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姜⼴源的“⾮典型”科研之路 —— 在“不确定性”中找到属于⾃⼰的
路

姜⼴源

姜⼴源，元培学院通⽤⼈⼯智能实验班2020级本科⽣。在北京⼤学⼈⼯智能研究院认知推理实验室进⾏本科⽣科

研实习，指导教师为朱毅鑫。

他在国际顶级会议ICML、NeurIPS、CogSci等上发表⼀作论⽂，曾获得CogSci  2024  Best  Undergraduate

Paper等奖项；即将赴麻省理⼯学院脑与认知科学系读博深造；他负责维护通班计算集群、组织筹备通班智班系列

学术讲座；曾获北京⼤学学⽣年度⼈物、商汤奖学⾦、元培学院第四届“元培⻘年学者”、2023年度元培学院本科

⽣科研奖励⼀等奖、“学术希望之星”、⻩奕聪科研实践创新卓越奖、社会⼯作优秀奖等荣誉。

在迷雾中探路：从化竞到“通班”的⾃我探索

2025年初春的午后，姜⼴源正坐在实验室的⼯位上修改毕业论⽂，他如往常⼀样如坐定般疯狂敲击键

盘，⼜戛然⽽⽌，双臂抱胸、作沉思状。每当遭遇思路延宕，他总是刷起各种顶刊上最新刊发的⽂章，

那些纷繁复杂的模型仿佛⾃带韵律，在纸⻚间跳动着别具⼀格的节奏。即将从燕园出发，踏上未知的科

研之路，他依然像⾼中备考化学竞赛时那样，坚持着“我⾏我素”的学习⻛格，漫游于⽆边的科学之海。

在⾼中的两年竞赛经历中，他读了加起来有两⽶⾼的书，这些书包括⼤量研究⽣教科书和⼀些英⽂的专

业书籍。回想起这段经历，姜⼴源意识到，他的⾃学能⼒恰恰是在⼀次次漫⽆边际的信息检索和⽂献阅

读中中养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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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竞赛之路并未⼀帆⻛顺。2020年，突如其来的强基计划改⾰如飓⻛般，将⽆数竞赛⽣的规划吹

得七零⼋落。⾯临疫情和⾼考改⾰，当身边的同学纷纷回归⾼考赛道时，姜⼴源在短暂的迷茫之后选择

继续留在实验室。

对姜⼴源⽽⾔，弥⾜珍贵的并⾮熠熠⽣辉的奖牌，⽽是他学会了如何与“不确定性”共处。这种游离于主

流路径之外的坚持，让他带着在化学竞赛中积淀的⾃学与抗压能⼒⾛进元培学院，却并未就此锚定⼈⽣

⽅向。



当元培的新⽣们忙着加⼊各类学⽣组织时，姜⼴源正穿梭于不同专业的课堂之间，悄悄“游击”于各个

实验室的组会现场。他在计算概论课上敲代码到深夜，⼜在凌晨冲浪时偶⼊“认知科学”这⽚在⼈⼯智

能领域看着⼩众的领域；在哲学讨论中听到关于“语⾔与思维”的辩论时，跨学科的思考碎⽚倏然闪现

于脑海之中。

直到在通班的宣讲会上，听到朱松纯教授带来的前沿分享，看到与世界⼀流⼤学同步的全新培养⽅

案，他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这恰恰契合了他对知识更新的渴望。加⼊通班的决定看似突然，实则

是他在⽆数个深夜遭遇的困惑终于在某个瞬间迎刃⽽解。

在旷野中漫步：认知科学的跨学科漫游

通班的教室以富有节奏的键盘敲击声为伴奏，弥漫着咖啡与粉笔混合的独特⽓息。在这⾥，朱毅鑫主

讲的《认知推理》令姜⼴源⽿⽬⼀新：没有标准答案的作业、需要⾃主设计的期末报告、每周更新的

前沿⽂献集。

姜⼴源在上这⻔课之前就已经与朱毅鑫⽼师交谈过，“2021年春天，恰逢朱毅鑫⽼师回国，我就给他

发了邮件，跟他约着聊了⼤概⼀⼩时。”后来，他便开始在朱毅鑫⽼师的指导下着⼿尝试⼀些简单的

本科⽣科研项⽬，他逐渐从坐在会议室⻆落的“旁听⽣”，成⻓为⼀名能够提出⾃⼰的想法，主动去找

别⼈“合作”，甚⾄“领导”科研项⽬的本科⽣。

科研实践中，朱毅鑫⽼师的指导⽅式堪称苏格拉底式的“残酷的温柔”。⾯对姜⼴源提出的研究设想，

朱⽼师没有否定，也没有直接给予操作性建议，⽽是耐⼼地听他讲⾃⼰的想法，并时不时地抛出⼏个

追问：“背后的科学问题是什么？”“核⼼假设是什么？so  what？”朱⽼师实验室的组会上，常常出现

同学之间激烈的学术讨论。

这种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持续了整整两年，直到某天深夜，姜⼴源在昏暗的灯光下突然领悟

真正的科研不是解题，⽽是学会如何提出有价值的问题。



在认知科学的旷野中，他逐渐描绘出⾃⼰的坐标系。当同龄⼈在绩点竞争中精打细算时，他选择⽤⼤

半年的时光沉浸式打磨⾃⼰的第⼀篇论⽂；当同学们刷屏发表的论⽂接收时，他正窝在图书馆地下室

研读语⾔学的专著。将研究转向认知科学的决定曾让周围⼈不解，但他清楚地知道

在跨学科研究中，真正的知识获取永远发⽣在解决问题的具体场景⾥。当认知推理遇上计算模型，迸

发出的⽕花⾜以照亮整个研究领域。

在浪潮中深思：MIT实验室⾥的认知⾰命

查尔斯河畔的深秋，麻省理⼯学院（MIT）实验室的⽩板上还留着昨夜的讨论痕迹：各种语⾔的字符

与概率公式纠缠在⼀起，仿佛⼀幅后现代主义壁画。当业界欢呼⼈⼯智能新时代来临时，姜⼴源却陷

⼊沉思：⼈类历经数千年演化出的语⾔系统，与⼈⼯智能推理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个疑问推动他调

整⾃⼰的研究重⼼，开始追溯更本质的问题——语⾔与思维的关系。

⼀路⾛来，对姜⼴源⽽⾔最重要的事情莫⾮叩问⾃⼰的内⼼：我究竟对什么问题感兴趣？在他看来，

追求⾼绩点和论⽂发表数量的功利性科研模式⽆法帮他回答⾃⼰的研究问题。当同龄⼈还在焦虑地计

算⾃⼰的学分时，姜⼴源在⾃⼰的研究计划⾥写上⼀个个“未完成”的⽬标，继续寻找真正的兴趣和值

得研究的科学问题所在。

“⾮典型”的科研之路最终让他收获了MIT、斯坦福等顶尖学府的橄榄枝，但他更珍视的是在GAP年收

获的认知突破：

真正的学术探险者，不应被学位或头衔定义，⽽应当不断地追问⾃⼰的内⼼。

后记 描绘⾃⼰的坐标系



在⼀次午餐会中，看着若有所思的学弟学妹们，姜⼴源作为学⽣代表分享经验时没有谈及任何荣誉，

⽽是分享了⼀个关于“遛弯⼉”的故事：不似外表那般稳重，姜⼴源笑称⾃⼰仿佛⼀个“坐不住”的多动

症⼉童，常常在学习过程中突然离开座位，最⼤的爱好是四处晃悠。也正是在⾃由⾃在的漫步途中，

他独享了⽆数鲜为⼈知的光景。

如今，姜⼴源即将从燕园毕业，赴更⼴阔的科研天地探索未知，他依然保持着那个习惯：每当遇到研

究瓶颈，他就会⽆⽬的地⽹上冲浪，看各种与⾃⼰的领域⻛⻢⽜不相及的论⽂。⽆数看似浪费时光的

闲逛，⽆意间构筑起他研究的桥梁。当有⼈向他请教成功的秘诀时，他总会笑着摇头：“不要尝试复

制他⼈的路线，更重要的是找到⼀条适合⾃⼰的路。”

素材 | 姜⼴源

撰稿 | 张⽂杰

在这个充斥着标准答案的时代，姜⼴源⽤五年时间绘制出⼀张“⾮典型”成⻓地图：没有按部就班的优

绩轨迹，没有迎合潮流的职业规划，有的只是对知识本质的纯粹好奇。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学

术精神不在于攀登已有的⾼峰，⽽在于在⽆⼈涉⾜的荒野中，⾛出第⼀条蜿蜒的⼩径。

他说：“有些时候，你要⼤胆⼀点，做⼀些别⼈没做过的事情，不要随⼤流，要找到你⾃⼰觉得有意

义的事情。”

如他的名字⼀样，姜⼴源将继续在“⼴”阔的天地寻找科学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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