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人工智能“威胁论”扑面
而来时，郝景芳认为，我们更应
该关注“人性”。《人之彼岸》中六
篇科幻故事之后，她还用两篇非
科幻思考解答了关于 AI 一些困
惑。她希望这本书能让人们对人
工智能多一点了解，少一些恐
慌。

郝景芳曾经问过 SIRI 的创
始人，人工智能是否能跟人进行
情感沟通。得到的回答是肯定可
以做得到，但并不代表它真的关
心你，或者是真的知道你是谁。
它喜不喜欢你不重要，重要的是
它可以表现出它喜欢你。如同

《你在哪里》故事中的分身人，只
要把程序编得足够精细，让 AI
学习足够多的程序，它就可以知
道你什么样的情况是需要关怀
的，识别出你的表情是不高兴

的，然后它赶紧从语言库里面搜
罗出“你喝点水”或者是“我给你
煮碗面吧”。如果从接收信息的
角度，你可以接收到它在关心
你，但这种关心其实是你自己的
感受。“人未来爱上机器挺容易
的，但它不会爱你。”

人工智能即使运算能力强
大如 AlphaGo，其处理的也只是
一串二进制字符。它并不知道它
自己在下围棋，也不知道自己是
AlphaGo，不知道它战胜了世界
上所有的高手，它下了围棋也不
会高兴。它只是在处理一些数
据，并没有人类所拥有的高层次
认知能力。

《乾坤和亚力》故事中，全球
化 AI 乾坤看到三岁的男孩亚力
不知疲倦地追逐扑打却只沉迷
于追逐的过程，故意让他抓到反

而会哭闹的行为记录下来，并
标注“小孩子拥有明确的目标，
但拒绝达到目标，他们会陷入
毫无结果的追寻而不愿撤出”，
并标注“难以理解”；乾坤看到
亚力不肯让自己帮助，一定要
自己点开一个个闭锁的信息，记
录下“小孩子会拒绝直接达到的
目标，而坚持由自己完成过程，
不愿意提升效率”，并标注“难以
理解”。

“人工智能诚然在某些数据
处理方面上非常强大，但是在抽
象思维上像个傻瓜，它们缺少的
是常识。”郝景芳说，它们对于我
们外界的物理世界没有意识、没
有感知，也并没有在我们这样的
外界物理世界生活过。“在未来，
文字的抽象理解能力、对数学的
抽象理解能力其实会决定人类

思维的高度。”
人工智能与人类最大的差

距，就在于不懂情感，缺乏对世
界的常识和创造力。人类有世界
的全景认知，人工智能只认识世
界的碎片。人工智能具有超强的
学习既往经验的能力和模仿能
力，但缺乏真正的创新能力。它
们可以学到数万本畅销小说的
常规套路来写作，但是它们没有
出于自己内心情感和想象力的
写作。

在郝景芳看来，无论人工智
能发展进化到什么程度，人类终
将还是需要阅读，阅读的重要意
义在于让人类依然保持并且进
一步进化自己的抽象思维能力。
这是使人类不同于人工智能的
根本所在，是让人类智慧仍然能
够向上迈进的必不可少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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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前，机器人取代劳动力导致普通劳动者大量失业，还是小说里的幻想；今年 10 月份，
DeepM ind 推出了最新版本的 AlphaGo Zero，它从零开始学围棋，仅用三天时间，就击败了之前的
AlphaGo ……人工智能（英文缩写 AI）的智力表现和学习能力如此优秀，让很多人开始担心——— 当 AI 时代
来临，人类将何去何从？去年凭借科幻小说《北京折叠》获得雨果奖的科幻作家郝景芳，最近出版新书

《人之彼岸》，首度从文学跨界到科普，通过彼岸的人工智能反观人类自己，看到自己的独特之处。

大多数人对人工智能感兴
趣，多半是受西方 AI 题材的电
影、小说的影响，再加上近年来
AI 的飞速发展以及日常生活中
AI 的应用，很多人惊呼：“人工
智能时代到来了！”

关于 AI，郝景芳最关注的
却是人类思维和人工智能思维
的差别。

从高中时代起，郝景芳就对
人的意识和人脑运作方式产生
了兴趣。她一生的偶像薛定谔对
人脑思维运作的描述，至今对她
仍有很多启发。人工智能问题便
是郝景芳对人类意识问题兴趣
的延伸，因为对人有兴趣，所以
对 AI 有兴趣；通过对 AI 的理
解，才能更好地理解人类。

《人之彼岸》中的六个中短
篇科幻小说主角都是人与 AI，
其中有的故事最早创作于 2013
年，郝景芳那个时候并不知道三
年后会有 AlphaGo 出现，她坦言

切中这个热点是意外。小说中塑
造了很多超级智慧体，拥有跨领
域的能力，懂得使用策略解决问
题，拥有欲望、感情、好胜心以及
人类的“意识”。

第一个故事《你在哪里》中，
主人公任毅是一位人工智能分
身机器人创业者，他把自己分成
多个相同的“自己”，以便同时兼
顾工作和生活中的不同场景。因
为工作繁忙无法陪伴妻子，他就
安排自己的分身陪妻子。当任毅
面对心爱的妻子发脾气，人工智
能分身经过大数据计算，快速替
任毅说出安抚妻子情绪的话。妻
子却告诉他：“我骂了它，它都不
会生气啊！那它又怎么会知道我
现在心里的感受？”当爱人需要
抚慰时，机器能够从海量的数据
库中搜索足够抚慰人心的应答，
但人的情绪是自然界几千万年
进化而来的产物，岂是那么容易
被模仿的？机器纵然强大，但我

们每个人需要的，都是真情。悲
剧的结尾终于换来任毅的觉醒。

在《永生医院》中，郝景芳探
讨了人的身体和身份的关系。钱
睿的母亲生命垂危，住进了有

“妙手回春”之称的永生医院，竟
然奇迹般地痊愈了。钱睿意外发
现，母亲是在科技的帮助下，记
忆和意识被复制进一个完全相
同的机器人里，以“新人”的身份
重新复活。他无法接受“复活”的
母亲，当他计划起诉这家医院谋
杀等罪名的时候，却不知道一个
更为惊人的秘密在等待着他，并
需要他做出道德和伦理的选择：
他自己就是一个脑部植入了 AI
芯片的新人，并且整个社会已经
有几千万人都是不知道自己是
新人的人，如果他把医院告上法
庭，那么可能无异于谋杀几千万
人。

《乾坤和亚力》中，乾坤是全
球化 AI，人们的衣食住行都要

向他求问，心悦诚服地听他的建
议。他如此宏伟、智能、强大，却
被三岁男孩亚力驯服，不由自主
地超脱了自己的身份，陪着亚力
去做孩子想做的事。在对待科技
时，最好的武器不是制造出更厉
害的人工智能对付已有的人工
智能，而是未经污染的赤子之
心。

在新作中，郝景芳设想了人
工智能不同的可能性，其中有一
些对于人类是有威胁的，但在
更多情况下，她是想告诉人们
如何与人工智能相处。“人工智
能的最大意义是从它们身上看
到我们自己，这也是我的小说
为何起名为《人之彼岸》。人工
智能就是站在人的彼岸，我们
通过看彼岸的人工智能，突然
反观到自己，才会发现原来我们
自己是这样的。”对人工智能思
考越多，我们越会发现人类智慧
的神奇。

>> 按钮仍掌握在人类手中

>> 从人工智能反观人类自己

去年美国白宫发布的人工
智能报告中，预测在未来 10 —
20 年间，人工智能技术有可能取
代 47% 现有工作。麦肯锡去年的
报告中对此 数 据 的 预 测 是
49% ，而且对中国和印度的影
响最大。苹果智能语音助手
S i r i 之 父 、人 工 智 能 专 家
Winarsky 的预测是 70% 的工
作将被取代。尤瓦尔·赫拉利在
畅销书《未来简史》中提到，未
来会有超过 90% 的人变成无
用阶层。无论哪个数字，都是相
当惊人的。

《北京折叠》是郝景芳四年
前的作品，讨论的是当机器大
量取代工人，多余的劳动力如
何生活。小说给出的解决办法
是：把多余的人折叠进夜里。在
现实中，郝景芳并不希望看到

这样的场景，她一直在关注这
方面的问题。

上个月，郝景芳在个人的
微信公众号“晴妈说”中提及一
次在某地工业园的调研。一家
电子零配件加工厂从前年开始
用机器换人，买一台日本生产
的设备 25 万元，使用十年，可
以替三四个工人工作。每个工
人每年成本 8 万元，即使算上
设备维护费用，不到两年也已
经回本。自动运行的机械臂不
知疲倦地工作，效率提升了，产
品合格率也大大提升。工厂两
年间已经减少了三四千人，预
计再过五年，现在的三分之二
人员都不需要了，智能管理系
统让他们连管理岗都可以缩
减。而未来几年研发设计的岗位
却需要大量扩张：创新研发靠经

验积累，逐渐浸润技术开发的文
化，最终推陈出新，而不是靠灵
机一动的拍脑袋。

按照目前的技术发展趋势，
与《北京折叠》的预测相同的
是，工厂工人是最容易被取代
的职位。但实际上一些体力服
务业可能还会有所保留，人工
智能最容易取代的是低层次脑
力劳动，也就是重复性、标准化
的白领工作，例如数据文档录
入整理、财务、推销、客服、收银
员……但凡是重复性标准化工
作，未来都容易被 AI 取代。

科幻小说《三体》作者刘慈
欣曾表示，人工智能的近期效
应被媒体和网络夸大了很多，
按照现在计算器技术的发展，
距离强人工智能还有十分遥远
的距离。但他同时强调，我们可

能低估了人工智能的长期效
应，假如那种与人类智力相当
甚至超出人类智力的人工智能
出现，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方
方面面可能会面临颠覆性变
化。

郝景芳也认为人工智能会
变得非常强大，但并不意味着
它们会毁灭人类。它们的威胁
性其实和原子弹一样：能毁灭
所有人，但按钮掌握在人类手
里。“最有可能出现的不是它们
毁灭我们，而是我们毁灭我们。
当我们过于依赖很多的数据系
统后，如果我们自己变得懒于
思考、懒于自我反思，而让我们
自己的智慧退化。”人类需要有
自己的创新能力，充分发挥人工
智能所不具备的人类情商，以适
应新的时代。

>> 多一些了解，少一些恐慌

郝景芳：
我们在此岸，AI 在彼岸

《人之彼岸》

郝景芳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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