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说图灵是人工智能之父？ 

 

艾伦-图灵是英国著名的计算机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是人工智能的真正创始人。 

 

图灵很小就展现出过人的数学和科学天赋，在 16 岁时就可以读懂爱因斯坦的著作。1936 年，

年仅 25 岁的图灵发表了一篇划时代的论文《论可计算数及其在判定问题上的应用》[1]，文

章提出了被后人称为“图灵机”的通用计算模型，为现代计算机的诞生准备好了理论基础。

二战以后，图灵直接参与了早期计算机的研制工作。没有计算机的诞生，也就没有人工智能

的开端。从这一点上看，图灵是为人工智能准备工具的人。 

 

 

图 1：16岁的艾伦-图灵（1928） 

 
 

1948 年，图灵给出一篇称为《智能机器》的报告[3]，提出了用机器实现智能的可能性，并

探讨了若干实现方法。例如，他认为可以设计一个通用机器，象教小孩子那样教它一步步成

长，这是机器学习的朴素思想。他还提出，可以通过奖励和惩罚来对机器进行“教育”，这

是早期的强化学习思路。他甚至还提出了通过模拟生物进化和群体活动来实现智能的方法，

成为演化学习思想的最初萌芽。这些天才思想是人工智能发展之初的第一笔精神财富，直到

今天依然指导着后人。从这一点上看，图灵是为人工智能奠定思想的人。 

 

 

1950 年，图灵发表了另一篇重要论文《计算机器与智能》。在这篇文章中，图灵探讨了机

器智能的判定问题，提出了后来称为“图灵测试”的假想实验。通过这一假想实验，图灵用

一种实验方式定义了智能，即如果我们不能将机器和人的行为区分开来，则认为机器拥有了

智能。这一定义让研究者摆脱了“智能”概念上的争执，设定了人工智能研究者努力的方向。

从这一点上看，图灵是为人工智能设计方向的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AF%E8%A8%88%E7%AE%97%E6%95%B8


 

 

图 2：图灵测试 

 

 

由此可见，图灵以一己之力为人工智能准备了工具、奠基了思想、指明了方向，是人工智能

当之无愧的创始人。 

 

2012 年，在图灵诞辰百年之际，《自然》杂志盛赞他是有史以来最具科学思想的人物之一

[4]。 

为了纪念这位伟人，计算机协会（ACM）于 1966 年设立图灵奖，颁发给在计算机领域做出

杰出贡献的学者，成为计算机届的诺贝尔奖。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7%84%B6_(%E6%9C%9F%E5%88%8A)


图 3：图灵诞辰百年 Nature 的纪念文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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