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lphaGo战胜人类棋手，迪拜街头出现“机

器警察”，微软小冰出了诗集，人工智能系统

AI-MATHS 参 加 高 考 …… 跨 过 变 革 的 临 界

点，人工智能深度参与人类社会生产活动，已

经不再是科幻想象。

上世纪以来，人工智能一直是科幻作品

最热衷描述的题材之一。在“未来已至”的今

天，当我们再一次回顾科幻作品中关于人工

智能的预言与想象，或许会感到熟悉——当

下或今后的生活图景，是否会一如作品所描

绘的那样？

关于技术的乐观想象

提到人与机器人的关系，大多数人诉诸脑

海的第一印象恐怕就是“机器人三定律”。这

是艾萨克·阿西莫夫在《银河帝国 7：我，机器

人》中提出的，这部作品也和银河帝国系列的

《钢穴》《裸阳》一起，代表了黄金时代机器人题

材作品的典型风格。有趣的是，阿西莫夫不仅

提出了这三条定律，还自己拆解了它们，在作

品中写到了三定律失效的各种可能性。其作

品风格平铺直叙、叙事情节清晰，对三定律的

讨论往往伴随着一些奇怪案件解密过程，读起

来感觉很畅快。

黄金时代“科幻三巨头”的另一位作家阿

瑟·克拉克，最著名的《2001 太空漫游》虽然不

是一部以 AI 为主题的作品，但是其中的 AI 角

色却非常鲜明突出。超级计算机 HAL9000 控

制着相当于它“身体”的飞船，唯一的使命就是

执行任务。为了完成使命，它悄无声息地杀害

了飞船上的人类——看到这里，你会不会开始

反思 AI思维的本质？

“赛博朋克”与危机预警

《神 经 漫 游 者》《零 伯 爵》《虚 拟 偶 像 爱

朵 露》《全 息 玫 瑰 碎 片》…… 以 上 这 些 是 赛

博朋克风格宗师威廉·吉布森的作品，它们

代表了赛博朋克流派 AI 题材作品的典型风

格。这一风格属于科幻“新浪潮”运动的一

部分，一反黄金时代的宏大开阔，和对人机

共舞的未来社会的乐观想象，变得混乱、阴

暗而晦涩。

威廉·吉布森笔下的 AI，没有人形的实体，

仅仅是一段有自我意识的程序，它们宛如赛博

格世界中一个个神出鬼没的幽灵，在阴暗的角

落中谋划着不为人知的计划。

赛博朋克风格的代表性作品，还有尼尔·
斯蒂芬森的《雪崩》、弗诺·文奇的《彩虹尽

头》、山本弘的《艾比斯之梦》等等。

科幻影视作品中也同样充斥着赛博朋克

风格，广为人知的《终结者》《黑客帝国》《星际

迷航》都是广大科幻迷心中的经典系列。

即将上映的《异形：契约》，虽然最重要

的主题不是人工智能，但 AI 在其中也扮演了

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些 AI 不仅全程参与了

探寻人类生命起源的活动，而且有着各自不

同的行为和秉性，有的为了完成任务而杀害

人 类 ，有 的 却 成 为 了 人 类 最 忠 实 可 靠 的 伙

伴 ，还 有 的 则 认 为 自 己 可 以 凌 驾 于 人 类 之

上，直接与创造人类的外星人——“工程师”

沟通，这也同样会引起我们的遐思：有一天，

人工智能会不会不仅局限于“智能”，还会进

化出独立的“意识”？

赛博朋克风格的经典电影《银翼杀手》回

答了这个问题：机器人也有直觉。电影改编自

美国科幻“鬼才”菲利普·迪克的小说《仿生人

会梦见电子羊吗？》，影片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预

设：机器人不只是可以飞快运算的机器，它们

也会思考、睡觉和做梦。由此引发了一个更深

邃的命题：什么才是人的特质？

人工智能的“理智与情感”

情感属性是人类区别于人工智能的本质

特征之一，有大量科幻作品执着于探讨此类

主题。斯皮尔伯格的《人工智能》就是其中的

经典之作。影片讲述了一个可爱的“正太”小

机器人寻找养母的故事，在探寻自我中寻找

人性、寻找认同。同样题材的还有《机器管

家》《霹雳五号》等等，在这些电影中，机器人

主角终于不再是阴险冷酷的反派，影片基调

也一反赛博朋克光怪陆离的阴郁风格，充满

脉脉温情。

不仅温馨，浪漫也能成为机器人电影的

主题。2013 年上映的《她》讲述了一个人类

和 女 性 AI 谈 恋 爱 的 故 事 ，最 终 人 与 人 工 智

能共同谱写出一曲温暖治愈的恋曲。人类

都 渴 望 亲 密 关 系 ，科 技 为 沟 通 情 感 提 供 了

便利，但也让人们躲在它后面，逃避真正的

情感接触。人类与 AI 如何跨越隔阂？这个

问题值得思考。两年后上映的《机械姬》讲

述 的 也 是 同 样 题 材 的 故 事 ，基 调 却 沉 郁 得

多 ，借 助 测 试 机 器 人 来 探 讨 人 类 的 情 感 和

本能。

真相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
盘点机器人题材经典科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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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陈 莹
未来视界 WEI LAI SHI JIE

品幻录
本报记者 陈 莹 综合整理

爸：

明天，我要作为心理调理师去接触一位客人。他与你一样，在 30 年前身患

癌症，后志愿参与低温冬眠试验项目，这周刚刚苏醒接受治疗。我的工作是通过

心理辅导的方式让他适应当前时代。其实我博士期间做的就是这方面的课题，

但真正实践还是首次。低温冬眠试验项目尚不成熟，公开范围有限，参与的人

少，醒来的人更少，而我们的辅导课程更像纸上谈兵，课程体系仅勉强建立起

来。明天，我真是要摸着石头过河了。

因为这项工作，我又想起你，于是整理了一下我从小到大发给你的信息。影

音图文信息都有，近 200个文件，8G多。

最开始的都是音频文件，是我小时候拿着妈妈的手机录的。妈妈说你去

了另一个世界，没法和我们联系，不过我们可以给你写信，等你回来的时候

看。可惜我还不会写字，就用妈妈的手机录语音。想你的频率挺不固定，时而

三个月一次，时而三天一次。跟你说话也有长有短，最长的那次居然是 1 小时

23 分 41秒……

顺利成章的剧情发展便是：我在幼儿园的小伙伴里不乏嘴贱的熊孩子，说你

妈妈骗你呢，你爸爸死了。我当时没信，事后信了：因为相信你死大概更合乎逻

辑（准确地说是合乎小孩子的直觉）。但不合逻辑的是，即便相信你死了，我怎么

还一直在给你录语音呢……

好像是在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吧，我逐渐意识到：我所想念的并不是真实的

你，而是一个我虚构的父亲形象。当然，这也是通过孩子的直觉意识到的。那时

的我一定不知道该怎样面对此等情况，于是拿着妈妈的手机胡说八道。

——爸，我今天才发现，我们班一个女生有特异功能。她从本子上撕张纸画

个二维码，就能拿去便利店买东西。听说她爸出差坐飞机用的登机牌也都是她

画出来的……

这般脑洞大开的设定不知妈妈听后会作何感想，不过我也不确定这些录

音她都听没听。但我记得有一次她很严肃地对我讲，爸爸会回来的，他在另一

个世界里，没有电脑和手机，所以等他回来了我们要告诉他这些年世界上发生

的变化。

虽然妈妈依旧语焉不详，但从态度上倒是让我相信你没死。于是我进一步

脑洞大开：莫非你参加火星登陆去了？又或者你被外星人带走了？……

种种想象伴随着青春期的叛逆。我不再拿妈妈的手机给你录音——反正我

也有自己的手机了，独自一人的时候给你录视频吧。

——爸，你到底什么时候走的？我刚出生那会儿吗？当时智能手机才刚普

及吧？所以你会用触屏吗？要是不会用，我今天来教教你……

——爸，你这会儿是在火星上还是在天狼星上呢？妈妈说你现在的地方没

有电脑和手机，所以也没 WiFi吧？没网上你都怎么活呢？跟原始人似的开荒造

田挖运河？……

——爸，妈偶然说起过去你们一起唱歌，你唱了《Let It Go》。我在网上找

了《冰雪奇缘》的电影，但没找到主题歌伴奏，不然我还想唱给你听呢。

可以想见视频中的我满脸傲娇，仿佛要穿越回古代供先人膜拜。给你录视

频也不是因为想你，而是想借机抒发自己的白日梦情绪。就像别人在用社交网

络晒美食美景，我用视频给你秀新换的数码产品。

妈妈自始至终没对我讲低温冬眠试验，但随着岁月流逝，她也不再刻意对我

隐瞒。于是我断断续续知道了前前后后的事情。大学期间，我和同学去西伯利

亚旅行，在博物馆看到了冰冻的猛犸象。于是我想起了你。我想把这次参观录

下来给你看，不再是当作猎奇展示，而是将我的感受分享给你。晚上回到酒店，

我把照片与录像整理成视频，再添加上我自己的解说。对着手机絮絮叨叨，仿佛

回到了小时候。于是，我就想到了那个问题——

爸，这么多年，我一直在长大，但你还是 30 年前的年龄啊。我今年 20 岁，你

比我大 10 岁。再继续下去，总有一天我会和你同龄，然后比你年长……等你醒

来，我该怎样与你相处呢？敬你如父？待你如兄？平等如友？甚至是爱你如

子？……

从那以后，我不再给你录视频，而是用文档给你写信，似乎是想使自己隐藏

在文字背后，不再把思念、傲娇、疑惑表露给你。或许我正在理解妈妈为什么不

亲口告诉我低温冬眠试验的事情。

读研期间，赶上有人在学校办讲座，主题是“新常态下的长幼尊卑”。主讲人

痛心疾首地指出新常态下家庭伦理以多种形式崩坏，类似的讲座在你上学的年

代好像也挺流行吧？自由提问环节，我忍不住想问问主讲人如何面对年龄比自

己小的父亲或年龄比自己大的子女，但转念又作罢。与其争辩，不如回图书馆继

续读文献，顺带想想是否该在我的论文中补充新的注脚，以及，好好考虑考虑我

博士期间是否真的要做与低温冬眠试验相关的心理辅导课题。

爸，我说了这么多，你大概也猜到了吧？明天，我要面对的客人不是别人，而

是你。作为孩子，我想把那 8G多的影音图文信息都拿给你看——这些都是我写

给你的信。作为成年人，信息中的部分内容恐怕会让我也让你感到不好意思。

作为你的亲人，我觉得不好意思的内容你一定也能理解并接受。但是，但是，最

后，作为心理调理师，我判断目前还不是把这些信息都展示给你的时候。所以，

包括我今天写的这封信，都不知你何时会看到。

明天是你我共同面对的未来。那么，爸，明天见了！

写给爸爸的信

微科幻

艾 崴

本报记者 付丽丽

《我，机器人》被改编成了同名电影

（除标注外，本版图片来源于视觉中国）

“2032年，我刚毕业，就失业了。”近日，

一篇题为《你在教育链上鄙视别人家孩子，

它站在食物链顶端鄙视你》的文章在微信朋

友圈疯传，文章以科幻的笔法虚构了一位妈

妈千辛万苦、竭尽全力培养“我”，上各种兴

趣班，从高中起就出国留学，读到美国排名

前 50 的大学……然而毕业后，“我”却被人

工智能打败了。文中幻想的未来世界，99%

的金融交易员都已经换成人工智能，80%的

基金经理、投资顾问都被人工智能替代。

“在我 7 岁（2017 年）那年 5 月，柯洁输

给了阿尔法狗，标志着在围棋领域人类彻

底被 AI 击败，专业的算法，已然开始渗透

进各行各业，偷偷地取代人类。”看到这里，

吃瓜群众表示坐不住了，未来会不会真的

像他描述的那样，是人机共舞的智能社

会？如果真的是这样，人类又该怎样与机

器人和谐共处呢？

人机共舞时代来临

它来不是为了鄙视你

“人们大可不必过分担忧，我本人对

机器人全面取代人类不持乐观态度，在

我的有生之年是看不到的。”出生于 1976

年的西安交通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兰旭光这样告诉科技

日报记者。

兰旭光表示，以他所从事的研究来看，

现在机器人的感知能力远低于人，无法接

受抽象的命令，也缺乏和人类高效交流的

能力，与人类真正需要的带有动作性和协

作性的机器人还有很大距离。其本质原因

在于，机器人缺少真正的理解能力，不具有

人类的意识、创造力和想象力，因此，说其

能取代人类并不现实。

“因为机器的计算能力远远超过人类，

在某些需要大计算量的方面，比如说围棋，

因为其解题规则完全确定，且有大量棋谱

可供学习，人类会被机器人战胜，就像人类

的走路速度比汽车、飞机差一样。但在需

要意识参与、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富有想象

力创造力的工作方面，人类的优势就会突

显出来。”

兰旭光举例，比如一个服务机器人在

相对复杂的环境里给客人倒一杯水，医生

护士与病人接触沟通等，这在当前条件下

还很难完成。特别是知识创造性的工作，

比如医疗、教育培训中具有高度“不确定

性”的工作，其承担者则非人类莫属。尤瓦

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畅想，未来世界

的医生可能更像“精英特种部队”的工作人

员，从事高精尖的专业工作；教师也许会类

似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去处理复杂的协调

事项。

对此，国际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联

盟首席执行官罗军表示，随着人工智能等

更多新技术进一步成熟，机器人将变得更

加聪明，在很多领域、很多场合都能承担

更多工作，成为人类重要的助手和工具。

“但人类具有感知和认知行为能力，机器

人在某个领域或某个部分可能会超越人

类，却很难全部达到人类的要求和标准。”

罗军说。

别担心，机器人代替不了人类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 3个层次：弱人工智

能，即擅长单个领域的人工智能，比如阿尔

法狗、无人驾驶、智慧医疗等；强人工智能，

各方面都能和人类比肩的 AI，人类能干的

脑力活它都能干；超人工智能，几乎在任何

领域都比最聪明的人类大脑聪明很多，包

括在科学创新、通讯和社交技能等方面。

有专家预测，强人工智能出现的时间为

2040年。“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多是弱人工智

能。”兰旭光说。

“未来，将是人机协作、人机一体，人类

与机器人和谐共处的美好时代。”罗军认

为，人类与机器人将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

系，但这是一个长期的渐进式过程。

罗军表示，自动化、智能化的机器人毕竟

不是人，而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工具，与人类不

是竞争关系，也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游戏，人

们不必对其产生恐惧。进入“机器人时代”，

无人驾驶汽车将进一步普及，赡养老人、小孩

的服务机器人将能听懂人类的语言，与人们

交流、唱歌、跳舞、游戏、帮助打扫卫生等。

“但是，机器人不是万能的，不可能满

足人类所有的需求，也不可能完全理解我

们的语言，不要指望我们什么都不做，一切

交给机器人。人机共舞的时代，是智能化

时代，是人与机器人协作的时代。”罗军说。

对此，兰旭光也认为，机器人一定会成

为人类的伴侣，要取长补短，发挥两者的优

势，互相促进。“人类要善于发现自己的优

势，并不断培养加强。机器人在进步，作为

创造者的人类也不能停止不前，这是人与

机器和谐共处的要点。”兰旭光说。

别害怕，它会是人类的亲密伴侣

机器人如此聪明，会不会给人类带来一

定的灾难？这是很多人担心的问题。

对此，罗军表示，机器人在给人类带

来方便快捷的同时，难免不会带来困扰和

负面的影响。很多时候机器人是聪明的，

能够根据人的指令，帮助人类完成工作。

但是，机器人也是笨拙的，在不理解人类

指令的情况下，可能就是一堆废铁，什么

忙都帮不上。如果使用不当，还可能造成

一些损害。

在兰旭光看来，机器人是给人类服务

的，但如果被坏人利用，把机器人用于战争，

这对人类是致命的。因此，发展机器人需要

制定相应的法律，如原子弹一样，对其进行

约束，严格规定其不能涉足的领域等。

据媒体报道，美国、英国等国家和一些

社会公共机构（如 UN、IEEE等）都开始积极

关注人工智能的法律、伦理等影响，密集出

台一系列战略文件和报告。美国去年出台

了涉及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等多份报告和政

策，如《联邦自动驾驶汽车政策》《美国国家

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计划》等，提出了要求加

强并统一技术、数据使用、安全等标准建设，

相关政策也要根据出现的社会难题和线索

不断被重新评估。

“当然，很多专家对机器人忧虑过多，他

们认为在人工智能的作用下，未来人类将对

机器人失去控制，主宰人类，甚至会伤害人

类。我认为，这样的判断不具有科学性。人

工智能是人类发明和创造的，我相信我们能

够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中找到最佳平衡

点。”罗军说。

提个醒，立法该提上日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