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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派航母巡航南海，英国打的什么算盘

7月27日，英国外交大臣约
翰逊宣称，英国应该在国际事
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为此英
国新航母的首次航行任务将是
到亚太地区巡航，依据“航行自
由”规则在这些对世界贸易至关
重要的航线中占有一席之地。

如果说约翰逊的话还遮遮
掩掩，那么同时发声的英国国
防大臣法伦就更加露骨。他声
称，英国计划明年向南海派遣航
母进行巡航，以增强英国的海上
地位，并以所谓航行自由为借
口，扬言“不受中国的限制”。

英国唱这一出是几个意

思？
按说，英国眼下的当务之

急是与欧盟之间的“脱欧”谈
判。然而，这个谈判自6月19日
如期开始以来进展得并不顺
利，7月20日第二轮谈判因双方
分歧巨大而未取得任何成果。虽
然下一轮谈判要等到8月下旬才
开始，但从前两轮的表现来看，
打算“杀一儆百”的欧盟极其强
势，而英国则显得很被动。

这种局面让本已后悔选择
“脱欧”的英国民众更加不安，
同时又使特雷莎·梅政府面临
更大压力。此时，无论是“脱欧
派”代表人物约翰逊，还是当初
的“留欧派”法伦，喊出重振英国
全球地位和影响力的豪言，无疑
都有转移国内民众视线的考
量。

但全球众多地区问题，为
何英国偏偏瞄准南海呢？

这是因为，朝核问题跟英
国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且没有
利益瓜葛；中东已经乱成一锅
粥，当年好不容易抽身的英国
恐怕也不想再蹚这摊浑水；以
乌克兰危机为由与欧洲一道制
裁俄罗斯，结果弊大于利……
只有南海所在的亚太地区，在
英国看来既利益相关，又具有
可操作性，而且在它之前，美、
日、印等国已经不同程度地插
手南海问题。

一方面，英国在该地区盟
友颇多，英国“重返亚太”可以有
效回应盟友呼声；另一方面，英
国“脱欧”后需要与美澳日等亚
太重要经济体加强双边经贸关
系，而增加在该地区的存在感则
是在为达成新贸易协定铺路。

另外，英国这两年的一些
军事动向，已经为其增强在亚
太地区存在、插手南海埋下了

伏笔。去年10月，英国派出4架
战机跑到日本与自卫队举行联
合军演。今年5月，英国又派出
军舰与法国一道参加美日在太
平洋的联合军演。加之英国新
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今年年
底交付海军，从军事行动上来
看，英国布局亚太、插手南海是
迟早的事。

更重要的是美国因素。从
竞选期间到入主白宫之后，特
朗普曾不止一次地表态支持英
国“脱欧”，“脱欧”后的英国更
会紧抱美国这条大腿。7月24
日，特朗普政府刚刚批准了美
军在南海规律执行“自由航行
行动”的年度计划，几天后，英
国外交大臣约翰逊就在澳大利
亚说“美国才是我们在太平洋
安全事务上的伙伴”。显然，英
国派军舰巡航南海是在配合美
国战略，借此增强英国在国际

事务中的影响力。
可是，英国你考虑中国和

中英关系了吗？
去年G20杭州峰会上，习

近平主席与特雷莎·梅首相再
次确认中英关系“黄金时代”大
方向。今年7月初的G20汉堡峰
会上，特雷莎·梅再次向习近平
主席表示，英国致力于推进英
中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坚持两国关系“黄金时
代”的大方向。然而，约翰逊和
法伦这两位英国内阁重臣的言
论，显然有违中英关系“黄金时
代”大方向的基调。

7月2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
人陆慷回应称，希望域外国家
不要兴风作浪，不要无事生非。
忠言逆耳利于行，但愿英国派
航母巡航南海只是过过嘴瘾，
若是来真的，小心“偷鸡不成蚀
把米”。

人工智能一“对话”，人类就发慌

7月31日，一则新闻让全世
界很多人感到“细思恐极”：“脸
书”公司关闭了一项人工智能
(AI)项目，原因是有两个聊天
机器人无视程序员指令，开始
用它们“自创”的语言进行对
话。

机器人竟然开始自主对话
了，还是用人类看不懂的语言！
这是不是意味着，人工智能真
的开始产生“自我意识”了？正
因如此，这篇报道很快被各大
媒体转载，大多数都以“人工智
能发明出自己的语言”为标题，
更是让读者看得一身冷汗。

巧合的是，上个星期，“脸
书”创始人扎克伯格和特斯拉
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刚就人
工智能展开了一场论战。扎克
伯格认为，那些觉得人工智能
会导致人类走向末日的人是

“悲观主义者”；马斯克则认为，

人工智能会威胁人类文明，如
果不早点管控，等到发生严重
后果时就太晚了。

这轮隔空论战的热度还没
褪去，如今“脸书”就出了这桩

“关停人工智能”事件，难怪有
人开玩笑说，扎克伯格这么快
就被自己的公司打了脸。

其实，马斯克的思维模式，
正像很多科幻电影所反映的那
样。从1984年的《终结者》到1999
年的《黑客帝国》再到2004年的

《我，机器人》，人工智能总是作
为威胁人类文明的“反面角色”

出现，人们似乎从一开始就对
这些自己发明出来的、看似拥
有更高“智商”的机器心存忧
虑。尤其是这两年“阿尔法狗”
连败世界顶尖围棋棋手，更是
让人们对人工智能心生畏惧：
既然人工智能如此无懈可击，
那么万一有一天它们自行进
化、控制人类、建立“AI帝国”，
也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事情。

事实真的如此吗？才隔了
一天，就有媒体出来“辟谣”
了——— 这次的“人工智能发明
语言”，真的是人们多虑了。

英国广播公司(BBC)网站8
月1日报道称，不少媒体都被那
则“‘让人毛骨悚然的人工智
能’报道唬住了”。BBC详细解
释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原来，人
工智能“对话”是真的，“脸书”
关停这一项目也是真的，但这
一“对话”产生的原因并没有那
么玄乎。

实际上，这是“脸书”开发
的一个沟通软件，就像苹果手
机的Siri、微信上的“微软小冰”
一样，就是一个能够对人作出
应答的软件，而这个软件的特
别之处在于它能和人或机器进
行谈判。负责这个项目的“脸
书”人工智能研究院在官网上
介绍，研究人员在谈判中设定
了球、帽子、书三个物品，三个
东西有不同的权重，让两个机
器人通过谈判去分，最终达到
双方都认可的分法。那段“人工
智能间的非人类对话”，正是在
两个聊天程序“谈判”的时候发
生的。先看看这两段对话：

鲍勃说：“我能能我我所有
事其他。”

爱丽丝说：“球(复数)有零
对我对我对我对我对我对我对

我对我对。”
虽然看上去乱七八糟，但

其实“球”正是谈判实验中权重
最高的那个。所以，这就是鲍勃
和爱丽丝两个聊天程序在争一
个球，一个想要拿走，一个想要
留给自己。之所以出现了这么多
重复的单词，是因为研究人员没
给机器加上“符合英语语法”的
约束激励，所以它们说出的才不
像是“正常的人类语言”。

BBC报道，研究人员关停
这个项目，不是因为害怕人工
智能“进化”，而是因为研究发
现，这一程序无法正确回应人
类70%的诉求。说白了，就是这
个程序不成功，所以就干脆关
闭了。

尽管是虚惊一场，但背后
还是透露了人类面对人工智能
的焦虑。要知道，人类胜过人工
智能的地方，恰恰是创造力、情
感交流等方面，或许也正是只有
人类才有的谨慎、恐惧、猜疑等
情绪，才会对人工智能的“对话”
感到恐慌。不过，这也没什么不
好，在科幻电影中，拯救人类文
明的主角不都是对人工智能保
持警惕的人吗？

上过初中历史课的人，对
于闵采尔这个古怪的名字大约
都有点印象。此公和他领导的
16世纪德国农民战争，可谓证
明中世纪的欧洲与同时代的中
国一样存在封建主与农民间阶
级矛盾的一个“孤例”。不过，如
果你仔细看这个故事，会发现
这个例子实在好奇葩。1524年8
月5日是闵采尔正式扯旗造反
的日子，我们借这个纪念日来
说说这其中的玄机。

说闵采尔的起义奇葩，首
先是其起义成员的班底十分可
疑，说是“农民战争”，但根据历
史学家考证，参加闵采尔起义
的大多数成员都是矿工、手工
业者甚至城市小商人，闵采尔

本人居然是大学生。
闵采尔出生于德国采矿工

业中心哈茨山区的施托尔堡
城，父亲是小有积蓄的造币商
人，正因家境殷实，他才能一路
读书，先后在法兰克福大学和
美因茨等大学专修过哲学和神
学，通晓拉丁文、希腊语、希伯来
语等多种语言。而闵采尔起义的
理由也很奇葩，咱中国农民起义
口号虽然千变万化，核心意思只
有一个——— 吃口饱饭，但人家
闵采尔的口号是什么呢？宗教
改革，“增加上帝的荣光”。

所以，无论从起义者身份，
还是从起义动机来讲，将闵采
尔领导的起义归类为反抗地主
的农民起义似乎都不怎么合
适，将其称为德国宗教战争似
乎更贴切些。

事实上，如果我们放眼整
个欧洲中世纪，就会发现那里
的农民和同时代的中国农民真
的很不一样。在中国，自秦始皇

一统天下以来，每隔百十年，华
夏大地上就会爆发一次大规模
农民起义。据统计，仅清代一朝
两百余年间，散见于《清实录》的
农民起义就达300次以上，平均
每年一次半，起义、造反，在古代
中国几乎成了一种“文化”。

然而了解一下世界史，会
发现这种“文化”似乎只在中国
流行，欧洲8世纪才出现了第一
次农民起义的记载，从那时起
直到16世纪，整个欧洲十几个
国家数得上的农民起义加在一
起也只有八次。而且大多数跟
闵采尔起义一样，都是为了什
么宗教、林地使用权这样的理
由，西方也没有一个王朝是被
农民起义推翻的。

难道中世纪欧洲农民比中
国农民过得衣食无忧吗？确实
如此。

欧洲中世纪被认为“黑
暗”，农民被称为农奴，然而这
些中世纪农奴的实际生活，却

比大多数生在盛世的中国百姓
还好。据学者推算，中国古代一
个自耕农的年均粮食保有量在
扣除各种税负后平均约为640
斤，而同时代欧洲农奴的年均粮
食消费量约为1070斤。事实上，
温饱问题的解决，正是欧洲后
来发生工业革命的前提，率先
发起工业革命的英国，正是农
民粮食量消费最多的国家。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
和欧洲农民之间出现如此大的
差距呢？阅读了大量史料后我
不得不承认，导致这一现象的
正是让后世很多中国人为之自
豪的大一统王朝。

在中世纪的欧洲，由于统
治层级的单薄，农民只需要向
其直属的封建主交税，而封建
主们为了增强自身实力，不仅不
敢过于欺压农民，往往还要在必
要时施以救济，以博得仁慈的美
名。即便有一些领主胡作非为，
农民们也可以向国王、主教等上

级领主上告，而为了制约封臣权
力，国王们十分乐意为农奴出
头。这种贵族阶层间互相制约、
互有博弈的传统，保证了农民
利益不会受到过分的侵害。

但在传统中国，由于大一
统帝国是自上而下建立的，老
百姓直接面对强大的皇权，中
央政府的赋税经过各级官吏的
层层加派，总是成倍于纸面上的

“十五税一、三十税一”。在王朝
兴建初期（往往只有三十年左
右），由于殷鉴不远、政令肃然，
老百姓还能喘口气，一旦承平日
久，随着利益集团固化、腐败滋
生，农民就将陷入转死沟壑的
境地，于是就有了“治乱循环”

“王朝气数”的说法。
欧洲中世纪农民很少起

义，这一点在我们看来好奇葩。
其实，如果用世界和历史的眼
光来看，历史上勤劳、温顺的中
国农民为什么总喜欢起义，也
许才是真正奇葩的事情。

中世纪欧洲农民为啥很少起义

扎克伯格（左）和马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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