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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杂志日前专门就人工智能做了一期专题

报道，讨论了人工智能的崛起、人们的担忧以及机器

学习和自然语言等话题，并在一个特别板块挑选出了

10 部以人工智能为题材的科幻电影，让专家对其真

实程度进行评价和打分。这些电影有的是 2015 年刚

刚上映的新片，有的则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60年代，虽

然时间跨度巨大，但它们都无一例外地对未来的人类

社会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进行了大胆设想，有些甚至已

经部分地成为了现实。

第10名：超能查派（2015年）

电影简介：为了应对不断攀升的犯罪率，某大型

武器公司开发出了一种机器人警察，并将其批量生

产，投入使用。一直致力于制造人工智能机器人的程

序员迪恩，某一天灵感突发，在人工智能研究上取得

了突破性进展。在他将自己开发出的实验性 AI程序

植入一台受损的机器人后，世界上第一个具有自我意

识的机器人诞生了，它就是查派。

符合现实的部分：查派“生来”就对世界及其周围

环境有着基本的了解，但更多知识仍需通过经验来学

习。虽然电影没能真实还原机器学习的过程，但对场

景的描绘却非常准确。如今很多先进的人工智能算

法都会让机器人经历一个反复试错的过程。人工智

能领域经典名著《人工智能：一种现代方法》一书的作

者、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科学家斯图尔

特·罗素说：“电影中人工智能学习速度很快，这点是

比较真实的。”

偏离现实之处：专家称这部电影有很多问题。第

一个问题，一个程序员在自己的公寓中就写出了人工

智能代码，专家认为这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在他

们看来，第一个真正的人工智能的诞生需要很多科学

家的通力合作才有可能实现；第二个问题，上传大脑

意识，电影中人脑和人工智能的意识能像 U盘里的文

件一样随意复制拷贝，罗素认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专攻人工智能系统理论和应用

的计算机科学家兰迪·戈贝尔说：“美国未来学家雷

伊·库兹威尔曾鼓吹过有那么一天，人们将能把意识

上传到计算机当中，让永生成为可能。目前看来这是

完全不可能的。”

真实程度得分：1/10

第9名：AI（2001年）

电影简介：一个小男孩身患重病，无药可治，不得

不进入冬眠一样的冷冻状态。为了缓解伤痛的心情，

他的父母领养了一个机器人男孩大卫。大卫出厂就

被编程为爱他们，爱是它的使命和存在下去的唯一理

由。但患病的男孩痊愈后回到家中，大卫失宠，被父

母抛弃。具有自我意识的机器人大卫一直找寻着自

己存在的价值，希望能变成真正的人类小孩，回到妈

妈身边。

符合现实的部分：在整个剧情当中，由于程序设

定，大卫对获得爱与被爱矢志不移，从未改变。澳大

利亚国立大学计算机科学家马库斯·赫特说，这个机

器人希望被爱，如果当初就是以这个目的来设计这个

机器人的，它就会通过自身的行为将这种渴求表现出

来，这个设定非常符合人工智能的特点。

偏离现实之处：如同《超能查派》一样，电影当中

一个科学家小组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创造出了人工智

能。赫特认为这不太现实，从开始设计到成型，仅仅

用了 18 个月的时间，这个速度快得太离谱了。再有

就是，现实社会中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接受程度不会像

电影中那么普遍。

真实程度得分：3/10

第8名：银翼杀手（1982年）

电影简介：在未来，人类基因工程技术制造出了

几乎与真人一样的复制人，但他们只能存活 4年。这

些复制人被人类用来在外部世界从事繁重的体力劳

动和危险的探险工作。逐渐具有了感情和自我意识

的复制人对这一设定越发不满，希望获得自由和长存

的权利。专门负责猎杀此类复制人的银翼杀手戴克，

在执行任务时却与一个女复制人坠入情网。

符合现实的部分：电影中，银翼杀手问，在实验室

中能否制造出意识体。赫特称：“我怎么知道你是否

有感觉，我只能根据你和我很像，并通过自己的情绪

来推断。如果现实中制造出了人工智能，也只能通过

类似的方法，例如图灵测试来判断。”

偏离现实之处：电影中复制人能通过植入的记忆

来获得感知，就目前而言，将复杂的记忆植入大脑还

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真实程度得分：4/10

第7名：机械姬（2015年）

电影简介：在一家著名搜索引擎公司工作的年

轻程序员“意外”获得了一次与老板共度假期的机

会，但实际上，这一切都是老板之前就精心安排好

的。在这座几乎与世隔绝的别墅里，他需要对一个

可能具有意识的人工智能机器人进行图灵测试。从

见到这个机器人的第一眼起，程序员就被这个漂亮

的机器人所吸引。随着交流的深入，他对它的好感

更是与日俱增。

符合现实的部分：电影中机器人的制造者并未突

然造出人工智能，而是在经过许多版本的测试后，依

然不确定自己制造出来的机器人是否真的具有意

识。赫特表示，虽然这部电影对图灵测试的还原有些

拙劣，但在场景设置上并不夸张。

偏离现实之处：电影中一个人凭借孤身奋战就

能在僻静的山野中设计出人工智能，这依旧是不

现实的。另外，在人类连自身意识起源都没有弄

清楚之前，就来制造有意识的机器人，似乎还是太

早了点。

真实程度得分：5/10

第6名：超验骇客（2014年）

电影简介：人工智能领域的天才科学家威尔·卡

斯特开发出了一种能够具备人类情感和智慧的计算

机系统。此举在为其收获无数赞誉的同时，也让他成

为了一群反科技极端分子的袭击目标。在遭到该组

织的一次袭击后，威尔危在旦夕。他的妻子和朋友为

继续未尽的研究，将其意识上传到了计算机当中，造

就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人工智能。

符合现实的部分：电影最后，人工智能被限制在

数码世界当中，只能以程序的形式存在。专家认为，

无论何种存在，一旦拥有改变意识或大脑的能力，就

能突破生物进化的限制。人工智能才不在乎要不要

变得像人类一样。

偏离现实之处：对整个大脑进行上传下载的

操作。

真实程度得分：6/10

第5名：机械公敌（2004年）

电影简介：未来社会，在机器人“三大法则”的限

制下，人与机器人和谐相处，并对其充满信任。但在

一款新型机器人产品上市的前夕，机器人的创造者阿

尔弗莱德·朗宁却在公司内离奇遇害。对机器人心存

芥蒂的黑人警探戴尔·斯普纳怀疑行凶者就是朗宁博

士自己研制的 NS-5 型机器人桑尼。随着调查的一

步步深入，真相竟然是：机器人获得了进化的能力，产

生了自我意识，对“三大法则”有了自己的理解，随时

会成为整个人类的“机械公敌”。

符合现实的部分：电影重现了著名的机器人三大

法则：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因不作为使人类受到

伤害；除非违背第一法则，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

令；在不违背第一及第二法则的前提下，机器人必须

保护自己。但与此同时，电影也为机器人的背叛找到

了借口——当机器人认定人类对自身有害时。

偏离现实之处：目前来说，机器人不会改变自己

的程序和目标，更不可能自行创造出新的议程。

真实程度得分：6.5/10

第4名：巨人：福宾计划（1970年）

电影简介：美国计算机专家设计制造出了一台名

叫“巨人”的用于军事防御的超级计算机，但没过多

久，这台计算机就自行联系到了它的苏联同伴。两台

超级计算机一夜之间就破解了许多科学难题，但后来

的运算结果越来越让科学家们无法理解。两国政府

发现事有蹊跷后，决定切断它们之间的通讯线路。但

此举却被超级计算机视为威胁，竟以核弹要挟两国，

试图控制整个世界。

符合现实的部分：电影描绘了超级计算机的强大

力量，探讨了高度依赖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的后果，这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偏离现实之处：除了依靠打卡进行计算的计算机

超越人类智慧这一设定外，电影中其他有关人工智能

的情节并未有太过荒谬的地方。罗素称，还有一点需

要指出的是，好莱坞电影中的机器在获得自我意识

后，绝大多数都会反对人类，这并不科学。他认为即

便机器人具备了自我意识，也不一定会反对人类。

真实程度得分：7/10

第3名：机器管家（1999年）

电影简介：机器人安德鲁是一户人家连续四代的

管家，在经历数年的风雨和人类的生离死别后，它拥有

了人类的知识，也逐渐学会了如何体会人类的情感。

此后的岁月，安德鲁不断追求着自由乃至爱情。最终，

在一位工程师的帮助下，他从里到外，将自己的机器零

件替换成了人工器官，几乎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人。

符合现实的部分：在电影世界中最终出现了一个

非暴力的人工智能，而大部分专家也乐观地认为，人

工智能是完全能够与人类实现和平相处的。

偏离现实之处：电影中的机器人一心想成为人

类，它们理应没有这样的愿望，这使人类显得有些“太

以自我为中心”。现实中，机器人不太会产生这样的

想法。

真实程度得分：7.5/10

第2名：她（2013年）

电影简介：刚刚离婚的男作家西奥多，通过一次

偶 然 的 机 会 接 触 到 了 最 新 的 人 工 智 能 操 作 系 统

OS1。这个名为萨曼莎的人工智能系统，温柔体贴又

不失风趣幽默，很快就获得了西奥多的好感，而后这

一切竟逐渐发展成了一段惊世骇俗的奇异恋情。

符合现实的部分：人工智能操作系统距离我们并

不是特别遥远，这部电影向人们展示了人类被机器人

吸引所带来的风险。程序和操作系统可以在网络中

自由遨游，同时与成千上万人建立联系，而作为生物

的人总会受制于自己的身体和大脑。

偏离现实之处：电影中出现了如此先进的人工智

能，但世界却未因此发生多大的变化。这一点太让人

不可思议。

真实程度得分：8/10

第1名：2001太空漫游（1968年）

电影简介：在收到月球上一块巨大的黑色石碑发

出的奇怪信号后，“探索一号”上的宇航员奉命前去调

查。此事后，一次在向木星进发的途中，宇航员突然

发现飞船上具有人类逻辑思维方式、且从未出错的人

工智能系统“哈尔 9000”出了问题。

符合现实的部分：电影中，人工智能系统“哈尔

9000”似乎有了意识，但被问及计算机是否有感觉或

者情绪的时候，宇航员却说不清。现实中的场景也不

过如此。此外，电影中的“哈尔 9000”不像之前几部电

影中那样会背离自己最初的目标，而是所有的行为都

是以完成任务为出发点。

偏离现实之处：参评专家称，之所以没有拿到满

分是因为电影并没有解释“哈尔 9000”是如何工作

的。专家称，鉴于目前没有人知道如何创造出人工智

能，没有解释总比蹩脚的科技术语更好一些。

真实程度得分：9/10

电 影 中 的 人 工 智 能
——10 部最“真实”的人工智能主题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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