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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科幻

文·谭妮楠
译·无机客

创立者：

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1948 年出生，他

在 1990 年对 2009 年做了 147 项语言，86%得

到证实。他认为，2029 年，机器人智能将能

够与人类匹敌，2045 年，大脑新皮层可以与

云端的人造新皮层无线相连，人的智能就是

人工智能，还比现今增强 10亿倍。

预测情境：

将人类的思维注射到机器中去，或者让

机器获得与人类相同的心智，在诸多科幻电

影中都有体现。从机器猫到《机器人总动员》

里的瓦力，从有自我意识的《超能查派》到想

变成人、想被爱的《AI》，这些形象都在与人

的无限接近中闪光。

雷·库兹韦尔的答案是，这完全可以实

现。他的方法是制造一个人脑。“只要有真实

大脑的详细数据，我们就能模拟出生物学意

义上的大脑。”

他和团队对大脑的结构、运转进行了细致

入微的分析——大脑新皮质分 6层，包含 300

亿个神经元，它们又组成了3亿个模式识别器，

每秒钟有1万万亿个电信号在其间传递。

“我们已经能模拟包含 160 万个视觉神

经元的人脑视觉新皮质，预计 2023 年可模拟

完整的人类大脑。”在《人工智能的未来》一书

中，雷·库兹韦尔谈到目前的进展。

通过制造、模拟和运行，非生物系统有了

人的智力和情感，而人有了非生物系统的可

复制、存储、上传、重建的能力。

案件重演：

这个版本中，机器人警察和警察毫无二

致，且具备高智能，案件现场将是这样——

“壹仔，带上炸弹炸了他！”头儿下达命令。

“同归于尽不是最好的方法，悬空秒狙怎

么样？”壹仔建议。

“去吧。”遂见壹仔腾空近十米，翻转 360

度，在最高点顿停，掏枪，瞄准，射击，一气呵成。

对他来说，杀人太简单，只是他也许会眼

角飙泪，和人类一样对死亡无限伤感。

自我意识版
你可曾看到我眼角的泪

代表人物：

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和古典文学教授伊

恩·莫里斯，他通过战争史试图回答“战争哪

里好”的问题，并认为战争对人类社会有着长

期的“建设性”，在他眼中，人们总会研制并使

用新武器，否则，就被敌人占了先。

预测情境：

未来战场，就是机器的战场。

“因为我们别无选择，”伊恩·莫里斯在

《战争》一书中说，杀手机器人是必需的，因为

“军事的 OODA（观察、调整、决策、行动）步

骤到时纳秒便可完成，当极超音速战机互相

较量时，机器人无疑会击败反应速度在毫秒

级的人类。

对于武器而言，人是迟钝、近视、笨拙

的，美国陆军中校托马斯·亚当斯说，“现在

的武器太快、太小、太多，超越了人类能指挥

的范畴。”

由于联合国要求禁止研制和使用“致命

自动化机器人”，在多本专业教材中，机器人

武器的假想敌是“洞库”，但从未明确，“洞库”

中是否有人。

这是最接近现实的版本，包括物理学家

霍金在内的全球 1000 多位科学家和机器人

专家去年发表公开信，警告称致命性全自动

化武器数年内就能实现。各国在机器人武器

的研制上不遗余力，美英联合研制的反直升

机地雷，可以判断敌友，随后弹起百米左右击

毁直升机……

案件重演：

既然有了武器的基因，那案件推演应该

是这样的——

“Bot1号，去轰了那个可恶的狙点。”

“是，长官！”

是的，情节就这么简单，顶多在机器人走

向杀戮时，它会想，“就这么完结一生，可太亏

了，没轮上打个大战役，倒在小阴沟里翻了船，

希望爆炸之后，我不会太碎，还能拼得上……”

（图片来源于网络）

杀人机器版
生而为斯，死有何憾

创立者：

预言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1920 年出

生，他提出的“机器人学三大法则”对机器人

学影响重大，他预言了今天的生物科技，预言

了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图书馆。

预测情境：

在《我，机器人》一书中，艾萨克·阿西莫

夫预设了机器人学三大法则——

一、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因不作为使

人类受到伤害。

二、除非违背第一法则，机器人必须服从

人类的命令。

三、在不违背第一及第二法则的情况下，

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

三大法则在整个机器人世界中堪称“铁律”。

这一铁律得以实现的核心元件被称为

“正子脑”。三大法则被写进正子脑的最底层

程序中，除毁坏外完全不可更改。

“正子脑”是铂铱合金的海绵状球体，体

积与人脑相当，用来赋予机器人生命和心

智。脑中电位的高低决定机器人的行动，第

一法则电位高于一切，第二法则电位高于第

三法则电位，机器人即使生命危急也会服从

命令，但当命令不明确，机器人又意识到危险

时，第三法则产生的电位就令他回头。

阿西莫夫在《转圈圈》的故事中，讲述了

一个机器人在人类命令和自身危险中懵圈的

故事。“他”被派去采矿，由于是随口命令，电位

微弱，当发现矿池附近有腐蚀物会危及自身

生命时，“他”根据第三法则后退，退到一定距

离后，又根据命令前进，陷入了一直转圈的死

结中。为了救“他”出来，“他”的主人把自己放

在快要烤焦的位置，才用“救人”的第一法则，

打破了二三法则的电位平衡，解开这个结。

案件重演：

在这个剧情中，机器人认为人命高于一

切，那么美国机器人引爆炸弹的案件推演应

该是这样的——

“机·1号，带上炸弹炸了他！”头儿命令道。

“呃，如果是杀人的命令，我只能说不。”

机·1号答。

“带上炸弹平了他十米外的遮蔽物！”头

儿改口道。

“噢，十米是危及生命的危险距离。”机·1

号依然不动。

“……带上这个，接近他。”头儿的眉头拧

成“山”字，右手丢给机·1 号一个遥控炸弹，

左手把遥控器藏在背后，拇指抚住触发键。

“嗯……”此时机·1 号脑中的电位翻江

倒海，循环往复，评估到懵圈……（此处省略

几十亿次的正子脑计算）

三大法则版
一言不合算到懵圈

■■创视觉创视觉

文·本报记者 张佳星

“是史密斯先生吗？你的安全室准备好了。”护士示意我跟着她走。

我把杂志扔回到候诊室的一堆杂志上面，从椅子上起身，拿起我的公文

包。护士脸上挂着客气的微笑，迁就着慢吞吞的我。我跟着护士走在两边是

一扇扇房门的过道里。从这些加了软垫的墙壁后面突然传来男子模糊的喊叫

声，吓了我一跳。

“这是你第一次到我们这儿来吗？”护士问道。

“是的。是不是有什么我应该预先知道的事情？”

“不用担心，史密斯先生。我们的专业员工会确保你的治疗进行得顺利妥

当。”

当我们走到指派给我的安全室门口时，过道另一头发生了打斗，一下子吸

引了我的注意力。当一名年轻女子歇斯底里地嚎啕大哭，被带出一间安全室

时，我的心脏简直要跳到了嗓子眼。

“是一名惯犯，被判处了多次治疗。”护士一边为我打开房门，一边评说道。

“治疗会痛吗？”

“这真的得看罪行而定。”护士说道，领着我走进一间墙上加了软垫的白色

房间，“史密斯先生，我建议你脱去西装上衣。”

我将双臂从西装上衣中抽出来，把衣服递给女护士。她把衣服叠挂在手

臂上，等待一名技师走进房间。技师将一副头戴式设备装到我的头皮上，从始

至终他都几乎没看过我的眼睛。我因为焦虑而肠胃绞痛。

“如果太紧的话就告诉我。”他一边说一边调整头戴式设备。

我瞥了眼他胸口别着的姓名牌。“挺好的。谢谢你，埃瑞克。”

技师的视线移转，惊讶地与我四目相对。我怀疑，会注意到他的名字的人

不是很多。

“行了，史密斯先生，”技师说道，“一等我们离开房间，关上房门，会有三十

秒钟的倒数，接着你的治疗就会开始。”

“我明白了。”

护士和技师离开房间，在外面锁上了房门，触发了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三十

秒钟。

三十秒倒数结束时，头戴式设备随之启动，我感觉不再在密室里，而是发

觉自己站在布鲁克林的一条街道上。现在是夜里，人行道上分布着大大小小

的水洼，这是下午早些时候的阵雨的结果。我听见一辆救护车驰骋而过时震

耳欲聋的鸣声。随着我的吸气，潮湿水泥路和打湿后的垃圾的气味就窜入我

的嗓子眼里。一阵大风吹来，我打了个寒颤，竖起衣领。

我转过街角，拾阶而上，走到一栋修建于战前的褐砂石房屋门前，摸索起

钥匙。走进房屋，就会发现房子新近装修过，有了一丝现代感。一名穿着蓝色

长裙的金发美女正款款走下楼梯。一见到她，我的胸膛就因为一股倾慕之情

而变得滚烫。

“罗伯特，你回来了。我以为你今晚又会很晚回来。”美女说道。

“今天是咱们的结婚纪念日，我不能那么干。”我说道。但这不是我的嗓

音，而是罗伯特的嗓音。我拿出一束鲜花，递给她。

“哦，罗伯特，亲爱的。”她接过鲜花，将她柔软的双唇贴住我的嘴唇。

这时，门铃作响。

“这么晚了，会是谁呢？”她问道。

我打开房门，因为惊讶和不安的情绪作怪，胸膛随之绷紧。站在台阶最上

面的人竟然是——西蒙·史密斯。

“史密斯先生？你来我家做什么？我以为我们已经谈完了。”

西蒙·史密斯没有说半个字。尽管他的脸庞有部分被阴影遮住，可他那双

流露苦恼的眼睛中的血光仍然清晰可见。他的双手隐藏在大衣口袋里，绷得

紧紧的，握成拳头。

我心神不宁地咽了口唾沫。

“罗伯特，是谁呢？”女人从我身后问道。

我转过身对着她说：“没事，瓦妮莎。我会处理好。”

她的眼睛突然因为震惊而睁得大大的，同时一股让失去意识的剧痛贯穿

了我的腹部。我低头看着一把插入我肚子的刀子。鲜血旋即让我的白衬衫湿

透。我跌倒在地板上。瓦妮莎的尖叫声让我内心又泛起一波恐慌感。恐惧、

混乱和恨意征服了我的感官，我的眼睛紧紧盯着西蒙·史密斯，这个谋害我的

凶手。疼痛越来越强烈。参差的白光割裂了我的视野，最终一切都消失在黑

幕中。

我渐渐苏醒过来，喘着气儿。门锁发出咔哒声，技师和护士重新迈进安全

室。技师在我身旁跪下，除下头戴式设备。我的心脏继续扑通跳动，我在颤抖

中抱住了自己。

“史密斯先生，你的第一次治疗完成了。”技师说道，“耗时 3 分钟 17 秒。”

他抓住我的胳膊，把我从地板上拽起来。我的衬衫已经被汗水浸透。“事实

证明，第一次总是最让人精疲力竭。但是不用担心。你的神经系统会逐渐

适应程序。”

护士拿起我的公文包，用她的手臂搂住我的胳膊，搀扶我离开安全室，回

到前台边。

接待员递给我一张代表治疗完成的收据。“史密斯先生，”她说道，“按照法

律的要求，在每次治疗之后，我都必须提醒你为什么你会出现在这儿：你被判

定有罪，在 2051年 10月 10日谋杀了男子罗伯特·克莱门特。你受到的判决是

从受害者的视角再次体验上述的谋杀，每周一次，一周不落，为期 25年。你目

前还剩下 1299次纠正治疗。”

护士站在我身后，依旧笑脸盈盈：“史密斯先生，感谢你选择了号角纠正诊

所。我们盼望下周能再次见到你。请不要忘记填写顾客满意度调查卡，有机

会赢取免费升级到豪华套间的福利。请好好休息吧。”

原作刊登于2016年 7月 13日的《自然》杂志，作者为年轻的华裔电影制
片人Ninan Tan（谭妮楠，音译）。

犯罪纠正局犯罪纠正局

《星际迷航 3：超越星辰》7 月 22 日登陆北美大银

幕，9月这部不朽的科幻史诗新作，将登陆中国院线。

《华盛顿邮报》的影评称，《星际迷航 3》为这个系

列带来了让人骄傲的新篇章，虽然没有大胆突破以往

迷航电影已经抵达过的地方，但这一次，它的整段旅程

像曲速一样快，并且充满着让人耳目一新的想法。

BEYONDBEYOND
超越星辰超越星辰

这件血案发生在 20 天前，美国达拉斯警

方出动 MARCbot 型号机器人，通过摄像头

靠近的方式，在嫌疑人附近引爆炸弹，炸死枪

杀警察的嫌犯。

有人认为这是对机器人的滥用，有人更深

层地考虑到人类可能被机器人毁灭的未来——

“当被命令时，机器人能毫不犹豫地杀

人”，它们会不会被发展成嗜血的杀人工具？

“有了自主意识的机器人，不被命令时，

会不会心起杀机？”当人工智能变得不受控，

整个人类会不会被取而代之？

面对越走越近的“人工智能”，如何有节

制地应用，如何把未来走向握在人类手里？

我们不妨在几位未来学家的预测情境下，回

归案件现场，以他们的视角重新推演事件，可

能从中看出些端倪。

如果AI拿起枪—

一件血案，推演三版“剧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