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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近日报道，由于埃博

拉疫情持续爆发，有很多医护人员被输送到疫区，虽

然他们是医生，但无论多小心，也很容易感染变成受

害者。为了降低这一风险，日前，美国白宫和三所教

育机构与科学家们讨论如何使用机器人处理埃博拉

危机。

研究小组的目标是尽可能减少生理接触，但同时

保证病人和家属之间的联系。科学家希望机器人前

往疫区并派送供给品，远程操控机器人可以在保证家

属安全的前提下让他们探访病人。研究小组并不打

算重新研发一个机器人，而是修改现有机器人。如果

一切进行顺利，研究人员将在几周或数月时间内安排

机器人对病患进行更安全的照料和护理。不过，有科

学家表示，就目前的情况而言，那种不需要人类协助

就能独立灵活移动的机器人还只是存在于实验室中，

机器人代替护士和医生近距离接触病人，还是一个遥

远的梦。

尽管如此，社交机器人的发展可谓如火如荼，这

种机器人也越来越多：有些去安抚因为病弱而只能宅

在家里的人；有些去帮助痴呆症患者；有些则去教患

有自闭症的孩子如何与同伴相处。随着机器人在提

供陪伴和安慰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你的下一个

好朋友或许就是一款机器人。

据国外媒体近日报道，谷歌公司正与牛津大学的

两支人工智能研究小组合作，研制先进的类人机器

人。第一支研究小组的任务是帮助机器人更好地了

解用户的想法和意图，第二支研究小组的任务是通过

深度学习技术提高机器人的视觉识别能力。据悉，谷

歌目前正在研制超快量子芯片，希望有一天机器人能

像人类一样思考。

这一切只是开端，当机器人变得更加灵敏、与人

类更相似时，又会发生什么？我们做好了迎接这段浪

漫关系的准备吗？

人机一家亲

一群日本观众安静地观看着舞台上的演出，随着

一名角色的悲伤而悲伤。这名角色低下头，接着，脸

对着观众，脸上的表情有点茫然，也有点神秘莫测，尽

管如此，还是让观众感觉一凛。

这个灯火昏暗的剧院位于东京郊外，现在人满为

患。各个年龄阶段的人都希望能够在此管窥机器人

的未来，就像这部戏剧的编剧兼导演、日本著名艺术

家平田织佐一样。观众们乘兴而来，但现在，他们惊

呆了。

因为这场戏剧的主角是两个机器人，其中一个三

尺高的机器人拥有超大号的塑料头颅，苍白的头颅让

人有点类似一个巨大的丘比玩偶；另一个机器人则刚

刚穿着花围巾离开舞台。

“对不起”，正在舞台上表演的机器人说，他抬起

眼睛看着与其一起表演的人类女演员：“我根本不喜

欢工作。”他的情绪非常低落。这名闷闷不乐、情绪低

落的机器人名叫武雄（Takeo），他的机器人妻子名为

桃子（momoko）。他们的主人失业了，光脚在家里四

处晃悠，一副昏昏欲睡、无精打采的样子，武雄与桃子

讨论可以做些什么。

在平田织佐的这部话剧《我，工人》中，机器人不

仅仅是一台能打扫房间和制造小玩意的力学自动机

器，更重要的是，他们也有情感，这一大胆设置对机器

人的主人和机器人本身都提出了严苛的挑战。这出

戏剧讲述的就是如何处理人机之间的这种关系，当身

为主人的人类和身为机器人的仆人都变得情绪低落

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尽管这只是小说，是一种艺术化

的表达，但平田织佐的视角反映了日本国内一个方兴

未艾的现实，那就是，在日本国内，科学家们和政策制

定者们都发现了机器人在社会中所起的新作用：他们

可以作为人类的同事、看护、甚至朋友。

武雄说：“在人们情绪低落时，你不应该告诉他

们，他们应该振作起来。”桃子深有戚戚焉：“人真的

很麻烦。”或许，武雄和桃子之间的这段对话并非意

义最为深远的对话。但在一个人类与机器人一起生

活的世界里，这段对话并不出格。或许，在不久的未

来，人与机器人之间会相互交流，舒适地享受彼此之

间的关系。

无独有偶，今年 7 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

媒体实验室的机器人专家、社交机器人的先驱、JIBO

公司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辛西娅·布雷齐尔与其团队

推出了名为“Jibo”的最新机器人产品，Jibo 专为家庭

用户使用，布雷齐尔希望用户会发现机器人产品有趣

和友好的一面并成为家庭的一部分。

相比较能够移动、转动眼睛的其他高科技产品，

Jibo 最大的特点具备一定的“情感”，能够以类似人类

的方式与用户交流，从而做到电脑或移动设备无法完

成的事情，帮助家庭成员之间增进感情。布雷齐尔表

示，情感化设计是未来科技产品的发展趋势，而 Jibo

的设计理念就是可以与用户交互。据悉，Jibo 拥有的

一系列相关应用能帮助它在不同场景中扮演不同角

色，如通过面部追踪技术为家庭拍照，同时也可担当

私人助理，提醒家庭成员的日程安排以及实现网真技

术从而增加彼此感情。此外，Jibo 还可以讲故事，通

过加入声效、图像甚至部分动作，可以为孩子提供更

加生动有趣的内容。

据国外媒体报道，今年 9 月 2 号，日本最大的手

机制造商软银宣布，该公司将于明年夏季通过 Sprint

零售店在美国市场开售人形机器人 Pepper。软银首

席执行官孙正义此前曾表示，Pepper 的构想源自于

上世纪 60 年代观看的动画片《铁臂阿童木》，他希望

创造出一个人与智能机器人共同生存的社会。孙正

义在今年 7 月还曾表示，通过用 3000 万个机器人替

代 9000 万劳动工人，这将极大地改进日本国内的劳

动生产率。

除软银之外，谷歌也通过收购 Schaft等公司进入

机器人领域。其他机器人制造厂商包括了本田汽车

和 松 下 电 器 等 ，前 者 开 发 出 仿 人 机 器 人 阿 莫 西

（Asimo）；后者则开发出在医院中向病人递送药物的

机器人 Hospi-R。

孙正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他们公司打算制

造“一名家庭成员”。Pepper将于明年 2 月开售，售价

不足 2000 美元，这将是第一款能够买得起的、真正的

社交类人机器人，有望在日本市场掀起大风潮。

《爱上机器：日本机器人的艺术与科学》一书的作

者蒂姆·霍尔尼亚克表示：“这个价格令人吃惊，这台

机器人的售价应该高达数万美元。”

孙正义也公开承认，Pepper 的定价很低，并非一

门“非常赚钱的生意”，至少刚开始如此。然而，Pep-

per是他们对未来社会型机器人所下的一个赌注。该

项目的负责人林要表示：“孙正义想要借此让这类有

情感的机器人在社会上流行。迄今为止，计算机所做

的只是帮助人们计算，但我们相信，计算机很快能为

人类提供情感支持。”

Pepper 可以阅读非语言内暗示，当它看着某人

时，其大脑内嵌的传感器会扫描这个人的脸，其他传

感器会测量这个人的声韧带内的压力。Pepper 会通

过一个复杂的计算机程序对这些数据进行运算，从而

猜测出人的情感状态。当它采取一个它感到已经产

生积极回应的行动时，它会不断地重复这一行动，从

而学会如何取悦人。

所有这些技巧最终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这些机器

人能够灵敏地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他们是人类的

朋友、同盟者。林要说：“重要的事情是被接受、被

Pepper 理解以及他正在基于这种理解做出反应的感

觉。”这种理解，有些人将其称为人工共鸣，实际上触

碰到了一个科学家们正在试图探索的“进化按钮”。

迄今为止，世界上有超过 100 种不同模式的社交

机器人。这个大家庭里有起保姆和家庭主妇作用的、

提供友情的、在病人身体康复过程中与他们聊天的或

者作为宠物的替代品而存在着的机器人。最流行的

索尼机器狗 Aibo（人造智能机器人）截至目前已经销

售了超过 14 万件。日本机器人协会预测说，现今每

年创造 50 亿美元收益的社交机器人，从 2025 年开始

每年将创造五百亿美元的收益。

消除“恐怖谷”指日可待

Geminoid 坐在房间的前面，就像一个初入社交

场合的淑女，双手优雅地放在膝上，长而乌黑的头发

垂顺地搭在绿色运动衫上。Geminoid 是由日本大阪

大学教授、机器人专家、远程控制机器人制作能手石

黑浩制作的一个女机器人。“出生于”2010 年的这款

“仿真美女”，外形以 20 多岁的日俄混血女性为模

本。她会做出眨眼、微笑、皱眉等 65 种不同面部表

情。她的皮肤由柔软的硅胶研制，肤色逼真度极高，

更能像真人发声、对话、唱歌，远看几乎与真美女无

异。石黑浩说：“与其他人相比，这款机器人与人非

常类似，但她也并不完美。”

石黑浩是一名极富艺术家气质的工程师，一直

从事机器人领域的尖端研究，而且也因为其创造出

的极富活力和生命力的机器人而享誉全球。在职业

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石黑浩已经对由机器人所激

发的极具冲突的情感，比如喜欢和厌恶进行了深入

探索。他说，正是类人机器人的外表和运动之间的

不匹配制造出了一种“恐怖谷”。“恐怖谷”理论由日

本机器人专家森昌弘于上世纪 70 年代提出。该理

论指出，当拟人化机器人的外表愈近似人类但未能

完全相像时，会让人产生不愉快的感觉；而机器人逐

渐由不像人类到相似的过程中，人对机器人的好感

反而会提升。

石黑浩解释说，当机器人看起来与人相似时，我

们潜意识希望其能灵便而快捷地活动。当他做不到

这一点时，我们的大脑会传递错误信息，从而造成“恐

怖谷”。不过，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假以时日，机器

人就会获得更好的能动性，因此能更好地复制人的运

动，从而消除恐怖谷。石黑浩说：“我的目的不仅仅是

制造出一种类人机器人，而是借此来弄清楚何以为

人，何以为类人。”

在石黑浩的实验室内有一个“婴儿机器人”，其身

高仅 2尺，体重只有几磅，显然与人不同，但它也拥有

极富表现力的眼睛，皮肤也与人类似。石黑浩说，起

初，人们会很害怕这些机器人，但当他们拥抱过以后，

排斥和厌恶感就会消失殆尽。

石黑浩相信，这种机器人能代替遥远的朋友和亲

属，帮助人们纾解孤独；这种机器人也能作为人类自

身的延伸。石黑浩也用硅树脂和自己的头发，制造出

了一款与自己一模一样的机器人复制品。有时，他也

会借用这款分身远程发表演讲。几年前，石黑浩担

心，随着他慢慢老去，他和自己的机器人的相似性也

会慢慢消逝，因此，他接受了整容手术和干细胞疗法

来确保他们一直都相似。

日本北海道公立函馆未来大学教授、人工智能领

域先锋、《机器人的信息科学》一书的作者松原仁表

示：“如果有人（比如朋友、父母或其他人）能与你一起

生活，当然更好。但如果没有的话，机器人可以作为

替代品。机器人确实是机器，但我们能让机器人和人

类和谐相处。”

机器人领域的另一位先锋、儿童机器人“Affetto”

的设计师、日本大坂大学的浅田埝也持有这种观念。

“Affetto”这款儿童机器人能表达一系列接近真实的

儿童面部表情，不仅可使人类更加自然地与机器人进

行沟通，而且也有助于科学家研究人类婴幼儿时期社

交意识形成。

浅田埝想要借助这款机器人弄清楚，微妙的、非

语言暗示如何让人们构筑关系。他认为，这个问题一

旦被解决，不仅能让我们获得全新的方式提升人机之

间的关系；也能揭示一些与何以为人有关的基本问

题。最近，浅田埝研发出了一种新的脑部扫描技术，

使他能实时追踪母亲和儿童之间的情感联系。

浅田埝说：“这类发现对于我们设计出一台能共

振或制造出人工共鸣的机器非常有帮助。机器人能

复制或者模拟人类的哪种行为？它将如何反应？”浅

田埝计划借用这些信息，让 Affetto的表情多样化从而

诱发与人类同样的神经反应。

针对 Affetto 的研究或许也有实际用途。一台能

理性表达并培养关系的机器人或许可以成为一名高

校的老师或者导师。松原仁表示，它甚至能提供某类

和谐的友情；填补由于某个人的缺席所造成的空白。

但这样的机器人迄今还在实验室，几乎没有工程师能

制造出通过更少的细微差别产生同样效果的机器人。

浅田埝说：“我的梦想是给每一个新生儿分配一

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所起的作用就是保镖和朋友，

它将记录和回忆这个孩子所经历的每件事情。这个

孩子会结婚生子，机器人仍然会在他需要的时候提供

帮助；当这个孩子慢慢老去，机器人会照顾他，最终，

和他一起，从摇篮到坟墓都有机器人的陪伴。人人都

有一个机器人。”

在家庭护理领域大展拳脚

尽管刚刚开始在各地扎根，但人机和谐相处的

概念已经风靡日本各地，尤其是在家庭护理方面。

到 2025 年，日本 30%的人口将为老人，而 1990 年仅

为 12%。要应付这一转变大约需要 240 万护工，这个

高投入低产出的产业因此要增加 50%。其他国家也

将很快面临同样的挑战，但无论是从整件事情的规

模还是整个国家解决这个事情的办法来看，日本都

很特殊。有些人呼吁放松移民法，帮助缓解潜在的

看护老人危机，但日本采用了另一个更加完美的办

法：机器人。

日本目前是全球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政府希

望企业能够通过研制机器人，来缓解老龄化所带来的

劳动力紧张局面。日本 2012 年的机器人市场总规模

约为 8600 亿日元，约合 83.8 亿美元。据日本政府去

年预测，到 2022 年，该行业的市场规模将达到 2.85 万

亿日元。

今年夏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成立一个专

门工作组，解决如何实现“机器人创新”的问题，主要

任务是将机器人引入到更多服务部门并将机器人的

市场规模增加 2 倍。在神奈川县，政府官员已经资

助布置了三种不同的机器人在老人看护机构：一种

电动的外骨骼用于帮助中风病患；一种两尺高的双

足机器人能够为机器人提供引导；另外一种就是大

名鼎鼎的 Paro。

Paro 是由 AIST（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研发

的治愈系机器人。Paro 这款机器玩具，外形像海豹，

有着柔软的皮毛，其开发出来的目的是给老年人的生

活带来乐趣。这可不仅仅是只普通的毛绒海豹，它周

身装有 5 种类型的传感器，可以感控光、触碰、声音、

温度和姿势。因此它可以对人的触摸做出互动，当有

人呼叫它的名字时，它也能做出相应的动作表示回

应。Paro还会识别出主人希望自己做什么，然后改变

自己的行为。因为医院和医疗机构是不允许病人带

宠物到病房，因此 AIST 就制造了具有治疗功效的

Paro机器人，而结果也证明了 Paro确实能改善病人的

心情。

为了使 Paro 更逼真，著名机器人工程师、日本早

稻田大学的机器人专家孝敬柴田专门飞到加拿大东

北部的冰地，记录真实海豹的生活习性。除了让机器

人能重复海豹的声音外，他还让其对眼神接触、触摸、

拥抱做出反应，且能记住人脸并学会产生积极良好反

应的行为。孝敬柴田认为，Paro能帮助纾解病人的抑

郁和焦虑；而且，它从来不需要吃东西，也不会死。

自从 2003 年被创造出来以后，Paro 已经售出了

超过一千件，成为了用于医疗的机器人当中最流行

的产品。在一项研究里，两间疗养院中的一些人似

乎相信 Paro 是真正的动物；其他人则相信 Paro 能与

他们交谈，尽管 Paro 其实只会吱吱地或者咕噜咕噜

地叫而已。

2009年，一篇对 43项研究的回顾在《老人福祉科

技》杂志上发表，声称社交机器人让老人们有了更加

积极的心态并且减轻了老人们的压力，一些研究也报

道说机器人能减少人们的孤独感，还加强了家庭成员

之间的联系。

爱上一个机器人？

社交机器人逐渐开始流行，设计师们设计他们的

初衷也是希望他们能够被普及。如果我们不喜欢它

们，我们不会让它们来倾听我们的烦恼，也不会烦心

去吃它们给我们开的药，所以人们会依赖他们也没什

么值得惊讶的。但令人惊讶的是有些人的依赖程度

太高。有研究人员称，人们会亲吻他们的机器人朋

友，将心事说给它们听，送它们礼物，并且必须与机器

人告别时他们会伤心。

美国塔夫斯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该校人机交互

实验室负责人马提亚·舒尔茨也对此进行了佐证。他

说，已经有文献证明，人们对其拥有的 Roomba 真空

吸尘器产生了很深的感情，他将其称为“单向联系”。

舒尔茨说：“人们似乎对他们的 Roomba感激涕零，他

们认为这款机器人工作非常勤力，应该多多休息。他

们会为它洗澡、带它度假。”

Roomba 是 由 美 国 机 器 人 专 家 iRobot 公 司 于

2002年全球首家研发而出的吸尘机器人，目前已经售

出超过 600 万件。而且，在 2007 年的一项研究里，美

国佐治亚州计算机大学的研究员对 Roomba 的主人

使用它们的方式进行了研究。尽管这些机器没有脸

也没有躯干，做的事也不比捡捡棉线更强，使用者们

还是会跟他们交谈；向他们介绍自己的家庭成员；甚

至在他们不得不住院时向 Roomba倾诉悲伤。

并非只有社交机器人会带来大量催泪的告别场

面。

布雷齐尔也表示，iRobot公司也遇到了同样的情

况，有些从战场上下来的老兵祈求技术专家们能修理

他们的拆弹机器人；有士兵甚至眼含热泪地说，请修

理好我的史酷比机器人，因为它救了我的命。布雷齐

尔说：“我认可这种强大的依恋之情。这是人类经历

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如何与这个世界和其他人相互交

流的一部分。”

但也有人对此持不同意见，MIT 的教授雪莉·特

克尔认为，机器人提供了一种关系的幻觉，她担心有

些很难处理真实人际关系的人会将情感投注到机器

人身上，但这种关系并不靠谱。她说：“老人们，在他

们生命的最后阶段，应该与那些理解出生的意义、有

父母、会考虑孩子的问题、会害怕死亡的人一起去探

寻生命的本质涵义。这样的人必须是人类。机器人

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家务杂事，但把机器人当作真正

的朋友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也有研究人员担心，有些人会更喜欢他们的机

器人朋友而不是人类朋友，特别是那些患有自闭症

的孩子或那些年长些的，由于病弱而经常宅在家里

的人，毕竟他们与外界的接触相对较少。塔夫茨大

学的舒尔茨也警告称，如果人类错误地理解机器人

的行为，或者，机器人无法正确地阅读人类的信号，

那么，可能会让那些非常迷恋机器人的人对生活更

加绝望。

现在，机器人已经在为你打扫房间、驾驶汽车，很快，它们将成为你的朋友甚至伴侣。

你的下一个好朋友或许就是机器人
本报记者 刘 霞 综合外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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