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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是与生命有关的教育，涵
盖了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涉及生
命过程中的方方面面，它既与人的成长
与发展有关，更与人的本性与价值有
关。邪教组织往往是反人性的，对生命
表现出极度冷漠，干尽摧残生命的恶
事。

少年儿童正处于对生命意识懵懂的
阶段，好奇心强，缺乏社会经验。邪教
组织正是利用这一点，乘虚而入，大肆
宣扬教义思想，散播谣言，鼓吹各种歪
理谬论，让少年儿童深受毒害！因此，
关注儿童的生命教育，让他们充分认识
到生命健康的重要，去感悟生命的价值
和意义，从而树立科学的人生观，远离
邪教侵袭。

健康成长对于儿童来说是第一位
的。要让他们通过切身体验明白健康生
命的重要性。比如，模仿盲人走路取
物，把手指关节用木棍捆住提笔写字
等，当儿童在身体机能受限感受到极不
方便时，再联系生活引发他们思考，生
病时不上医院病能好吗？疫情期间，如
果不是白衣天使牺牲自我奔赴疫区，新
冠肺炎能短时间得到有效控制吗？当然
不能。当他们渐渐意识到生命健康是生
存之本，再顺势通过典型案例引导儿童
认清邪教对生命的漠视。要拥有健康的
身体，必须注重均衡营养，积极进行体
育锻炼，一旦生病要及时就医，绝不是
等待什么邪教教主来拯救，最终让自己
的身体健康遭受到不可逆转的损害。

很多儿童对生命总是很好奇，他们
会问父母或老师“我怎么出生的，怎么
来到世界的？”面对孩童关于生命奥秘
的种种猜测，可以通过多媒体播放母亲
从怀孕到生产的过程，让他们了解胎儿
是如何出生并一点一点长大的，了解母
亲孕育生命忍受的痛苦，以及在抚养孩
子过程中付出的辛苦。进一步引导儿童
感恩生命、关爱父母，以感恩的心对待
每一个生命。而邪教组织却要求信徒去
掉亲情友情和人世间各种美好的感情，
忘情负义，成为其敛财或实现卑劣目的
的牺牲品。通过正反两方面对比，让儿

童体会生命的来之不易，同时也更深刻地认清邪教的冷
酷无情。用感恩生命的美好情感和积极向上的精神状
态，抵抗邪教的侵袭。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让他们远离邪教侵害，是
全社会共同的责任。从学校、家庭、社会三个维度共同
筑牢儿童珍爱生命、崇尚科学、反对邪教的坚固防邪之
墙。

关注生命教育，撑起儿童心中那片绿荫，在美好的
光阴里，愿儿童天真无邪，幸福成长！

（中国反邪教协会供稿）

生
命
教
育
让
儿
童
远
离
邪
教

□□

屹

东

超 越 时 空

在 《量子计算有多神奇 （下）》
中提到，量子计算机最擅长的，是可
以同时对所有可能性进行运算，但纠
错方法则是一个迄今尚未突破的难
题。可以想象，当人类一旦突破这个
技术难点的时候，人工智能或将迎来
全新的时代。而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以下称AI） 则是当下第四
次工业革命之中的几大关键技术之
一，那就从这篇开始，详细介绍一下
AI的方方面面。

人手一部的手机中，APP 核心驱
动力就是 AI 技术：图片处理系统利用
AI 识别图像、进行分类、一键美化；
新闻软件推送的个性化新闻稿件由 AI
程序自动撰写的；各类出行软件里 AI
算法为司机选择路线、规划调度方
案；未来自动驾驶技术还将重新定义
我们的城市和交通。而网络购物，客
户从首页通过语音、图片的方式检索
商品后，会获得个性化商品推荐；客
户咨询客服时，回答问题的是机器
人；然后平台数据库根据这一消费轨
迹设计特定的营销。比如买米几次
后，AI 预估下次购买时间，并及时推
荐特价、优惠券之类吸引再次消费。

如今的人工智能就是用人类制造
的机械和电子装置来模拟人类智能。
这一人造智能，总有一天达到甚至超
越人类智能。此篇从“眼耳口身意”
维度，对AI基础应用进行梳理。

人类观察世界依赖于眼睛，计算
机视觉就是一门让机器“看见”的科
学，最终目标是通过视觉观察，让机
器更容易理解世界。机器看的文字、
图像或者视频，通过观看最终输出对
画面的理解，进而了解所“看见”的
世界。像手机相册自动照片分类，可
以识别银行卡号或者快递地址。乘坐
高铁时的人脸验证识别等都属于计算
机视觉范畴的实际应用。

机器没有耳朵，又是如何听到声
音的呢？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听
到”就代表着知道谁在说？说了什
么？而对于机器而言，完成 “听到”
的动作，首先需要借助麦克风阵列来

收音。麦克风阵列可以理解成多个麦
克风结合相关前端算法的系统，它的
收音单元比较多。在收音的基础上，
运用语音技术中的一项语音识别技术
（简称 ASR），把听到的声音转换成文
字即可，这样机器就听到“说了什
么”。至于到底是“谁在说”？那就需
要用到声纹识别技术来进行分辨，识
别出说话者是谁。

发声是为了传达信息，如果想要
通过机器主动发声怎么办？虽然机器
没有嘴巴，但是可以用到语音技术中
的另一项核心技术——语音合成技术
（简称 TTS），利用它将文字信息转换
为人类听得懂的语言，来达到说话的
功能。常言道能听会说，听与说是紧
密相连的，ASR 和 TTS 作为语音技术
的两项核心技术，在实际应用中也是
密不可分的，将它们与不同载体或者
场景结合，就会出现智能音箱、智能
电视、智能车载等丰富多样的产品。

AI 在“身“的延伸技术，主要以
实体机器人表现为主。大致上可以将
实体机器人分为两类：工业机器人和
服务与仿人机器人 （也可细分为家庭
服务机器人、商用服务机器人）。

感知、运动和认知是实体机器人的
三要素。其感知能力主要依赖于硬件系
统中丰富的传感器，能够检测或感知世
界温度、光线、声音、图像、距离、触
觉、力觉、射线等并做出反应。有些实
体机器人生产者还会为仿人机器人定制
仿生皮肤，比如“女性”机器人索菲亚
就拥有柔软的橡胶皮肤。

而工业机器人主要是模仿并发挥人
体的运动能力，如四肢、骨骼和肌肉的
发力，将动力学研究融入其中，其目的
是在工业生产中代替人做一些危险、单
调重复的作业。其中机械臂作为一种固

定或移动式的机器，是工业机器人领域
中使用最广的一种机械装置。

几十万年间，人类祖先将进化的
方向指向大脑，随着脑容量增加，人
类拥有了明显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智
慧，并且自然形成了语言。语言也是
人类最明显的特征。为了实现人机交
互，就必须要让机器学会处理和运用
自然语言，这就是自然语言处理技
术。想要处理，必先理解，简单说就
是“能理解会思考”，这包含了两个过
程，即自然语言理解 （NLU） 和自然
语言生成(NLG)。AI底层技术中最后的

“意”就是思考。
语言是人类进行交流的工具，而交

流的是信息，是脑海中概念的映射，是
意义的阐述和理解。完成自然语言处
理，既要求机器能理解自然语言的意
义，又能用自然语言表达意图和思想。

语言本身非常复杂，不同语种之
间、即便是同一个语种，也可能存在
一词多义，一义多词，隐喻等各种语
境变化。而且人类每天都在创造新生
词汇，比如网络词语、新梗等，这使
得这门技术也变得非常庞杂。正因如
此，自然语言处理指向了一种更加抽
象和不可捉摸的思维困境，这也让机
器理解人类的语言变得困难重重。

理解了自然语言，是否就能对人
类思维的秘密一探究竟？目前还无法
回答，但毫无疑问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是 AI 皇冠上一颗极为耀眼的明珠。这
项技术在各个领域也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比如各种语言间随意转换的机器
翻译，智能助手的问答系统，对海量
文本数据进行结构化的信息抽取等，
都是以自然语言处理为核心技术。

那在这些应用产品中，即便机器
能够迅速给出翻译结果、回复问题、
抽取信息，就可以认为它们已经理解
语言了吗？自然语言处理仍然面临着
许多瓶颈亟待突破。最尖端的科技，
依然是酷炫、规整、深邃……带有抽
象的疏离感。在 AI 技术快速发展，全
方位落地并渗透生活衣食住行各个方
面的现在，AI 的鼎盛时代又会怎样？
它会在何时到来？

这些问题留待接下来的几篇和大
家一起讨论、思考。

（作者系加拿大某国际财团风险管
理资深顾问，科幻作家）

AI 是 怎 样 思 考 的
——漫谈人工智能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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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

（作者系国家
教育咨询委员会委
员，中国科技馆原
馆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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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官王绶琯，1923年生于福州，童年
客寓上海，少年时负笈黔蜀间，青年时游
学英伦。始修造船而酷好天文。终以自学
致天文为终身业。1953 年以还，先后服务
于宁、沪、京天文台。于今历 40 载。齿落
发童而意犹未止也。”

这是王绶琯 （1923-2021） 在1993年古
稀之龄时写的自述片段，既是白话，又像
古文，清晰明了，言简意赅。大科学家颇
具文学水准。

侯官，旧县名，今闽侯县，乃八闽首

邑，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王绶琯生长于
此，自幼酷爱诗书，然少年时代由家族安
排始学航海，后转造船；青年时考取公费
留学，赴英国皇家格林尼治海军学院深
造。机缘巧合，学院与著名格林尼治天文
台为邻，王绶琯自觉天空比海洋更为广阔
深遂，使他对天文学激情似火：“浓浓的
兴趣之火，在心中燃烧，坐立难安”，于
是给时任伦敦大学天文台台长格里高利写
了一封求职信。格里高利接受王绶琯进入
伦敦大学天文台工作。从此，一双天文学
家的“大手”和一双未经专业训练的“小
手”握到了一起。这大概是日后王绶琯萌
生“大手拉小手”青少年科普俱乐部的缘
头吧！

“ 刚 接 触 新 的 学 科 ， 一 切 都 从 头 做
起。”当时，王绶琯主要担任晚上 8 点到早
上4点的夜间实测。漫漫长夜，举目看着满
天的繁星，王绶琯思绪万千，诗兴大发，
大有古风韵味，如 《归路》：“独客寻归
路，低天孤一星。步声碎鸟语，返照媚山
青。幽意流成唱，所思其或聆。郁陶徒四
顾，向晚风冷冷。”

半个世纪后，年近八旬的王绶琯老人
撰文回忆：“那时我在伦敦大学天文台，地
处伦敦西北郊，四周的田野很平很阔，一

条公路从伦敦伸过来，很宽很直；白天望
过去，沿路的车像是一阵阵连发的火箭
炮，频频交火。黄昏后，夜色罩下来，朦
朦胧胧，路就像是一条笔直的运河，把岸
两旁脉脉的思绪送往天的另一边……”

文字自然优美，行云流水，读来如见
其人。

1953 年，王绶琯于三十岁而立之年回
国，先后就职于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
台、上海徐家汇观象台、北京天文台，历
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研究员、台长、
名誉台长。王绶琯开创了中国射电天文学
观测研究，提高了中国授时讯号精度，推
动了天体测量学发展，研制出多种射电天
文设备，贡献卓著。1980 年，57 岁的王绶
琯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院士）；
1985 年担任中国天文学会理事长，之后任
名誉理事长。

1993 年，紫金山天文台将国际编号为
3171 号的小行星命名为王绶琯星，以祝贺
他70大寿。

1998 年，75 岁的王绶琯联名 60 余位中
国科学院院士、科技专家倡议组织并成立
了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他多次在中
学、科技馆、天文馆讲演、座谈，编著了
一系列青少年科普读物。他寄语青少年：

“勤学而好问，务实以求真；敏思而笃志，
温故以创新。”这短短20字的五言诗，高度
概括了青少年在科技学习和实践中的精髄。

回忆我去王老家请教和请他莅临中国
科技馆指导工作的往事，历历在目，难以
忘怀。我印象最深刻的是2000年12月31日
24时，王老以78岁的高龄在中国科技馆二
期新展厅同青少年一起辞旧迎新的动人场
景。

王绶琯在科学史研究方面也给予了我
诸多帮助和指导。在著名科学史家席泽宗
（1927-2008） 追思会上，与席泽宗曾为邻
居、有着多年交往的王绶琯动情地说：“席
泽宗院士除了在科技史上的卓越贡献之
外，还是一位用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辛勤
灌溉现代科技园地的耕耘者。他反对中国
古代没有科学的观点，说明中国古代不是
没有科学，只不过相对一向为人熟知的西
方科学，在思想、方法上有着一定差异，
而两者在重要性上是完全不分伯仲的。”他
还出席英年早逝的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原
所长陈美东 （1942-2008） 的告别仪式，他
对我说：“我比美东年长20来岁，我今天是
80多岁的白发人送60多岁的黑发人，心里
好难受。你们要好好保重身体，把中国古
代科技成就多多挖掘出来，让世界知道中

华民族的伟大智慧。”
王绶琯的科普教育工作，有他自己的一

套完整的教育体系和具体的操作方法。根据
普及的对象和内容，他认为：“第一，全体
公民基本科学素质的提高，以广大的初中学
生群体的工作为切入点；第二，科技精英后
备队的科学素质的培育，以有志于科学的优
秀高中学生群体的工作为切入点；第三，各
级政府领导层的科学素质的提高，以科技论
述和科技信息的沟通和评判为切入点。”真
知灼见，至今仍启迪后人。

“ 浮 沉 科 海 勉 相 随 ， 高 吟 浅 诵 天 籁
间”，这正是他自己一生的写照。

观 天 下

王 绶 琯 ： 科 海 勉 相 随 ， 诗 文 天 籁 间
□□ 王渝生王渝生

刘欢在《水浒传》的主题曲
《好汉歌》 中有这样一句歌词，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
出手。”实际上，科普也是一
样，在公众急需科普的时候，作
为“第一发球员”的科研人员一
定要主动出手，因为他们才是科
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
科学精神的发现者、生产者、创
建者和传播者。如果该出手时没
有出手，那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纵
容“他者”出手。

我们曾经做过的调查显示，
几乎全部受访科研人员都认为科
普很重要，但是到底有多少人真
正做了科普以及有多少人计划接
下来要从事科普，结果显示这个
比例呈现出某种急剧下降的趋
势。或者换句话说，科研人员认
为科普是值得从事的一项工作，
但从事这项工作的应该不是自
己，而是“他者”。

在之前发表过的专栏文章
中，我曾经提到过“雪莉法
则”，也就是说在一些科研人员
最有发言权的话题中，如果科研
人员不及时地发表观点和看法，
那么一定会有“他者”出来表达
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而且“他
者”的叙述还有可能是错误的或
者不准确的，那这实际上就是

“没有出手”，进而会给后续的辟
谣和纠偏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
因为在广大公众中存在着某种程
度上的“先入为主”的倾向。一
旦某种“连接”建立起来，再想
对其进行切断就会难上加难。而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谣
言的滋生与传播的端倪。科学流
言或者谣言之所以会产生和扩
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科研人员
并未对“真实的”科学进行科普
化的解读，从而给一些误解和误
读留下了“可乘之机”。

曾经有一次，我们跟随中国
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周忠和院士
一行去拜访纪录片导演李成才老
师，在交流的过程中，李成才老
师提到了一句名人名言，“不要把舞台让给我
们鄙视的人。”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于是
乎“拿着锤子的人，看啥都像钉子”，我就把
这句话牵扯到了科普上来。通俗地解释就是，
在科普这个问题上，如果最具有资格来表达观
点、传递事实、澄清误会和传播理性的科研人
员，没有把握机会去“走到群众中去”，那实
际上我们就是在把舞台让给我们鄙视的人。因
为有些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些科研人员对于某
些科普性的内容嗤之以鼻，认为它存在着很多
的错误和瑕疵，甚至可能是在某种程度上让公
众对科学产生了误解，这不仅仅损害了科学本
身，从长远来看也会破坏科学得以存续的社会
基础。那么我们反过来看，这是不是也说明科
研人员并未积极主动地站出来开展科普工作，
从而才把这个舞台让给了他所鄙视的人，最终
才看到了他不愿看到的结果呢？

近日研读一本有关科研人员如何开展科普
的指南性作品，作者南希·巴伦在里面引述了
一句话说，“如果在让你的信息传递出去方面
你没有采取主动，那么你就没有资格抱怨说最
终的结果不是你喜欢的。”这又让我不禁想起
了另外一个与此有关的事情。

几年前的一次有关科学报道的交流会上，
某记者表达过这样的一个观点，“如果我采访
你，你拒绝了。之后你又说我采访的对象不
对，写出来的稿子也有很多错误。那么我想问
一下，当初你干嘛去了？”这件轶事再一次印
证了“雪莉法则”和“不要把舞台让给我们鄙
视的人”。

当然，科研人员的第一本职是从事科学研
究，将研究发现通过学术期刊等途径“公之于
众”，但是当前的实践也在从“不发表就出
局”向“不传播就出局”转变。而在这个过程
中，科研人员有必要承担起科普的任务，否则
就会给误解、误读和误传留下“空档”，进而
导致让自己“鄙视”的结果。所以作为科普

“第一发球员”的科研人员实乃有必要“该出
手时就出手”。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
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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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本文作者(右)与王绶琯(左)

2013年祝贺王绶琯90大寿

这些年，笔者发现不少有品位的城市
中，现代标志性雕塑往往很吸引人眼球。比
如，位于上海世纪大道的著名雕塑——东方
之光日晷。其以跨世纪的重大时间为主题，
并且具有计时功能，受到好评。

位于北京市长安街西延长线石景山东部
的北京国际雕塑公园，陈列了不少有创意的
艺术雕塑，展示出“人文奥运”理念中鲜活
生动的立体造型艺术。

到广州，你不可不看位于越秀山木壳岗
的五羊石像。这是广州城市的第一标志。如
今已成为海内外宾客到广州必看的著名景点。

2018年11月12日，在孙中山先生诞辰
143周年纪念日，一座高十米的孙中山与宋
庆龄夫妇双人铜像在武汉市中山公园圆形广
场落成。这是迄今国内唯一一座孙中山夫妇
双人塑像，也成为武汉这座大都市一座新的
标志性雕塑……

雕塑艺术，是造型艺术的一种，又称雕
刻，是雕、刻、塑三种创制方法的总称。雕

塑用的可塑材料，包括石膏、树脂、粘土
等，或可雕、可刻的硬质材料，如木材、石
头、金属、玉块、玛瑙等。通过艺术家手中
的雕刀和精湛的把捏手艺，创造出形态各异
的可视、可触的艺术形象，借以反映社会生
活，表达艺术家的审美情感、审美理念。

中国雕塑界的成功艺术家，与书画界的
艺术家相比，知名者不是很多。有品位的雕
塑展，也相对比书画展少。这是因为雕塑艺
术是一门综合艺术，比书法或画作，要求所
具备的综合艺术素质更高。

中国新崛起的雕塑艺术达人中，吴为山
可算一位。现任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
家协会副主席的吴为山，是由风景系列油画
作品广受关注的画家转为雕塑家的。特别是
他近年来创作的中国古今人物雕塑，形神兼
备，让人过目不忘。

不久前，笔者和朋友曾自购门票欣赏了
在凤凰卫视北京中心举办的题为“超越时空
的对话”吴为山雕塑作品展。展览有120多
件雕塑艺术作品，吴为山先生以超越现实主
义手法，用拍、打、揉、捏或用雕刀，以
铜、铁、泥等原材料，塑造出各具特色的中
国文化名人群像，这些人物中既包括华夏文
明始祖黄帝、炎帝的形象雕塑，也涵盖了孔

子、杜甫、范仲淹、白居易等著名思想家、
诗人、文学家，还有近现代的钱穆、刘半
农、闻一多等文化名人。

吴为山在人物雕塑上，重在写意。在一
个吹笛女的雕塑前，他指着没有刻意显示出
笛管，而只显示流畅性的人物身段和按笛的
两手，让观众去想象，去回味。他说，中国
艺术与西方艺术有个不同点，即中国艺术重
在会意，以意悟像。

吴为山先生无论是作画还是雕塑，在深
入生活的基础上，频频找到创作灵感。他以
写意作为创作支点，承续中国文化艺术传
统，突破西方雕塑的程式化语言，首倡写意
雕塑理念。正是在这种恢弘深远的审美格局
基础上，吴为山雕塑艺术，建构出根植于中
国传统文化的当代雕塑语言体系，成为当今
中国雕塑艺术的标志性人物。笔者注意到雕
塑展“民国人物”系列里，有座像根柱形的
雕像，人物比例失调，从头到脚有一条开裂
的缝，一直接到戴眼镜人物手中拿的胡琴。
一看，雕塑的人物是民间艺人阿炳。吴为山
先生称，这就是有意以这条开裂的缝，寓意
阿炳一生与胡琴结缘，同时也寓意他那被撕
裂的痛苦人生。

吴为山遁入雕塑大门，出于他那颗跳动

不息的创新之心。1992年，他想为林散之书
画陈列馆开馆做点什么。他最终决定创作雕
塑——林散之。经过反复琢磨，雕像创作完
成，在开馆揭幕式上引起强烈反响。林散之
长子林筱之见后脱口赞道：“真是神工”。从
此，吴为山萌发出为我国历代文化名人塑像
的念头，雕塑创作一发不可收拾。比如，他
创作的唐代诗人杜甫雕塑，通过雕塑展示舒
广袖或仰天长叹等人物表情，把诗人的怀才
不遇和落魄境遇，表现得淋漓尽致。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人民日报
高级记者，人民日报海外版原副总编辑）

欣 赏 雕 塑 之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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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为山的雕塑《杜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