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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Artif icial Intelligence，AI）技术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无法

忽视的一股力量。它正在逐步地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智能家居到自动驾驶，从

医疗诊断到金融服务，AI 无处不在地改变着我们的世界。然而，面对这一强大且不可逆转的

趋势，许多人却因为对 AI 知识的匮乏而感到迷茫、恐惧甚至抗拒。本书正是为那些渴望了解

AI 知识，但基础薄弱、时间有限的读者编写的。我们力求从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出发，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解释 AI 技术的原理，避免过多的公式和复杂的数学推导，让拥有初中数学基础的

读者也能轻松理解 AI 的基本概念。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读者完成 AI 技术的入门，最

终拥抱这个将要改变全人类的新技术。

本书面向的读者群体广泛，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读者。

（1）原本从事 IT 行业，想要转行从事 AI 的技术人员。本书将帮助读者快速理解 AI 专业

术语，建立起完整的知识框架，从而为进一步学习 AI 打下良好的基础。

（2）各行业的企业管理者。本书将让读者了解到 AI 的最新能力，帮助其评估本企业如何

与 AI 相结合，为企业决策提供参考。

（3）在校大学生。本书将让读者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理解 AI 的基本原理和发展前景，为

其学习和择业提供方向。

在内容结构上，本书分为 4 篇。第 1 篇，前两章通过生活中的实例，深入浅出地介绍 AI
的发展历史和机器学习的基本概念。第 2 篇，第 3 章和第 4 章详细讲解了人工智能的底层逻

辑，包括传统的 AI 算法和当下得到广泛应用的神经网络。第 3 篇，第 5 章至第 11 章，以神

经网络为基础，讲解了几个非常重要的大模型，它们是生成式对抗神经网络、卷积神经网络、

扩散模型、Transformer、Sora 等。第 4 篇，最后 3 章，我们将探讨人工智能发展的历史、现

状及未来，让读者对 AI 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认识。

为了能让读者在实践中加深理解，本书还提供了许多完整而简短的 AI 应用代码，读者可

以在自己的 PC 上直接运行这些代码，亲身体验 AI 的神奇魅力。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来自各方的宝贵帮助与支持。

首先，我们要向家人致以最深切的感激，他们的鼓励和支持是我们持之以恒并最终完成

本书的坚实后盾。

其次，我们衷心感谢北京邮电大学的艾波教授、王柏教授、廖启征教授，以及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的赵文静教授、李柏龄教授。他们高尚的品行和对学术的钻研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们，

是我们不断追求的目标和榜样。

再次，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多年的挚友王君珂、黄启峰、周朝霞、张源海、高永峰、贺鹏、

李繁毓、杨慧娟。与他们深入的交流与讨论，不仅拓宽了我们的视野，还深化了我们对新技

术的理解与掌握。

北京邮电大学的钟义信教授从人工智能方法论的高度给予我们很多具体的指导，在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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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示深切的敬意和感谢。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赵宇教授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给予了我们很多宝贵的帮助和支持，

我们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从次，我们要特别提及帅勇先生，他为本书绘制的精美插图，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本书的

内容，更为本书增添了艺术价值和观赏性。

最后，我们要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刘洋老师。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他给予了我们专

业的指导和认真的帮助，使得本书在内容和质量上都得到了显著提升。他的辛勤付出使得本

书能够顺利地出版，从而能够使我们与更多读者分享我们的知识和见解。

希望本书能成为读者了解 AI 的良师益友，让我们一起迎接这个充满无限可能的 AI 时代。

为了方便读者下载本书的示例源代码，我们提供了一个二维码（见本书封底），扫描后即

可获得书中所有的源代码及数据文件。此外，为了能使读者更容易地理解本书内容，我们也

会制作并发布本书的培训视频，敬请关注。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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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能懂的人工智能

第1篇

人工智能，作为一股科技洪流，正席卷全球，令许多人感到茫然和无所适从。然而，人

工智能并非由神仙赐予世人，也非外星文明带来的神秘力量，而是科学家们经过多年不懈的

探索、尝试和修正而产生的智慧结晶。它是我们人类科学从基础到复杂、从简单到高级的逐

步演进的见证。科学家们在这条道路上，不断地探索新方法，尝试不同思路，历经无数次的

试错，最终凝结成一个个精确的公式，构建出一个个复杂的模型，为世人呈现出一幅幅令人

惊叹的智能图景。

我们期望在大家领略人工智能魅力的同时，能够消除对这项技术的神秘感，让大家明白，

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其实都源于一些朴素而深刻的思考。因此，接下来，我们将从最基

础的知识讲起，使每个人都能理解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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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人工智能很简单—从初中数学到专家系统

近期，有一则人工智能相关的新闻让人深感震撼，OpenAI 的 CEO 山姆·奥特曼竟豪迈

地宣称，公司计划筹集高达 7 万亿美元的巨资以建设人工智能芯片工厂，与业界巨头 NVIDIA
展开一场激烈的竞争。

7 万亿美元！这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如果将这笔巨额资金换算成黄金，那么它能够买下 9
万多吨黄金，这就像打开了一座堆满黄金的宝库，如图 1-1 所示。

如果把这些黄金铸造成一个立方体，那么它将是一

个边长为 17 米的巨大金块。要知道，迄今为止，全球黄

金的开采总量也不过才 20 万吨。换句话说，建设一家生

产人工智能芯片的工厂，竟然要耗费世界上将近一半的

黄金。

我们暂且不论这个计划是否能够真正推行，但这个

新闻至少说明了 AI 产业是一个“吸金”能力极强的领

域，并且日益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随着技术的不断进

步和应用场景的拓展，AI 技术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

方面面—从智能家居到自动驾驶，从医疗诊断到金融

风控，无处不在的 AI 正在改变着我们的世界。

面对这场深刻的变革，我们需要尽快理解并掌握 AI 的核心技术，将其与我们的工作和生

活相结合，找到未来的发展方向。现在，让我们一同翻开这本书，深入探索 AI 的奥秘，了解

它的原理、应用和未来趋势。

那么，面对浩如烟海的人工智能技术，我们从哪里开始学习呢？

艾伦·图灵（“人工智能之父”）说过：“解决复杂问题的最佳方法是通过简单性思考。”

其实我们只要理解了人工智能的基本思想，就能轻松掌握各种炫目的人工智能产品背后的奥

秘。比如人脸识别、ChatGPT、Stable Diffusion、Sora 等，它们的实现都是基于一些基本的原理。

所谓万变不离其宗，就像《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在大漠里经过马钰的指点，练了全真教的

心法之后，再练其他高深的武功就有了很好的基础，做到事半功倍了。

1 .1    用初中数学知识来理解人工智能

让我们首先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需要人工智能。我们可能希望它可以帮我们写作文、绘

制图画，甚至帮我们追求心仪的女神。此外，许多人也希望人工智能可以帮我们进行预测，

就像古代的周文王一样具有预知未来的能力，我们希望借助它可以预测天气、房价或者股市。

OK，我们以预测房价为例，开始认识人工智能背后的技术原理。

要让机器拥有智能，首先得教会它学习人类的知识，也就是经常提到的“机器学习”。那

么，如何向机器传授这些知识呢？或者说，机器是怎么去学习的呢？下面回忆一下简单的

函数。

图 1-1 价值 7 万亿美元的黄金，占世

界黄金开采量的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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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初中二年级的数学课堂中曾学习过简单的线性函数方程式，如 y = 2x + 1 等，它的

图像如图 1-2 所示。这个方程式揭示了 y 与 x 之间的直接关联，其中 2 和 1 是这一方程式的关

键参数，分别是斜率和截距。这个方程式的图像就是一条直线，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微调这

些参数，那么这条直线的斜率或截距就会随之改变，从而呈现出不同的线性关系。

如今，当谈及机器学习时，其实质就是训练机器如何根据不同情境进行自我调整。这与

我们根据题目要求调整方程式的参数，以获得预期结果的过程是非常类似的。在机器学习中，

模型其实就是更复杂的参数方程式。它通过大量的数据学习来确定方程中的各个参数，从而

建立起数据之间的关系模型。

这就好比让机器通过大量的例子学习，逐渐调整自己的认知模式，最终形成对数据的理

解和应用的能力。这种方式让机器能够像我们人类一样，通过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智能水平。

好，按照这个思路，当谈论机器学习模型时，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方程式，就像预测

房价的例子一样。

房价 = a × 房屋面积 + b × 房屋楼层 + c × 房屋年限 
在这个方程式中，a、b、c 就是模型要学习的参数。机器通过分析大量的房屋数据，确定

这些参数，从而建立了房价和房屋特征之间的关系模型。

当然，在实际应用中，模型也许会更加复杂，可能包含数百甚至上千个参数。每个参数

都会对房价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因此房价曲线可能会是曲曲折折的，类似图 1-3 所示。

                               

图 1-2 初中学到的函数就是人工智能的技术基础                      图 1-3 预测房价要考虑多个参数的影响

无论影响房价的参数有多少，我们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是相同的—通过统计学习找到

最合适的参数，建立起数据之间的关系模型。

这样，机器就能够通过学习大量的数据，逐渐调整自己的认知模式，形成对数据的理解

和应用的能力。例如想预测未来的房价，这个模型可以通过学习市场上大量的历史房价数据，

了解不同的因素对房价的影响。然后，它可以应用这些知识，根据新的输入数据，用最简单

的方式来预测未来房价，这在数学上叫作“线性回归预测”。

由此可见，理解机器学习的关键，就是回到初中二年级学过的简单线性方程式。机器学习只

不过是把简单方程拓展到更高维度、加入更多的参数而已。这就是人工智能背后的基础数学原理。

1.2   人工智能四大基础心法

在各种科幻电影里，人工智能总让人想到《终结者》里的 T-800、《黑客帝国》中的

Matrix 或者《钢铁侠》里的贾维斯。它们看起来既高大上又神秘。那么，他们背后的原理也

能用我们理解的数学知识来解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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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可以！人工智能的本质就是一个基于数据处理、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的工具！听起来

很简单是吧？在刚才预测房价的例子中，我们运用了最基本的线性回归预测方法，这实际上

是对历史数据先进行统计，进而再完成预测。但这只能算是人工智能的入门级技巧，如果要

真正步入人工智能的殿堂，我们需要掌握哪些关键技能呢？答案是：现代数学的 4 个基础科

目—统计学、概率论、微积分和线性代数，如图 1-4 所示。

图 1-4 人工智能四大基础科目

这 4 门学科是人工智能的理论基石，让我们来一探究竟。

 ● 统计学：主要教会我们如何从海量的数据中挖掘出隐藏的规律。它提供了诸如平均数、

中位数、标准差等实用工具，以及假设检验和回归分析等高级方法，帮助我们更好地

理解数据背后的故事。

 ● 概率论：研究的是随机性事件出现的可能性，也就是在各种干扰因素的影响下，最有

可能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非常吻合，比如天气预报总有不准的

时候；去车站赶火车，可能会碰到堵车。一句话，学会概率论，就可以计算出不同答

案出现的可能性，从而找出最有可能出现的答案。

 ● 微积分：是一门研究变化率和累积量的科学。它可以精确地计算圆的面积，也可以无

限逼近一个复杂的模型，例如研究房价趋势的时候，当房价变化不是一条简单的一次

函数直线，而是复杂的曲线甚至是曲面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微积分精确地进行计算，

从而给出最靠谱的预测。

 ● 线性代数：提供了处理向量和矩阵计算等工具。向量和矩阵在人工智能中非常重要，

机器借助于向量来理解我们这个世界，使用矩阵计算向量间的距离。可以说，向量化

的思想加上矩阵运算能力，就等于机器智能。

这 4 门基础科目构成了研究人工智能的数学基础，为后续的高级技巧的实现打下坚实的

基础。如果你是专业人员，那么还需要深入研究和掌握“全信息理论” “辩证逻辑” “因素空间

理论” “思维科学 / 认知科学”等。但是，对于初涉人工智能领域的探索者来说，缺乏相关的

数学理论也不会影响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在本书中，当涉及相关知识时，都会有通俗易懂的

说明，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工智能的整体概念。

说到底，人工智能虽然长得高大上，但其实可以把它看作一种数据分析和统计的高级工

具，所以不要被它神秘的外表吓倒。我们只要掌握了基本的数学知识，就可以开启理解人工

智能的第一步了。

1.3   追求女神这件事，技术宅男搞不定

前文提及，人工智能的核心本质就是一个基于数据处理、帮助人们理解世界的工具，那

么它是如何逐步获得类似人类思维的能力，并实现各种强大功能的呢？对于早期的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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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很简单，就是“计算机编程 + 数学算法”。但是对于发展到现在的高级智能，就不能简单

地用算法求解了，而需要涉及更加复杂的信息处理和转换。

好吧，我们就先说说早期的人工智能。这里一提到“计算机编程”和“数学算法”，我们

大多数普通人恐怕就要被劝退了。为了让不懂编程的小白也能真正理解人工智能，我们来看

一个简单的示例。

比如，我们有个追求女神的技术宅男小明，见

图 1-5。他想根据女神的问题来即时回答，赢得女神的好

感，从而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羞涩目的。应该怎么做呢？

小明说这个简单，只需通过逻辑判断来实现。

If 女神：最近我压力好大啊，经常睡不好觉。

Then 小明：睡不好觉的话，可以喝点热牛奶，能帮

助睡眠质量提高 37%。

If 女神：也不是全靠喝牛奶就可以的吧，主要是最近

遇到一些烦心事……

Then 小明：多思考正面内容，可以减轻烦恼情绪达

21%。我可以推荐一些正能量微信公众号给你。

If 女神：我今天不太舒服。

Then 小明：多喝热水。

If 女神：我好累呀。

Then 小明：多喝热水。

If 女神：我简直无语了。

Then 小明：多喝热水。

Else 退出程序

然后，基本上小明就退出女神的朋友圈了，见

图 1-6。
由此可见，这种 If-Then 的代码其实没多深奥，只要

懂一点基本编程语法，再加上点正常人的逻辑，就可以写

出来了。实际上，现在世界上运行的绝大部分程序都是按

照这个套路来写的。就是说，如果发生什么情况，就作相

应的处理。然而，这样的代码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程序

里的逻辑是固化的。这也就意味着，程序所表现出的智能

就是写代码的人当时的思考能力。比如我们刚才的追女神

程序，一旦写死了，就无法灵活地应对多变的实际情况

了。假如女神直接说：“嗯，要不我们在一起吧”，程序还

会回复“多喝热水”，这关系就结束了。为了避免这种“备胎”的下场，我们必须改进一下程

序结构。

怎么改进呢？具体可以通过如下方法：让程序具备自学习能力，不断从新的经验中优

化升级；增加语境感知模块，能主动感知对话走向；连接外部知识图谱，获得更丰富的信息

等方法。其实就是想办法让机器变成大聪明，变得嘴甜一些，女神都是感性动物，喜欢能

说的！

图 1-5 愈挫愈勇的宅男小明

图 1-6 只会写固定程序的话，被退

圈只是个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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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同样 是尬聊，带点智慧结果就不一样了

原先让程序直接包含聊天逻辑和内容，这确实有问题 —一旦写死，回应就不能改变了。

为了应对不同的问题，应该有更灵活的回答。我们可以把聊天内容单独存成数据，放在数据

库的表格里，问题放在一列，答案放在一列。然后程序只需要根据不同的问题，从数据库中

查询相应的聊天内容即可。比如数据库有一张表，第一列是“问题”，第二列是“答案”。程

序只需要判断用户问了什么问题，然后从表里找到对应的答案，这样就可以回复用户了。如

果要增加新的知识，则只需在数据库表里添上一组问答，就不需要改程序了，见表 1-1。

表 1-1 追女仔基本语言技能示例

问  题 答  案

你喜欢狗还是猫 我喜欢狗，因为它们忠诚可爱。不过，如果你喜欢猫，我也会喜欢的

你有过几个女朋友 你是最后一个

我和你妈掉到水里，先救谁 我妈是游泳冠军，她会救你，我帮你人工呼吸

做梦吧你 连我做梦你也知道，看来我俩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你欺负我 那我就让你咬我一口，作为补偿吧

晕 没事，哥张开怀抱托住你

我都无语了 此时无声胜有声，让我俩的心靠得更近吧

若上述这几个问题太少，则我们还可以扩展。数据库里还可以包含多张类似这样的表，每张

表存储不同类型的信息，而这些表之间可以建立关联关系，这样的设计使得查询变得非常方便。

使用数据库，可以让程序更加灵活，也更容易进行扩展。只要将知识以数据的形式存储，程序就

可以随时访问，从而大大提高了智能对话的能力。这种将逻辑与知识分离的设计思路，为构建后

续各种智能系统提供了有力的参考。我们可以从中获得灵感，设计出更具学习能力的程序。

在 20 世纪，人工智能专家也是这样想的。他们设想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大量知识的数据

库，将各种情况都考虑进去，然后利用这个大知识库来实现我们的思路。

1.5   专家系 统—追女仔，我们是专业的

有时候我们不只是要回答“有空吗”，女神可能还会问许多情感、美容、减肥等方面的问

题。如果程序随意应付，很可能会出糗。这时候，我们可以创建一个“女生问题知识库”，里

面收集了各种高质量的标准答案，把所有可能的女生问题以及贴心的答案整理得井井有条。

然后程序可以根据问题查询这个知识库，找到标准答案并予以回答。这些问题和答案可以是

多种多样的，类似于图 1-7 所示。

图 1-7 女生问题知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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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样的存储架构，结合大量的专业知识，程序的回答质量将会得到显著提升，也更

能展现对女神的细致关怀。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专家系统。

专家系统的理念就是将最具有专业知识的专家头脑系统化，使得程序能够直接用来解决

问题。例如在追求女神的过程中，一个专业知识库可以成为我们最强有力的支持！

好吧，追求女神的事情先暂时放一放，其实专家系统在许多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比

如医学领域，可以帮助医生诊断疾病；在法律领域，可以辅助律师寻找相关案例和法律条文；

在工程领域，可以协助工程师解决复杂的设计问题……看来无论是追求女神，还是解决复杂

的实际问题，专家系统都是一把利器。

遥望 1997 年，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IBM 公司有一个叫“深蓝”的机器，战胜了

当时的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见图 1-8。

图 1-8 “深蓝”打败卡斯帕罗夫，人工智能第一次战胜人类冠军

“深蓝”之所以能够战胜人类国际象棋大师，是由于它具备一个庞大的专家知识库。它将

大量的棋谱知识存储在内部，这些棋谱知识已经被转化成对每一种棋局进行评估的评估函数，

也就是能够评估在某一种情况下，动哪个棋子对整体局势有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

换句话说，在对弈的时候，“深蓝”依靠其强大的计算能力，能够针对每一步棋，把之后

的所有可能性都找出来进行比较，然后根据当前棋局下的评估函数对每一步棋进行评估，计

算得出分数最高的一步棋。说白了，就是暴力穷举法，通过穷举所有分支，再加上对各种分

支的评估函数，计算出最佳路线。其实我们人类下棋也是一样的思路，能提前看出五六步的

人就是象棋高手了。而“深蓝”的硬件优势非常明显，它可以对每个分支计算更多的步数，

找到人类可能忽略的最强棋路。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深蓝”并不完全依靠暴力穷举法，它还结合了许多高级的搜索、

评估和优化技术，才能够成为一个强大的棋力对手。

在“深蓝”中，最关键的是那个专家知识库，里面存储着大量的评估函数，这些评估函

数其实就是一堆类似下面这样的规则。

（1）“在西班牙开局中，白方通常会有更好的控制权。”

（2）“控制第七行，使对方的兵难以前进。”

机器以这些规则为基础，推导出更多、更详细的规则，这样，整个知识库的规则就会很

长，很复杂，形成一个长长的推理链条，最后得出结论。再比如，用于法律上的专家系统，

就是根据一条条的法规形成一个知识库，对于每一个案件，将案件的要素自动地与法规知识

库对比，然后进行推理而形成判案文档。

专家系统知识库需要人工专家编写输入，这个工作量还是挺大的。特别是在一些比较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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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领域，需要很多规则，知识库的人工录入是一项极其烦琐的工作。还有，如果仅仅依靠

穷举分析所有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可实现智能。但当问题空间极其庞大时，这种方法就

力不从心了，例如围棋，如图 1-9 所示。

围棋棋盘线条交叉点达 361 个，每一个点都可以落子，这就是 361 种起手可能。每落一

子，就会产生更多下一子的新可能。这种排列组合的数量会呈指数级增长。棋局过程中需要

考虑各种开局、布局、打劫、生死等情况，这又给下法增加了数倍的复杂度。不同的棋手风

格也会导致不同的下法选择。布局和顺序的微小变化，都会形成新的下法。根据统计估算，

19 路棋盘上的总下法数量级可达 10700 种之多，这个数量级的运算以目前人类的算力水平，大

约需要运算 2.89 的 156 次方年，要是算出具体数字就是：

794 444 330 406 865 573 002 665 538 081 709 261 656 923 394 830 324 730 443 068 092 291 
481 600 年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正在走进千家万户的自动驾驶技术，也对计算的实时性要求

非常高，如图 1-10 所示。

         

         图 1-9 围棋的可能性太多，无法穷举             图 1-10 自动驾驶要求快速反应，也不能依靠穷举法

一辆车行驶在马路上，道路情况千变万化，无法穷尽。哪怕能穷举所有可能性，计算的

时间成本也太高。当遇到变化时，在电光石火的瞬间也无法即时计算出最优解，不能保证行

车的安全。所以自动驾驶不能简单依靠预先定义的知识库和规则。它需要在复杂、动态的环

境中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应对。这需要机器能模拟人的眼睛和耳朵，并且像人类一样能迅速分

析、果断决策，在速度和精确度上都需要达到人脑的水平。这需要强大的模型构建和模拟能

力，不能停留在暴力穷举层面。

但是靠人力输入所有的规则，并且蛮力搜索、全面穷举，不仅会把人累死，机器也会累

得风扇狂转、气喘吁吁。我们需要让机器模拟人类的思维方式，像人类一样主动去学习，然

后通过经验判断局势，而不是简单地列举所有的可能性。这需要在评估函数、搜索算法等方

面下大功夫，才能在复杂的场景中实现真正的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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