时只有⼆⼗出头的中国年轻⼈汤晓鸥，刚刚从中科⼤信息科学技
术学院毕业。此后，他没有选择继续留在母校，⽽是远渡重洋，来到历史悠久，学术辉煌
的美国东北部。1992年，在获得罗切斯特⼤学硕⼠学位之后，汤晓鸥很快来到了美国计算
机视觉(CV)研究的最⾼殿堂之⼀——⿇省理⼯学院（MIT），在这⾥⼀待就是五年。

　　也是在MIT期间，汤晓鸥开始接触到⼈脸识别算法，他曾经这样描述当时在MIT的所见
所闻“从1992年开始我到了MIT以后，我加⼊那个实验室是做海底机器⼈的，相当于在⽔下
⽤声纳和视觉相机来探索这个海底世界。在我去之前那个实验室刚刚发现了泰坦尼克号，
所以我当时觉得这个很酷。”

　　随后，在回国之后的很长⼀段时间⾥，汤晓鸥奔波于⾹港和北京两地，既是⾹港中⽂
⼤学信息⼯程系的⽼师，又是微软亚洲研究院计算机视觉组的研究员。

　　在这段时间，汤晓鸥在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得意门⽣何凯明，通过⼀篇算机视觉领域顶
级会议CVPR的年度最佳论⽂，敲开了华⼈冲击CVPR⾄⾼荣誉的⼤门；也是在这段时间，
商汤的前⾝——⾹港中⽂⼤学多媒体实验室应运⽽⽣，在中国国内，汤晓鸥⾸度开启了应
⽤深度学习进⾏计算机视觉研究之先河。

汤晓鸥与何凯明

　　2005年，与知春路49号上的微软亚洲研究院相隔仅三站地之处，另⼀场变⾰正在发
⽣。彼时的微软亚洲研究院，还没有从希格玛⼤厦搬到丹棱街5号，在汤晓鸥、孙剑等⼈的
带领下，第⼀批年轻⼈正兴奋地投⼊到⼈脸识别的研究当中，学⽣们把研究课题改了⼀遍
又⼀遍，问题修正了⼀遍又⼀遍，企图在⼀点⼀滴的努⼒与坚持之中把中国的⼈脸识别研
究推向⾼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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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即便如此，当时中国的⼈⼯智能仍是⼀⽚亟待开垦的荒原，在很多领域都没有得
到充分的发展。直到2015年，另⼀位计算机科学先驱——姚期智回国。

　　在很长⼀段时间内，中国并不缺乏计算机科学⼈才。在与学⽣们的⼀次谈话当中，姚
期智曾感慨，“我们中国有这么优秀的学⼦，清华计算机系的学⽣更是精英中的精英，⽐
MIT、普林斯顿、斯坦福等有过之⽽⽆不及，但为什么⼤学毕业后没有他们那样出⾊？这
对中国年轻⼈不公平。”

姚期智在讲课

　　姚期智认为，⼤学毕业之时的优秀程度，对⼀个⼈终⾝发展影响很⼤，对于这个⼈的
未来、视野都息息相关。所以坚定要创办姚班，给这些学⽣⼀个更富挑战性的环境。

　　2004年9⽉的⼀天，正在普林斯顿⼤学攻读博⼠学位的张胜誉像往常⼀样与导师姚期智
碰⾯交流近期研究进展。姚期智突然对他说：“我要回中国了，permanently（永远地）。”

　　张胜誉后来回忆说：“当时有些讶异，但随即感到释然。单纯从研究⾓度讲，的确没有
⼀个地⽅⽐普林斯顿更舒服。他回国，应该是要去做⼀件⼤事。”

　　此后不久，姚期智辞去普林斯顿终⾝教职，正式加盟清华⼤学⾼等研究中⼼，成为清
华全职教授，在清华园⾥，开启了⼈⽣下半场全新的探索。2005年，姚期智主导与微软亚
洲研究院共同合作成⽴“计算机科学实验班”，姚班由此⽽⽣。

　　姚班的成⽴，成了中国AI发展历程当中的⼀座划时代的标杆。

　　AI公司创始⼈⼀半来⾃清华，⽽清华⼈当中又有⼀半来⾃姚班，创⽴了Pony.AI的“教
主”楼天城、旷世科技的“三剑客”印奇、唐⽂斌、杨沐，⽆⼀不是姚班的少年、姚期智的学
⽣。

　　姚期智经常受邀在世界各地演讲、授课，他习惯在ppt上放上两家公司的logo,⼀个是旷
视科技（Face++)，另⼀个是⼩马智⾏（Pony.ai）。对于学⽣们的成就，他的⾃豪之情往往
溢于⾔表。姚期智曾说，⼗⼏年来做到现在这个地步，有这样的影响⼒，姚班成绩出乎他
的意料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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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在创业的第六个年头，印奇、唐⽂斌和杨沐重回清华，向姚期智求教，与他
们⼀同前来的还有旷视研究院院长孙剑。在这场名为“⼈⼯智能的本质创新”的对话上，三
位徒弟再次把恩师请出⼭——成⽴学术委员会，请姚期智担任⾸席顾问。同年，楼天城也
把姚期智请出⼭，担任Pony.ai⼈⼯智能研究院荣誉院长。

　　从学堂恩师到公司⾸席科学家，姚期智始终是姚班学⼦们依靠着的那座⼭，创业遇到
困难了，重回清华园，还要像往⽇那样，坐在熟悉的教室⾥，向师傅讨教。

　　远在海外的关键先⽣黄煦涛

　　如果说汤晓鸥和姚期智是那种怀着满腔热⾎把毕⽣所学带回国、反哺于⼈的导师，那
么在太平洋彼岸，有⼀类学者则⽤⼀种更为润物细⽆声的⽅式把AI的种⼦播撒在了⼴袤的
中国⼤地。

　　有⼀些徒弟，或许没能赶上姚期智回国设⽴姚班的时代机遇，或许远离AI风⽔宝地中
关村，也没有年纪轻轻就能追随⼤师的幸运，他们选择了远渡重洋，直接来到⼈⼯智能的
求学圣地拜师问道。

　　这样的年轻⼈，包括云从科技的周曦，近期从360跳槽到依图科技的颜⽔成，⽂远知⾏
的韩旭和宁华中，奇点汽车的黄浴和⽂安智能的陶海。

　　在赴美留学期间，他们是同⼀位⼤师的弟⼦——美国⼯程院院⼠、计算机视觉华⼈⿐
祖黄煦涛(Thomas Huang)。

　　云从有两位关键先⽣，台前是创始⼈周曦和他的中科⼤电⼦系同窗好友温浩、李继
伟，幕后则是周曦在图像识别研究领域的引路⼈黄煦涛。

左⼀为周曦 左⼆为黄煦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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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时年25岁的周曦挥别呆了七年之久的中科⼤，进⼊伊利诺伊⼤学⾹槟分校
（UIUC），成为黄煦涛当年在全球招收的三个学⽣中的⼀个。中科⼤是众所周知的语⾳研
究⾼地，头部语⾳AI公司科⼤讯飞和云知声创始团队均来⾃中科⼤。

　　但周曦就读中科⼤期间，语⾳的研究已经趋于成熟，源于中科⼤的科⼤讯飞，也已经
把语⾳技术的商业落地做得纯熟。周曦想要做更有挑战的事情，他对当时在中国发展仍然
很不充分的图像识别技术产⽣了极⼤的兴趣，⽽美国恰好拥有当时最好的图像识别研究环
境。

　　周曦很快在UIUC搭建了Cluster服务器阵列，将语⾳识别领域的算法跟思想与图像识别
领域巧妙交叉碰撞。此后的⼏年，周曦跟团队先后战胜MIT、东京⼤学、IBM、Sony等著名
研究机构，拿到六次世界智能识别⼤赛冠军。

　　2011年，中国科学院计划在西南地区筹建研究院，急需拔尖⼈才与顶尖技术。筹备⼈
袁家虎（现任中国科学院重庆研究院院长）三次赴美与周曦和黄煦涛见⾯，希望能够为国
内引进全球顶尖的科技⼈才。

　　本来，在UIUC读博期间，周曦本想追随黄煦涛，留下来继续从事图像识别领域的研
究。中科院三顾茅庐，终于把周曦和黄煦涛请回重庆，于是有了云从。黄煦涛后来不仅帮
助云从建⽴⼀套核⼼技术体系，也给周曦带来了宝贵的⼈脉资源。

　　云从科技的核⼼技术同样以黄煦涛的深度学习框架“李鲲”为基础。在周曦看来，师从
黄煦涛最⼤的收获并不是那些论⽂上可以看见的研究成果，“背后多年的技术积累与理论知
识才是最重要的。”  

　　从踏⼊黄煦涛门下到创⽴云从的九年时间，周曦从美国回到中科院，又从中科院出来
创业，黄煦涛是把周曦从懵懂学⼦引⼊计算机视觉研究殿堂的⼈，也是为周曦创业的铺路
的⼈。

　　直到现在，云从的官⽹上依旧写着“源于计算机视觉之⽗”的字样，周曦⼀直感念着恩
师，助他成为了如今滚滚AI浪潮中冲在前⽅的弄潮⼉。

　　师出同门的“UIUC创业帮”

　　2006年，与周曦⼀同拜⼊黄煦涛门下的，还有颜⽔成。两个此前并⽆过多交集的⼈从
此成了师兄弟，开始在同⼀个实验室⾥做研究、发论⽂，也在同⼀个时间段⾥开启各⾃新

的⼈⽣。

黄煦涛和学⽣们 左前⽅为黄煦涛

　　颜⽔成念旧，在北京⼤学数学科学学院呆了9年，学习计算数学和应⽤数学，⽽真正与
⼈⼯智能结缘，则是在2001年进⼊微软亚洲研究院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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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成的整个PHD期间，⼏乎都是在微软亚洲研究院渡过。但在微软呆了三年多之
后，颜⽔开始有些不适应逐渐稳定下来的⽣活，他觉得是时候出去⾛⼀⾛了。

　　颜⽔成先来到了⾹港中⽂⼤学汤晓鸥教授的实验室，继续从事⼈脸识别相关的研究⼯
作。但在短短的⼀年多时间之后，颜⽔成转⽽前往伊利诺伊⼤学⾹槟分校（UIUC）师从黄
煦涛(Thomas Huang)，在这⾥他遇到了⼀群算法和编程能⼒都很出⾊的师兄弟，见证了与
这群⼈⼀起投9篇CVPR中7篇，剩余的2篇又快速中其他会议的完美经历。

　　从北⼤到微软亚洲研究院，又到汤晓鸥在⾹港的实验室，绕了⼀圈又⼀圈，颜⽔成的
求学之旅，终于在黄煦涛⽼师门下划上⼀个完美的注脚。

　　当时与颜⽔成和周曦⼏乎同⼀时间来到黄煦涛门下的，还有⽂远知⾏的韩旭和宁华
中。

　　从UIUC毕业后，韩旭先是去了密苏⾥⼤学成为终⾝教授，⽽后回国担任百度⾃动驾驶
部门⾸席科学家。

　　⽽韩旭的同门师兄弟宁华中，离开UIUC后则前后辗转于Facebook和Google。在
Facebook期间，宁华中曾参与完成了备受关注的深度学习平台；⽽在Google期间，他同样
参与了从⽆到有实现Google Play⼤规模机器学习的开发。

　　同门师兄弟后来⼀位成了百度⾸席科学家，⼀位成了硅⾕出⾊的华⼈⼯程师，⼆⼈都
称得上是站在AI⾦字塔尖上的⼈物。

　　然⽽在顶尖的科技公司⾥按部就班地做研究似乎并不是⼆⼈的第⼀选择，在这样⼀个
AI创业的黄⾦时代⾥，⼆⼈最终还是选择与⽆数科学家⼀道，离开⼤公司和象⽛塔的怀
抱，转⾝踏⼊创业的滚滚浪潮。

　　2017年3⽉，韩旭离开百度创⽴了⾃⼰的⾃动驾驶公司⽂远知⾏。2019年3⽉，韩旭请
宁华中加⼊⽂员知⾏担任感知团队执⾏总监。

　　对于宁华中的加⼊，韩旭充满期待：“我们很幸运，处于⼀个⼤时代。每⼀代⼈有每⼀
代⼈的伟业：六七⼗年代是登⽉，⼋九⼗年代是计算机，两千年前后是互联⽹与移动互联
⽹，⽽现在则是⾃动驾驶的时代。我很荣幸，可以和华中⼀起，到中流击⽔，浪遏飞⾈。”

　　宁华中也对韩旭讲出了⾃⼰的⼼⾥话：“那个时候的⼤潮流、⼤趋势是推荐、搜索、排
名，我也因为各种原因在这股潮流中⼀待就整整⼗年，不过，我对计算机视觉的执着从⼤
学开始就没有放弃过。让机械看得见、做出决定，我⼀直想做这件事。”

　　的确，这是⾃动驾驶最坏的时代，却也是最好的时代。⽽这对曾经在⼀个实验室，⼀
个师傅门下的同门好友，在阔别彼此将近⼗年之后，又因为创业⽽再次团聚，决⼼⼀起在

⾃动驾驶的浪潮之中挥斥⽅遒、 ⼀路⾼歌。

　　与韩旭和宁华中⼀道选择创业的，还有他们的两位师兄——⽂安智能的陶海和奇点汽
车的黄浴。

　　博⼠期间，陶海和黄浴都曾在黄煦涛的研究组⼯作，后来陶海在加利福尼亚⼤学圣塔
克鲁兹分校教书育⼈、埋头做研究将近⼗年，这期间的2005年，陶海还创⽴了⽂安智能。

　　黄浴则在百度美国研发中⼼⼀路做到⾃动驾驶资深软件架构师。再后来的2016年，陶
海创⽴的⽂安智能成功挂牌新三板，黄浴则在最近的2018年加盟了年轻的新造车公司奇点
汽车。

　　少年们从四⾯⼋⽅来到UIUC，在黄煦涛⽼师的带领下成为各⾃领域内顶尖的研究者，
学成之后又奔向属于各⾃不同的前程，兜兜转转了⼏圈之后，却又⼀次在创业这条拥挤的

赛道上狭路相逢。

　　李泽湘的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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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动驾驶领域是清华⼈的江湖，图像识别的Trump Card则握在汤晓鸥和黄煦涛
的门徒们⼿中，在机器⼈创业界，最著名的⽼师当属⾹港科技⼤学的李泽湘。

　　李泽湘是中国最早学习⼈⼯智能的⼀批学者之⼀，如今⾝为⾹港科技⼤学的教授，早
已⾛出了⼀条独特的产学结合的道路，⽽他除了投资过汪滔外，也投资过不少学⽣，如今
销量过千万的学⽣不在少数。

李泽湘在办公室

　　说起⼤疆，很多⼈都会想到汪滔。如今⼤疆⽆⼈机可以说是全球⽆⼈机的霸主，去年
⼤疆占据了全球70%的市场份额，但是汪滔最开始创业时并没有充⾜的资⾦，是他的⽼师
李泽湘帮他渡过了最为艰难的创业阶段。

　　时间倒带回更早之前。

　　2003年，当时只有⼆⼗出头的汪滔从杭州来到⾹港，⼊读⾹港科技⼤学电⼦及计算机
⼯程学系。⼤四那年，汪滔开发了⼀套直升机飞⾏控制系统。为了这最后⼀个⼩组项⽬，
汪滔可谓付出了⼀切，甚⾄不惜逃课熬夜到凌晨五点，在班级展⽰的前⼀晚还出了⼀些问
题。

　　当时的李泽湘是⾹港科技⼤学机器⼈技术教授，他慧眼识珠，就此发现了汪滔的领导
才能和对技术的理解能⼒。

　　在李泽湘的引荐下，这个性格倔强的学⽣上了研究⽣。“汪滔是否⽐别⼈更聪明，这个
我倒是不清楚”，李泽湘说，“但是，学习成绩优异的⼈不见得在⼯作中就表现得⾮常突
出。”

　　在后来的创业历程当中，李泽湘的⾝影也⼀直伴随着⼤疆，汪滔在前⽅领导技术和产
品的开发，李泽湘充当顾问，帮汪滔拉投资。直到现在，李泽湘依然是⼤疆的董事会主
席。

　　2018年，李泽湘还与汪滔⼀同获得了2019IEEE机器⼈与⾃动化⼤奖，这是全球⼯程技
术领域最重要的奖项之⼀，李泽湘和汪滔是⾸次荣获该奖项的中国学者、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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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对于李泽湘来说，⼤疆仅仅只是⼀个开始。

　　2014年，李泽湘牵头在⼴东东莞成⽴了松⼭湖国际机器⼈产业基地，他的愿景是连结
⾹港、内地及全球的⾼校、研究所、企业、上下游供应链等资源，为机器⼈创业者们提供
从探索期、种⼦期到天使期等全⽅位资⾦⽀持。

　　松⼭湖机器⼈产业基地⾥，孵化着⼀批李泽湘的学⽣们创⽴的企业，这其中包括⽯⾦
博和俞春华创办的李群⾃动化、陶师正的逸动科技还有魏基栋创办的松灵机器⼈。⽯⾦
博、俞春华和陶师正都曾是李泽湘的学⽣、汪滔的师弟师妹，魏基栋则曾是⼤疆的员⼯。

　　2011年3⽉，李泽湘、⽯⾦博、俞春华等六⼈凑了近90万元，创⽴了李群⾃动化。经李
泽湘推荐，李群⾃动化很快在当年6⽉接到了苹果的订单，并赚得了第⼀桶⾦——100万
元。

　　“苹果的项⽬做成功了，⼤家都意⽓风发地想做事情，但事与愿违，此后很长时间，李
群沉寂了。期间，我们也做成了⼀些⼩事情，也有⼀些没有做成。”

　　改变来⾃于李泽湘为“散局”注⼊了新的变量。李泽湘劝说门下其他优秀弟⼦加⼊李群
⾃动化，还帮助李群邀请他的多年朋友——拥有30多年机器⼈制造经验的美籍台胞沙琪担
任公司的CTO。

　　在东莞见到李群⾃动化和⽯⾦博团队，沙琪的第⼀印象是“这个team太年轻了”。然⽽
在真正了解李群正在做的事情后，沙琪越来越认可这个群体。半年之间，沙琪也从最初的
帮忙，变成了part time（兼职），再到后来的full time（全职）。

　　沙琪告诉团队，李群接下来的五年是⾄关重要，是打基础的五年。李群要像国外四⼤
家、国内四⼩龙⼀样，要把缺的东西补齐了。“我们要确定focus在哪⼀类⾏业，需要哪⼀类
的产品来配合”。 

　　好景不长，创业初期的李群再⼀次遇到困难，这回伸出援⼿的是⽯⾦博的师兄——⼤
疆的汪滔。

　　⽯⾦博笑着回忆起当时那段窘迫的经历，“当时刚搬了家，最可怜的就是账⾯上付完装
修费只有七⼋万。当时去找⼤疆的汪滔，说第⼀个项⽬不⾏了，赶紧给我个项⽬，我就给
他报完价了，能不能先把钱给我。”幸运的是，汪滔慷慨解囊，很快把钱打到了⽯⾦博的帐
上。

　　在汪滔的⽀持下，李群很快把产品做出来，并且得到了不错的反响，后来接到了⾹港
美⼼⽉饼的⽣产线，⽯⾦博说这时他们才“开始真正意义上接到第⼀单”。现在的李群已经
脱离师⽗李泽湘和师兄汪滔的接济，并且开始成长为国内⼯业机器⼈领域的标杆之⼀。

　　青出于蓝⽽胜于蓝

　　你有过⽼师吗？真正的⽼师。

　　杨沐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谈到姚班“姚班有很多机会接触到⼀些没有⼈解决过的问
题，这种培养机制让我们把这种技术，没有⼈解决过的问题，变成⼀种⽇常的⾏为。”或许
姚班最⼤的魅⼒正在于这⾥会把创新看成⼀件稀松平常的事。

　　⽼师们就像是科学与商业之间的⼀条纽带。⼀端连着学术，为学⽣们授业解惑，精进
学业；⼀端连着商业，凭着在业界多年积累下来的名声，帮着创业的学⽣们拉融资，找⼈

脉，做宣传。

　　少年们则是幸运的，他们赶在⼀⽣中最需要启迪的时刻，被⼀位有知识、有见地的⽼
师引导，可能时间不多，可能只有⼀位，但是或许只需要⼀位，就⾜够引领他们迈⼊学术

的殿堂，甚⾄帮助他们打开商业世界的⿊匣⼦，⽽那⾥等待着他们的，又是另外⼀番景

象。

　　那群曾在实验室⾥敲着代码、以发顶会Paper为荣的书⽣，⼀个接着⼀个跑出来创业
了。他们有幸赶上了最好的时代，资本的青睐、技术的成熟、上⼀辈⼈的⽀持与启发，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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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各样复杂的因⼦混合在⼀起，成就了如今风⼜上的AI黄⾦⼀代。

　　参考资料：

　　姚期智：有⼀个精英计算机科学本科班，⼤家叫它姚班，浙江新闻客户端，李应全。

　　姚期智院⼠加盟旷视科技Face++学术委员会并担任⾸席顾问，共同探讨AI的本质创新
（上），杨⽂。

　　【领跑者】汤晓鸥：⽤⼈脸识别技术领跑全球，央视新闻客户端。

　　云从科技创始⼈周曦：出租屋⼩公司成长为⼈脸识别“国家队”，澎湃新闻，王⼼馨，
王盈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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