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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9日至 15日，人工智能程序“阿尔法围棋”（Al-

phaGo）挑战围棋冠军李世石，人类与机器两种不同的

智慧形式再次短兵相接。

围棋被认为是人工智能领域一个标志性的“大挑

战”，电脑程序的胜利，不但演绎出人工智能的新飞跃，

还将给该领域其他看似难以实现的人类级别能力的项

目带来巨大希望——而这将是此次人机大战中我们最

大的收获，无关棋盘胜负。

为何电脑独怕围棋？

现在的国际象棋领域，人类顶尖选手都会被电脑

杀得丢盔弃甲。国际象棋的走法有限，在每一回合中

平均有 35 种可能的走法，电脑算出最佳排列组合只是

时间问题，围棋则不然。

围棋起源于我国，两个选手在矩形格子上交替下

黑子和白子，目标是在比赛结束时比对方占领更多的

地盘，在 19×19棋盘上，每一步皆有 250种走法，这 250

种走法中，接下来的每一步又将有 250种可能的走法。

正是源于这种巨大的搜索空间，很难估计局面和

下子，传统的人工智能算法几乎不可能解决，这也让围

棋被视作人工智能领域“难以搞定”的标志性项目。在

象棋领域人类面对电脑已无优势后，围棋甚至被冠以

“人类智慧最后高地”等名号。此前，最成功的围棋计

算机程序，能达到业余人类选手的程度，还不能和专业

选手在不让子的情况下一较高下。

“阿尔法围棋”一战成名

但在今年 1 月份，《自然》杂志刊发的论文称，位于

英国伦敦的谷歌旗下 DeepMind 公司的戴维·西尔弗、

艾佳·黄和德米什·哈萨比斯与他们的团队，开发了

“阿尔法围棋”程序，利用“价值网络”去计算局面，用

“策略网络”去选择下子。训练这些深度神经网络的，

是对人类专业棋局的监督学习以及让它和自己对弈

的增强学习。

“阿尔法围棋”程序在和其他围棋程序的对抗中获

得了 99.8%的胜率，并且在一项竞赛中以 5 比 0 的成绩

战胜了欧洲围棋冠军樊麾。计算机程序能在不让子的

情况下，于完整的围棋游戏中击败专业选手，这还是第

一次。原本人们认为，要到 10 年后人工智能才能达到

这一成就。

人类智慧并不会输

智慧，是人类尊严的最敏感地带。我们不介意亲

手造的汽车跑得比人快，也不在乎计算器的加减乘除

做得多利落，但在运用智谋这一块，我们不想输。

1997 年，IBM“深蓝”战胜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

夫，举世震惊，一些科学家认为，人类与电脑的关系不

得不重新定位；

2011年，IBM 超级电脑“沃森”以智能对战人类，在

智力问答节目《危险边缘》中完胜鸣金，人们一度称超

级电脑已让人类智慧处于“危险边缘”；

而此次，“阿尔法围棋”对战在过去 10 年中拥有最

多冠军头衔的李世石，首局李世石遗憾告负。

其实，“深蓝”只是人类经验的组合以及计算力量

的展现，“沃森”更是研发团队在自然语言处理、信息搜

索、推理等领域集成的杰作。现在的“阿尔法围棋”，从

计算力到算法和“深蓝”早已不是同一量级，但相同的

是，它们最终都体现了背后人工智能科学家们数十年

的努力成果。

机器就是机器。赢了是人工智能的飞跃，更是人

类智慧的飞跃。而今在围棋这个试验场上，人机之战

仍在继续，人类顶尖棋手对战由人类开发的拥有 1200

个中央处理器的电脑，谁主沉浮，人类都会笑到最后。

（科技日报北京3月9日电）

人机大战，一场没有“输家”的对弈
本报记者 张梦然

“阿尔法围棋”（Al-

phaGo）和李世石的五番

棋第一局吸引了几乎全

韩国的关注。也许对于

人工智能的发展潜能来

说，这场比赛并不能象征

什么，不过万众瞩目的大

场面却展现了新技术的

影响力。

输得很突然

开赛前的记者会上，

李世石表达了很强的信心

和胜利欲望。他说，可能

达不到 5∶0 的胜率，可能

会输一局。这种表示，是

在充分研究了“阿尔法围

棋”的棋谱之后做出的。

当地媒体的采访中，

韩国围棋界的几乎每一

个人，都表达了对李世石

的期待——“每个人都希

望李世石能赢”。

比赛当日，李世石首

先进入对局室。他表情

平静，对面的椅子空着，

面前的棋盘上空空如也。

李世石选择黑棋后，

思考片刻，在右上小目位

置落下了第一颗子。整

个过程波澜不兴。李世

石的表现一如既往，一如

此前媒体送他的称号，喜

怒不形于色的“石佛”。

就在一片安静之中，

就在布局伊始，黑棋第4手

显示了李世石的心声——

他下出了他职业生涯中

从未走过、也几乎从未见

诸经传的一步新手。

之后，李世石又放出

了颇具胜负手意味的强

手，从序盘就开始了与“阿

尔法围棋”的缠绕绞杀。

显然，李世石在把局

面导向复杂，导向自己擅

长的乱战。

混战开始之后，效果

却并非预期。李世石的

表情在变，坐姿在变，时

而挺直身体，时而以手挠

头。有那么一个瞬间，似

乎对“阿尔法围棋”的招

数感到意外。

棋到中盘，演播室和

研究室的韩国棋手明确表示，看起来，李世石没有找到

“阿尔法围棋”的弱点，形势不明或者不利。无论如何是

一种苦战局面。可以感到一种慎重的气氛在逐渐形成。

此前，职业棋手们对 2015年“阿尔法围棋”的 8场人

机大战进行了分析，形成一项共识：如果“阿尔法围棋”

取得领先，是不会被翻盘的。

最后的结果果然如此。

回想起韩国专业棋手异口同声的挺李声音，这个失

败来的实在有些突然，甚至显得不真实。就在比赛快要

结束的时候，还有棋手在电视直播中表示，相信李世石

会以 5∶0 取胜，因为，在专业选手同机器的对决中，“也

没法有别的想法”。

回想起来，似乎已经有许多次，人类在同机器的竞

争中败下阵来。这只是最新的一次。

输得很必然

似乎没有人想到，李世石第一局会输。

对局室外，开业不久的首尔四季酒店大堂人头攒

动。有一种见证盛典般的气氛。

韩国棋院还开设了专门的媒体室，里面聚集了近百

家媒体的大批记者，还提供大棋盘讲解和研讨。

现场政要云集。韩国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党首、议会

院内代表、首尔市长等纷纷现身。

韩国未来创造科学部崔阳熙长官在现场接受采访

中笑称，宇宙大爆炸之后发生了三件大事：宇宙形成、人

类诞生、人工智能出现。

未来创造科学部还专门开通了一个人工智能特别

网站，利用这场比赛吸引的关注向民众推介。

虽然，从科学的角度看，人工智能的进化没有止境，

而人类大脑和知识的进化却有很多限制，人工智能的获

胜是早晚的事情。不过，从围棋和棋手的角度，也许更

能解读人工智能已经达到的境界。

韩国人工智能领域知名学者李振浩表示，棋手下

棋，除了死活、算路，还会关注许多难以言传的东西，比

如薄厚、味道、棋形等，这些内容很难用数字方式加以表

达和计算，对于人工智能来说，特别是在围棋方面，目前

能做的就是概率、穷举等等，用的是很机械的方法。

很明显，人类棋手对于无法计算清楚的棋势，会

用一些模糊逻辑来加以处理。而人工智能会把不同

棋势以及后续手段的海量变化一一计算出来并加以

比较分析。

李世石和“阿尔法围棋”的对局中，“阿尔法围棋”下

出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试应手、胜负手，这些都是很高级

的围棋技巧。这些技巧的出现，应该就是人工智能的学

习能力所实现的效果了。

在对局点评中，点评人称，“阿尔法围棋”在形势判

断和招数选择上所表现的均衡感、出色的计算能力、不

会漏算的稳定性，似乎无出其右。人工智能的强悍实

力，还可能在后续比赛中更充分地展示出来。

当地媒体拍摄的两张照片很好地体现了输棋对李

世石的影响。第一张，他牵着小女儿的手步入四季酒

店，面带笑容；第二张，小女儿面带笑容，牵着爸爸的手，

而爸爸面无表情，正走向赛后新闻发布现场。而另一个

角度，可以看到研发“阿尔法围棋”的英国 Deepmind 公

司两位代表的面孔，似乎显得格外冷静而睿智。

（科技日报首尔3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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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韩国九段棋手李世石（右）与“阿尔法围棋”对弈。 新华社发

9 日下午，备受瞩目的

围棋“人机大战”在韩国首尔

上演。世界冠军、韩国棋手

李世石中盘失利，“阿尔法围

棋”（AlphaGo）暂时以 1：0 领

先。对此结果，海军信息化

专家委员会主任尹卓委员认

为，这表明了人工智能技术

取得了进步，但他并不认为

未来人工智能能取代人类

大脑，“因为机器人都是由

人设计出来的，它们只是在

模仿人的思维，并没有超越

人的大脑，况且当前科学家

对人类大脑的研究还不够

充分，人脑的潜能还未完全

发挥出来。”

作为一名军事专家，尹

卓更关注的是人工智能技术

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前景。他

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

影响未来的军事作战方式，

比如对无人作战平台的影

响。在尹卓看来，有了人工

智能技术，无人作战平台系

统的智能化水平更高，平台

上的无人作战飞机、无人反

潜战或反雷战潜水器和无人

战车等武器既可以被作战人

员远程遥控操作，也可以让

武器按预编程序自主运作，

并能要求武器系统在短时间

内对威胁情况、打击手段、打

击效果进行分析和判断，进

而全面提升无人作战平台系

统的智能化水平。

尽管如此，在尹卓看来，

无人作战平台的人工智能技

术在复杂局面下的应变和决

策能力还有待提升。“比如，

在一个军事威胁出现后，突

然又出现了一个民用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判断

威胁和决策打击？这个时候

就需要人运用道德、情感和

纪律等各种手段进行综合判

断和决策，而在这方面人工

智能技术与人类的智慧还有一定的距离。”

因此，尹卓认为军事领域的人工智能技术既有优

势，也有不足。他表示，以无人作战平台为例，其最佳作

战方式就是将人工智能与人的判断与决策相结合，“这

要求在各种军事指挥系统中，人类要有对人工智能技术

的否决权，并拥有最终的军事决策权，而不是完全交由

人工智能技术来决定。” （科技日报北京3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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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刻终于来了，心里沉甸甸的。尽管知道它迟

早会来。

心沉不是因为“阿尔法围棋”（AlphaGo）在万众瞩

目的“人机大战”第一局战胜职业顶尖棋手李世石的

结果，而在于它赢棋的过程——一直对人类在此项智

力运动中的绝对优势抱持坚定信念的国家围棋队总

教练俞斌赛后总结：从整局比赛来看，电脑没有薄弱

的地方。联想到仅仅不足半年前“阿尔法围棋”与欧

洲围棋冠军樊麾的五局棋谱质量“离一线水准还有差

距”，人工智能进步的神速令人震惊。

我知道有不少人对将“阿尔法围棋”的胜利上升到

“机器统治世界”归于危言耸听。但这一次，人工智能

（AI）的突破真的不单纯是“计算能力的巨大进步”。围

棋所具有的状态空间复杂度和计算复杂度，人无法穷

尽，每秒多少万亿次浮点运算能力的机器也不能穷举；

更要命的是，即使穷尽了，也解决不了问题：在围棋盘

面“一手棋有多大价值、怎样判断形势优劣”两大核心

问题上，数学证明，或搜索验证，都难以胜任。“分析围

棋棋子位置，数目的多少，以及棋子之间的静态关系

（例如影响函数），无法完整、准确地评判围棋棋子的作

用和最终死活；围棋棋子的作用和最终死活必须由博

弈的具体进程决定”。这是“阿尔法围棋”本质上强于

18年前IBM的超级计算机“深蓝”（Deep Blue）的地方，

也正是它令人敬畏交加的症结所在：通过能模拟人脑

神经元的卷积神经网络技术，深度学习海量人类顶尖

棋手的棋谱，实现主动识别、自适应，才使它变得令职

业顶尖棋手也难分“机器还是人”。

当然，自我学习离动物本能的“先天习得”和自我

意识还很远，但是形远实近——捅破这层窗户纸，善

恶分辨、物事偏好，乃至爱和恨，就一定会如期而至。

记得笔者在报道去年 11 月份的首届世界计算机围棋

锦标赛时曾写过如下的话：“果真拥有了自纠错、主动

学习等等深度介入能力的计算机，离向人类说‘不’还

远吗？”现在，这份预期更加逼真。

跟克隆技术过度介入自然一样，人工智能无度，

给人带来的主观感受决不仅仅限于舒适、甚至尊严层

面。首当其冲的是，智能无限接近人类的机器，会引

发对于其身份认同的巨大困惑，就像好莱坞影片《机

器管家》里的安德鲁：它（其实也包括“我”）是工具，还

是会学习的动物，更抑或是人？这种认同既是技术上

的，更是伦理上的、法律上的，而且很可能永远无解。

以追求眼前更美好生活为目的，却留下长远无解的

死套，是人类共同体不止一次犯下的大错。为了眼前，更

为了长远，这一刻，人类拿出真正勇气和决心的时候到了。

我们要有勇气面对一个机器比我们强、而且越来

越强的世界，有勇气承认更多被挤出和替代，有勇气

适应智力常被欺凌、甚至尊严常遭冒犯……当然收获

的是凡事越来越不必躬亲。

跟勇气相比，决心更加重要。从这一刻起，全世界

有见识、有责任感的政治家、法学家、社会学家尤其要下

定决心，明确界定人想做什么而不能做、不想做什么而

应该做；明确划出人工智能“到此为止”的红线。唯其如

此，机器才永远是《机器管家》里体贴、和善、充盈爱意的

安德鲁，而不会成为《终结者》里的凶神恶煞。

从这一刻起，人类就要拿出勇气和决心
瞿 剑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第一个博弈类计算机程序诞生

以来，人机之间的博弈从未终止。60 多年的博弈和反

复超越，成为反映人类智慧的一面镜子，也引发许多人

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担忧。

从“陪练”到“赢家”

1952 年，英国计算机科学家克里斯托弗·斯特拉

奇编写出第一个西洋跳棋程序。在 50 年代中期和

60 年代初，IBM 的亚瑟·塞缪尔开发出了第一个能够

“学习”的西洋跳棋程序，已经可以挑战具有相当水

平的业余爱好者，并在 1963 年击败了美国康涅狄格

州的跳棋大师罗伯特·尼尔利。1989 年加拿大艾伯

特大学的乔纳森·谢弗开发出“奇努克”，虽在 1992 年

的比赛中没能击败西洋跳棋冠军马里恩·汀斯利，但

在 1994 年终于获得了世界冠军，被载入吉尼斯世界

纪录。它是第一台在人类游戏项目上获得世界冠军

的计算机。

西洋跳棋的规则毕竟过于简单。1962 年，美国

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阿兰·科托克编写了一个能

够击败国际象棋业余爱好者的程序，不久该校的理

查德·格林布赖特又开发出了 MacHack VI 型机，成

为 第 一 台 有 实 力 参 与 国 际 象 棋 锦 标 赛 的 计 算 机 。

1977 年，美国西北大学的拉里·阿特肯和大卫·斯雷

特开发的 CHESS 4.6 第一次能够击败 A 级国际象棋

手。1988 年卡内基·梅隆大学的默里·坎贝尔等人编

程的 HiTech 赢得了宾夕法尼亚州国际象棋锦标赛，

被授予大师头衔。

而 1997 年，IBM 的“深蓝”计算机击败了国际象棋

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成为人工智能历史上的标志性

事件。

除了逻辑领域，人工智能在自然语言方面的“才

华”也在不断提高。1999 年美国杜克大学科学家迈克

尔·里特曼开发出了 Proverb，能够准确解答《纽约时

报》刊登的 90%的纵横字谜。2007 年伊利诺伊州立大

学的阿亚拉·埃米尔和马克·理查兹发明的 Quackle 成

为第一台赢得拼字游戏锦标赛的电脑。到 2011 年，

IBM 的沃森在真人答题节目《危险边缘》上击败了人

类选手。

此外，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汉斯·柏林格开发的

BKG9.8 于 1979 年击败了西洋双陆棋世界冠军。1997

年艾伯特大学的迈克尔·布洛编写的 Logistello，击败了

当年的黑白棋世界冠军村上健。在博弈领域，计算机

几乎天下无敌——除了围棋。

对手会成“敌人”吗

围棋带有一定的直觉性，即不经过逻辑推理就得

到结果。去年 10 月，Deepmind 公司的围棋程序“阿尔

法围棋”（AlphaGo）打败了欧洲围棋冠军樊麾，如今又

在对李世石的“人机大战”中首战告捷，使人工智能侵

入到人类直觉思维的保留地。

Deepmind 公司联合创始人德米什·哈萨比斯去年

曾说，看到“阿尔法围棋”能在围棋规则内发明出新东

西，有令人震惊的感觉。深度学习算法让“阿尔法围

棋”在“人机大战”首轮比赛中表现出了越来越厉害的

势头，似乎在验证着许多顶级科学家和科技巨头都对

人工智能发展的担忧。

人工智能会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吗？比如将其

用于武器，超过它们某个“技术奇点”之后产生“智能爆

炸”效应，让机器能不断地自我完善，超越人脑的智力，

从而脱离人类控制。霍金在最近的一次谈话中表示：

“AI的成功创建，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事件。不幸的

是，它也可能是最后一个历史事件。”

哈萨比斯认为，人工智能距离人脑水平的通用

智慧，仍有几十年的差距。对人工智能的警示掩盖

了它们可能带给人类的帮助。他们的算法让计算机

能从自己过去的经验、数据中直接学习，这在许多任

务 类 型 中 都 是 通 用 的 。 该 技 术 将 用 于 医 疗 护 理 领

域，在人类环境中学习成长，尝试解决个性化医疗的

问题。 （科技日报北京 3月 9日电）

人 机 博 弈 六 十 年
本报记者 常丽君

“正常，不奇怪。”攀枝花钢铁研究院钒钛冶金所所

长孙朝晖委员说。

在围棋“人机大战”第一局中，执黑的李世石投子

认输。“凡是与机器对决过的比赛，对手的长处均会被

机器学习并掌握。当机器使用足够多次时，实际上机

器的‘脑子’就集合了一个团队的围棋高手的智力。”孙

朝晖在写给记者的微信中说，机器人的“脑子”，来自人

输入的代码。机器赢了，就是人赢了。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院长罗琦委员则称，机器是

人研究出来的。从规律上看，即便不是现在，人工智能

也终有一天能在围棋对弈中战胜单一的人。但他也强

调，这不代表机器能战胜人类,“个体的人是有缺点的，其

完善速度是低于机器的。我觉得可怕的是克隆人。”

“今天的人机大战结果，可以看成聪明的软件设计

师，采用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借助高性能的计算平

台，战胜了高水平的棋手。这充分体现了近年来人工

智能技术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国防科技大学人工智能

专家、博士生导师殷教授告诉记者。

在殷教授看来，数十年来，机器从只能处理数值，

发展到处理符号甚至能处理知识，从而具有一定智

能。在一些需要知识和推理来求解的问题上，机器不

但能做，而且能做得比人更好。下棋便是一个实例。

“稍微学过一点人工智能的人都会设计出像五子

棋那样简单的博弈系统，但围棋远比其复杂。今天的

结果来看，像围棋这样复杂的博弈，基于当代人工智

能技术，机器也能比人做得更好。但不说明机器已全

面超过人类。”殷教授在给科技日报记者的邮件中写

道，“人工智能技术的内涵包括知识表示、自动推理、

机器学习、模式识别、自然语言理解、智能机器人等诸

多方面，这些已获得了广泛应用。如，机器学习使系

统能从海量历史棋局中学到‘高招’，不断提高自身棋

艺。在人工智能技术中，人工神经网络不断得到发

展，博弈系统中采用的深度神经网络，则是近年来的

一个研究热点。”

（科技日报北京3月9日电）

机器赢了，就是人赢了
本报记者 俞慧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