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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共 3870 字 ， 阅 读 时 间 约 为9 分 钟 。

《我在元培上北大》系列访谈·特别篇

进入元培学院，意味着面对多样的选择，丰富的体验，意味着进入大学之后，拥有探索属于自己的北大生活的机会。

在元培学习和成长的在校同学，对元培人的学习生活有自己的理解和体会。我们邀请到元培学院2019级通用人工智能实验班（简称“通班”）
的林昊苇同学，与大家分享自己在北大、在元培、在“通班”的学习生活体验与感悟。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通用人工智能实验班2019级本科生

毕业于福建省泉州第五中学

北京大学第一届通用人工智能实验班班长

元培学院学生学术学会信息数据智能学会首任会长

曾获得北京大学一等奖学金、华泰证券科技奖学金、三好学生标兵、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一等奖、唐仲英德育奖学金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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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培学院：做一个彩虹味道的梦

Q：当时是如何选择元培学院的呢？现在如何看待这个选择？

林昊苇：2019年的夏天，在高考成绩一公布的那个上午，欣喜得知我能够被元培录取时，我便迅速结束了理论上应该纠结而冗长的专业
选择流程。元培学院，当时作为一个想象中的，充满自由选择和人文氧气的殿堂，回荡着内心坚定的鼓声，召唤着一颗期待沐浴通识教育的
青涩心灵。

当时初入元培更多的是担忧：念及自己是福建省的元培分数线，面对高难度的数学和计算机课程不免战战兢兢；但很快更丰富的大学生
活便将我裹挟，我逐渐意识到评价标准不再如高考般单向度。我的班主任魏伟老师是珠峰世界纪录的创造者，我的同学中不乏为祖国赢得荣
誉的国家队选手，就算是自诩“普通人”的小伙伴们，也迸发着独特的思维火花。与大家快乐地交流让我受益良多，我在这里如同不断吸收水份
的海绵，世界的广阔不断充盈我的世界观。

曾有一位元培师兄说过，大家都在关注元培的自由选择，却常常忽略了元培的学科交叉，我深有共鸣。从初中、高中的求学经历中，我
便渐渐感到自己并非擅长将木桶效应发挥成长板效应的深耕者，而更喜欢从不同的角度体会世界的美。我赞同元培不一定适合所有人的观
点，但我觉得它很适合热爱世界的参差多态、兴趣广泛的人。元培能源源不断给予我力量，我觉得这个选择带给我的比预期的更多。

Q：在元培的生活是怎样的呢？

林昊苇：回首即将进入终章的本科生涯，我的元培之旅是相当丰富多彩的。大一上学期我便加入了元培学生会，深度参与到元培宿舍楼地

下、地上空间的建设、讨论工作中。我也连续两年担任了元培学院的新生辅导员，帮助初入元培的新生同学们快速适应大学生活。我也是元
培学院智慧校园系统的开发组成员，和小团队一起完成整个地下空间预约系统、成长档案的开发运营；同时，我也参与了三年元培学生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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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的学术工作，担任信息数据智能学会的会长，为学院所有学习信息科学、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专业的同学们提供学术支持……

元培学院智慧校园系统

2022年元培学院信息数据智能学会年会

在这些身份的转换过程中，我收获了不同视角看问题的体验。在书院建设过程中，元培提供广阔而自由的疆域等着我们自己决策、探
索，我成为了决策者、探险家；在学会的工作中，我更加深入学术的世界；在系统开发中，我又成为了技术提供者、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专业
技能的作用。在学生工作里，我又成为了服务者，感受着倾听和共情的温度。当然，更多时候我也是一个平凡的元培人，每天栖息在35楼，
享受着地下空间的温馨便捷，接收着企业微信的智能推送，每天和“不重复”的灵魂打交道，我又是这一切生活的体验者。

Q：在元培的学习是怎样的呢？

林昊苇：我是带着一些“灵魂整全”的期待选择北京大学的，而元培学院是北大的高度缩影：我期待在未来不仅仅成为社会分工链条上的

一个齿轮，而可以在社会联结上保有更多完全人格的特性。



《脑科学导论》新生讨论班上
与饶毅老师的合照

《工程科学方法与机器人》
新生讨论班上参观机器鱼实验室

但是，因为专业课本就压力山大，花费精力选择一些在工具理性意义上并不是那么高效的选择常常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好在元培必修
的通识课程要求帮我对抗了这种惰性：在新生讨论班上，我领略了工学、生命科学、认知科学等本专业之外的领域，还学术追星到了饶毅教
授；在《庄子》精读、《理想国》、国外社会学学说、社会博弈论的课堂上，我又领教了古今中外的大师对世界的理解，看到了本专业视角
之外的问题域和问题意识。即使需要付出艰涩学习的成本，但我认为这些全新的问题、不同的思考、经典的阅读都是更加珍贵的。

此外，我也是元培书院课程的死忠粉。由于时间安排问题，我最终只完整地参加了轻松歌唱这门课。而没有成绩和排名的课堂、杰出的
歌唱家尤泓斐老师的悉心指导、气势恢宏的结业音乐会，无疑构筑了疲倦心灵最好的栖息地。



2021年秋元培学院书院课程
《轻松歌唱》结课汇报音乐会

谈到这里我突然忍俊不禁，在元培的学习、生活经历如果展开来讲，似乎丰富到足以作为一部纪录片。每段经历都是一个个有趣的故
事，而这些经历都成为我三观的一部分，给予我成长的养分。似乎正是因为我和元培互相的需要，使得彼此之间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活力：我
喜欢多元的生活方式，我也热爱为世界贡献我的力量，获取存在的价值；而元培也为我提供无限的机会、体验的条件、充分的资源。我希望
成为一束光，折射出彩虹的七色光芒，映照着世界的丰富多彩，同时也能温暖周围的人。

2020年北京大学优秀中学生暑期学堂合照



2021年北京大学新生训练营小组合照

02“通班”：写一本属于自己的星空日记

Q：当初为何选择加入通班？

林昊苇：我加入通班是在大二上学期的期末。当时我的专业方向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属于非常宽口径的方向，高年级时候可以根据

兴趣侧重到计算机系统、软件工程、理论计算机、人工智能、应用数学、金融学、统计学等等不同track的学习。大二中期也正好是我选择细
分领域进行深入的时间节点，当时收到了通班招生的通知，和小伙伴们深入交流讨论之后，也思考了一段时间，觉得自己想往人工智能方向
发展试试。作为研究工具的需要，我的数学和计算机基础还可以，对“通用人工智能”这个科研话题也很感兴趣，想深入一探究竟。而我个人也
觉得在未来社会的日常生活里，技术与人类之间的制约、促进、互动关系将更加频繁——譬如从外卖平台系统与骑手的控制关系，健康宝与
每个个人的绑定关系等等就可见一斑。从事这项充满未来感的领域学习能让我更充分地理解世界。

第一届通班合影

Q：你最喜欢哪门和AI相关的课程呢？

林昊苇：我最喜欢的和AI相关的课程是上学期通班开设的《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这是一门AI+法学的课程，由法学院的老师讲授。

我本身对人文社科很感兴趣，在元培也选修了一些哲学和社会学的通识课，学习不同专业背景的人们思考世界的方式对我有很大启发。
但在之前的课程里，我发觉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似乎有些割裂，大家在各自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里探讨各自的议题。而在这门课上，我有一种



同时扮演社会决策者、治理者和技术提供者的感觉，理解了真实社会运作的完整链条应该如何串联，更进一步地理解了自己手中的技术之于
社会的意义和作用。

学期中的两篇论文我分别调研和思考了隐私信息于互联网撤销后的隐患问题、AI介入的新型医患关系两个问题。前者需要我同时理解计
算机网络的运作机制，又需要理解隐私和伦理；后者则更是日常生活中的焦点话题。思考同一个技术现象背后，除了技术人员本身的视角，
我还看到了广大的普通人的认知、技术使用者的教育、社会治理者的决策等等不同主体的思考，这是一种新奇的体验和享受，这也是北京大
学才能拥有的独家学习体验。

Q：在担任通班班长的过程中，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故事吗？

林昊苇：我和通班的班委们一起组织过一些活动，包括每年春季定期举办的趣味运动比赛、清北通班科研实训、几次导师交流午餐会等

等。

每年春分前后我们都固定举办一次春季运动会，其实最开始的契机是希望可以带着朱松纯老师一起运动锻炼，增强体质，哈哈。21年春
天我们是到五四举办了趣味羽毛球赛，获胜的队伍获得当晚聚餐的点菜权；今年春天我们原定到五四操场上举办气排球比赛，但当天正好遇
上了大雪，只能转移到康美乐进行趣味乒乓球赛。我们也邀请到了通班的几位老师一起参加我们的活动。而清北通班科研实训则是每年暑假
会举办的通班科研实践活动，包括科研前沿讲座、科研课题实习、还有后续的团建活动（去年是到怀柔参加了真人CS），由北京通用人工智
能研究院主要承办。而平时学期中我们也会组织一些导师交流午餐会，和通班的老师们交流学习、科研、生活上的一些话题。



通班的同学们都比较积极，每次组织活动大家会一起聚在35楼地下室讨论方案；虽然最开始班级人数不多，但整活能力还不错，加上北
大AI院靠谱的老师们的支持，和大家一起组织班级活动的效率和推进度都很高。

和同学间令我印象深刻的事，可能就是几次团建活动大家都玩的很开心吧。和清华同学们在一起玩，可以明显感觉到北大的通班同学更
加无厘头、更加放飞自我一点。还有印象很深的就是没想到大三还能荣幸拥有生推，之前两年都是元培的班级做的，今年是通班同学做的，
发在了通班的公众号上，获得了许多同学的生日祝福，非常感动。

Q：你在通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故事吗？

林昊苇：我最大的收获应该是对人生选择的思考。本科是个体从懵懂无知到确立未来方向的时间节点，而我也从大一起就不断地尝试向外

探索，获取更多的信息，寻找“自己究竟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的答案。我觉得通班给了我大量的信息和机会，让我在一场场前沿讲座里了解到不
同学术问题的前线，接触各种大牛并了解他们背后的成长故事。

印象最深的还是朱松纯老师本人的故事。在今年的1月5号，上午我考完了最后一场期末，下午参加了清北通班的新年班会，会上朱老师
分享了新年讲话，在提问环节我提了一个问题，想了解像朱老师这样的大科学家在探索“无人之境”时是如何面对低谷、沮丧和质疑的。朱老师
回答里个人经历的真情流露、情到深处的哽咽深深打动了我，为我在之后面对困难的道路上提供了很大的启发。

高二暑假来北大参加暑期学堂的时候，偶然看到了非常燃的《星空日记》微电影，讲述一位怀揣天文学梦想的青年同物质现实抗衡的青
春故事。白驹过隙，距离《星空日记》成片已经过去8年，世界早已一改当初的模样。现在的时代或许更加浮躁、更加焦虑、更加内卷，但我
相信属于那个黄金时代的青春爝火，依然可以在理想星辉下生生不息。我也希望今后可以在人工智能的道路上初心不泯，不断书写着属于这
个时代的“星空日记”。

相关链接

北大学科长廊 | 元培学院：博雅通识，交流共进



全新挑战！欢迎加入北大“通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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