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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曾是黑客中的大佬
级人物，去年12月24日，因蜚
声中外的“熊猫烧香病毒”案入
狱 3 年后得以提前释放，目前
在类似Twitter的新浪微博上，
被关注热度仍不减当年，达到
近两万人。其中多数是90后。

他留在黑客江湖中的那段
传奇生涯，现在看来，与他躁动
的青春期正不谋而合。

黑客帝国是少年李俊眼里
真正的理想国，充分满足了他
确认自我价值的需要，青春期
被肯定、被关注的渴望，对自
由、平等、分享的心理需要和对
未来的好奇。

已近而立的李俊，站在这
一个标志成熟的人生节点上，
过去在黑客传奇里的光荣与梦
想早已随风飘去——“以后不
再做黑客了”，“我只想做个普
通人”。他正在寻求转型，或许
做一名网络安全专家，即所谓
的“白帽”。

黑客是种精神

16岁的李俊开始触网，并
对网络里的热血传奇游戏着
迷。为了玩游戏，他会选择逃
课。

在技校读书时，同学们还
在练习打字，李俊已自学了
windows基本操作和dos命令。
毕业后，他在水泥厂干了一段
时间，当时的厂长评价李俊：

“只知道闷头干活儿，不投机取
巧，是一个老实人。”事发后，厂
长很惊讶居然是这个沉默的孩
子做了“惊天动地的事”。

之后他去一家电脑城打
工，网吧是李俊“练手”的实验
室，“下载个软件发现能控制网
吧里的其他电脑”，“很过瘾”。

在小学、初中同学，后来的
“熊猫烧香案”成员之一雷磊的
指点下，他的技术日臻佳境。李
俊的同学回忆：“那时，他常常
对着书本摆弄电脑几小时，茶
饭不思，不知疲倦。”

李俊说，黑客一词，源于英
文 Hacker，原指热心于计算机
技术、水平高超的电脑专家，他
所理解的“黑客”是一种专注、
自由、免费的精神，“一个好黑
客，主动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还要创造新东西，相信自由并
自愿互相帮助。”

崇尚黑客精神的李俊，称
其编写的大多数黑客入侵软件
都在网络上公开，一旦检测到
政府网站或大型企业服务器有
入侵漏洞，他就会通过电子邮
件告诉网络管理员，尽管这些
好心的提醒“经常石沉大海”。

“黑客是一种荣耀，希望你不要
歪曲黑客。”李俊说，“成天无所
事事，专门制作简单的木马病
毒去搞破坏的一群人，实际上

应该被称为骇客。”

快意恩仇的战斗

与此相反，若是发现国外
黑客对国内服务器发动攻击
时，李俊就会以牙还牙发出反
击。

中国“不高兴”的时候，李
俊站出来在网上说“不”，加入

“战斗”只需在黑客站点注册一
个 ID 或者加入该组织的 QQ
群，仅此而已。

在“战场”里，李俊不需要
武器，而仅靠键盘和鼠标在弹
指间迸发出的病毒就可以决胜
千里之外。“武器杀伤的是肉
体，而电脑感染病毒就如人生
病一样，可以摧毁精神和意
志。”李俊说。

1999 年，美国轰炸我国驻
南斯拉夫大使馆。“为了伸张正
义”，“给美国人脸色看看”，李
俊加入一个名叫中国黑客紧急
会议中心的组织，使用人海战
术，同时向白宫等美国政府网
站投去黑压压的电子邮件以堵
死其网络通道。

使李俊“快意恩仇”的事件
陆续发生。2001 年，中美发生
撞机事件，作为红盟的重要成
员，19岁的李俊接到了年仅20
岁的创始人 lion 的命令后，连
夜马不停蹄地在网上调兵遣
将。

最让李俊难忘的是，2001
年日本前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
社后的那次网络的攻击。

李俊在邮件里向记者描述
当时的壮举：把国旗插在日本
靖国神社网站的那一刻，电影

《精武门》里李小龙扛了一块
“东亚病夫”的招牌到日本人的
武道馆，并当着日本人的面将
其踢破砸烂的经典画面马上就
出现在我的眼前：“叫你还敢欺
负我们中国人！”

在当时的他看来，这是做
了一件捍卫荣誉的大事。但现
已近而立的李俊幡然醒悟，“其
实没有任何意义，把时间用在
创造社会价值的事情上吧。”

“我怀着梦想走进现在的
红盟，我不去多想，也不去多
问。”一位自称是红客的黑客
说。红盟是中国红色联盟的简
称。红盟网络安全专家刘庆把
学习电脑技术比作练武，“简单
的学习招式是肤浅的”，还需要

“培养品格”。
一个名为《中国黑客联盟》

的网站，在其原则里把“永远保
持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时刻
牢记，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置在
头把交椅。

他们年轻、激情、叛逆、果
敢，如司汤达的《红与黑》所描
述的于连：“约十八九岁，长得
文弱清秀，两只又大又黑的眼

睛。在宁静时，眼中射出火一样
的光辉，又像是熟思和探寻的
样子，但一瞬间，又流露出可怕
的仇恨……”

被一些国家视为如临大敌
的中国独立黑客们，显得如此
神秘莫测，其实有时候不过是
一群年轻人的青春期荷尔蒙和
追求刺激的心理糅合在一起，
被极具煽动性的民族主义思潮
点燃的产物。

黑客江湖的明星

在中国，加入黑客组织并
不是什么神秘事。手续非常简
单，在其网站上注册一个ID或
者加入该组织的QQ群即可。

中国的黑客团体是一个广
泛分布和结构松散的数字技工
群体。

有资深黑客曾统计过，广
东、福建、四川、东北等是中国
黑客聚集较多的地区，约占全
国黑客数量的70％左右。

为了得到更高超的技术，
李俊曾加入一个名为黑客联盟
的“小刀会”。在圈里，每个人都
有属于自己的代号。较于其他
如老狼、黑鹰、猛虎、孤独剑客
等富有攻击性的犀利代号，李
俊给自己取了一个昵称：武汉
男生，他出生于武汉。

其实，黑客江湖有一线明
星、二线明星，多数都是跑龙套
的而已。明星都会昙花一现
——“每天都会发生娱乐事
件”。有明星就会有粉丝。李俊
说，具有高超技术的黑客会有
很多菜鸟来巴结，来拜师请教
或谋求商业合作。成为组织里
的明星和核心成员需要资历、
作品以及很好的人缘。

为了能够成为明星，年轻
的黑客们常常在QQ群里炫耀
曾黑掉过某某服务器，或发布
自己编写的黑客工具来凸显自
我。他们艳羡某某黑客赚了许
多钱买了名车过着奢侈的生活
而决意去黑掉某一网站！

和其他黑客“不惜铤而走
险”区别的是，李俊没有选择低
调的隐匿之身，他要的是不打
自招，在他所到之处都会留下

“熊猫烧香”的图案：憨态可掬
地告诉你，你被黑了！李俊觉得

“这很好玩”。
有资深黑客说，老一代的

黑客更多倾向于技术研究，而
现在的黑客更多为了商业利
益。也有一部分人倾向于娱乐
自己，通过黑机而得到一种内
心狂野的满足，另一部分黑客
抱着推波助澜的态度，唯恐天
下不乱，一不小心落入黑客群
体内而不能自拔，成为半黑不
黑的半边人。

英国一项调查“曝光”本国民
众人际交往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谎
言。“对不起，我这儿没信号”名列
榜首，约四分之一英国人回拨未接
电话时用它作“挡箭牌”。结果显
示，英国民众平均每天撒谎4次，
平均每人每年撒谎次数近1500次。

使用频率最高的谎言莫过于声
称手机没信号，四分之一受访对象
承认经常使用这一无关紧要的谎言。

“我身上没带钱”紧随其后，
跻身最常说谎言榜第二位。路遇流
浪者、乞丐或报纸销售员时，这句
话是现成的“应急武器”。

“没什么事，我很好”、“你看
上去不错”、“很高兴见到你”分列
排行榜第三、四、五位。 据新华社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
分校电子工程和计算机专家“教
会”机器人一种新本领：叠毛巾。

会 叠 毛 巾 的 机 器 人 名 为
PR2。视频显示，PR2 从随意扔
在地上的几条毛巾中“捡”出一
条，用左“手”找出一个角，捏
住它，提起毛巾。它用作为“眼
睛 ” 的 一 个 高 分 辨 率 摄 像 头

“看”过毛巾，找到与先前那个角
相邻的一角，伸出右“手”捏住
第二个角。

如果恰巧捏住毛巾的长边，
机器人会换到短边。它用两只

“手”把毛巾展开，然后放到平整
的表面，开始折叠；每折叠一次
都会用“手”把毛巾抚平。

工程师花费心血让 PR2 掌握
叠毛巾的本领并非要给家庭主妇
找帮手，而是为实现机器人技术
突破。 据新华社

“熊猫烧香”制造者李俊：

黑客是一种荣耀
英国人最常用谎话

“对不起，我这儿没信号”

机器人新本领：
巧“手”叠毛巾

世间最贵金属
轰出第117号元素

2010年4月7日，一条关于俄美
科学家首次合成第117号元素的重
磅科技新闻瞬间传遍全球。9日，记
者采访了领导合成新元素的俄罗斯
科学院院士尤里·奥加涅相。这位满
头银发的老人介绍了这种新元素的
诞生过程。

尽管这个研究项目汇聚了诸
多世界知名科研机构，但合成新元
素绝非易事。自然界中不存在原子
数超过 92 的元素。原子数超过 92
的重元素，只能在核反应堆中制
备；原子数超过100的重元素，则只
能通过离子加速器，用轰击重离子
靶的方式获得。在加速器中发“弹”
射“靶”，“弹”“靶”交合，才能孕育
出新元素。

奥加涅相介绍说，第117号新
元素的诞生也经历了这样一个备

“弹”制“靶”、交合孕育的艰难过
程。以实验所需的锫249为例。有意
思的是，这种原子数为97的锫元素
也是一种人工合成金属。由于锫元
素非经核反应堆而不可得，故俄罗
斯媒体称其为世间最昂贵的金属，
每克价值超过千万美元。

据《科技日报》

熊猫烧香的潘多拉之盒被打开后，病
毒像核裂变一样蔓延。之后，李俊向警方
提供了“熊猫烧香”的专杀程序，运行后
杀毒效果相当好。这个被人称为“病毒的
核心、思想和灵魂”的25岁年轻人，大
概是想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忏悔。

网站进行的一次调查显
示，六成以上的网友认为应当
给李俊一次机会。

年初，他和雷磊应邀到北
京的金山杀毒公司，但“去后发
现他们在聘用我们这方面其实
并不感兴趣，可能只是想借机
自我宣传。”雷磊说。

李俊坦言，仅有的中专学
历是他心中迈不过去的一道坎。

“没能上大学是我一直的遗憾”。
有网民为李俊惋惜：“他是

IT界的天才，要充分利用他的
长处为 IT 界做点有用之事。”
也有网民认为这是李俊应得的
报应：“如果他被重用，无疑将
引导更多的人学走他的老路。”

如今的李俊，正在筹备一个
网络安全和杀毒的技术论坛，请
圈内顶级高手来当斑竹，让网友
免费学习网络安全知识 ，不再中
毒，“真正的黑客是不赚钱的，同
时也不能违法。”“黑客正如侠
客，这种反秩序是为了秩序趋于
合理。”被称为黑客教父的万涛
认为，黑客是未来信息社会重要
的平衡力量，黑客的出现打破了
技术的垄断。

“我很喜欢比尔·盖茨给年
轻人的10点忠告，其中有一点
是，生活就是不公平的，你必须
去适应生活，而不是生活去适
应你。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李
俊说。

在李俊看来，那些对黑客趋
之若鹜的“孩子”误把黑客作为一
种职业，混迹于灰色的产业链条。

李俊出事前每月工资仅为
600元左右。父母是当地水泥厂的
退休职工。因为经济拮据，父亲现
在还在另一家水泥厂打工，母亲
就在自家门前摆了个饮食摊。

与此形成反差的是，2007
年，李俊所编写的“熊猫烧香”病
毒以出卖和由他人代卖的方式，
在短短一个月里赚了10万余元。

在“熊猫烧香”案中，负责
将被病毒感染后受控制的“肉
鸡”卖出去的王磊后来回忆道：

“做厨师太累，用身体养活自己
还不如用脑袋养活自己。”得到
十几万报酬后，他给自己买了
一辆吉普车。

李俊的生活也发生了变

化。据雷磊回忆，钱包鼓鼓的他
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吃最好
的东西，住最好的宾馆，坐飞机
见网友，出手阔绰，有时他一天
消费上万元。

而熊猫烧香的潘多拉盒打
开后，病毒像核裂变一样蔓延。
据不完全统计，有上百万台的
电脑被感染。

李俊向警方提供了“熊猫
烧香”的专杀程序，运行后杀毒
效果相当好。这个被人称为“病
毒的核心、思想和灵魂”的 25
岁年轻人，大概是想用这种方
式表达自己的忏悔。有媒体报
道，一名狱警曾开玩笑说，李俊
是监狱里的电脑“医生”，只要
电脑出现了问题，他一摆弄就
好了，“我们恨不得他 50 年都
不出去。”

李俊的自我救赎

一名狱警曾开玩笑说，李俊
是监狱里的电脑“医生”，“我们恨
不得他50年都不出去。”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前沿快读

现在的李俊正在寻求转型

“熊猫烧香”病毒的制
造者李俊、雷磊（左）

□据《南方周末》作者 沈颖 林春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