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影《阿丽塔：战斗天使》是一
个关于赛博格技术极端发展导致社会
失序的残酷寓言。在赛博格无所不能
的人间世界，死亡也变得不是那么容
易，生命因可以不断再生也就不值一
钱。

相反，更为值钱的是赛博格身上
的智能机械。得到和研制更为智能的
机械，则是生命拥有未来的象征。因
而，用不法手段肢解赛博格身体上的
智能机械卖钱，组装更为强大的赛博
格个体，组织强大的赛博格进行战
斗，将获胜者送入如天堂般尊贵的浮
空城市撒冷，这种种行为构成了一条
利欲熏心的生意链，并且这条生意链
同时作为废铁城的逻辑而存在。直至
一个名叫阿丽塔的女孩儿出现，才将
这个逻辑打破。她在撒冷弱肉强食的
战斗中败下阵来跌入废铁城后，被挽
救成一个赛博格。她熟稔撒冷的秘
密，这让她很快成为生意链幕后黑手
维克特的眼中钉。阿丽塔识破了维克
特暗杀自己的阴谋，并杀死了他。影
片的结尾，好斗的阿丽塔将手中的利
刃对准了天上的撒冷。

电影结尾，阿丽塔以挑战撒冷
的姿态暗示她对这一骗局的仇恨。
但其实稍稍仔细思考，我们可以想
象，按照电影里的失序逻辑来推
断，即使撒冷消失，赛博格们一样
会在追求其他价值的路上疯狂倾
轧。因为一旦生命不死成为现实，
生命只有一次的宝贵尊严或许将不
复存在。与之相伴的，对生命的敬
畏、对他人利益的尊重，甚至对包
罗万象、物种万千的大自然的崇拜
也许都将不复存在。

赛博格是生命有机体和智能机

械的组合体。这种组合体在某种程
度上具有超越人体限度的可能，因
而被想象成为一个无穷能力的载
体。在半个世纪之前，银幕上的赛
博格就已经成功地被打造成战无不
胜的英雄。无论是 《无敌金刚》 里
岳史迪上校残疾后被改造成超级特
工，还是 《星球大战》 中卢克凭借
类似于头戴式“瞄准计算机”锁定
射击目标完成使命，我们都从中看
到了智能机械的光明远景。但是，毫
无疑问，这种光明未来的预设是赛博
格的技术掌握在正义力量的手中。这
一逻辑在《机械战警》里化身为一个
完美绝伦的人间神话。男主角被犯罪
势力杀害，但他的大脑被保留了下
来，躯干由智能机械组成。于是，他
成为一名赛博格，并凭借战警的职业
敏感，以绝对超越人体限度的能力，
完成了对罪恶的复仇。

凭借对赛博格的美好想象，现

实中的赛博格技术在信息技术和自
动控制技术飞速发展的基础上，正
在一点点取得突破。智能义肢、外
骨骼甚至人体延展设备，如虚拟现
实装备正方兴未艾，人机交互已展
示出在拓展人类的活动范围，加强
人类涉足自然的能力方面具备的强
大优势；智能机械在消除肢体、视
觉残障甚至大脑某些机能障碍方
面，已经发挥出前景光明的巨大优
势。它们帮助残障人士重新融入社
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日新月
异的智能机械已让影视作品里的很
多想象成为了今天的现实。

（作者系中国科技馆科普影视
中心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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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开展科技志愿服务调研
中国科协农技中心领导近日率调研组赴贵州

省黔南州龙里县开展科技志愿服务调研。在湾滩
河镇科普示范基地和科普活动站，调研组参观了
农村技能加油站、农家书屋、现代种植科技大
棚，详细了解了运作模式。调研组一行还参观了
冠山街道奋进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和龙里县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详细了解了龙里县新时代文
明实践科技与科普服务平台建设、志愿服务队组
织体系、“六个一”工程等相关情况。

上海市科协举办院士Talk首期活动
上海市科协等单位联合主办的“院士 Talk”

首期活动，近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举办。此次活动
主题为“致敬未来”，由TED演讲、圆桌论坛、互
动问答等环节组成。活动中，王建宇院士阐述了
太空中光极限探测技术，施剑林院士介绍了癌症
治疗的纳米新技术——纳米药物输运与纳米催化
医学，樊春海院士介绍了个人徜徉于学科交叉界
面的科研经历。

天津市科协援建甘南州科普展室
天津市科协援建的甘南州夏河中学“物理之

趣”科普展室和临潭县第一中学“数学之美”科
普展室，建设落成并对师生开放。近日，天津市
科协领导专程赴甘肃省甘南州，为“物理之趣”
和“数学之美”两个科普展室揭牌。“物理之趣”
科普展室有 17 件展品，涵盖机械、声学、光学、
力学等多个方面。“数学之美”科普展室设置了勾
股定理、十字磨、方轮车等13件展品。

科协动态

（上接第1版）
此外，在互联网政务信息宣传与信息

公开方面，在国家一系列政策推动下，政
务信息已清晰地呈现出全媒体融合发展之
势。采用多层分级架构建设“一站式”包
括政务信息发布所有应用功能的集约化平
台，正在以不同的方式推进，以期积极保
障各级政务信息系统适应舆论生态、媒体
格局、传播方式的深刻变化，切实做到

“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
大增量”。

技术的发展，既是科普信息化的基
础，也是驱动力。在技术层面，5G、人工
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正在驱动科普形态加速

发生变革。首先，5G技术的发展将带来网
络连接能力的巨大突破，形成万物互联、
无时不有、无时不在、永久在线的全新连
接与传播形态，同时网络传输能力的提升
正在推动技术和场景驱动的传播新应用，
例如基于 VR 和全息成像的即时沉浸式科
学体验。而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则将极
大地拓展信息生产、传播的广度、深度和
准度，有可能实现内容创作、传播分发、
评估引导等各个环节的智能化和精准化，
进而在未来形成人与人、人与信息全移
动、全天侯、全连接的智能化传播。

此外，媒体融合技术的发展，催生出
传播IP化和跨媒介叙事，将极大推动科普

传播的产业化发展。而作为一个“小切
口”的短视频技术和应用，获得了资本的
青睐。各大互联网巨头围绕短视频领域展
开争夺，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也加入这
场大潮，预计短视频科普将成为科普信息
化新的“爆点”。

笔者大胆展望，在不远的时点上，科
普信息化将促进科普事业蓬勃发展，在如
下方向取得新的重大突破：科普内容方
面，将更大范围地激活公众科普创作热
情，尤其是专业科研人员的创作热情，在
垂直领域深度耕耘产出高质量原创内容；
科普平台方面，将有更多的传统媒体、企
业和社会机构加入，依托媒体融合技术，

催生出更多新形态的传播渠道和信息服务
平台；科普业态方面，基于5G、大数据等
新技术普及应用，将培育出大量的新兴业
态，如游戏科普、智能家居科普等。同
时，科普内容本身也将作为知识的一部分
更有机地融入社会知识服务体系中去；科
普 IP 方面，现象级的科普信息化“爆款”
正在孕育，在不远的将来必将呈现。

大道行思，取则行远。科普信息化刚
刚起步，以“互联网+科普”为特征的建
设，将继续带动科普全面升级，引领科普
创新发展的深刻变革，促进全民科学素质
的跨越提升，助力形成“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社会氛围，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作出坚实的贡
献。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科 普 信 息 化 ： 扬 帆 远 航 正 当 时

2017 年 7 月 20 日，国务院印发 《新一代人工智能
发展规划》，提出了面向 2030 年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
发展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
施，部署构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先发优势，加快
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

不管是不是业内人士都能聊一聊人工智能，但是
很多人对于人工智能的了解只是停留在表面。那
么，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人工智能在现实中是如
何应用的？今天我们就来浅析一下概念。

说起人工智能，其历史或许可以追溯到几千年
前。西周时期，中国的能工巧匠偃师就研制出了能
歌善舞的伶人，这是中国最早记载的机器人；春秋
后期，据 《墨经》 记载，鲁班曾制造过一只木鸟，
能在空中飞行“三日不下”；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
葛亮成功地创造出了“木牛流马”第一个军事用途
的机器人。这些都是人工智能最早期的应用形态。

近代开始，人们对人工智能的定义趋于完善。在
1956 年被认为是“人工智能之父”的约翰·麦卡锡组
织了一次学会，将许多对机器智能感兴趣的专家学
者聚集在一起进行了一个月的讨论。此次会议的名
称叫做“达特茅斯人工智能夏季研究会”。这也是人
们第一次提出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一词，简称 AI。从此以后，人工智能逐渐有了明确
的定义并开始飞速发展。

那到底什么是人工智能呢？随着时代的变迁，人
们需求的不同，人工智能的定义也在不断变化。

李开复博士概括了了五种不同时期关于人工智能
的定义：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计算机程序；与人类
思考方式相似的计算机程序；与人类行为相似的计
算机程序；会学习的计算机程序；对环境的感知，
做出合理的行动，并获得最大收益。

虽然这些概念随着时代和技术的更新都会有这样
或那样的局限性，但是不得不说的是，随着科技的
日新月异，人工智能的应用使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方
便、快捷、安全、智能化。按照当代人们对人工智
能应用的分类，我们把人工智能分为 5 个领域：自然
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专家系统和交
叉领域。

比尔·盖茨在一篇写给大学毕业生的寄语中直言，如果在今
天寻找和当年一样能够对世界带来巨大影响的机会，第一个考虑
的就是人工智能。未来 10~20 年人工智能将对世界带来颠覆性的
变 化 ， 就 像 那 首 著 名 的

《Start Me Up》，米克·贾格
尔用其独特的嗓音唱道：当
人们按下人工智能的开始按
钮，它将永不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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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电影里的善恶对峙通过炫目的高科技手段展现出触目惊心的效果。人的各种欲望在科技放大镜面前冲撞出令
人瞠目结舌的后果，常常给一直忙于迭代更新的我们一个提醒：科技进步和道德秩序建构必须并行发展。电影《阿丽
塔：战斗天使》通过把两者背向发展的恶果暴露出来，无疑启示我们：规训科学文化良性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说起机枪，许多枪械爱好者立即
就能想到马克沁。没错，希拉姆·马
克沁 （1840~1916 年） 在 1884 年设计
的马克沁机枪，奠定了后坐式自动原
理的机枪设计技术基础，从此“死神
的镰刀”开始快速掠过战场。但如果
你认真看看航空科技发展史，也能找
到马克沁的大名。

马克沁其实是兄弟俩，他们分别
于 1840 年和 1853 年出生在美国缅因
州。老大是马克沁，老二是哈德逊。
马克沁后来因为发明机枪名满天下，
哈德逊则因研制军用炸药蜚声世界。
马克沁最为重大的工程杰作自然是机
枪，他在英国度过了很长时间，因为
此项发明，被授予骑士头衔。

实际上，马克沁在航空领域也颇
有建树，建造的那架巨型飞机，曾在
英国肯特郡成功依靠自己的动力离开
地面。许多人认为，这可能是有动力
飞机首次凭借自身动力离地升空。

和法国航空先驱阿代尔相同，马
克沁也是一名电气工程师，除了一大
堆各种发明，还看到了飞行器对于军
事的重要价值。从1889年起，马克沁
投入到发明飞机的工作中，陆续完成
了机翼和螺旋桨的模型，并展开试
验。1891年起，他开始建造一架外形
巨大的双翼飞机。这架飞机花费了马
克沁将近 20000 英镑。为了给这架飞
机提供动力，马克沁发挥自己的聪明
才智，特地设计制造了一种特别轻巧

的蒸汽机——虽然他已经意识到汽油
机更有优势。即便按照今天的标准，
马克沁在1894年完成的这架飞机也算
巨大。其机长 28.96 米，翼展 31.70
米，机翼面积 371.6 平方米，总重量
达3629公斤！飞机的动力来自两台轻
型化 180 马力蒸汽机，每台蒸汽机驱
动一副直径5.44米的推进式螺旋桨。

1894 年，马克沁进行了飞行试
验，试验地点是马克沁租下的肯特郡
鲍德温公园。飞机被架设在一段作为
滑行道的铁轨上，因为从一开始就不
准备自由飞行，所以铁轨两侧还加装
了限制飞机上移位置的限位栏。在第
三次滑行试验中，两副螺旋桨推动飞
机不断在铁轨上加速，很快超过了68
千米/小时。飞机逐渐升空，离开了
铁轨向上升起。由于限位栏的存在，
飞机很快与前者发生了刮蹭，重新落
了下来，部分受损。试验取得了部分
成功，但马克沁对于研制飞机的热情
也逐步减弱，研究很快转变到其他方
向。

在许多航空先驱陆续遭遇失败的
时候，马克沁对动力飞行的前景始终
坚定，他从不怀疑重于空气的飞行器
的可行性。他还强调鸟类能够利用扑

翼动作同时产生升力和推进力，但这
种巧妙的动作对于人类是难以企及
的。对于法国人建造飞艇的尝试，马
克沁持批评态度，称那是“一种非常
笨拙的飞行”。和飞艇的气囊相比，
一只鸟要比它排开的空气重 600 倍，
一只鹅在飞行时发出的功率也不到十
分之一马力。

与莱特兄弟不同，马克沁对于飞
机的用途有一种病态的肯定。在1891
年发表的文章中，马克沁认为，飞行
器最终只能被那些富有且高度文明的
国家装备。

马克沁没能让飞机成功飞起来。
但到1915年，飞机开始大量出现在欧
洲战场上时，几乎每一架飞机上都有
马克沁的作品——它们无一例外地都
装有马克沁机枪或者其衍生品。

（作者系 《航空知识》 主编，中
国科协首席科学传播专家，中国航空
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委员）

枪 械 大 师 玩 跨 界
□□ 王亚男

左图：马克沁和他发明的机枪。右图：1894年《科学美国人》上刊载的马克沁飞机。人 工 智 能 在 生 活 中 的 应 用
自然语言处理 自然语言处理是实现人与计算机之间用自然语言

进行有效通信的各种理论和方法，例如：多语言自动翻译、虚拟个
人助理、智能文件处理。

语音识别 语音识别技术所涉及的领域包括信号处理、模式识
别、概率论和信息论、发声机理和听觉机理、人工智能，例如：口
语评测、语音控制、智能导游等。

计算机视觉 计算机视觉是指用摄影机和电脑代替人眼对目标进
行识别等机器视觉，使电脑处理成为更适合人眼观察或传送给仪器
检测的图像，例如：智能安防、人脸识别。

专家系统 专家系统是指内部含有大量的某个领域专家水平的知
识与经验，处理该领域问题的智能计算机程序系统，例如：自动驾
驶系统、天气预测系统、教学测评系统。

交叉领域 人工智能的四大方面应用其实或多或少都涉及到其他
领域，然而交叉应用最突出的方面还是智能机器人，例如：宠物机
器人、物流机器人、教育机器人。

岁末年初，难免要做些回顾与展望。
一直以来，似也习惯了喜忧参半的陈述。

“我们带着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进入
2020 年。不平等持续存在，仇恨情绪日
益 高 涨 。 世 界 在 交 战 ， 地 球 在 变 暖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新年贺
词中这样表示。他接着说，气候变化

“既是长期问题，更是实实在在的近期危
险”。但他又道：也存在着希望。

英国 《金融时报》 载文称：2019 年
至少根据新闻来看，不是那么令人愉
快。然而，我们很容易自欺欺人，强烈
感觉到我们失去的多于得到的，把传闻
的某些事件误当成数据表明的趋势。而
我们的悲观主义倾向又掩盖了最近几十
年来在人类福祉方面取得的一些辉煌成
就 （如暴力、贫困和疾病等日趋减少），

因此“2019年不像你想的那么糟。”不过
此文同时坦承：我们还必须判定人类安
全和持续繁荣面临的种种威胁，其中首
要的是气候变化问题。

这确实是个大问题。
法新社报道“2019 年的 10 项新纪

录”，第一项就是“创纪录气温”。报道
披露：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宣
布，2019 年 7 月的全球平均气温为 16.75
摄氏度，这是有史以来记录到的最高平
均气温。同月欧洲的热浪使多地气温再
创历史新高。

俄罗斯媒体则展望 2020 年全球面临
新动荡风险，其中特别提到：食品短缺
问题没有缓解——存在冲突和气候灾害
的地区首当其冲。根据一些评估，随着
气候变化，极端气候现象愈发频繁地出

现在众多地区，食品问题将更加严重。
人的经济活动引发生态问题，许多地区
的饮用水短缺愈发明显，森林减少且土
地沙漠化，日常垃圾处理问题严峻，已
被遗忘和新出现的跨境流行病正在传播。

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美国 《外交政
策》 双月刊网站发布的“2019 年可能忽
视的十大报道”，其中的第 4 条是：鸟
类、昆虫以骇人速度死亡，威胁各地生
态系统。相比气候变暖在 2019 年的出镜
率，一些琐碎但同样重要的间接影响在
新闻报道中黯然失色——它们其实恰恰
不应该被忽视。科学家发布的首个全球
昆虫研究报告表明：40%的昆虫族群不断
衰减，1/3的昆虫濒临灭绝。要知道，昆
虫位于食物链底部，是各地生态系统的
关键一环。另一项研究显示，过去50年

里，每 3 种鸟类就有 1 种从北美大陆消
失。“鸟类与昆虫一样，在全球生态系统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所以他们的数量减
少是一个危险信号。”

对于糟糕的自然状况的追溯，多半
会指向人之所为。自然之外，面对当前
来势凶猛的高新技术的冲击，困惑与疑
虑交织的人类，未来恐怕还将面临各种
非常规的危机或灾难——想想正在快速
普及的人工智能武器、或令核武过时的
无人机“蜂群”、引起全球性恐慌的各种
致命病毒……。有道是：技术本身并无
善恶，人类利用技术所做的选择，才是
塑造世界的关键。

在已然开始的一个新的 10 年里，充
满风险和挑战，也因此格外令人期待。

栏目主持人：任贺春

我们当然希望电影里高度智能化的赛
博格技术走向泯灭人性的边缘，是一种危
言耸听。这种无视社会文化建构，片面追
求科技高速发展，进而挑战道德底线的担
忧，一直伴随科技发展的左右。

早在 19 世纪初期，玛丽·雪莱创作的
《弗兰肯斯坦》，就描写了“人造人”，因
为孤独和受歧视走向崩溃，继而报复人类
制造者的场景，似乎暗示人类对大胆开辟
科学新世界的后果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风
险。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阿西莫夫在其科
幻 小 说 里 提 出 了 著 名 的 “ 机 器 人 三 定
律”，第一条就是机器人不能伤害人类。
他仿佛预见到机器人技术的长足发展将有
取代人的可能。

今天，我们看到聪明的机器人在下棋博
弈或重复劳作无差错等方面，已经显示出高
人一等的本领。在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最新信
息技术的有力支持下，人工智能、自动识别
和自动控制技术让机器拥有“大脑”并自主
行动，看起来也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梦想。
有关人体生理自身的科学研究或者模拟人体
发展出来的科技成果，免不了构成对伦理道
德秩序的新挑战。而这些新挑战能不能解决
好，反过来也会影响科技发展的节奏和方
向。

也许这正是人类的伟大之处。人类善
于通过勤劳和智慧不断创造奇迹，也善于
预见诸多挑战从而积极应变。解决好科技
发展给社会整体文明发展提出的新问题，
人类或将取得更多突破，赢得更多福祉！

预 见 挑 战
积 极 应 对

悲 观 与 进 步 风 险 和 挑 战
□□ 尹传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