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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随想

上世纪末，“赛博空间”、“赛博朋
克”等一系列从“控制论”角度反映“高
科技、低生活”主题的近未来作品陆续问
世，一个以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介入或操控
人类世界的未来图景，开始愈发清晰地呈
现在人们眼前。而随着自动化、人工智能
与虚拟现实技术的完善，那些经典科幻作
品中的机器人构想似乎正透过一扇扇“机
器之门”照进我们的现实。

这样一个令人焦虑的现实，在科幻
作家江波的新作 《机器之门》 中也正以
一个“精确逼真到窒息的前沿科技画
卷”（科幻作家韩松的评论） 呈现在读者
面前。这本书描述的正是一个发生在不
远的未来，机器人技术历经迅猛发展在
人类社会中掀起巨大波澜的故事。

上面两段文字，出自中国数字科技
馆青稞沙龙第145期所作的“广告语”。6
月23日上午，这个名为“打开《机器之
门》 ——科幻中的机器人构想”的公益
讲座在中国科技馆举办，我受邀作主题
演讲，并与科幻作家江波及 《科幻世
界》 主编姚海军一道，从科幻中的机器
人构想展开讨论，还回答了现场听众的
提问。

没 想 到 大 家 对 这 一 话 题 兴 趣 极
大，活动延迟了将近半个小时方告结
束。听众提出的问题，有如：未来社
会是不是真的会被智能机器所控制？
哪 些 职 业 和 工 作 将 会 被 机 器 人 所 取
代？人类成为真正的“造物主”将会
产生怎样的影响。

其实，3 个月前，“科学随想”专栏
先后刊发的 3 篇文章——《它的力量究
竟有多可怕？》《人类制造的最后一台机
器 ？》《给 机 器 人 戴 上 怎 样 的 “ 紧 箍
咒”？》，分别从技术角度和社会角度探讨
过此类问题。我觉得留下一个“尾巴”
没具体谈到的，恰恰是人机关系。我只
是泛泛点到了一个乐观的想象：人与机
器人将建立一种共生关系，携手走向美
好的未来。

在主题演讲环节，我详细阐释了美
国著名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于
1941 年在其科幻小说中提出的“机器人
三法则”，以及他首创的“机器人学”
（robotics） 这 一 指 称 研 究 机 器 人 的 学
问。阿西莫夫年轻时读了许多机器人的
故事，发现它们总共可以分成两大类。
第一类是“威胁人类之机器人”，第二类
（占极少数） 则是“引人同情之机器

人”，在这类故事中，机器人是可爱的角
色，通常遭到残酷的人类奴役。

可在 1939 年撰写自己的第一篇机器
人科幻故事时，阿西莫夫隐约看到了另
一种机器人的影子，它既不威胁人类，
也不引人同情。于是，他开始将机器人
想成由实事求是的工程师制造的工业产
品，它们内设有安全机制，因此不会构
成威胁；它们被造来执行某项特定工
作，因此与同情没有必然的牵连。此
后，在他继续创作机器人故事的过程
中，谨慎设计的工业机器人这个概念，
在他的笔下越来越多。

1964 年，阿西莫夫写道，到 2014
年，“大量的精力将被投入有‘机器人大
脑’的车辆设计中……通信将成为影像
和声音……人类将因此成为一个看管机
器的主要种族。”3年之后，一个名叫理
查德·布劳提根的诗人在诗中畅想：“我
常常期盼 （它必须实现） /一个控制论生
态圈，/我们将自劳作中解放出来/并回
归自然，/回到我们哺乳动物的/兄弟姐
妹们身边，/而所有这一切/都被那慈爱
的机器照看。”1982 年，阿西莫夫又写
道，“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确定：机器人正
在改变这个世界，将它朝我们无法清楚
预见的方向推进。”

上述这些场景，并不是澳大利亚未
来学家理查德·沃特森希望看到的未来。
他认为，用机器代替人类去完成枯燥或
危险的工作是完全合理的，用机器来增
进人类的互动和关系也是明智的。人类
和机器之间的关系与力量平衡，是当前
这代人和未来一代人所面对的基本问
题。重要的是，简单地审视我们自己，

思考技术将如何帮助我们实现自身较高
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用担
心机器会思考，而是要担心如何保证人
类仍然会思考。我们需要接受科技，朝
着一个特定的目标去控制和定位科技。
这样做的意义就是合理规范技术。

在乐观面对未来的人士看来，各种
各样的智力至少有可能建立一种共生关
系。机器人或计算机不会取代人类的地
位，而会作为人类的朋友和同盟者，跟
我们一道走向光辉灿烂的未来——只要
我们在此之前不要自我毁灭。更有人工
智能专家大胆设想：智能机器人实际上
是人类演化的后代，它们从我们人类中
成长，学习我们的技能，与我们拥有共
同的价值标准，可以看成是我们人类思
维的后代。

公元前 4 世纪，柏拉图著作中的一
个人物讲了这样一番话：“利用翅膀在空
中飞到尽可能的高度，就是为了从那里
以新的视角来感知世界，看看鱼是怎样
把头探出水面的。”而“人类+机器”将
会如何呢？

很有可能，未来的人们将能够把
他们的思想加载到高级计算机中，由
此转化形式，使得自己可以永远生存
下去。而在此之前的一幅图景则是：
学会使用计算机与机器人，已成为未
来人类接受文明的重要条件，就像过
去人们要立足于社会，就必须学会读
书、写字一样。

人 机 共 生 的 时 代
□ 尹传红

1999年，阿西莫夫科幻名作《活
了二百岁的人》被搬上银幕 （又名为
《铁甲再生人》）。在一个跨越了200年
的故事里，智能机器人安德鲁在阻止那
些制造他的人销毁自己的过程中领会了
人性的错综复杂。

任何艺术创作都离不开灵感，以写
作为例，灵感来的时候文思泉涌，反之
就会肠枯思竭，这充分说明了灵感飘忽
不定的本质。

万一灵感迟迟不来怎么办？科幻名
家阿西莫夫有个妙招，他会随手翻开一
本书，根据第一眼瞥见的文字或图画，
开始进行自由联想。当年他就是从一张
哨兵的剧照，迅速联想到战士，再联想
到军事帝国，再联想到罗马帝国，最后
联想到银河帝国──他的不朽之作“基
地系列”就是这么诞生的。

自由联想为何这么有效，且让我们细
说从头。根据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的看
法，灵感并非意识运作的产物，而是源自
心灵深处的潜意识，既然它藏在心灵深
处，自然不可能轻易被召唤出来。弗洛伊
德针对这个问题做过深入研究，发现接触
潜意识的途径主要有两种，“自由联想”
是其一，另一个则是“梦的解析”。

如果你觉得还应该加上“催眠术”，
很抱歉，显然你是被好莱坞洗脑了。事
实上，催眠术确实盛行于19世纪，弗洛
伊德行医之初也使用过，但临床经验一
再告诉他，病人被催眠后容易受到暗示
和诱导，无法吐露内心世界的真实声
音。于是他毅然决然舍弃玄妙的催眠
术，专注于上述两种比较朴实的方法。

其中“自由联想”只有一个诀窍，
那就是越快越好，绝不能给大脑思考的
时间，否则又会沦为意识的运作。另一
方面，要解释“梦的解析”可就没有那
么容易，必须从潜意识的本质讲起。让
我们先看看一位老医生怎么说：

“人类的心灵并不简单，它非常复杂。最上面一层是
意识，有它本身的想法和欲望，其中有些是真实的，有
些则是受到宣传、训练的影响，以及为了替自己塑造良
好形象，才印在它上面的。在这层之下是潜意识，它既
盲且聋，又愚昧又狡诈，而且──通常──会有一套不
同的欲望，以及非常不同的动机。它想要为所欲为……
一旦得不到它想要的东西，它就会作怪，直到满足为
止。活得自在的诀窍，就是要找出潜意识真正想要的是
什么，尽可能用最低的代价满足它，以免它为了达到目
的，让你的情绪崩溃。”

这位心理医生其实并非真人，而是《探星时代》这
个故事的虚构人物。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他却把潜意识
的本质讲得鞭辟入里，尤其是“又愚昧又狡诈”这六个
字，简直可以说是一针见血，若非读通读透弗洛伊德的
理论，不可能讲出如此深入浅出的大白话。当然，真正
讲这句话的人是本书作者，他不是别人，正是20世纪科
幻三大家之一的海因莱因。

一旦掌握“又愚昧又狡诈”这六字真言，我们就不
难理解弗洛伊德所记述的真实病例：一位女病人惶惶不
安地向他叙述一场恶梦，她梦见自己的外甥躺在棺材
里，正如几年前他的兄长出殡时一样。奇怪的是，身为
姨母的她在梦中竟然毫不悲伤，这使得她非常自责，内
心充满罪恶感。

弗洛伊德对这位女病人的身世相当熟悉，很快就分
析出她内心的真正渴望。敢情在真实世界中，她的另一
个外甥确实已在几年前过世，但关键是当年她在这位外
甥的丧礼上，遇见了早已分手的老情人。由此可知，为
了和老情人再度相遇，潜意识想出一个“又愚昧又狡
诈”的办法：借着另一个外甥的死达成这个目标！

不晓得弗洛伊德后来有没有跟女病人说：“活得自在
的诀窍，就是要找出潜意识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尽可能
用最低的代价满足它……”

最后谈谈常见的冰山比喻──把心灵比喻成一整座
冰山，露出海面的是意识，沉在水底的部分是潜意识。
正所谓一张图胜过千言万语，就潜意识理论的普及而
言，这个形象化的比喻无疑是大功臣。不过，虽说无论
根据心理学或物理学，“心灵好似冰山，只有七分之一浮
在水面”这句话基本上都正确，千万别以为它出自弗洛
伊德之口，那是网络世界以讹传讹的众多例子之一。

此外，如果你认为七分之一好像多了点，应该只露
出十分之一，就代表你忘了冰山是由淡水组成的。

（作者系台湾著名科幻作家、翻译家）

6 月 22 日，2018 年全国科普
讲解大赛在广东科学中心圆满落
幕。来自全国各地 56 个代表队
186 位科学达人齐聚羊城，同台
比拼讲科学、秀科普，为公众带
来一场丰富的科学大餐。经过两
天的激烈角逐，最后军队代表队
曾理、上海代表队董毅、国家卫
健委代表队崔松、河北代表队蒋
书文、重庆代表队王昌旭、上海
代表队徐江美、公安部代表队白
洁、澳门代表队吴年继、中国气
象局代表队刘晓东、黑龙江代表
队李淼共10位选手脱颖而出，获
得大赛一等奖，被授予全国“十
佳科普使者”称号。曾理、刘丹
萍获“最具人气奖”，曾理、李淼
获“最佳形象奖”，徐江美、向杰
获“最佳口才奖”。

全国科普讲解大赛是全国科
技活动周重大示范活动，2018年
全国科普讲解大赛由全国科技活
动周组委会主办，广州市科技创
新委员会、广东科学中心、广东
广播电视台现代教育频道承办。
本届大赛以“科技创新 强国富
民”为主题，旨在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通过大赛在全社会广泛普及
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
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动员
全社会主动支持、积极投身建设
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实践，让科
技发展成果更多、更广泛地惠及
全体人民，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助力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建设，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

本 届 大 赛 于 今 年 3 月 份 启
动，经过全国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
科技行政主管部门，中央、国务

院部门、军队、科技委、澳门特别行政区等的精
心选拔，推荐了 186 名选手来到广州决赛现场，
分三组进行半决赛比拼，最后共计选拔30名选手
登上总决赛的舞台。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浸会
大学原校长陈新滋，中国科学院院士沈学础等院
士专家担任大赛总决赛评委。为保证大赛公平、
公正、公开，大赛专门设立了监督组，对大赛评
选工作全程监督。

本届大赛较去年规模更大，范围更广，新增
了青海、西藏、四川、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
村部、中国科学院等多个代表队。参赛选手里，
不仅有经验丰富的讲解员，还有许多跨领域的科
普传播者，包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媒体记
者，学校的老师和大学生，医院的医生和护士，
解放军、公安、武警战士和消防官兵，气象局、
地震局等部门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民航局和
人民银行的职员，以及各类科技企业和社会志愿
者等。此外，澳门代表队也派出3名选手参加本
次比赛。

今年是广州连续第五次承办全国科普讲解大
赛。广州作为一个开放包容、鼓励创新的城市，
为全国科技工作者、科普工作者及科技爱好者搭
建学习、交流、展示的平台。参赛选手一年比一
年多，规模一年比一年大，本届大赛从线上到线
下，共计吸引了超过 800 万人次受众关注和参
与，这充分说明社会各界参与科学传播，支持科
技创新的热度在不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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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1892.11.16—1978.6.12），四川
省乐山市人。他不仅是现代著名诗人、学
者、文学家、史学家、社会活动家，也是杰
出的科学文化教育家。

郭沫若早年赴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九
州帝国大学医学院本科，接受了良好的科学
教育。后来弃医从文。他是第一届中央研究
院院士（1948年），也是第一任中国科学院
院长（1949年），第一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校长（1958年），并一直担任到1978年他逝
世为止。

1949年7月13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
会筹备会议在北平召开。周恩来到会讲话，
提出必须成立科学院，希望与会者参与筹
划。中共中央为中国科学院的人事安排作准
备，特意要郭沫若到会讲话。

郭沫若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建立自然
科学的精神基础》的演讲。他说：“两千年
来的封建制度，束缚了中国社会，加以一百
年来，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文化侵略，以
及军事侵略，破坏了中国的社会制度，却又
扼杀了新的社会的产生，使得自然科学及技
术科学无法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得不到广大
民众的支持。”

他又说：“在中国共产党及伟大的人民
领袖毛泽东主席正确的领导下……中国大部

已经获得解放，中国人民已经翻了身。因
此，中国的科学界也获得解放，中国的自然
科学工作者也翻了身。此后，科学界的工
作，一定能适应广大人民的需要，蓬勃发展
开来。”

1949年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
郭沫若任院长。14日，他在北京对中国科学
院同仁讲话，指出：“国家施政有缓急轻
重，我们的国家现在必须要尽速恢复战争疮
痍，因此，现在的政治重点应该放在经济建
设方面。提高发展生产需要技术科学、自然
科学。现在人才太少，我们得赶快训练大批
人才，掌握住进步的技术以达到发展生产的
目的”。

在1951年1月号的《科学通报》上，郭
沫若发表了题为《光荣属于科学研究者》的
文章，文中指出：“科学研究自然是应该和
实际配合的，但其中有种种不同的历程。有
的研究和实用的历程很短，成果立即可见诸
实用；有的却有相当长远的历程，一时看不

出成效来。例如原子能、宇宙线及
其他纯理论的科学研究，不能期待
今天从事研究，明天就见诸实
用。”“对于科学研究，无论内外
行，怀着急躁的心情期待是不妥当的。”

“眼光要看得远一点，算计要打得长一
点。科学家自己要成功一门研究，有时要经
过许多迂回曲折的道路，要把自己的生命放
进科学研究里去。国家的科学行政也应该把
比较长远的算计放进科学研究里去。”

“中国科学家们逐步由个人主义走向集
体主义，一方面渴想和实际配合，另一方面
也渴想把水平提高。这可以说是一年多来，
中国科学界的一项重要的收获。但无可讳
言，对于科学和科学研究，无论内外行，都
还不够十分重视。眼光有时太短，而算计有
时打得太紧。”

他的这段话不仅当时，在今天，仍然铿
锵有力，掷地有声，振聋发聩，令人深省！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人民

大会堂隆重举行，郭沫若抱病出席了大会开
幕式。3 月 31 日，郭沫若在书面闭幕词中
说：“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
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
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
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
吧！”这诗一般的语言40多年来一直在我们
的心中回荡，激励
着我们为建设世界
科 技 强 国 而 奋
斗！

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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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另外，还根据科技馆注重体验的特点，专门组织了三

项科普教育活动：
活动一是“用算盘珠算开方”邀您来体验。工作人员

利用朱载堉自制的81档双排大算盘，为观众展示朱载堉开
方法。珠算作为计算工具的实用性，虽然已经被逐渐替
代，但是它对促进孩子的思维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同
时，也是传播普及传统文化的重要一环。

活动二是现场八音乐器体验。临时展览现场展示八音乐器
实物，让参观者现场敲击或吹奏，体验中华传统音乐中的八音体
系，向观众呈现古代文人以琴自喻、修身养性的文化特质。

活动三是“排黍做实验”。通过“排黍做实验”的方
式，让孩子们认识到黍粒作为度量衡的基准单位，是怎样
影响到我们的生产生活的，同时也让他们体会到朱载堉严
谨而求真的科学精神。

讲解中注意渗透，注重挖掘展览中的教育价值。朱载
堉科学艺术成就展充分使用科普场馆传统的定时讲解方
式，引导观众了解朱载堉取得的科学艺术成就。比如，朱
载堉对人的需求层次有深刻认知，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
需求层次理论的鼻祖。早在300多年前，朱载堉在《山坡
羊·十不足》 中写道：“逐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
衣。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又嫌房屋低。……上天梯子未
坐下，阎王发牌鬼来催。若非此人大限到，上到天上还嫌
低。”讲解员通俗易懂、形象地解读《山坡羊·十不足》，既
可以揭示普通人的共同心理状态，又批判了一些人永无止
境的贪欲，有很大的警世作用。

既是一场科技展，又是一场艺术展。朱载堉是世界上
第一个提出“舞学”一词的人。他拟定的“舞学十议目
录”等理论和成就在中国舞蹈史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
位。在朱载堉绘制的舞谱中，“天下太平”舞有很强的代表
性，以表现生活、再现劳动、歌颂人民为主题。策展人专

门排练了“天下太平”舞，舞蹈中的道具服饰、动作原型
均来自朱载堉舞谱，由16个儿童，分4佾4列，摆出了舞
蹈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字舞：“天下太平”。

重视宣传工作，扩大传播效果。朱载堉科学艺术成
就展重视全过程全方位的宣传。首先，通过朱载堉故里
媒体进行预宣传；其次，在策划期间，还同步撰写科普
文章进行宣传，比如，在 《学与玩》 杂志发表 《爱科学
爱艺术的小王子》；再次，还在相关微信公众号开展宣传
活动。

2018 年高考数学北京卷的题目 （理科第 4、文科第
5） 关注了中国明代科学家朱载堉对十二平均律的重要贡
献。展览主办方及时增加临时展板，对高考题进行解读。

朱载堉科学艺术成就展努力采用网络语言进行宣传。
比如：是王子，也是布衣。是科学家，也是音乐家。爱科
学，爱艺术，不爱王位。我被誉为“东方文艺复兴式的圣
人”。我是朱载堉，我为自己代言。这些宣传语言，避免了
将展览办成“学究展”“专家展”。

朱载堉科学艺术成就展举办地是中国科技馆人流密度
最大的恐龙广场，再加上中国科技馆和朱载堉纪念馆的精
诚合作，取得了良好的展览效果。

行文至此，笔者想到了研究朱载堉的专家戴念祖先
生。戴念祖对于朱载堉的研究，开辟了中国古代音乐史和
声学史的新局面。他1986年出版的《朱载堉——明代的科
学和艺术巨星》，获全国优秀图书奖、全国科技史优秀图书
一等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三等奖。2008年出版的《天
潢真人朱载堉》，对朱载堉的生平做了更加详细的叙述，纠
正了他本人和其他学者的相关著作之误，尤其是从社会文
化史的角度叙述了朱载堉的一生及其艺术与科学成就，堪
称国内外朱载堉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作者王洪鹏系中国科技馆高级工程师；黄静系朱载堉
纪念馆助理馆员。）

感 受 布 衣 王 子 的 科 学 魅 力

朱载堉 （1536—1611），朱元璋九世孙，明代科学
家、律学家、历学家、音乐家，被李约瑟称为“东方文
艺复兴式的圣人”。朱载堉首创的十二等程律理论，掀起
了世界音乐史上的一次革命，被尊为“乐圣”。朱载堉的
父亲去世后，本当继承王位的朱载堉多次上书皇帝，主
动让出王位。让位之后，朱载堉自称道人，专心于学术
研究。历史是公正的，世上少了一位王爷，史上却多了
一位科学和文化巨匠。

郭沫若在中科院学部成立大会上(1955年)

““ 眼 光 要 看 得 远 一 点眼 光 要 看 得 远 一 点 ””
□ 王渝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