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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的计

算机科学系办公楼，傅晓明

教授所在的楼层中央摆着

一张大乒乓球桌。傅教授笑

称这是中国特色，毕竟研究

团队里亚洲学生占的比例

不低。 但他有规定，每天下

午 5?之后才可使用。

傅晓明是哥廷根大学
终身教授， 主要从事大数

据、云计算、移动网络等方

面的研究。与其他大部分在

德华人教授的经历不甚相

同，傅晓明是在中国拿到博

士学位后，才到德国，并得

到教授职位的。他是德国哥

廷根大学建校 270年历史

上第一位华人教授。 2018

年他又成功当选欧洲科学
院院士。

傅晓明教授团队目前

主要的研究项目是在云计

算、移动网络等领域。 而他

本人则有一半以上的精力

投入到大数据研究，在他看

来，将来社会“一定会往大

数据化发展”。

傅晓明

笸欧洲科学院院士

笸德国哥廷根大学终身教授

笸德国华人教授学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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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晓明 1994年获东北大学工业自动

化仪表专业学士学位，1997年获该校计算
机应用硕士学位，2000年获清华大学计算

机系统结构博士学位。
“来德国其实也是很偶然的机会。我在

一个国际学术讨论分发邮件里，看到了柏
林工大一位教授招研究人员的消息，其实

已过期一段时间了。我就写了个简短的邮

件，作了个简要的自我介绍，并询问那个职
位是否还在。也不算正式申请。没想到 3分

钟就得到教授的回复，欢迎我去，还附上了
他和助手关于我的讨论过程。”

当时，除了德国，傅晓明还有中国贝尔
实验室、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美国加州大学

欧文分校以及日本东北大学等科研院所的
选项。

德国教授 3分钟内的回信，却让傅晓
明犹豫了 3个月。“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

没什么期待，当时觉得无所谓去哪。我德文
不通，对德国也不了解。后来询问了一位曾

在德国做洪堡学者的教授，他力荐我去德
国。”

博士毕业半年后，傅晓明启程前往德
国。他先在柏林工业大学从事博士后工作。

一年半后，获聘到哥廷根大学担任助理教
授。虽然不是理想中的职位，但哥廷根这个

老城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我一来到这个
城市，不管跟谁打交道，工作上的人也好，

市民也好，大家脸上都充满微笑与自信，给

人一种阳光明媚的感觉，而且都愿意用英
语交流。”

与柏林相比，他更喜欢哥廷根。“柏林
那时候还不算是国际大都市。当时，我去外

国人管理局申请延签，因为人多，我从凌晨
三四点开始排队，到下午三四点才办好出

来。这个过程中，窗口的人不和你说英语，

态度也是冷冰冰的，维持秩序的人还常常
对等候的人无端训斥。”最初的这些经历，

给了他一种不适感。

尽管如此，傅晓明也没有否认在柏林
的工作经历给自己带来的提升。“不管是同

事的支持，工作上的合作互动，都非常好，
有了很多产出。我学到了很多，从研究的基

本方法，到团队合作，到如何指导学生，如
何将科研与产业应用结合……那时候也清

晰地体会到他们的工匠精神。”
柏林的工作经历，也奠定了他在这个

领域的诸多基础，包括人脉网络。有的同事

成为了自己的博士生，后来成为其他大学
的终身教授；有的成了欧洲定义互联网

未来发展的委员会成员。他也因为在一
次会议上认识了德国电信的朋友，后来

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那是一个
欧盟研究项目，他在该项目即将签约时

得到德国电信邀请，顶替突然退出的思
科公司。

    傅晓明的微信朋友圈，除了偶尔发一

些对时事的点评，大部分是对计算机科学、
人工智能等专业领域的分析，另一部分就

是他对教育的关注。中德两国大学教育的

区别，傅晓明亲身经历深有感触；另一方
面，他是教授，同时也是陪伴孩子成长的

父亲，他偶尔分享几张照片，是他陪伴孩
子到野外湖边踏青，看着孩子装备齐全学

习攀岩……
傅晓明有一个 7岁的儿子。笔者第一次

见到他的妻儿，是在哥廷根大学内举办的
2017年第十届中学生“汉语桥”德国预选赛

现场。在去往其办公室的路上，傅晓明教授
饶有兴致地谈起了对青少年儿童语言学习、

自我成长、待人处事的体会。

傅晓明的儿子那年 4岁，和许多同龄的

男孩子一样，好动，身体里有用不完的能量。
但是挺乖巧，在比赛现场不吵不闹。傅晓明

爱跟儿子玩耍、对话。在著名的挽鹅少女铜
像前的广场上，儿子一会儿骑在爸爸肩上，

一会儿拉着爸爸的手转圈。在咖啡厅里，儿
子鞋带松了自己不绑，说了句“爸爸，请帮

我绑鞋带”，傅晓明一边俯下身子一边回
应：“本来应该你自己来，但你用了‘请’字。”

看得出来，他此时的内心应是充满了喜悦和

欣慰。

3年过去，傅晓明的儿子如今已经上了
小学。但在他看来，孩子的学业似乎从来不

是首要“任务”。“开朗，敢于与外界接触”是
傅教授颇为看重的品质。

     傅晓明很喜欢哥廷根，

不仅因为这里环境好，生活
愉快，也因为哥廷根大学给

他的高度自由。“我在 2006

年拿到了 3个大学的终身教

授职位，哥廷根大学说很愿
意留下我，给我创造更好的

科研条件。我很感动。我想，
没有其他哪个德国的大学

会让我用英语给本科生上
课，要知道我到哥廷根大学

还是 15年前，而且我拿的是
非德国、非欧美的学位。在这

里，一切都由我做主。没有那
么多羁绊，也没有人对我的

事情进行过多的所谓评估和

考核。”
说到这里，傅晓明也谈

及德国和中国在教育方面的
不同理念。“德国的中小学看

上去简直是放羊，大学里才
体现出来孩子们中小学期间

在思考、动手和综合能力方
面积累的后发优势，有相当

一部分学生充满着求知欲和
创新意识，积极开朗地面对

挑战。对教师而言，大学里并
没有指定每年要完成的硬性

指标。这种学术自由、不追求
评估和考核体系的氛围，反

而造就了不计其数的创新型人才和一流
研究成果。”傅晓明认为，德国的这种教

育理念，值得中国借鉴。

傅晓明团队目前主要的研究项目是
在云计算、移动网络等领域。“手机或者

移动设备的使用人数早已超过台式机，
而且不得不承认，移动计算在中国的发

展要比德国快，比如手机支付、共享单车
等。德国人接受新鲜事物有个滞后期，而

中国互联网创新创业的气氛比德国甚至

欧洲都要好。”
近年来，傅晓明有一半以上精力聚焦

在社会计算领域，简单来说就是大数据：
“一个人平时出入的场所、浏览的网页等，

都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刻画出他的社会经
济地位。做出一套体系之后，可以帮助指

导决策，比如银行贷款、警察办案，也可以
为社会投资、教研事业，甚至寻找商业伙

伴，提供帮助。”傅教授表示，大数据也可
以用于智能交通、城市规划以及智能制

造。“将来社会肯定会往大数据化发展，你
的智能手表、眼镜、单车、汽车、手机等，产

生的信息都会成为未来影响决策的依据。
但需要注意的是数据安全和公民隐私问

题。我们获得的都是匿名数据，或者对含
有个人信息的数据进行脱敏。”

■ 2014年，傅晓明在德国达姆斯塔特举办的一个论坛上发言

■ 2017年， 傅晓明（前排右

七）在德国斯图加特参加第九
届中德教授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