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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图模型：原理与技术》

内容概要

概率图模型将概率论与图论相结合，是当前非常热门的一个机器学习研究方向。本书详细论述了有向
图模型（又称贝叶斯网）和无向图模型（又称马尔可夫网）的表示、推理和学习问题，全面总结了人
工智能这一前沿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为了便于读者理解，书中包含了大量的定义、定理、证明、算
法及其伪代码，穿插了大量的辅助材料，如示例（examples）、技巧专栏（skill boxes）、实例专栏
（case study boxes）、概念专栏（concept boxes）等。另外，在第 2章介绍了概率论和图论的核心知识
，在附录中介绍了信息论、算法复杂性、组合优化等补充材料，为学习和运用概率图模型提供了完备
的基础。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和科研单位从事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模式识别、信号处理等方向的学生、教师
和研究人员的教材和参考书。
== 序 言 ==
很高兴能够看到我们所著的《概率图模型》一书被翻译为中文出版。我们了解到这本书涵盖的课题已
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兴趣。已有众多中国读者写信向我们解释这本书对于他们的学习的重要性，并希
望获得更易理解的版本。随着众多来自中国研究机构或国外研究机构的中国学者署名或共同署名的文
章的发表，中国研究者已在概率图领域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些文章对于概率图模型领域的发
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相信《概率图模型》中文版的出版将帮助许多中国读者学习并掌握这
一重要课题的基础。同时，这也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学者应用概率图模型思想的能力，并为这一领域的
发展做出贡献。
本书的翻译工作由王飞跃研究员主导，并得到了王珏研究员及其众多助手和合作者的支持。这是一份
历时 5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努力，我深深地感谢该团队所有为本书翻译做出贡献的人员。我尤其希
望借此机会感谢王珏研究员——一位中国机器学习领域的开拓者。王珏研究员是此项翻译工作的十分
重要的推动者。没有他的支持，没有他的众多杰出的机器学习领域的学生的帮助，可能这项工作到现
在还没有结果。很遗憾王珏研究员于 2014年 12月死于癌症，终年 66岁，已不能看到他努力的结果。然
而，他的思想活在他的学生们的工作中，与本书的出版同在。
Daphne Koller
（复杂系统管理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王晓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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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翻译比较差，有很多基础性的错误，使人不得不怀疑译者是不是缺乏基本的素养......建议读原版，
译本可以充当参考。
2、这本书有点重 携带不方便 内容较专业 适合有一定基础的
3、导师建议读的书，我说大陆有翻译版出来了，他说，啊，这么快，但还是读原版，不要读翻译的
。可是，原版读的好困难啊啊啊
4、翻译太差。编辑有很多明显的错误。
5、看不下去。纸质很好。
6、翻译非常直，感觉像人肉机翻，语序都不知道换一换，读起来很不通顺。很多小错误，包括漏符
号和下标写错，不看原版的话根本看不懂。
7、这种姿势水平高且块头很大的书，翻译起来确实很有困难⋯⋯翻译版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小毛
病，这说明了读者学好英语的必要性。目前机器学习领域发展的很快，研究者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加
油学好英语看原版教材看文献，方能跟上潮流～
8、翻译得实在是坑人啊
9、比较喜欢的一种风格，一步步看下去，渐入佳境，机器学习必读吧，翻译虽然有些许瑕疵，但是
鉴于首版且是大书，表示理解。王飞跃翻译，个人还是感觉比较靠谱，强烈推荐读读，尤其是学习机
器学习的同志，读后必然对机器学习有了更为深刻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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