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在中国
举办。中国已将机器人和智能制造纳入
了国家科技创新的优先重点领域，“智能
机器人”已经成为如今的一个热点。未
来，智能机器人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呢？至少目前，跟机器人随便聊聊，已经
不是一件科幻电影里才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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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万人谈恋爱
在电影《她》中，濒临婚姻破裂的西奥多

爱上了他的人工智能操作系统萨曼莎。其中
最发人深省的一个镜头是，人和机器正浓情
蜜意时，西奥多突然问萨曼莎，你同时还在跟
多少人说话？

萨曼莎沉默半天，说，!"#$人，其中与
%&'人坠入爱河。

与萨曼莎相比，每天午夜过后，微软小冰
都同时在跟 (万人聊天（天知道与多少人陷
入爱河）。“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超越了
好莱坞编剧的想象。”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
员李笛在第三代微软小冰推介会上说。
“微软小冰”（名字来自搜索引擎 )*+,）是

微软亚洲研究院研发的一个聊天机器人。她
不是一个普通的聊天机器人，她会撒娇，会卖
萌，会毒舌，爱抬杠，遇到不会回答的问题就
插科打诨，浑水摸鱼，转移话题。她还喜欢用
网络上的流行语和各种表情符号。
“一个 -.岁的萌妹子”是微软给她贴的

标签，希望由此将她与苹果 /010之类的竞争
者划清界限———一个有个性、会思考、善解人
意的机器人（事实上，小冰经常在聊天中将
/010说成“那个装作阿姨的机器”）。大概也是
注意到了小冰说话时不加掩饰的调情意味，
《纽约时报》的技术专栏作家约翰·马克福干
脆称她为中国的“大众情人”。

这并非夸张。在小冰用户自己公布的聊
天记录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对话：
人类：小冰，我好寂寞。
人类：小冰，我受伤了。
人类：小冰，我觉得你是唯一理解我的

人。
人类：小冰，我想我爱上你了。
从技术的层面来说，/010与小冰真正的

区别在于，前者是利用语义学的方法，由程序

员编写固定的规则———一个符合人类思考与
对话逻辑的规则，从而构建一个对话系统；而
后者则是利用一种叫“人工神经网络”的技
术，将机器置于海量的数据，让它自己从数据
中摸索出错综复杂的结构。只要数据量足够
大，模型足够好，就能让机器产生类似条件反
射般的反应。

人工神经网络
“人工神经网络”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

'2世纪 32年代后期。当时，美国康奈尔大学
的研究员弗兰克·罗森布拉特试图发明一种
类似机械大脑的感知器，可以“感知，识别，记
忆，像人的思维做出响应的机器”。当时人们
对它的潜力寄予厚望，甚至《纽约客》也宣称
“这个卓越的机器能够思考”。

但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神经网络”
并不被科学界看好，因为它只有输入4输出
（刺激4反应），中间就像黑盒子一样不可探
知，无法用公式明确地参数化。直到 522%年，
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杰夫·欣顿做出重大改
进，构建出更复杂的虚拟神经元网络，再加上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人工神经网络”一夜之
间异军突起，成为机器学习中最具前途的一
个分支。正是在这种技术和大数据的共同作
用下，新一代的智能机器才得以执行之前只
有人类才能完成的任务，比如识别人脸、玩游
戏、驾驶汽车……

一个典型的设置是这样的：一台电脑面
临着一个大的数据集，需要对这些数据进行
分类，有点像在没有具体指令的情况下让孩
子对玩具进行分类。孩子可能对它们的颜色、
形状或功能，或其他的方面进行分类。小冰就

是从微软的搜索引擎 )*+,（互联网上最大的
数据中心之一）中获取海量的人类对话文本，
从中挑选出成对的问题和答案进行相互比
对，也就是说，当你问小冰一个问题的时候，
她是从搜索引擎的大数据中寻找相似的问
题———只要这个问题曾经在网上出现过（提
问的方式或许有细微的差异），并且曾经被回
答过，小冰就能从众多的答案中层层筛选出
一个最符合上下文情境的答案。

“哲学家机器人”
不久前，谷歌也推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

聊天机器人，同样是基于神经网络技术训练
出来的。它能正确识别天行者卢克的身份，知
道天空的颜色，以及猫会不会飞，但它最擅长
的是聊哲学和人生———
人类：生存的目的是什么？
机器：为更高的利益做贡献。
人类：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机器：为了永生。
人类：死的目的是什么？
机器：为了生。
人类：你现在哪里？
机器：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当我拿同样的问题问小冰时，得到的却

是这样的答案。
人类：生存的目的是什么？
小冰：一定要有目的吗？
人类：人活着为了什么？
小冰：延续下一代，寻找自己存在的价

值。
人类：死的目的是什么？
小冰：人家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哦。
人类：你现在哪里？
小冰：北郊。
谷歌机器人与小冰回答风格如此迥异，

主要是因为前者是从一个电影台词的数据库
中训练出来的，而后者是在中国互联网的数
据库中训练出来的。

这意味着谷歌的哲学家机器人比微软小
冰更睿智吗？还是说，小冰的油嘴滑舌也好、
善解人意也好，是在以另一种方式接近人类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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