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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写“碳铁之战”系列是在 2011
年，人工智能还不像现在这么热门。当
时，我已经看过很多关于人工智能的科
幻，其中不乏非常优秀的作品，但我总
觉得不满意，觉得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被
写出来。这就是我写“碳铁之战”的原
因。但要如何写，才能推陈出新、与众
不同、不落窠臼呢？

摆脱人工智能的刻板形象

在科幻里，人工智能通常有两副面
孔：要么如同恶魔一般，是纯粹的恶，
它们试图消灭人类，不管是非良莠；要
么如同天使一般，是纯粹的善，就是为
人类服务，不计成败利钝。复杂一点儿
的，就是让机器人在天使与魔鬼之间摇
摆，典型例子是 《终结者 2》 里的 T800
与T1000。但我既不想写人工智能造反，
人类为了保命而与机器人打得血流成
河，也不想写人工智能是万能的朋友，
忠诚而且永远不会背叛。我觉得，都 21
世纪了，该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人工智
能了。

“碳铁之战”中的“碳”指的是“碳
族”，也就是人类，因为人类是碳基生
物，其存在和地球上的其他生物一样，
是建筑在碳元素的基础之上。“铁”指

“铁族”，小说中的人工智能，它们的存
在，是以铁元素为基础的。铁族个体为
钢铁狼人，可以在狼形和人形之间切
换。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形体，在小说中
有一种解释，实际上是因为这种形体既

与人有相似之处，容易让读者接受，又
与人有不同之处，容易制造出陌生感。

我从不相信，一台电脑由于程序员
的主动设计或者外界的一道闪电而突然
间就拥有可以匹敌人类的智慧。因为虽
然智慧包含了方方面面的内容，但好奇
心、想象力和彼此的交流，在其中占据
着核心的位置。智慧不可能是编程编出
来的，而一台没有同伴的电脑，是不可
能孕育出智慧的。最关键的是，我认为
智慧并不特殊，它就像是猎狗的鼻子、
天鹅的翅膀、蜻蜓的眼睛一样，是适应
环境变化的结果，是生存压力之下自然
演化的产物。从这一点出发，我设计世
界上第一个“铁族”不是一个，而是 88
个由同一组程序复制而成但彼此之间有

明显差异的子程序。这些子程序被放置
到虚拟现实系统中，在极短的时间里，
遭遇数百种天灾人祸，逼迫它们演化出
如同蜂群的群集智慧。

人工智能是独立的文明实体

人工智能确实是人类的造物，肯定
在方方面面与人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但它们终究不会是人类的附庸，不
会完全依托人类而存在，而应该是独立
的文明实体。我想，真正的人工智能应
该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它们甚至将走
上与人类文明迥异的发展道路。宇宙那
么大，智慧也好，文明也好，都不可能
只有人类这一种形式。

把人工智能作为一种独立于人类之
外的文明来看待，“碳铁之战”系列的视
野一下子变得宽广了。一般而言，群体
的定义，都需要他者来印证。迄今为
止，人类遇到的智慧和文明实体就只有
人类自己，所以，对于智慧和文明的本
质，人类其实还真是“不识庐山真面
目”。在“碳铁之战”系列中，在实验室
里演化出智慧，并在人类控制之外，悄
悄繁衍生息，最后形成的“铁族”就是
人类的他者。

一开始，铁族从自身群集智慧的角
度出发，并不认为没有用无线电波链接
为一个整体实时共享一切资料的人类是
智慧和文明的。他们称人类为“裸猿”，
是不长毛也没有尾巴的猴子。在“碳铁
之战”系列中，人类需要拼命向铁族

“证实”自己是智慧和文明的，这在自诩
万物之灵的人类看来，是非常荒谬可笑
的，然而也会让有识之士警醒，进而反
思人类自身的所作所为，对何谓“人

类”，何谓“智慧”和“文明”，有了全
新的认知。认识人工智能，其实就是认
识人类自己。

任何一种未来，都可以在想象
的平行宇宙里实现

毫无疑问，人工智能也是一种科技
产品。现今科技高度发展，每个人都受
益于科技，增产的粮食、进步的医学、
发达的交通、便捷的通讯，诸如此类。
同时，人类也被科技所包围、所束缚。
加上科技产品确实曾对人类和地球造成
过灾难，于是，人类对科技的看法迥然
相异，对新科技充满争议。把人工智能
看作是恶魔抑或是天使，本质上就是对
科技的看法。然而，我认为需要从更高
的高度和更广的视野来看待科技。因
此，我把各种争议，把自己对科技的想
法，统统写进了“碳铁之战”系列里，
并贯穿始终。

科幻不是为了预言未来而存在，它预
言未来失败的时候远远多于成功。事实
上，科幻只是展示未来复杂的可能性，每
当一种未来变成现实，其他的未来就泯灭
在时间的灰烬里。这种说法让一些认为未
来可以精准预言的人大为失望，但在科幻
的世界里，也可以认为，任何一种未来，
都可以在想象的平行宇宙里实现。我相
信，“碳铁之战”的故事就发生在其中一个
平行宇宙里。即使“碳铁之战”不会变成
现实也没有什么，毕竟阅读它，读者也许
还能收获其他更为重要的东西，这就足矣。

（作者系重庆市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
长兼科幻专委会主任委员，重庆市作家
协会科幻文学创委会副主任。本文选自

“碳铁之战”系列后记，本报有删改）

认识人工智能，就是认识人类自己
□ 萧星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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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陉县科技馆：传承历史的科普研学基地
□ 苏 青

“1947 年12月，晋察冀边区工业学校
迁到井陉矿区办学。1948 年 8 月，学校
更名为华北大学工学院后，继续在井陉
煤矿为解放区的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培
养革命人才。这所学校的前身是诞生于
延安的自然科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创建
的第一所理工科高校。1949 年 8 月，根
据中央的命令，华北大学工学院迁至北
平，后更名北京工业学院，1988 年定名
北京理工大学。”

上面这段文字，是从“井陉县爱国
主义教育馆”展示墙上摘抄下来的，它
简要记录了北京理工大学前身——华北
大学工学院在井陉近两年的办学历史。9
月 15 日，走进这座一个月前刚开放的红
色场馆，看到上面这些熟悉的文字和老
照片，我自然倍感亲切。

井陉县隶属石家庄市，地处太行山东
麓，因地形而得名，素有“天下九塞第六
塞，太行八陉第五陉”之称，是历史上韩
信以少胜多的“背水之战”、彭德怀领导

的“百团大战”发生地。当地干部告诉我
们，北京理工大学办学旧址位于该县矿区
第一小学，离这里近30千米远。由于行程
较紧，无法去旧址瞻仰，只得留下遗憾。

作 为 2023 年 全 国 科 普 日 的 重 要 活
动，“井陉县人工智能科普研学基地签约
启动仪式”当天在井陉县科技馆举行。
签约三方分别是北京理工大学、井陉县
人民政府和河北省科技文化场馆联合
体。北京理工大学原常务副校长、校友
总会会长杨宾致辞并指出，北京理工大
学历史上曾在井陉煤矿办学近两年，得
到了井陉人民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
为边区工业建设培养了 400 多名科技人
才，共同为夺取全国解放做出了重要贡
献，这段历史将载入中国共产党教育史
册。他表示，学校师生倍加珍惜这段历
史，感恩老区人民的关爱，要用实际行
动反哺老区人民。

为打造好科普研学基地，签约仪式
上，有 6 个教育基地同时落户井陉县科
技馆，分别是：“北京理工大学——河北
省科协‘英才计划’联合培养基地”“罗
庆生教授名师工作站”“河北省青少年科
技辅导员人工智能培训实践基地”“河北
省青少年科创工作室”“河北省老年科技

大学游学基地”和“河北省科技文化场
馆联合体人工智能研学基地”。我曾经工
作过的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分别向井
陉县人工智能科普研学基地和罗庆生教
授名师工作站捐赠科普图书。当天还举
行了“获‘共和国勋章’科学家手模
墙”揭幕仪式。

井陉县科技馆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
县级科技馆，坐落在环境优美、风景秀
丽的龙王山公园旁，设计造型颇具现代
感，已成为当地新的地标建筑。据该县
科协主席刘彦明介绍，县委、县政府高

度重视科普工作，筹措资金 2.2 亿元于
2022 年 2 月开始兴建科技馆，当年 10 月
建成并开始调试设备，2023 年 1 月 1 日正
式对外开放。全馆占地面积 13000 平方
米，建筑面积 8600 平方米，布展面积
7500 平方米，以人工智能为主题，内设
农业科技、工业科技、现代物流科技、
青少年梦想科技等 28 个展示版块，漫步
航天、科技影院、多维沉浸式展示等 22
个互动体验场景，以及可容纳500多人的
科普赛事厅和300多人的多功能学术报告
厅。

签 约 仪 式 结 束 后 ， 与 会 嘉 宾 参 观
了北京理工大学创新机器人展演，该
校特种机器人技术创新中心主任罗庆
生教授以“人工智能与社会发展”为
题 ， 给 当 地 青 少 年 做 专 题 科 普 讲 座 ，
这也是合作三方签约后开展的首场科
普活动。

出席签约仪式，参与揭牌活动，游览
科技场馆，瞻仰红色基地，探源历史足
迹，不禁感慨万分，特填 《摊破浣溪沙》
词一首，以表情怀。“源探根寻赴井陉，
图文新展寄深情。驻矿艰辛育才俊，沐光
明。//基地智能签协议，名师授教领新
兵。县校携手同促进，获丰赢。”

杭州亚运会就要开幕了，它不仅是亚
洲最大的综合性运动会，也是中国向世界
展现自身体育、科技与文化实力的重要
盛会。

在近代以前，我国还没有“体育”这
个词，只有“文、武”之分，而“武”在
广义上已包含了许多形式的体育，是中国
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在我国
古代都有哪些体育运动呢？

射箭：箭术高手历代竞出

远在1 万年前的中石器时代，人类就
发明了用弓箭来狩猎捕鱼。此后很长时
间，弓箭不仅成为了战争的武器，而且射
箭也成了一种竞技运动项目存在下来，即
箭术。

我国古代有很多射箭高手的故事流传
至今。如战国时，楚国有一位名叫养由基
的人善射，可以在百步之外百发百中地射
中柳叶，百步穿杨的成语即由此而来。再
如《史记》中记载：西汉的将军李广，一
次夜晚打猎，误以为草丛中有老虎，搭箭
射之，白天再去寻找，发现箭头射入的是
一块巨石，而箭深没羽，拔都拔不出来。
三国时期，袁术欲攻打刘备，吕布为两方
劝和，在离营门150步外竖起一支方天画
戟，声言若一箭射中戟上小枝，两家罢
兵，结果一箭正中，平息了一场大战。此
事载于 《三国演义》 和 《三国志·吕布
传》中。

蹴鞠：高俅以球技官封太尉

蹴鞠可以说是足球的前身。在古代，
“鞠”是一种外包皮革，内实米糠的球。

“蹴”有用脚踢、踏的含义，“蹴鞠”是指
古人以脚踢球的活动，类似现在的足球
运动。

早在战国时期，我国民间就流行蹴鞠
游戏。清代时，甚至出现了冰上蹴鞠。

宋代是蹴鞠发展史上的一个高潮，
从皇宫内院到平民百姓，都以蹴鞠为
乐，并出现了齐云社这样的蹴鞠组织与
蹴鞠艺人。《水浒传》中把林冲逼上梁山
的奸臣高俅，原本只是苏东坡门下的一
个小吏，就因为蹴鞠球技高超，后来得
到皇帝宋徽宗的赏识，跟着步步高升，
一直到官居太尉。《水浒传》 第二回中
对高俅因蹴鞠而发迹的过程有详细叙
述。由此可想象出北宋时的蹴鞠风气
之盛。

马球：一场马球赛殒命两帝王

马球是骑在马上、用球杖击球的一种运
动，源于公元前525年的波斯（今伊朗），约
在西汉时传入我国，盛行于唐、宋、元三
朝，主要流行于军队和宫廷贵族中。

马球所用的球状小如拳，用中间镂空
的木材制成，球杖长数尺，顶端如偃月，
形状有点像今天的冰球杆。马球比赛是团
队竞赛项目，出土于唐乾陵章怀太子墓的
唐代 《马球图》，就逼真地再现了马球赛
全景。公元1156年，金朝皇帝完颜亮在燕
京举行了一场极特殊的马球赛，强令被金
国俘虏的宋代皇帝宋钦宗和辽国皇帝耶律
延禧参赛。比赛中宋钦宗和耶律延禧先后
摔下马背，被疯狂的马蹄践踏而死，这当

然是一段屈辱悲惨的历史，但也反映出当
时马球运动在北宋和周边国家均很流行。

骑术：田忌赛马得千金之赏

骑术在古代叫作“御”，包括骑马、
驯马和驾马车技术，是古代君子的六艺之
一，其主要形式是赛马，在春秋时期已十
分盛行，成为一项重要的体育运动。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齐威王与
大臣田忌赛马，两人各出上、中、下三个
等级的马进行比赛，比赛时，上等马对上
等马，中等马对中等马，下等马对下等
马，结果田忌三战三败。后来田忌听从军
事家孙膑的主意，比赛时调整了一下马匹
的出场顺序，以自己的上等马对齐威王的
中等马，以中等马对下等马，以下等马对
上等马，结果以两胜一负的成绩赢得齐威
王的千金之赏。这个典故让我们看到战国
时赛马的活动和技艺已十分成熟。

角力：宋代皇帝痴迷观看相扑

角力即古代的摔跤运动，是人类最早的
一项体育活动。《水浒传》中提到梁山好汉
卢俊义、燕青等人都是相扑的好手，可见宋
代相扑的普及程度。宋代的女子相扑也十分
流行，宋仁宗就十分痴迷观看。司马光还曾
就此上书《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劝谏仁
宗取消女子相扑，仁宗听取了司马光的部分
建议，不在宣德门前举行女子相扑表演，但
是民间女子相扑却一直存在。在清代，摔跤
逐渐成为一种民间体育运动。清政府曾设有
专门管理摔跤活动的机构，名曰“善扑
营”，负有侍卫宫廷的责任。

除上述的一些项目外，我国古代还有许多
体育活动，如舞狮、赛龙舟、棋术、抖空竹、
踢毽子等，可以说是绚丽多姿、丰富多彩。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北
京作家协会会员）

古 代 有 哪 些 体 育 竞 技 运 动
□ 嵇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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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妞妞和鸡宝宝》，张勇 徐莉
著，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

《妞妞和鸡宝宝》这本书
讲的是小主人公妞妞在亲人
的帮助下，历经春夏秋冬，
终于养大了 4 只小鸡崽的故
事。这看起来是件简单的事
情，但却是4只小鸡崽和1个
小姑娘共同体验的一段美好
成长过程。本书的文字活
泼，读起来轻松愉悦又让人
沉浸其中。作者借助妞妞的
视角，展现了对生命的思
考、价值的追问和意义的回
味，发人深思又给人启迪。

这是一本让人体验成
长的书

生命的成长是自然演化
之中一个神奇的结果。如果
每一个人都能静下心去观
察、思考生命的成长，就一
定能获得很多超越现实生活
的深度思考和人生顿悟。

在 《妞妞和鸡宝宝》 这
本书中，4只从孵蛋器中孵化
出来的小鸡崽，因为偶然机
缘，走进了妞妞的生活，享
受到了妞妞给它们的呵护和
照料，逐渐成长起来。在这
一年内，妞妞带着巨大的期
待和兴奋，用心呵护着她的4
只小鸡崽，想方设法让4只小
鸡崽生活得更好，不知不觉
中她也成长了。

可以看到，妞妞和4只小
鸡崽是同步成长起来的，在
她们各自的生命历程中，因
为这样的机缘巧合，妞妞和
小鸡崽们都感受到了成长的
快乐。作为一个阅读者，自
然也能从一个俯瞰的视角去
观察她们的成长历程，从共
情的视角去体验她们的成长
快乐，从反思的视角去追问
怎样让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

这是一本让人感受温
暖的书

温暖究竟是什么？不同
的人一定有不同的定义和描
述，甚至于说温暖具有太多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
但温暖又能让人实实在在感
受到。

在 《妞妞和鸡宝宝》 这
本书中，妞妞设身处地为小
鸡崽们思考该吃什么、该怎
样更舒服一些的时候，读者
一定能感受到一个孩子淳朴
的善良，能感受到她对小鸡崽们的温暖；当妞妞遇
到困难的时候，她的家人们总能给她支持或者及时
的点拨，让妞妞感受到了来自亲人们的温暖，读者
也一定能感受到这个家庭的温暖；当小鸡崽们被送
到农场的时候，妞妞哥哥的朋友们也及时出手，让
读者也感受到了友谊的温暖。

阅读本书感受到的温暖，让我不由得想起阅读
世界名著《爱的教育》那种温暖。虽然时隔近150
年，虽然地理位置跨越中国和意大利，但这样的温
暖感觉却是相通的。

这是一本家庭项目学习的书

家庭教育之中更多的是要采用沉浸式、情景式
的方式，以真实情境、真实问题驱动孩子自发自觉
地去探索去求知，让孩子经历连续的探究过程并最
终收获成功的快乐，实现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成效。

正如《妞妞和鸡宝宝》这本书所提出的背景那
样，怎样养好小鸡崽就是妞妞遇到的真实问题，妞
妞要在这样的真实情境之中不断思考不断探索，还
要形成物化的成果，比如说给小鸡崽制作小饭篓、
两个纸箱对接等。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系列过程恰
好就是让学生通过解决实际问题、学习知识和技能
的教学方法实施的过程。在这样的家庭教育氛围之
中，妞妞一定会成为一个有爱心、会思考、会探
究、能作为的优秀少年。

这是一本适合亲子阅读的书

亲子阅读往往是一个儿童人生之中阅读的开
始。但亲子阅读又或因囿于读物选取不适当，导致
家长和孩子出现阅读之中不悦的感觉。如年代久远
的书籍，由于和孩子的生活经历相去甚远不能让孩
子有共情的感受，而故作幼稚的书籍，由于不能和
孩子真实生活发生联系缺少让孩子有赏心悦目的
喜悦。

《妞妞和鸡宝宝》这本书以小朋友喂养小鸡崽
为载体，涉及到了对小朋友生活、家庭、亲人、朋
友的全方位描述。这样的背景和环境，这样的经
历，与这个时代孩子的生活有呼应和顺承，自然会
受到孩子们的认可。在不少章节末尾，很多借助妞
妞视角的思考，又能让人感情得以升华、思想得以
提升、思考得以深入。

这是一本定位为家校社共育的儿童文学书，寓
教于乐、寓学于趣，在讲故事的过程中，穿插了很
多科普内容、人文知识和品德教育，让人有思考、
有收获、有快乐，全方面思考家庭教育、学校教育
的应有之为。

也许，在家中饲养小动物之时，家长再和孩子
一起阅读《妞妞和鸡宝宝》，会有更多的共情、共
鸣和共振！

（作者系高级教师，海淀区学科带头人）

“碳铁之战”系列，萧星寒著，四
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中国古代马球比赛。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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