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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大学的一流研究小组
是怎样做研究的

梁锦津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见闻

2014 年 2 月到 7 月期间，

我有幸获得了清华大学博士生

短期访学基金的资助，到美国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国际计

算机研究所，在 Vern Paxson 

教授的指导下，进行为期半年

的交流访问学习。

对于从未踏出过国门的我，

出国访问学习仿佛是一段充满

未知的探索旅程。怀着既好奇

激动，又紧张忐忑的心情，我

在大年初一的凌晨踏上了飞往

美国的飞机，开始了访学的征

途。在访学这短短的六个月里，

我来到了全新的环境，开始了

全新的生活，遇到了全新的人，

接触到了全新的文化，感受到

了全新的学术氛围。这一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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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也给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经历。

学术篇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美

国的一流名校，其在计算机领

域的贡献和地位一直以来都名列

榜首。我交流访问的地方是国

际计算机研究所，导师是 Vern 

Paxson 教授。国际计算机研究

所就如它的名字一样，非常国际

化。在这里工作的、来这里访问

的或者做学术报告的人来自于全

球各地。因此在这里，你几乎足

不出户就可以接触到世界上最前

沿的计算机研究，并且很多时候，

传说中的大牛就在不经意之间与

你擦肩而过。

研究所里主要有六个研究

大组，分别是：人工智能组、

多媒体组、网络与安全组、计

算机视觉组、语音识别组以及

前 沿 研 究 组。 我 所 在 的 是 网

络 与 安 全 研 究 组， 导 师 Vern 

Paxson 是该组的负责人。

Vern 是我的研究领域中殿

堂级的人物，是计算机学术界中

为数不多的横跨网络研究与安全

研究的科学家。说起 Vern，他

过去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他以前

做的是编译方面的研究，刚开始

读博士读了一段时间后，他觉得

这博士读得太无聊了，于是就向

伯克利申请了退学，然后投身工

业界。然而在工业界待了一段时

间后，他觉得工业界比学术界更

无聊更没意思，于是又辞职离开

了工业界。学校已经申请退学了，

公司又已经辞职了，一片迷茫的

他打算先回伯克利然后再考虑下

一步何去何从。不可思议的是，

当他回到学校以后发现，当年他

向学校提交的退学申请居然还没

有被处理，因此他的身份依然是

伯克利的学生。于是他偷偷地把

退学申请拿回来，当作什么事情

都没发生过一样，继续他的学术

研究生涯。不同的是，他在他导

师的建议下，开始了对网络领域

的研究，迈出了成为网络测量领

域开创者和网络与安全研究大师

的第一步。

对于我而言，在伯克利交

流除了能见到学术研究的各种

大牛以外，更重要的是让我亲

身感受到了这些国外一流大学

一流研究小组一流导师是如何

做研究的。其中，让我感受最

深的有三点：严谨认真的态度、

开放的讨论以及积极的合作。

首 先 说 说 严 谨 认 真 的 态

度。在访学交流的过程中，我

跟 Vern 教授一起做一个关于网

络测量相关的实验研究工作。

这只是他项目里一个很小很简

单的部分，我很轻松地就把实

验做完并写出了总结报告让他

审阅。由于我之前对这方面的

工作有一定经验，因此我对我

实验设计和结果的全面性和准

确性都有比较大的信心，而且

觉得这样的小项目 Vern 应该也

就大概看看，把握下基本框架

的合理性就差不多了。没想到

过了几天，Vern 开始对我的邮

箱狂轰滥炸，给我发了一大堆

邮件，询问实验中的具体方法、

实验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细节

以及他对数据结果的一些疑问。

他问的问题基本都一针见血直

指核心关键点，可以看出他已

经对这个工作了如指掌。而他

所问问题的细致和具体程度，

仿佛他自己从头到尾做了一遍。

另外他对实验数据分析的细致

程度以及从中挖掘出的信息甚

至超出了我这个亲自操作的人。

在对邮件一一解答以后，过了

几天他拿着一份他修改后的总

结报告过来找我讨论他还存在

的一些疑问。在整个从邮件往

来到面对面讨论的过程中，我

仿佛又重新把实验很细致地做

了一遍。除了这件事以外，在

后面我参与的一些研究里，也

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从这数次的合作研究里，

我切身感受到了他们对研究工

作超乎想象的严谨和认真。这

一点确实让我非常敬佩。一旦

有了这样的态度，所做的研究

工作自然就扎实且无懈可击。

相比之下，我感觉国内的学术

氛围有点过于浮躁和追名逐利，

很多学者在治学上所花的心思

和做研究时严谨细致的态度远

远达不到这样的程度。我想这

也是造成国内外研究水平差异

的原因之一。

除了对待研究工作的严谨

态度，伯克利开放讨论的学术氛

围也是提高学术研究水平的重要

因素之一。据我所知，除了常见

的各种讲座以外，这里有非常多

的围绕着兴趣或者研究方向而开

展的阅读小组。跟我的研究方向

相同的至少就有两个。这些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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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的主题就是围绕着一个研究

方向或专题，大家根据自己的兴

趣阅读相关的前沿资料和文章，

然后在小组内分享讨论。除了阅

读文章以外，大家也会把自己最

近所见所闻或者所做的相关东西

在小组内介绍。其实从形式上来

说，这种阅读小组跟国内很多实

验室的组会是一样的，但是，两

者最大的区别是，国内实验室的

组会很多都只是实验室内部的讨

论会，实验室的成员一般都会强

制要求参加，而非实验室的人却

很难知道相关的信息或者无法参

加。另外组会所讨论的内容很多

也仅仅是与实验室的研究方向相

关。这样的组会很多情况下会变

得单调乏味，最终演变成一种任

务和负担。而伯克利这边的阅读

小组是一个开放性的由相关研究

人员组织起来的兴趣小组，内容

和信息都是公开的，面向所有感

兴趣的人。专业性、开放性和兴

趣的结合使得这种阅读小组既不

缺乏新鲜有趣的干货，同时也能

一直保持着开展活动的活力和动

力。而且由于大家的背景往往有

所不同，在小组讨论时的发散性

和思想碰撞产生的火花往往比国

内的组会要多得多。

有了开放讨论的学术氛围

和条件以后，自然而然就引申出

了各种各样的合作。有些人可能

觉得合作并不很重要，单枪匹马

一样也能做出很好的研究成果。

特别是在国内，感觉合作的氛围

并不是特别好，大家都倾向于各

干各的，别人的研究往往很少参

与甚至不闻不问。这种氛围的形

成一方面可能跟中国传统社交文

化相关，另一方面很大程度是由

国内诸如只认第一作者和通信作

者这样的标准共识所造成的。个

人觉得，合作对于做好的研究是

不可或缺的条件。根据我个人的

了解，计算机领域大致分两种研

究类型，一种是做算法方面稍微

偏理论性的研究，另一种是做系

统的偏工程性研究。做算法方

面也许单枪匹马也能做出很不

错的研究成果，但是做系统方

面则往往需要很多人力物力，

单枪匹马去干的结果往往要么

就是达不到该有的水平，要么

就是需要很长的周期（好的情

况下也能出很优秀的成绩，但

很多时候就有可能被别人抢先

发表了）。对于偏算法型的研究，

合作也许能够集思广益，使得

研究工作成果更加精益求精。

对于偏系统型的研究，除了集

思广益以外，还能够最大程度地

合理利用各种有利资源，在缩短

研究周期的同时，甚至会使得结

果超出开始的预期。而且合作并

不代表失去贡献和自主性！

文化篇

曾经听人说过：“你在伯

克利所看到的一切，并不能代表

就是美国的一切，甚至往往是相

反的。”我没有认真去考证这句

话的来源，也没有谨慎地去验证

这句话的对错，但是在我去过的

有限的几个美国城市里，伯克利

确实是让我觉得最特别的一个城

市。而它的特别之处主要来源于

它的多样性。多样性使得人们

拥有更开阔的视野、更开放的

思想、更自由的言论以及更宽

广的包容。多样性在美国这个

发达的国家和开放的社会中并

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但是伯

克利的多样性，我相信在全美

也位列前茅。美国的加州本来

就是一个移民大州，伯克利紧邻

旧金山和奥克兰两个加州的大城

市，幽静却又不乏灵动活力，是

孕育多样性的一块宝地。生活在

伯克利，你会处处感受到多样性

的存在。比如，走在街道上或者

是在工作社交的圈子里，你会很

容易找到来自各个国家各个种族

的人；又比如当你开始关注伯克

利的建筑风格，特别是居民住宅

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里几乎

找不到两栋风格完全相同的建

筑。还有一件让我印象比较深

刻的能体现出文化多样性的事

情是：我在伯克利分校的南门，

看到过各种各样至少在我看起

来属于非主流的特殊群体在宣

传自己的主张，表达自己的想

法。在这里，我并不是要讨论

这些群体以及他们的主张的对

与错，我要表达的仅仅是这里

言论思想的多样性对我的震撼。

文化的多样性，既来源于思想

主张的自由表达，也来源于整

个社会对不同思想存在的包容。

在这样一种思想文化充满多样

性的地方，人们的思想才会被

源源不断地注入新鲜血液，在

与来自于不同方位不同层面的

冲击碰撞过程中产生新的灵感

和体会，从而使得人们思想的

舞台更加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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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篇

到达美国加州以后，最先

感受到的就是当地的环境。在出

国之前就听说过美国的环境保

护比国内好很多，也看到过无数

朋友同学在网上分享的蓝天白云

绿水青山生活照。因此，在走出

机场看见风景如画，呼吸到无比

清新的空气的那一刻，我并没有

太多的意外和兴奋，而是平静地

放松地感受周围这焕然一新的环

境，一洗漫长旅途的疲劳。

如此舒适宜人的环境缘于

多种因素。客观原因诸如人口

不多，地大物博等等固然存在，

但是个人感觉更大程度上还是

归功于主观的努力。整体而言，

在当地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

无论是明文法规还是大众习惯，

无论是有意作为还是无意中的

努力，都在或多或少地为环境

保护默默贡献，并已经形成了

良性的循环。比如说，在伯克利

的校园里，甚至在我住的房子的

院子里，我经常会看到不少可爱

的松鼠到处乱窜嬉戏。即使路人

经过或者向它们靠近，它们都毫

无躲藏或逃跑的意识，有些甚至

看起来还像是会找人索要食物。

同样地，在海湾岸边，经常看到

成群的鸟类停留在地上旁若无人

地歇息或觅食。也许有人会觉得，

怎么这里的动物都这么笨呀？可

是我有时候会张冠李戴地胡思乱

想：这莫非跟达尔文的进化论有

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国

内诸如小鸟这类小动物都特别害

怕人，当人还离得远远的时候，

它们就如看见洪水猛兽般迅速逃

之夭夭。因为很多时候，也许只

有这种时刻保持警惕的动物才能

幸免于某些人的毒手而存活下

来。而在伯克利，人们几乎从来

就没想过要伤害它们，而是尽可

能地跟它们在相同的自然环境中

和睦共处，所以小动物们根本不

需要养成保持警惕随时逃跑的习

惯，也能在这里安然无恙地生活。

也许这想法并不那么科学，但是

我切实感受到的依然是那句老

生常谈：美好的环境来源于人

们跟大自然的和谐共处。在此

想到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

日益严重的雾霾情况，希望能

够早日改善，也希望更多的人

能行动起来，哪怕只是做出看

起来微不足道的努力。  

（作者为清华计算机系

在读博士生）

加州伯克利校园风景

荒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