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家为啥搞恐袭

科幻作家刘慈欣的小说《三
体》，因为得了“银河奖”而一时洛
阳纸贵。这部小说中写了一个十
分有趣的组织：一帮本是社会精
英的人聚在一起组成了一支“地
球叛军”（人类三体组织），为了阻
碍科技发展，他们通过恐怖袭击
定点狙杀那些科技前沿的科学家
和企业家。《三体》中的许多情节
让人感叹作者“脑洞”之大，不过，

“地球叛军”这个梗并非作家凭空
想象，人类历史上还真就发生过
这种邪门的事。

1995年4月23日，美国加州林
业协会总裁吉卜特·莫里收到了
一个陌生人寄来的包裹，在包裹
被打开的一瞬间，一声巨响将这
位总裁连同他的办公室一起炸上
了天。莫里在爆炸中当场死亡，整
个加州乃至美国顿时陷入了对

“邮包炸弹”的恐慌中。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接

手此事伊始就感到十分棘手，根

据作案手法，他们判断，制造此案
的显然是那个被他们称为“大学
炸弹怪客”的人。在此前17年中，
这个神秘的恐怖分子一直在寄送
伪装成邮包的炸弹，作案16起，造
成3人死亡及20多人受伤。受害者
不是研究高新技术的教授，就是
大企业的总裁，而且除了少数与
环保领域相关的人士，其袭击目
标高度集中在高精尖科学领域。
凶手仿佛是想以一己之力阻碍人
类科技的发展。他究竟是谁，为何
要这么做呢？十多年来，FBI抓了
200多个嫌疑犯，查访了成千上万
的自称知情者，接了2万多个热线
举报电话，但始终没有查出真凶。

但1995年的这场袭击有点特
殊，凶手做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
举动——— 在寄出炸弹的同时，他
寄了三封信，其中两封寄给两位
顶尖的科学家，要求他们立刻停
下手头的研究；另一封更匪夷所
思，是寄给纽约时报的，随信还附
上了一篇洋洋洒洒三万五千字的
论文，并承诺如果报纸在规定期
限内一字不删地登载他的这篇论
文，他就洗手不干了。

停止科学研究，发表论文，这

些鬼要求和恐怖活动有毛关系？
FBI管不了那么多，他们更感兴趣
的是凶手在信中暴露的笔迹。通
过笔迹对照，真凶很快落网了。然
而，真凶的身份曝光时，引发的是
舆论更大的震动——— 凶手既不是
个仇视社会的loser（失败者），也
不是个变态杀人狂，更不是啥原
教旨主义者，而是个科学家。此人
名叫希尔多·卡辛斯基，智商超过
170，16岁就进哈佛念书，二十几岁
就成了伯克利大学的助理教授。
三十几岁时，当同龄人好歹爬上
了他当年的高度时，人家卡辛斯
基居然辞掉一切公职，跑到蒙大
拿山区隐居，当起隐士来了。

这下办案人员看不明白了，
这么一个人生充满闪光点，如今
又成天“喂马劈柴，面朝大海，春
暖花开”的主儿，应该对精英没那
么羡慕嫉妒恨啊？反倒是不少人
应该羡慕他才对。卡辛斯基为什
么要处心积虑地阻遏人类科技发
展呢？

答案就在他寄给纽约时报的
那篇论文中，由于惧怕卡辛斯基
再搞爆炸，纽约时报还真答应了
卡辛斯基的要求，以手册的方式

出版了他的文章。该论文题目叫
做《工业社会及其未来》，在论文
中，卡辛斯基提出，技术正在爆炸
性地增长，而人类自身却受制于
智力、体力等局限，这导致技术终
有一天将脱离对人类的依赖，而
人类则将愈发离不开技术。基于
这种判断，卡辛斯基预言，在可以
预见的未来，由于机器的高度智
能化，人类的工作不再是必需的，
人类就变成这个系统的负担，财
富将向少数精英集中，而精英不
必再顾忌大众的感受，因为高度
发达的技术已经让他们不需要像
19世纪那样雇用大量的底层员工
了。随之而来的，人类要么是被高
智能化的机器控制，要么就是被
机器背后的少数精英所控制，无
论哪一种结局，都将意味着人类
历史的终结。因此，卡辛斯基在文
章中大声疾呼，要求人类停下技
术发展的脚步，和他一样，回归自
然，去过原始生活。

虽然结论有些老调重弹，但
你不得不承认卡辛斯基的说法有
其道理。他1995年提出的很多论
断，如今确实在以令人吃惊的速
度实现着——— 技术革新在成批量

地消灭着人们的工作机会，不仅
是简单的体力劳动，连司机、律
师、医生、记者这些过去被认为不
可被替代的工种如今都面临着

“人工智能抢饭碗”的威胁。随着
失业潮而来的，确实是贫富差距
拉大。如果你看一看前一段时间
引发全球舆论热议的《21世纪资
本论》，会发现作者皮凯蒂有关技
术革命引发新一轮两极分化的观
点 ，与 卡 辛 斯 基 几 乎 如 出 一
辙——— 只不过皮凯蒂给出的解决
方案并非用炸弹消灭精英，而是
用重税消灭之。

卡辛斯基的预言是否真的会
实现？我们尚不得而知。但从他的
轶事中，我们至少可以确知一件
事：科技的发展有其内在冲动，它
是连科学家自己也无法阻止的，
哪怕他们变成“恐怖分子”、造炸
弹恐吓也不行。正如凯文·凯利在

《科技想要什么》一书中所说的那
样，它仿佛是一个生命体，在借由
人类完成自己的进化，这个过程
是人类无法阻挡的。至于当它羽
化成蝶后，会如何对待人类这个

“已经不再中用的创造者”，也许
我们真的只能听天由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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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史记

本报记者 王昱

日日本本监监狱狱成成了了““养养老老院院””？？
养老困难、独居寂寞，日本老人想办法“重返监狱”

蹲监狱胜过孤独死

数据显示，日本的犯罪率
比美、英、德等发达国家要低得
多，全国犯人总数 2006 年达到
顶峰后开始减少，唯有老年人
犯罪数量增加。日本龙谷大学
研究生院法务研究科教授滨井
浩一指出，这一现象的社会背
景在于日本老年人在社会中处
境孤立且生活困难。

日 本 法 务 省 数 据 显 示 ，
2013 年，65 岁以上老人因犯罪
被检举约为 4 . 6 万件，是 20 年
前的 4 倍多，其中 74% 是盗窃
案件。日本 2015 年度《犯罪白
皮书》显示，近 20 年来，老年人
服刑人数一直在增加，2014 年
入狱的 2 . 19 万人中，65 岁以
上的老年人达到 2 2 8 3 人。自
1991 年开始统计以来，这一比
例首次超过 10% 。

根据日本 2014 年度《犯罪
白皮书》，约 6% 的老年人的存款
不到 100 万日元（约合人民币
5 . 97 万元），约 8% 的老年人就
靠每月不到 4 万日元（约合人民
币 2388 元）的国民年金（养老
金）生活。还有一些老人甚至没
有任何经济来源。

因贫困而走向盗窃的老年
人正在增加。其中，单身生活的
老年人约占16%，即使服刑期满
也无容身之所，所以选择再次故
意犯罪，以求重回监狱。2006年1
月，一名74岁男性在日本下关车
站因纵火被捕。就在犯案8天前，
他刚出狱。他说，自己是因为难
以忍受饥寒，为了重返监狱而放
火。

老年人重复犯罪几乎都是
因为生活困苦。出狱后，即使竭
尽全力想洗心革面找工作，但
由于有前科，很难谋得一份零
工。

导致老年累犯增加的另一
个原因是老年人“孤独死”问
题。由于老人孤独死后打扫房
子非常麻烦，房东不愿意把房
子租给单身老人。比起一个人
孤独终老，在监狱里至少还有
人说话、有人管饭。

日本人的民族特性是好面
子，甚至死要面子，但比起生活
困苦，面子就不那么值钱了。对
于无家可归的老年人来说，躲
在监狱总胜过流落街头。

狱警变成了“护工”

根据日本 2013 年度《犯罪
白皮书》，入狱者中“二进宫”以
上的达到 58 . 5% ，连续 9 年增
加，老年人的“二进宫”比例更
高，达到 73 . 4%。

东京都府中监狱是日本国
内关押罪犯最多的监狱，2014年
12月，老年罪犯达到400人，是10
年前的两倍，大部分都是由于扒
窃等原因反复出入监狱。

福岛监狱分部是一座女子
监狱，截至2015年4月，60岁以上
的罪犯占到28%，反复盗窃的一
名最高龄女性已经91岁，多次进
出监狱。

随着老年人服刑时间长期
化、罪犯老龄化加剧，一些监狱
已经有了老人院的色彩。犯人自
己做饭或者帮别人做饭，监狱警
察则俨然成了“护工”。

监狱财务不堪重负

全世界的监狱都要花费大
量警力严防罪犯逃走，日本监狱
却为了让罪犯能够出狱而费尽
心思。2014 年度，为了完善监狱
收容设施，日本政府的预算达到
约 2 3 0 0 亿日元（约合人民币

137 . 3 亿元）。日本法务省指出，
监狱为每一名服刑者每年耗费
的成本约为 320 万日元（约合人
民币 19 . 1 万元）。假如一名老年
累犯因盗窃廉价商品入狱，最长
可能被判刑 5 年。监狱为其在服
刑期间的总花费将高达 1600 万
日元（约合人民币 95 . 5 万元）。

由于老年罪犯急剧增加，监
狱不得不采取措施加以应对。位
于兵库县的神户监狱为了预防老
年罪犯摔倒，专门开设了柔软体
操课。考虑到罪犯的老龄化以及
当地严寒气候，北海道旭川监狱
首次引入西式单间，有木桌木床，
床尾有马桶，还有壁挂电视。在府
中监狱，约90%的老年罪犯因某种
疾病接受过治疗，不少老年罪犯
还需要特殊护理。监狱为老年罪
犯负担的医疗费持续增加。

此外，老年人狱外就医的情
况也在增加。一名老年罪犯住
院，通常需要3名监狱工作人员
24小时不间断守护。如果老年
罪犯在狱中去世，工作人员负
责将遗体暂时安置在监狱太平
间。无人认领的骨灰，监狱还要
负责祭奠。

帮老人重返社会不容易

为了缓解“监狱养老”压

力，日本司法机构和社会福利
部门探索出独特的合作模式，
日本的监狱开始帮助即将出狱
的老年人设计生活和养老方
案。

日本厚生劳动省 2009 年推
出了“地域生活定居支援项目”，
旨在帮助老年人和残疾人出狱
后享受到社会福利服务。同时在
各都道府县还建立“地域生活定
居支援中心”，帮助出狱的老年
人重返社会。

截至目前，日本所有的都道
府县都建立了生活支援中心，工
作人员定期到狱中走访老年罪
犯，帮他们寻找出狱后的居住
地，为即将出狱者举行讲座等。

虽然日本政府和社会已着
手解决老年人犯罪问题，不过要
想彻底使这一现象得到改观并
非易事。日本社会对于刑满释放
者有很强的排斥心理，导致出狱
者难以融入社会。另外，日本全
国各地的“老人院”早已人满为
患，给出狱老人寻找老人院安身
更是难上加难。

日本老年人犯罪的深层原
因在于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以及
人口老龄化。随着日本进入深度
老龄社会，诸多类似的社会隐患
值得人们深思。

综合新华国际、青年参考

不少日本老人积蓄
微薄，缺乏充分的社保
和医保，且独居寂寞。由
于养老金不足，很多日
本人超过退休年龄仍在
工作。

对一些日本老人来
说，监狱是比养老院门
槛更低的选择。近年来，
65岁以上的老年人罪犯
比例逐年增加，多次犯
罪的老年累犯比例更是
升高，有些老年人不惜
一犯再犯，只为过上“包
吃、包住、包看病”的牢
狱生活。高墙之内似乎
成了一部分老年人不得
已的最终归宿。

由于生活困难、无人照料，有些日本老人不惜故意犯罪以求入狱，监狱快要成为“养老院”。（资料片）

一名白发苍苍的老年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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