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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进步的历程中，崇高的理想、美好的情感、对

人生真谛的探寻，尽皆书写在鲜活的事迹中。 而在我们

脚下，淮北广袤无垠的平原上、江淮连绵不断的丘陵间、

江南郁郁葱葱的山岭中，自古以来就有一股自强不息、

奋发有为的精神在驰骋、激荡。

活字印刷、文房四宝、黄梅小调⋯⋯勤劳、智慧的先

民为我们留下了灿烂辉煌的历史遗产；建安风骨、桐城

散文⋯⋯令一代又一代青年反复传诵、爱不释手；老庄、

管仲、朱熹、戴震、胡适、陈独秀⋯⋯巨人灿若繁星、彪炳

史册，不断激励着我们前进。 自“五四”以降，江淮青年

始终秉承爱国、民主与科学传统，勇于探索、敢于创新、

解放思想、践行变革，在超越自我的同时，也不断掀开安

徽发展的新篇章。

刘庆峰、汪宏坤、朱晓波、谭海美⋯⋯这一串名字代

表的不再仅仅是他们自己，更是我们安徽青年锐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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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顽强拼搏、不懈奋进、甘于奉献精神的缩影。 当前，

安徽正处于加快崛起的历史阶段，伟大的时期需要青年

的力量，伟大的事业需要青年的力量。 希望青年朋友们

树立远大的理想、正确的信念，在成人、成才中做出自己

对国家、对社会、对家乡应有的贡献；发扬艰苦奋斗的精

神，在挫折中永不言败，努力开创人生的新局面；擦亮青

春的桅灯，照亮生活的航程，为“和谐社会”的建设奉献

青春、智慧和力量。

阅毕书稿，我为这些先进青年们骄傲，也为安徽拥

有这些闪光的名字而骄傲。 我想，这本书的出版将给青

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提供一本鲜活的学习教材，因为加强

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还需要用鲜活的事迹来感

召，用不屈的精神来鼓舞。

远追先贤，星光灿烂；近观来者，英才济济。 兹为

序，与读者共勉。

　　　共青团安徽省委书记、安徽省青联主席

王　宏
２００６年 １２月 ３０日于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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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峰
　　把中文语音技术研究进行到底

２００６年 ５月 ４ 日， 中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总裁刘庆峰又一次成为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 他被

共青团中央、 全国青联授予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同其他九名杰出青年一起， 他们被表彰的理由简

洁而厚重：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做出

优异成绩和突出贡献。”

“以前， 我获得过的奖励和荣誉主要偏重于技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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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或科技成果转化， 是关注实际业绩本身。 ‘五四奖

章’ 是中国青年的最高荣誉， 弘扬和考察的是以 ‘爱

国、 奋进、 创新、 奉献’ 为内涵的时代精神。 我备感

荣幸的同时更加感受到巨大的鼓励和鞭策， 一定要在

今后的工作中发扬这种精神， 无愧于这一殊荣。”

历史进入 ２００６ 年， 走过八年创业之路的刘庆峰和

他的科大讯飞已经今非昔比： 自主创新， 在智能语音技

术原始性创新上取得重大突破， 其中文语音技术研究

代表世界最高水平， 并大规模推广应用到信息服务、 运

营增值、 电子政务、 汽车、 手机等领域， 占领国内语音

应用主流市场 ８０％份额， 彻底改变了该领域原来由国

外 ＩＴ巨头垄断的格局。

１９７３年， 刘庆峰出生于山川秀美的安徽省泾县

蔡村。

“初中时， 我就对数学和物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初中毕业时， 出色的成绩印证了刘庆峰的 “自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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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 在全县数学、 物理竞赛中， 刘庆峰双双拿下第一

名； 中考成绩全县第一名。

考进省重点中学宣城中学后， 刘庆峰发现自己对

理科的兴趣不仅更浓了， 而且还出现了一种鲜明的反

差： “数学、 物理我很喜欢， 上课听了， 下课很少看

书， 平时考试拿不到满分， 但一参加竞赛， 就能拿到第

一； 化学我不喜欢， 但因为高考要考， 平时就花很多精

力， 考试总能拿第一， 可是参加竞赛就拿不到奖。”

这种反差更坚定了刘庆峰在数学和物理上的自我

认识。 因此， 高中三年， 他把主要精力都花在生物、 化

学、 语文、 外语这些他认为 “不具天赋” 的功课上。

对这种精力的 “不合理投入”， 刘庆峰认为， 主要缘于

高中阶段学习的 “功利性” ———为了高考。 由此， 他

还坚定了一个信念： “只要花工夫， 就一定能做好。”

关于这一点， 他有一个明证： “刚上高中时， 我身体

差， 引体向上一个也拉不上去。 体育差， 也丢脸， 我就

坚持锻炼， 到了高三， 引体向上我就能拉二十多个了，

长跑在班上也能拿到前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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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０年 ９ 月， 刘庆峰以 ５９０ 分的成绩考入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电子工程信息科学系。 这个分数当时不算

太高。 但在科大的入学摸底考试中， 刘庆峰的数学考了

９４ 分， 得了第一名， 当时全班数学考及格的只

有五个人。

走进中国科大， 刘庆峰的数学天赋终于找到了用

武之地： “不再像高中那样， 上过课就觉得没有什么可

看的了。 在大学， 在感兴趣的领域， 我觉得越深入下去

越发现它的深邃， 越摸不到底！” 刘庆峰找到了一条永

无止境的求索之路。

１９９２年， 在连续两年获得 “优秀学生奖学金”、 连

续两年被评为 “校级三好学生” 之后， 刘庆峰走进了

科大语音实验室， “天赋” 之剑终得磨砺之器。

１９９４年， 戴着 “张宗植科技奖学金”、 “联想奖学

金”、 “安徽省三好学生” 三项光环的刘庆峰在著名语

音学和信号处理专家王仁华教授指导下， 开始作为

“８６３语音合成项目” 主要成员参与研究， 在数学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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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苍穹里自由翱翔。

１９９５年， “优秀毕业生” 刘庆峰被保送进中国科大

通信与电子系统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 不到两年， 刘庆

峰成为中国科大首批获得 “学生科研基金” 的研究生。

作为项目组长， 如鱼得水的刘庆峰开始迈出创新的步

伐。 他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方法， 其中最主要的包括： 基

于 ＬＭＡ声道模型的语音合成新方法、 基于数字串的韵

律规则分层构造技术和基于听感量化的语音库设计方

法。 这些新方法大大提高了合成语音的自然度、 可懂度

和音质。

１９９８年 ９ 月， 在同门师兄弟纷纷出国深造之际，

以出色成绩完成硕士研究生学业的刘庆峰放弃去美国、

日本留学的机会， 并拒绝多家世界级著名计算机公司

的高薪邀请， 毅然选择留在科大继续师从王仁华教授，

攻读博士学位， 专攻汉语语音合成技术理论创新及产

业化。

“硕士毕业时， 我也想到国外去开阔一下视野， 但

在语音合成这一块， 我手上掌握的几个理论创新才做

到一半。 我很清楚， 等这几个方法都实现了， 这一技术

就可以达到实用了。 语音合成技术的产业化前景非常

好， 如果我中途出国， 那将会很可惜。 从国家民族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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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看， 国家 ‘８６３ 计划’ 提倡 ‘顶天立地’， ‘顶天’

就是核心技术要做到国际领先， ‘立地’ 就是要立足市

场， 能够产业化。 在信息领域这一块， 国家确实需要一

批年轻人留下来把这个局面撑住。 一个国家在任何时

候都要有一批读书人成为民族的脊梁。 如果我们有幸

可以在这个领域担当这个角色， 那就更不应该走了。”

在刘庆峰看来， 留在国内， 他有更多的机会、 更大的空

间去开拓自己的事业， 放飞自己的梦想， 实现国家的

强壮。

与刘庆峰一起留下来的还有十多名科大学子。 放

弃国际知名公司的高薪邀请， 他们与刘庆峰签下合同，

月薪一千多元， 三年不变， 一起创业。 “那时科大 ＢＢＳ
站上的六个版主都在讯飞， 包括黑客版版主、 编程版版

主， 还有科大 ＢＢＳ 站长。 我们的创业团队， 真的是一

帮很优秀、 很有冲劲、 很有激情的人。”

这一年， 刘庆峰创造了中国 ＩＴ业值得记载的业绩：

以其为主完成的 ＫＤ ８６３ 汉语语音转换系统不仅在国

内外同类系统中达到领先地位， 而且成为唯一一举进

入实用阶段的系统。 刘庆峰因此获得了当年中国科学

院系统研究生最高奖 “院长奖学金特别奖”。 当年， 中

国科大计算机相关专业获得此项大奖的只有他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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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年 １２月， 在有微软、 ＩＢＭ、 英特尔、 惠普、

摩托罗拉等国际著名大公司参加的新加坡首届国际汉

语口语处理研讨会上， 刘庆峰研制的 “天音话王” 系

统被各国专家公认为代表了当时汉语语音合成的最高

水平， 刘庆峰因此荣获 “最佳学生论文奖”， 成为祖国

大陆唯一的获奖者。

还是在这一年， 刘庆峰开始将语音合成技术成果

推向产业化。 他领导一支开发队伍以 ＫＤ ８６３ 系统为

基础， 利用 ＩＢＭ的ＶＩ ＡＶＯＩＣＥ语音识别核心， 以平台

式设计完成了国内第一套集语音合成、 语音识别和语

音导航为一体的汉语语音平台——— “天音话王 ９８”， 首

次赋予电脑 “能听会说” 的功能， 并为用户开发自己

的应用程序提供了方便有效的平台。 该成果被列为国

家火炬计划十年的标志性成果， 表明我国第一次拥有

了自主版权的、 具有民族语音特色的智能化语言平台。

１９９８年， 在刘庆峰个人的编年史上至少有两件大

事可以记载： 其科研成果奠定了他在中国汉语语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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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研究上的地位； 其语音合成技术成果产业化的启动

将其推到 “读博与创业” 的双重人生之路上， 从此改

变了他的人生。

正如每一个人的人生之路都可能遭遇挫折一样，

从 １９９０年到 １９９８年， 走过八年一帆风顺之路的刘庆峰

在科研成果产业化的第一回合就遭遇到了挫折。

１９９７年底， 当刘庆峰等人研制出汉语语音合成技

术时， 福建一家大公司看中了这一技术成果的市场前

景， 出资购买该项技术， 成立专门公司， 并聘请刘庆峰

任总工程师。

“当时， 我们只搞技术， 管理、 资金运作、 市场开

拓等工作都由他们来搞。 结果一年下来， 我们发现犯了

一个大错误。 由于管理人员不懂技术， 市场开发也没有

前瞻性， 技术开发失去了主导方向。” 到 １９９８年底， 公

司困难到了要刘庆峰借钱发工资的地步。

这一挫折让刘庆峰深刻地感受到， 产业化之路要

由自己主导， 要成立自己的公司。 但是， 此时的刘庆峰

发现自己面临的最大难题是， 自己的核心技术已被福

建的那家公司买断。

几经努力， 以中国科大、 安徽省经贸委和员工出资

为主， 硅谷天音公司诞生了。 刘庆峰自己借了 １０ 万元
88



入股， 留住了主要骨干。 随后， 经过多方争取， “国家

８６３智能计算机成果转化基地中央研究院” 的牌子终于

挂到了硅谷天音的大门上。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 ９ 日， 刘庆峰

终于有了自己的地盘， 以中央研究院为研究基地， 以硅

谷天音公司为技术推广中心。

可是， 仅凭硅谷天音这个注册资本只有 ３００ 万元的

小公司， 根本不可能把最低开价 ７４０万元的核心技术从

福建那家公司买回来。 “要壮大， 就一定要买回核心技

术； 要买回技术， 靠正常发展不行， 就要靠融资； 要融

资， 还是要靠技术实力。” 刘庆峰带着一班人不断开发

新产品， 壮大技术实力， 终于引来了金凤凰。

１９９９年 １０月 １１日， 硅谷天音正式与安徽省信托、

美菱集团、 合肥永信三家签订增资扩股协议。 短短四个

月， 硅谷天音的 ３００万元资产被认定升值到 ５０００万元，

其中增资扩股体现 ２９４０万元， 其余 ２０６０万元将来上市

时计入， 三家共同投入 ３０６０万元， 打造新的公司。

一夜之间， 硅谷天音脱胎换骨， 凤凰涅槃成安徽中

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达 ６０００ 万

元， 刘庆峰等六位大学生以 “让电脑 ‘能听会说’” 的

技术成果获得 ６６８畅８５ 万元的技术股权奖励。 因为在此

项研究中做出了多项关键技术创新， 首次把中文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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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技术推进到实用阶段， 贡献突出， 刘庆峰获得个人

最高股权奖励， 并被聘为科大讯飞总经理。 这一结果给

被称作 “大学生创业年” 的 １９９９ 年中国创业史刷上一

个浓重的惊叹号， 也为中国在国际人机对话技术领域

赢得了重要一席。

１９９９年末， 对于亿万普通百姓而言， 幸逢 “新千

年”， 跨越 “新世纪”， 成为人生一大喜事。 对于刘庆

峰这位在读博士生而言， 这一年， 既是人生辉煌年， 也

是人生转折年。

世纪之交， 刘庆峰踏上了一条振兴民族软件产业

的创新之路。

从科研技术人员到管理者， 开始， 刘庆峰犹豫了很

长时间。 搞技术出身的他， 总觉得 “总工” 是一个适

合自己的角色。 “我对语音技术非常有兴趣， 而且有系

列规划。 我喜欢自由的工作状态， 在实验室里， 整个世

界都是自己的。”

但公司成立时， 他还是从技术岗位转换到了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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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位置上。 这种不情愿的选择不得不做。 大家信任

他， 他不能辜负大家。 “当时， 如果我不干， 就可能散

伙， 正所谓临危受命。”

让刘庆峰感到踏实的是： “我的博导王仁华老师像

一棵大树， 把我们保护在阴凉的环境下， 放手让我们工

作。 他在学术上的前瞻性、 思想上的开明度以及他的人

品都让我推崇。”

“我原来只想做一名 ‘神枪手’， 瞄准自己的目标

研究领域越打越准， 但那只是单打； 现在做管理像做一

名元帅， 要指挥成千上万的 ‘神枪手’ 向同一个方向

射击。” 花了半年多时间适应角色转变， 从事企业决

策、 管理后的刘庆峰体会到， 金字塔形的管理结构必然

意味着要跟不同的人打交道， 能够发挥不同人的长处

才能做好事业。 把更多的优秀人才团结在一起， 为他们

提供良好的环境、 机制、 待遇， 远远比一个人在技术一

线冲锋陷阵的力量要大得多， 而且更有利于民族软件

产业的发展。

一直在 “人尖” 中扎堆成长， 自认为多少有些

“少年狂” 的刘庆峰 “华丽转身” 后， 眼界和心胸也更

开阔了。 “台湾一位企业家曾说过， 中国最优秀的人才

在中国人手下不能很好地干活， 在美国人手下就能干
11 11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