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的人工智能，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地要“讲中国话”。从语言学层面说，它应该理解中国话的丰富、微妙和深刻，不应该再闹出“胸有成竹”就是胸前长出几棵
竹子的笑话；而从价值观层面说，中国的人工智能应该为中国人思考、为中国人服务，这才叫作“讲中国话”。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这就要靠语料库了。语料库是人工智能的粮食和养料，两台一模一样的电脑，使用一样的算法，但是用不同的语料库“喂养”，结果必然
是大相径庭。

上周，长江日报《读+》周刊专访了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林咏华，智源研究院由科技部和北京市支持，依托北大、清华、中国科学院、百度、
小米、字节跳动、美团点评、旷视科技等北京人工智能领域优势单位共建，前不久发布了中文互联网语料库CCI3.0（Chinese Corpora Internet，简称CCI）。

读+：在智源的网站上，将语料库称为人工智能的
“压舱石”，为什么这样说？

林咏华：人工智能大模型是“三驾马车”，数据、算法
和算力，数据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块。从算法来看，现在
大家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最终模型的性能还是跟这
个模型学到了什么样的语料很相关。

就如同小孩子的成长，和他吸收了什么样的知识，
这些知识的质量高低以及全面性、认知正确性有很大关
系。其实这些都是外界给孩子的输入，包括课本、老师

的讲解，以及他听到看到的所有，等等。跟这个类比，实
际上数据就扮演了人类成长过程中外部给他的知识，这
个道理几乎是一样的。

所以说语料库是人工智能的“压舱石”，这是从第一
个维度“知识输入”来讲的。

第二个维度是，咱们在学习一个知识的时候，它正确
与否也很重要。老百姓去查一个医疗问题，查到的到底
是民科的解释、没有经过核实的解释，还是专业的解释？
所以对于同一个知识点，它的来源也是很重要。这就涉

及语料库的质量和正确性，它决定了大模型通过训练之
后，能不能够生成正确的判断、正确的认知。

第三个维度是价值观的输入。在这么多的数据语
料里头，它会有一些不同的价值观，这些不同的价值观
如果输入到大模型里头，大模型就会直接去学，没有人
会告诉它今天学到的价值观是正确还是错误。因此我
们一开始输入的语料，最好就是一个正确的、合适的世
界观、价值观，从这个意义来说，语料库就是人工智能的

“压舱石”。

语料库是人工智能的“压舱石”

中文语料库会收录《四库全书》吗
读+：2023年初发生的“麻婆豆腐”“胸有成竹”等问

题，是因为当时用的是英文语料库吗？
林咏华：这是一个“文生图”问题，属于图文跨模

态。在训练这种“文生图”模型的时候，就需要海量的图
片，再加上对这个图的一个描述。当时很多的模型，它
的数据是来源于一个叫LAION的数据集，这是全球最
大的一个数据集，人家把五十亿个图文对的数据开源出
来，由国际上一个非营利组织在2021年开始构建，对全
球的图文模型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如果当初没有50
亿条训练数据作为启动的基础，大模型不可能有今天这
么强的“文生图”能力，但是我们发现，这个数据集里超
过95%的图文对是英文的，中文的图文对在当时很少，
并且它的标注质量很低。

以咱们的中国画为例，我看到有各种各样的牡
丹，但它的标注就只有短短的几个字，中国画。至于
这里画的是一棵中国的牡丹，包括它是什么颜色、多

少头，这种很细的细节，它都缺失了，所以这就导致了
在 2023 年之前，高质量的中文描述图片语料就特别
少。

但是大模型有很强的跨语言能力，训练语料里头没
有中文，但它会自动把英文的意思给转成中文的描述。
面对“麻婆豆腐”，可能在它的训练数据里头没有四川那
盘麻婆豆腐的图片，但是它会用跨语言能力去把麻婆豆
腐进行解读，然后在英文的图片里面去寻找英文麻婆豆
腐匹配的图片，于是它就会出现长了麻子的老太太和一
盘豆腐。

所以在2023年年初，国内第一批中文大模型上线，
大家进行各种各样的测试，发现它不能够很好去理解

“中国话”，智源研究院当时比较紧急地启动了一个公益
项目，连同国内几十家厂商一起去发动构建中文互联网
语料库，我们都把我们手上认为有价值的中文的数据放
在一起。

读+：现在这个语料库已经迭代到3.0，在世界上是
什么水平？

林咏华：CCI3.0 已经成为最大的全球高质量中文
数据集，有1TB的数据，应该说是初步解决了高质量中
文语料缺失的问题。但是我们觉得还不是足够。今年
上半年国外发布了Llama3语言模型，它用的数据量已经
是十几TB了。我们觉得缺失的，是一些高质量的、大量
的文献数据，因为这些数据很多都有版权的制约。

读+：咱们的语料库会收录《四库全书》和《三体》
吗？

林咏华：《四库全书》这样的公版数据应该都在里
头，但是非公版的书籍必须考虑版权问题，我们自然不
会故意去把非公版的数据放到我们的语料里头，但是我
们的语料的确很庞大，在互联网上抓取的网页里可能有
某一篇文章内嵌了这些内容，我们难以完全避免。

【
访
谈
】

要让AI“讲中国话”，必须建好中文语料库
——专访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林咏华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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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发现更多

应对不确定和不连续
奇幻、玄幻、科幻，你喜欢读哪一种？为什么不少企业家推

崇《三体》？
周末读北京大学管理学教授路江涌的新书《科幻中的战略

思维》，他写道：科幻小说更注重用科学理论解释虚构事物的合
理性。其中以描写新技术、新发明给人类社会带来影响的科幻
作品被称为“硬科幻”，以哲学、心理学等人文学科为主的科幻
文学被称为“软科幻”。无论软硬，都要求具备“逻辑自洽”“科
学元素”“人文思考”三要素。

科幻大师海因莱因曾提出一个区分科幻和奇幻／玄幻小
说的方法，他说：科幻小说的作者要能够解释，这件事是怎么发
生的，你应该怎么做，而奇幻／玄幻小说的作者不需要解释。

中国的科幻小说早在20世纪初就有几次小高潮。1902年，
梁启超写了本书叫《新中国未来记》，后来鲁迅也翻译了凡尔纳
的科幻作品《从地球到月球》，等等。

《科幻中的战略思维》书中有一些深入的思考和洞察，比如：
科幻小说里最常见的挑战是不确定性和不连续性，反观人类文
明史，又何尝不是一部“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在不连续性
中创造连续性”的历史呢？

本期读+采访和讨论建设中文数据语料库，中国的人工智
能要解决中国的问题，AI大模型要说中国话，同样也体现了应
对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和不连续性的战略思考。

王永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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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胸有成竹”“麻婆豆腐”
的尴尬说起

说起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人们不该忘记那尴
尬、遗憾的一幕。

在GPT第一波大潮拍岸而来的时候，一批中国GPT也随
之起舞。人们振奋欣喜之余，好奇地上手体验，不料出了一些
笑话：输入“麻婆豆腐”，生成的图片是一位有麻子的老太太和
一碗豆腐；输入“胸有成竹”，生成的图片是胸前长出几棵竹子。

人们又用“夫妻肺片”“车水马龙”去测试，结果还是笑话。
好在，哄笑之余，自嘲之余，该做事的还是要做事，该调整

的自然也要调整。中国人工智能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大方向
没问题，最初几步虽然走得还踉踉跄跄，但确实是在追赶世界
先进水平。

承认技不如人，这不丢人。更重要的是，有识之士看到了
差距，开始奋起直追。人工智能三大关键：数据、算法、算力，每
一项都不能有短板。而“胸有成竹”“麻婆豆腐”等问题，正是源
于数据，也就是语料库问题。

AI 大语言模型，是由具有许多参数（通常数十亿个或更
多）的人工神经网络组成。其基础是人类已经产生的各类知识
产品，包括各类公开发表的或在网上出现的报纸文章、著作，以
及各类网文、帖子等。国外大模型能先领风骚，主要依赖于英
文语料库；如果中国的大模型AI发展要获得突破，必然要依赖
于中文。全球目前最有科学性和经过验证的语料来自学术资
料库，包括期刊等出版物，但遗憾的是，在这些载体上发表文章
的语言绝大部分是英语。

2023年11月29日，智源研究院联合拓尔思等单位共建的
“中文互联网语料库”CCI1.0正式发布，规模为104GB，中文互
联网语料库是在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专
业委员会数据集工作组、北京市委网信办、北京市科委、中关村
管委会、海淀区政府的鼎力支持下构建的，旨在为国内大数据
及人工智能行业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的语料资源，共同推动大
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健康发展。

今年4月，迭代到CCI2.0，规模约500G，涵盖1.25亿个网
页；今年9月，发布3.0，规模1000G，收录超过2.68亿个网页，涵
盖新闻、社交媒体、博客等多个领域。

“弱智吧”是优质数据吗？
1000G，似乎不算多啊；现在一部蓝光电影，可能就有几十

G；普通的办公电脑，硬盘也有1000G。那么，1000G的语料库，
可以涵盖多少数据呢？

《四库全书》8亿字，换算成电脑字节，还不到200M；五部
《四库全书》加在一起，也才1G。一个文本语料库，不需要保留
格式、图片，那么1000G已经是相当惊人了。

在语料库建设热潮中，还出现过一个有趣的说法，被誉为
“最大原创段子手孵化地”的百度贴吧“弱智吧”，竟成了“最佳
中文AI训练语料库”。

据说，由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和众多高校组成的联合
研究团队，前往知乎、小红书、豆瓣、百度贴吧等社交平台取材，
以提升大模型对中文指令的理解和响应能力。其中，“Ruo-
zhiba（弱智吧）”数据集在头脑风暴、分类、生成、总结等八个评
测项目中夺得最高分，且总评分稳居第一。

“弱智吧”有各种段子、双关、谐音、反转、幽默，比如：“老头
哭了是因为老头乐坏了”“刘备被称赞爱民如子，将围观群众挨
个摔倒在地”“每天吃一粒感冒药，还会感冒吗？”“我买了一斤
藕，为什么半斤都是空的？”

有专家认为，“弱智吧中的帖子有不少脑筋急转弯和双关
语，包含更复杂的逻辑，并且表达简洁干练，数据较为干净，属
于一种高质量数据。用这样的数据训练出的大模型，在部分场
景的确会让人感觉逻辑推理能力更强。但在解决实际问题时，
往往需要更广泛地覆盖不同场景和类型的数据”。

一个大模型，如果听不懂这些俏皮话，人们会觉得它不够
聪明；但是，要是一个家伙开口闭口都是“抖机灵”，那未免过于
油腻，而且要这么个家伙有何用呢？现阶段人们使用人工智
能，主要还是希望从中得到工作、学习上的助益。

业界共识是：更为严谨的并获得反复验证的百科全书式知
识信息，才是大语言模型最为可靠的语料库。

林咏华在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智源CCI不
排除段子，但是没有刻意去收录“弱智吧”的数据。

破解中文“数据孤岛”还需各方努力
读+：有一种说法，认为中文语料库的数量质量不

如英文，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林咏华：全球使用中文来写的数量大概是在5%，很

多的统计都有类似的结果，因为直接用中文来进行创作
的数量本身就比英文要少很多，所以中文的数据集天然
会比英文的要小。

质量上，长期以来，语料数据集的积累和开源基本
上都是在国外做的，他们在做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只是
关心英文语料的质量，比较少去关心其他的语言的语料
质量，所以我们联合其他团队一起奋起直追，要去解决
这个问题。

不单是智源发布了中文语料库，其他的单位也有在

做。大家整体都是向更大的、更高质量、更多样性的语
料库方向去往前走。

一方面我挺开心，我们3.0的语料库跟其他已有的
中文开源语料库相比，训练之后得到的模型在中文质量
上能力上更优；另一方面，我们也觉得很难一家去把整
个问题解决，最好是出现更多的高质量中文语料库，让
不同的企业可以去做更多的选择。

读+：还有一种说法，语料库爬取的都是网页，但实
际上近10年来，中国互联网很多数据是在移动端，说白
了就是在手机上。

林咏华：这个是“数据孤岛”问题，确实存在。自

2013年到2024年，11年间的全球主要网站网页内容语
言使用历史趋势，中文网页的数量从4.3%下降至1.3%，
下降高达70%；中文资讯已越来越“去网页化”，向移动
互联网平台高度迁移。在这十余年中，我国9亿多网民
迁移至各类移动互联网平台，而迁移背后，各家移动平
台为了建立“数据护城河”，先后主动切断与传统网站网
页的数据连通。高质量的信息更少出现在网页，更多的
可能出现在App里头，例如微信等等。

所以这也是我们觉得需要继续推动的事情，怎么样
可以让这些互联网企业愿意把这种高价值的数据“取之
于民，用之于民”，我们也会持续去推动，希望这些声音
能够被立法所考虑。

前沿观点集萃
生成式人工智能突飞猛进，使得中国学者开始关

注、思考语料库问题，《读+》在此摘编介绍其中若干有
价值的观点。

国家语料库是重大文化资源

许多国家都将语料库建设视为重要的基础工程，并
建设了国家语料库。比如，英国国家语料库于1991年
开始建设，1994年完成第一版，此后在2001年和2017年
相继发布了第二版、第三版，规模为1亿词。美国国家
语料库2003年发布第一版（规模为1110万词），2005年
发布了第二版（规模为2200万词），2006年以后开始专
注于开放的语料库建设。韩国政府于 1998 年启动了

“21世纪世宗计划”项目，建设2亿词单元的韩国国家语
料库，如今已经完成。此外，俄罗斯、匈牙利、泰国、爱沙
尼亚等国家也都建设并发布了各自的国家语料库。

我国语料库的建设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起步，目前
已建成了多个汉语语料库，如几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独立
建设的规模不等的语料库，但是由于这些语料库在建设
之初或多或少存在临时性、局部性、短期性、功能单一性
等限制，缺乏长远考虑和全局性设计，未能全面反映国家
通用语使用的现状。需要指出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语料库采样不平衡，多为书面语语料，缺少口
语语料。比如，目前在汉语学界使用率很高的某语料
库，其当代语料中报刊语料的占比高达70%以上，而口
语语料占比不足0.3%。有的语料库仅将某一年度的微
博文本作为口语语料，有的很大规模的语料库甚至没有
收录口语语料。

其二，样本大小未加以控制，同等规模的语料库文
本覆盖面较窄，影响了语料库的平衡性与代表性。比
如，有的语料库对现当代作家作品全文收录，而标准的
平衡语料库应避免同一作者的文学作品过多、过长、比
重过大，否则会影响语料库的平衡性。如英国国家语料

库最多只从单一作者作品的不同部分中抽取45000词
的样本。

其三，语料库没有或缺少定期更新计划，难以进行
基于历时平衡语料的研究。

其四，语料媒体形式较为单一。国内现有大型语料
库中的语料多为文本形式，多媒体形式的语料库规模均
比较小，取材受限，无法反映汉语使用的全貌，尤其是鲜
活口语使用的面貌。处于国际研究前沿的基于“多媒
体、多模态”语料库的研究越来越多，但国家通用语的多
媒体、多模态语料库的建设仍相对滞后。

其五，语料库应用系统功能不足。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张伯江、语言研

究所副研究员张永伟）

语料库建设必须破解瓶颈

ChatGPT等国外模型训练语料主要取自英文语料
库，来源主要包括维基百科、新闻报道、社交媒体、电子书
籍、论坛帖子等，中文比重不足千分之一，英文语料占比
超过92.6%。由于中西文化的源头、演进路径不同，导致
国外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可能对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多
样性的认识不充分，生成交互信息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往
往带有局限性和片面性；同时，大模型对不同国家地区用
户输入内容的语言习惯、表达方式在理解和处理方面也
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从而进一步加大误解风险。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语料库建设虽然取得一定发展
成果，但总体水平还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要全面推动
语料库建设向深度、广度拓展，必须破解其发展中所面
临的诸多瓶颈。

一些商业数据平台出于商业利益考虑，在长期发展
过程中已经形成自己的数据壁垒，数据开放、共享共用
难度较大，难以作为语料基础平台。国内不少商业大模
型团队利用私有数据库建设数据集，例如百度的内容生

态数据、腾讯的公众号数据、知乎的问答数据、阿里的电
商和物流数据等，这些花费不菲的商业数据集难以作为
开源资源免费提供给其他组织机构共享。此外，语料库
内容还受制于知识产权保护，一些是由于语料库设计不
合理导致，比如因收录大量全文而引起的版权问题，限
制了语料库的对外开放，另一些问题则与版权保护制度
有关。现实中语料内容的知识产权保护会对语料库建
设和共享造成一定限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李栋）

让人工智能具备“汉语思维”

目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多带有一定的“西方
思维”色彩。因此，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人工智能
需要关注“汉语思维”，提供具有汉语意识的技术刻画方
式和行之有效的技术实现路径。

汉语语言语法结构复杂，词汇量丰富。因此，在“汉
语思维”同自然语言理解与自然语言生成相关联的过程
中，需要关注汉语语法、词义、语义和语用等，需要深入
理解汉语的语言和文化背景，尤其要考虑我国用户的文
化习惯和心理需求。我们可以通过收集和整理不同领
域和语境下的汉语文本进行语料库建设，然后依托语料
库中的大量语言数据来训练模型，并将其应用到机器翻
译、语音识别等领域。

在“汉语思维”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汉语的音
调、声调和语音变异等问题。此外，还需要考虑汉语的
方言和口音等因素。比如，汉语中有许多词汇在不同语
境下的发音和语调是不同的。建立一个汉语语音语料
库，可以帮助语音识别系统更好地理解和分析汉语语音
信号。此外，还可以在语音库中加入成语、俗语、习惯用
语等固定搭配的语音样本，帮助系统更好地识别这些表
达方式。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许文胜等）

林咏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