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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算法已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生活？
购物网站用算法来为你推荐商品，点评网站用算法来帮你选择餐馆，GPS系统用算法来帮你选择最佳
路线，公司用算法来选择求职者⋯⋯
当机器最终学会如何学习时，将会发生什么？
不同于传统算法，现在悄然主导我们生活的是“能够学习的机器”，它们通过学习我们琐碎的数据，
来执行任务；它们甚至在我们还没提出要求，就能完成我们想做的事。
什么是终极算法？
机器学习五大学派，每个学派都有自己的主算法，能帮助人们解决特定的问题。而如果整合所有这些
算法的优点，就有可能找到一种“终极算法”，该算法可以获得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知识，这也
必将创造新的人类文明。
你为什么必须了解终极算法？
不论你身处什么行业、做什么工作，了解终极算法都将带给你崭新的科学世界观，预测以后的科技发
展，布局未来，占位未来！

Page 2



《终极算法》

作者简介

Page 3



《终极算法》

书籍目录

Pag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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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科普书，给小白一个宏观框架，对已有一些背景知识的人也有启发，就是比喻太多太啰嗦，文字
给人感觉也比较乱⋯⋯我是粗略读完因此也不知道是作者还是译者的锅
2、翻译完全就是渣渣，反正至少是一个完全没有机器学习甚至计算机背景的人翻的。
3、如果你想了解人工智能，那么，此书是必读书目~
4、神作。大道至简。
5、其实是人工智能从商业化的数据驱动重归人脑研究与模拟，可与Jeff Hawkins的《智能时代》互为参
照。可惜这本书到了后面就不科普了，不知道是翻译的问题，还是作者表达能力所限。
6、1986年前后，另一种基于统计的人工智能方法开始战胜模仿人类认知的逻辑方法，类似阿尔法狗的
产品通过特定目标和大量数据得到训练后打败人类，智人的未来摇摇欲坠
7、翻译渣就算了，连公式都能翻错。。。
8、机器学习的五大学派讲解，深入浅出。
9、麻痹的，没见过这么烂的书，整篇谈什么我们应该搞终极算法，夸夸其谈，不知道说些什么，例
子也是相当凌乱，硬着头皮看了前2掌实在看不下去了，劳资很少这么生气，最讨厌这种起特别的名
字当作噱头的书里了，这本书应该叫《机器学习算法的重要性》，叫什么终极算法，明显误导别人。
而且还说比尔盖茨年度推荐、什么google x微软研究生密切关注，麻痹的，密切关注的肯定是机器学习
算法，不是这个什么终极算法，而且终极算法目前根本不能这么说没这东西，简直气死劳资了，能有
点质量么。
10、概念的普及，但还是得懂点数学和编程
11、惊奇地发现作者归类的五个学派里包括了研究生时期反复学不懂的进化和贝叶斯，然后需要统计
的背景和编程去实现，于是洗洗睡比较适合我，这是一本很有趣的综述啊！
12、早上在地铁读的，没基础，完全当成小说看了，看完也都忘了。
13、翻译的能力有待提高，完全不能够理解作者想表达什么
14、翻译奇差
15、应该是本不错的原著，但是翻译的实在不忍卒读。我承认我没看完，以后看原版吧，唉！
16、科普
17、perfect，take me to new level！
18、评论发不出。回头再试试。对于和作者思想有共鸣的人来说，还是能尽量撇开糟糕的翻译，一窥
作者风趣而系统的描述的。总算也达到了王小波所说的两个条件里的一个：信息量大。
19、在迷宫般的机器学习算法中画出一副地图
20、深入浅出, 很好的人工智能入门读物
21、原著很好，翻译极烂
22、翻译的有问题吗 有些地方感觉有些前后不连贯
23、#2017年读书#第二十六本：终极算法。花了周末一天时间，总算啃完这本全面而深邃且幽默的各
流派算法介绍以及作者对于终极算法和人工智能的预言。尽管对于统计学薄弱的文科生来说只能掌握
十分之一，蛋放下书的那一刻还是觉得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即为好书。读着读着，能够在渣翻译里
找出一些校对错误，算是对我大脑学习一点小犒赏了。要再多查点资料，再细读一遍。
24、这翻译看的脑瓜子嗡嗡的疼。
25、不知所谓
26、这本书除了翻译渣之外，可以说真是让人爱不释手，很喜欢作者这种幽默的专家。
27、中文版的翻译简直是垃圾，原著写的很好。科普性其实不高，因为没学过基本看不懂。
28、在对AI未来的描述，少见的站在看好人类的一面；在对5个学派的分析上，见解独到，构建终极算
法的雏形上是一般学者会想到的内容，既然作者说已经在应用相关的算法运算了，其运算效率待于论
文进一步的支撑。对于想了解机器学习该书的同学，推荐阅读该书，就是译者对于部分章节有些粗糙
。
29、很全面，很文艺。开始很好读，中间有些难度。可能因为两个原因：1，不是所有的技术问题都能
用纯文学的类比方法给出容易的理解，有时恐怕我们不得不学习数学；2，翻译确实是个问题，我看
很多人的评论都支持这个感觉（不过我没对照原文版，请自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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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真心的，读着读着就完全看不懂在说什么了，不知道是不是翻译问题，感觉就不像通畅的中文，
乱七八糟的。
31、翻译毁了，词不达意，根本看不懂，看了一半暂弃⋯⋯
32、机器学习的科普读物，将其分为五大模块：推理证明的符号学派、以神经网络为代表的联结学派
、以遗传算法为代表的进化学派、主打概率的贝叶斯学派和最“懒惰”的类推学派，最后总结出来了
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终极算法（逃
33、有点乱糟糟的
34、看着很累，翻译太糟糕。
35、要发起一场革命，你并不需要博士学位，洞察力和坚持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大卫科普设计出一种算法，能够通过选择并重组著名作曲家作品中的一些片段，创造出带有这些作曲
家风格的新的音乐。我在几年前参加过一个会议，他演奏了莫扎特的三个片段：一段来自真正的莫扎
特，一段出自人类作曲家模仿的莫扎特，一段来自他自己的系统。然后他让听众为真正的莫扎特投票
。沃尔夫冈胜出了，但计算机打败了人类模仿者。这是一场人工智能会议。
当下，多数人没有意识到有多少关于他们的数据正在被收集，以及潜在的代价和利益是什么。各家公
司满足于继续神秘地完成这件事，因为担心引发谴责。但谴责迟早会发生。最好让人们现在树立意识
，选择该分享什么，不该分享什么，以及如何、在哪里分享。
36、翻译得太差，难道是用终极算法翻译的？
37、终于“硬着头皮”把这本书（粗）看完了，内容不错挺科普，但真心不推荐，原因：1.翻译太硬
，有些地方逻辑读不通；2.专业内容和谚语引用太多，但全篇半个注释都没有（也许是我看的版本没
有），想细度都要一个个查；3.由于上面两个原因，读起来太累。
38、读了原版后再看手里的汉版，感觉自己损失了几十块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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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2017年被称为所谓“人工智能落地”的一年，甭管是真的还是概念上的吹牛逼，作为一个曾经粗浅
地借用机器学习算法开发过推荐系统的程序员，以及对人的学习也很感兴趣的人，今天，我们就一个
两者的一个侧面：学习，来谈谈两者对比带来的启发。以下观点非学术观点，算是个人基于现有材料
与个人经验的一个小讨论。各位看看就好。01 人的学习关于人的学习，我之前一直强推的学习科学的
集大成者：《为什么学生不喜欢上学？》讲的就很不错。我们拿三个点，一个是人的学习的“硬件基
础”、一个是人的学习过程、一个是人的学习的结果来说说人的学习的特点。首先，人的学习“硬件
”，主要是两个，一个是短期记忆区，一个是长期记忆区。人在学习的时候，新事物先进入容量非常
有限的短期记忆区，只有经过重复、刻意练习之后，知识以及知识之上的理解才会进入长期记忆区间
这个资料库。其次，人的学习过程是连续的，也就是说，新的概念，都是建立在已有的知识基础上的
。对于全新的领域，如果我们一无所知，理解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某种意义上说，领域越新、同时没
有“元知识”，即大部分学科共有的科学、哲学基础知识，学起来也很散乱，难以突破知识的“表层
结构”达到深层理解。最后，学习，无非是从菜鸟到专家。就这个学习的结果而言，专家比菜鸟强的
地方主要在于两处，一个，是对事物的理解更加抽象，更容易发现问题的结构与事物的模式；一个呢
，就是这种模式愈发标准化，或者说收敛到某个信息节约的知识结构标准。（后面这一点的解释：专
家和菜鸟对知识都会形成结构，但专家们的结构在抽象上更加接近为一种更合理、效率更高、更标准
的知识结构，菜鸟的知识结构则是浅层的、具体的甚至错误关联的。）02 机器的学习现在的人工智能
，和大多数大学科（比如人格心理学）一样，都是由几个大的派别分立支撑的，每个派别都有着自己
独立的解释范式与实践手段，在达到最终目标——人工智能的路上，分歧是非常明显的。比如符号学
派，核心在于推理。怎么推理呢？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规则集，以“如果⋯⋯那么⋯⋯”为规则，推定
一个概念的支撑条件。把这个规则集图形化，就是典型的决策树。比如有个游戏，心里面想一个数字
，固定回答次数猜数字，只能回答“是”与“否”，游戏里面我们可以问，这个数比xx大吗？/比xx小
吗？根据很简单的数学推理，我们就能够确定最快猜出的决策路径和最小需要的次数。比如联结学派
，其代表算法，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多层神经网络），就相当于一个过滤器，对于通过这个网络的
信息，通过加权的奖惩机制，形成特定的认知结构。比如进化学派，其主要参考思想是生物的进化—
—当然，在算法里面，则是认知结构的进化。对于进化产生的每一代认知结构，我们都是择优录取
（PS：父代的结构和子代的结构也同时参与竞争），最后，进化几千几万代，选择出符合目标的最好
的结构。比如贝叶斯学派，基于简单的贝叶斯定理（以及其某种意义上的扩充：马尔科夫链），依托
于背景信息（包括主观倾向），根据相关联的新信息不断调整原有的结构以改善认知。比如类推学派
，基于相似性事物的相似性定义空间距离，由此及彼地进行学习。（PS：之前构建的推荐系统的主算
法就是基于相似性的协同过滤算法，混合式的。）——虽然路径很多，但归根结底，机器学习都是基
于统计上的连续性（有些事物表面不连续，但深层是连续的，这种连续性很可能是一般统计理论难以
识别的），力求发现事物的深层结构与模式。03 从混沌到模式再到直觉发现模式、从无序中构建秩序
，不仅仅是学习，也是事物逆向演化的一般逻辑：从高熵演化到低熵。这也提示我们，所谓的学习问
题，在更基本的层面上，是个演化的问题，或者说计算的问题。（计算主义）曾经有人将“大师”，
也就是专家和大数据处理做对比，谈到一个很通俗的观点，就是“大师”之所以聪明，其实是因为他
见的多了，比一般人拥有更丰富的人生经验——这和大数据多么相似！所以，大数据，就是用计算机
再造“大师”。这个类比当然值得思考，比如我们还可以说，人的学习和机器的学习，归根结底都是
数学的——数学的主要目标，就是在发现更基本的结构和更深层的模式。（比如非常基础的基于对称
性的群论，就是典型的研究结构与模式的数学，一个结构通过各种映射演变为别的结构，其对称性是
以何种形态保持的？这些对称结构组成的是什么群？不同的结构是否只是表面的不同并且只是某个更
基础的结构的帷幕之一角？）当学习本身结构化之后，对于机器和人，都可以称之为一种“直觉”。
比如对于人的微笑的识别，我们仅凭直觉就可以辨识，而无需从头开始，进行还原主义式的分析与组
合。联想到专家和菜鸟的差别——专家哪怕是任凭直觉瞎猜，也比菜鸟要快、也要准确地多，这便是
因为专家已经具有了内在的知识结构。04 终极算法与智能形态今年刚出的《终极算法》这本书里，作
者作为一个浸淫机器学习领域数十载的专家，提出了一个猜想，那就是：对于现今分立的各个机器学
习流派，是否存在一种终极算法，可以将这些流派综合、统一起来？我们元思考一下，发现作者这样
的想法，也算是“数学思考”了，那就是力求在不同的知识结构中，寻求一种更基础的结构，能够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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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已知的几大结构与看法。这本书虽然是科普，但对于对机器学习毫无了解、数理知识一般的人来说
，我认为并不好懂。（比我这篇“深度阅读”难得多。）作者的谈到的所谓“终极算法”，总的来说
，是一种从微观结构建立到宏观结构修整，结合了逻辑与概率两条进路，博采于各家的“混合算法”
。但是，如果你对人工智能的研究历史略有了解，你会发现，某种程度上说，作者所要寻找的“终极
算法”，算是一种研究上的回归。怎么个回归法呢？其实，人工智能在早期的时候，确实如大家所想
，是一种仿生化、建构主义的研究——比如，模仿人脑来进行机器学习。但是，人脑又是怎么学习的
呢？意识的形态是怎样的呢？人类智能究竟是怎样一种智能呢？——这些，都是哲学问题，或者说，
随着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这些又变成了某种语言学、逻辑学问题。后来，商业驱动人工智能发展，简
单粗暴的机器学习算法（比如基于马尔科夫链的语音识别、机器翻译）比这些建构主义的方法有用地
多，人工智能也逐渐变成了数据与算法驱动。随着支撑其的几大领域成熟，现在，我们又站在了一个
汇聚点：综合这些方法。而这种综合，你仔细一看，其实就是构建一个弥补了人类认知缺陷（比如记
忆空间、线性推理速度、并发吞吐量等）的超级大脑模型。——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人类学习与机
器学习的大综合。这种综合但是又类似人脑的智能形态，究竟是怎样的智能形态？这种智能形态的完
成，是真的突破奇点，造出了上帝吗？这种可以自主进化的“机器”，算是智能的顶峰同时也是智能
的终结吗？以上只是猜想。*本文首发于公众号：罗文益罗文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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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终极算法》的笔记-第70页

        所有知识都可能通过某个单一算法从足够多的数据中获得。来自神经科学、进化论、物理学、统
计学和计算机科学的论证。知识*算法=X，U(f)=0，在特定领域，具备更多的知识的算法需要的数据
更少。物理定律可能是终极算法，由此衍生出更多的理论。

2、《终极算法》的笔记-第28页

        算法是一组精确的指令，可最终被拆分为一个个的逻辑运算。普通算法的缺点是难以应付复杂性
怪兽。机器学习算法是根据数据和结果反推出算法，实质是自动生成了一系列的逻辑或者说是规则或
者说是知识。这就解决了传统算法所面临的复杂性问题。商业领域：人工-》系统程序-》机器学习。
在科研、政治、国家安全有很多应用和价值。机器学习带来的将不仅仅是新的文明时代，还是地球生
命进化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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