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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人类面临的危险!机
器人比人类还聪明
什么样的机器人才是有危险的

人工智能？英国计算机先驱阿兰·图
灵设计了一个甄别实验：一台计算
机和一个人做竞赛，说服一个看不
到它们的观察者，使其相信自己才
是真正的人类。当机器人至少把半
数观察者蒙骗了，才算通过了测试。
目前，尚无一台计算机接近于通过
测试。但图灵也指出，当超级智能机
器人通过图灵测试时，人类的报应
就来到了。
人类所担心的智能机器人是能

够像人一样思考、行动。这里行动应
广义地理解为采取行动，或制定行
动的决策，而不是肢体动作，而且它
们具有知觉和自我意识。
人工智能对人类的毁灭能力是

什么？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给出了
解释，人工智能不是像核武器一样
消灭人类，而是会逐步取代人类，真
正可怕的是智力。它们将比人类更
聪明、更擅长社交、更有工作能力。

比尔·盖茨说：“如果我们能够
很好地驾驭机器人，机器能够为人
类造福，但如果若干年后机器发展
得超过人类的智能，那么它们就将
成为人类的心头大患。”

机器人会比人类还聪
明吗"

机器的智商能有多高？机器是
否会产生自我意识？机器人会比人
类还聪明吗？一些科学家认为，机器
人的智商超过人类是迟早的事情，
甚至还有美国学者明确提出了人工
智能超过人类的时间点。
首位用“奇点”这一术语描述这

种技术大变革的人是美国数学家、
科幻小说家弗诺·文奇，此后，高科
技企业家雷·库兹韦尔在其著作《奇
点迫近》一书中进一步提升了这一

概念。库兹韦尔认为，技术的指数级
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超人类智能
的出现。库兹韦尔对自己的预测很
有信心，他甚至将到达“奇点”的时
间定为 !"!#年。到了 !"!#年，电脑
不仅能够理解我们的语言，甚至能
够和我们开玩笑。$##%年，库兹韦
尔预测称电脑将在 &##'年之前打
败国际象棋冠军。&##(年，)*+公
司研制的电脑“深蓝”成功击败国际
象棋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
麻省理工学院的机器人学教授

罗德尼·布鲁克斯说：“在越过‘奇
点’后，我们和我们的世界将与现在
大不一样，对什么是人、什么是机器
人的定义也将变得不同。”一些未来
学家称，正如黑洞中心存在着一个
让一切已知物理定律都失效的“奇
点”一样，信息技术也正在朝着这样
一个“奇点”迈进。届时，人工智能机
器将比其制造者———人更加聪明。
这些未来学家认为，过了这个点，一

切都将以现在不可预测、无法想象
的速度和形式发展了。人工智能奇
点研究所的创办人之一伊利泽·尤
德库斯基目前正在研究所谓的“友
好人工智能”。他说，他最担心的是，
一些科技怪才会发明一种能够自我
进化但却没有道德感的机器人，这
将给人类带来灾难。

机器人会毁灭人类吗"

一些科学家担心：人工智能正
在以令人害怕的步伐发展，它将导
致人类走向最终的灭亡。
不久前，著名科学家史蒂芬·霍

金发出警告———未来 &""年内，人
工智能将比人类更为聪明，机器人
将控制人类。霍金曾与特斯拉 ,-.

伊隆·马斯克共同发表公开信，他们
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受到控
制。信中称，如果智能机器无法保障
安全，人类可能陷入黑暗的未来。一
方面人工智能让人类越来越缺乏思

考，另一方面其自身则有可能越来
越聪明，从而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马斯克也提出警告，最少只需

/年，智能机器可能就会带来极端
危险。他说：“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如
果让我猜测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
那可能就是人工智能。”

牛津大学哲学教授尼克·博斯
特伦与詹姆斯·巴拉特认为，“现在
我们人类就像一群摆弄着一颗危险
炸弹的无知孩童。即便是出于好意
而创造的人工智能，它仍有犯下种
族灭绝罪行的倾向。如果没有小心
谨慎的制衡指令，一个有着自我意
识、不断自我完善并追寻目标的系
统将发展到在我们看来非常荒谬的
程度，以完成它的目标”。
不论如何，科学家认为未来对

于人工智能的制造，一定要将不得
伤害人类设定为其最重要的行事规
则。美国科幻小说家艾萨克·阿西莫
夫在他的机器人相关小说中为机器

人设定了行为准则（也就是机器人
三定律）———
法则一，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条

法则：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也不得
因不作为而使人类受到伤害；
法则二，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

的命令，除非违背第一法则；
法则三，在不违背第一、二法则

的前提下，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

机器人会成为我们的
朋友"

对于马斯克、霍金等人的言论，
谷歌董事长施密特率先发起反驳。
施密特的身份很特殊，作为谷歌的
董事长，他曾亲身参与许多世界上
最复杂的人工智能系统的研发，从
自动驾驶汽车到谷歌的预测性搜索
引擎等。施密特认为，所有对机器将
抢走人类工作、占领世界的恐惧都
毫无根据，并且希望人们能够意识
到：机器人会成为我们的朋友。施密
特说：“对于人工智能的担忧，都是
正常的。但是回顾历史你会发现，这
些绝对是错误的。历史的经验已经
证明，过去的经济繁荣时期，大多数
是因为采用新技术而引发的。”

科技取得突飞猛进的成果时，
总是让人感到害怕，但真正重要的
是掌握技术的人。总之，对于新技术
的发展，难免会存在争论，但科学的
进步总归是为人类带来更美好的未
来。但是有一点却不能忽视，随着科
学技术的进步，自动化的人工智能
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工作、
生活中，机器代替人类工作很有可
能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现实。

摘自!百科知识"!"#$年 %月上

机器人会威胁人类吗？! 础德

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一
些科学家担心：在不久的未来，人工
智能技术会超越人类的智慧，甚至
会反过来控制或毁灭人类。对这一
灾难性的预测来自一群世界上公认
“最聪明的人”，包括微软创始人比
尔·盖茨、英国科学家史蒂芬·霍金
以及美国的“科技狂人”伊隆·马斯
克。甚至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超过
人类的时间点———“奇点”已经逼
近，很可能就在十几年后。这一切真
的会发生吗？

传奇大将陈赓
尹家民

! ! ! ! ! ! ! ! ! ! !!"风雪中艰难行进

火焰山隘口，山峦重叠，是通安镇的咽
喉。夺取它就切断金沙江守敌逃往通安镇的
退路。敌人在隘口筑有简单工事，配有一连兵
力扼守。满山都是陡坡弯曲小路，只能容一人
行走。红军战士奋勇往上爬，侦察排的行动被
敌人发觉了，仍不顾一切往上爬。陈赓赶到，
他在半山腰指挥小号兵吹号。战士们听见号
响，不顾一切往上冲。忽然，—块大石头飞下
来，机警的号兵急忙把陈赓扑倒，他的额头受
伤流血了。卫生队长蒋耀德一个箭步冲上去
替他包扎。陈赓支起身子大喊：“机枪掩护，注
意石头0 ”
在机枪的掩护下，战士躲闪着山上下来的

石块，迅速地跳过危险界。又费了一个小时，侦
察排乘胜追到通安镇。通安镇的敌人是三天三
夜未停赶到的刘元堂部队，累得东倒西歪地躺
在街上。侦察排在街上捉到几个敌人，缴获两
门迫击炮。后续部队进来，又和敌人一番激战，
终以牺牲 1人伤 '人的代价，消灭了数百敌
人，俘虏了 2%%余人，其中有一个团长。因为兵
力薄弱及敌情不明，又见右边山头敌人有增援
迹象，陈赓当即命令：“停止追击，就地宿营警
戒。”那时正是五一节 &2时 3%分。
中央军委下令嘉奖，干部团的威名震动

了四方。特别是川军，—听到头戴钢盔的红色
干部团，一听到那个戴眼镜腿有点跛的“司
令”，便望风而逃。
起伏的夹金山上，红军队伍在风雪中艰

难地行进。这里是夹金山的南坡，地上没有
雪，但也看不到一棵树，只有杂草丛生。在小
路的东面，有一座长方形的小石板房，墙是石
块砌的，房顶是石板盖的，很像一节火车车
厢。这大概是当地群众翻越雪山歇脚的地方。
一会儿，团部吹起了集合号，全团在石板房左
侧的杂草坪里迅速集合起来。各营清点人数
之后，陈赓团长开始讲话：“有同志讲，我们一
天可以走完的路程，为什么不走了，硬要选这
个山腰露营呢4这是有着重大战略意义的。长

征以来，我们干部团一直担负着中
央机关首长的警卫任务。今天，毛主
席和中央机关要在大硗碛一带宿
营，准备明天过大雪山，在山下的达
维镇与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会
合。我们今天在这里露营，明天行程

&%%里，就可以到达懋功宿营，让出达维的房
子给党中央、毛主席住宿。这是革命的需要，
也是我们干部团的神圣职责。”
散会以后，各营把队伍拉到各自的宿营

地。所谓宿营地，就是杂草丛生的荒草坪。
次日凌晨两点，陈赓命令：整好行装，马

上开饭，继续前进。到了山顶，风雪逐渐平息。
山下的枪声停止了。一面红旗在摇。2月

&1日，一、四方面军在达维镇会师。红军战士
拥抱跳跃，不少人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晚上，
在村外的大喇嘛寺坡地上举行了盛大集会。
红军战士又开始为过草地作准备。他们把

青稞麦割下晒干炒熟又捣成面。把羊皮缝成背
心，用羊皮做成鞋子。恶劣的环境使干部变得
更爱发火。彭德怀脾气更躁。此刻，他在三军团
指挥部里踱来踱去，皱起了眉头。他叹着气骂
道：“这么多人，我就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三
军政委杨尚昆也不住地用指头敲击桌面。
他们在为周恩来的病情担忧。自过雪山

以来，周恩来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咳嗽。尽管
他自己不说，警卫员都知道他相当虚弱。他们
想方设法让他多休息，而他总是按习惯工作
到凌晨 !点。他经常不上床铺睡觉，而是趴在
桌子上打个肫儿，醒来又继续工作。他终于倒
下了，高烧 1%!，一连几天不退烧，神志不
清，说胡话，医生诊断是肝脓肿。毛儿盖会议
后，党中央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周恩
来、洛甫和毛泽东都分在右路。这时周恩来除
了继续担任军委副主席外，还担任了红一方
面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恰在这时，他的病
情更加严重了，性命危在旦夕。在这个节骨眼
上，原来抬担架的同志又都一个个地病倒了。
彭德怀和杨尚昆当机立断，扔掉两门迫击炮
（当时红军总共才有八门这样的炮），腾出了
1%名战士，专门负责抬周恩来和其他几位重
病号。犯愁的是找不到—个合适的担架队长：
这个人必须有高度的政治责任心，能吃苦；同
时要有点医学护理知识。这在半是文盲的红
军里头，实在难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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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病根儿在这里

其实，我过去所做的一切，无不遵循着父
亲的指引。当年我写七封“给中国学生的信”
的时候，也是受到他的感召，真心想要帮助年
轻人。此后，不论演讲、写书，我提到的很多观
念、想法，包括坚守诚信正直的原则、积极乐
观、主动学习、保持热情等，甚至“做最好的自
己”、“最大化影响力”，都有父亲的很多影子。
生病之前，每当去灵前祭拜他，我常
想：“我已经完成父亲的梦想，父亲若
还健在，该会多么以我为荣啊！”

只是我“失之毫厘，谬之千里”，
我可能被太多成功经验冲昏了头，傲
慢而不自知；也许我习惯了考虑效
率，所以会推论每件事的因果逻辑，
以结果导向与量化判断来衡量很多
事，然后一步错、步步错，错到最后，
连自己都看不出错在哪里了。

如今回头审视，我到底是从哪一
步开始偏离了初心呢？

在一次采访中，记者问我：“你在
《世界因你不同》这本书里提到过，随
着人生阅历不断丰富，你想要的墓志
铭也不一样了。那么经过这场病之后，你希
望将来得到怎样的墓志铭呢？”

经他这么一问，我突然间明白了，原来
我的病根儿就在这里！

年轻的时候我一直认为，当你离开世界
时，你希望这个世界会因为什么而记得你？
那就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吧！所以我总会问自
己：“我要怎样的墓志铭？”

我在《世界因你不同》这本书里提到过，
在科技界打拼多年，从加入苹果的那一天
起，我想要的墓志铭是：科学家、企业家，他
曾经任职于多家顶尖高科技公司，把繁杂的
技术转换成为人人可用、人人获益的产品。

后来，我在中国试图用教育手段帮助更
多年轻学生，那时候，我希望我的墓志铭是：
热衷于教育，通过写作、网络、演讲，他在中
国崛起的时代，帮助了众多青年学生，他们
亲切地呼唤他“开复老师”。

当写到这段时，只觉得第二个目标有意
义，并且因自己为这么无私的目标努力而感
到自豪。病中反思，才看到自己的盲点：我发
觉，原来我看重的不仅是做了什么、有什么

贡献，墓志铭其实让自己陷入了“生前身后
名”的枷锁中！
其实，成为“科学家、企业家，把繁杂的技

术转换成为人人可用、人人获益的产品”，确
实是我想做的，也是我做得到的；“热衷于教
育，通过写作、网络、演讲，帮助了众多青年学
生”，这也是我最有热情，而且愿意终身全力
以赴的。但我哪怕只存着一点点念头，希望

将来人们如此记得我，我的心、我的
做法就都不纯粹了。这才是根本问
题所在。
史学大家钱穆先生送给父亲的

条幅“有容德乃大，无求品自高”，一
直挂在我的客厅，跟随我漂洋过海，
又跟着我回到自己的家乡；仿佛父
亲耳提面命，随时在我身边叮咛、
提醒我。但是，我居然充耳不闻，因
为我打从心底里是“有求”的，最要
命的是，我还自认为“无求”！我没
有要求什么回报，我只是喜欢被热
情的粉丝簇拥着、喜欢一打开计算
机就看见蜂拥而至的粉丝响应。所
以，我做的许多事，其实是有条件

的，我算计着各种成本，衡量成败得失；我并
没有为所当为，随缘去做我做得到，而且我也
想做的事。

循着这个线索追溯我的所有“偏差行
为”，我发现我太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了！我想
要把自己塑造成某种可以留存在别人心目中
的形象。这种心态，说好听点儿是“爱惜羽
毛”，其实就是爱面子、好名声，这大概就是我
根深蒂固的“中国情结”吧！

中国人好名声，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孔
子说的“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影响。连孔
子都这么爱惜自己的名声，更何况凡夫俗子？
千百年来的知识分子就被这个牢笼套住了。
在台湾民间讲学超过一甲子的爱新觉罗·毓
鋆就说：“这句话不知害死了多少人，许多读
书人乃成‘千古文章，千古贼’。”确实如此，
我猜孔子可能只是一时说走了嘴，不小心泄
露了心底的焦虑感，当场被学生恭恭敬敬地
记录下来。也许孔子要的是“名副其实”，不
是要当世当时的名声，而是后世名声，但说穿
了，即使要的是后世评价，那也就是要一篇墓
志铭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