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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 摘书

《有且仅有》

于是、林晓桦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2年7月

力津报 荐
书津报 架

人没有了“芯”就无法活着

推荐理由：本系列图书全面讲述了中国人工智能40多年的发展史，几乎覆盖了中国人工智能

学科的所有领域，包括中国人工智能研究的起源、各个分支在中国的发展情况、与产业相结合的现

状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等。书中以宏观的视野和生动的语言，对中国人工智能领域进行了全面回

顾和深度剖析。作者团队深入采访了全国十余所主要高校、中科院多个研究所老中青三代人工智

能研究者，重点介绍中国人工智能领域杰出的科学家，以及他们创造非凡成果的有趣故事。

本书为该系列第一卷，梳理了自1979年至1993年中国人工智能领域初期十多年的发展

历程，用轻松而真诚的笔触，讲述了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寻路的奠基者，并介绍了重要历史

事件的来龙去脉，带领读者深入了解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早期鲜为人知的历史。

梳理总结中国人工智能发展

《爱情这门课，

你可别挂科》

梁永安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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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深处的百年回响
李雪菲

悦分享 读

《飞越世界尽头》

超侧卫著

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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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新闻：

数字新闻生产的

创新与前瞻》

徐蓓蓓、陆晔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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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倡议到出版，这本书历经五年之久。
我是本书的倡导者之一。2018年年初，在

发起新一代人工智能联盟后，我决意开始组建鹏
城实验室，在身体力行迎接第三代人工智能浪潮
的同时，也觉得需要对中国人工智能产学研的历
史进行梳理和总结。在与清华大学博士后高峰
的讨论中，林军的名字跳了出来。
我与本书作者之一、雷峰网的创始人林军相

识多年。他是哈尔滨工业大学（下文简称“哈工
大”）学生中有名的“笔杆子”，曾帮助《哈工大报》
做了不少文字工作，他的很多同学是我在哈工大
计算机系当系主任时的学生，如微软亚洲研究院
的研究员吕岩、中科院计算所的山世光、鹏城实
验室的曾炜……他们那批1993级的学生的整体
素质是很拔尖的。在此之前，高峰有个想法是与
林军合作，对中国的人工智能领军人物进行一对
一的访谈，高峰负责做插画，林军负责写文字。
后来，高峰建议不如直接做成“中国人工智能简
史”这样一个项目。
雷峰网也是国内有影响力的知名科技媒体，

与中国计算机学会多有合作，包括从2016年开
始的“全球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峰会”（CCF-
GAIR），每年连接上百位人工智能产学研的牛
人，也赢得了业内外人士的良好口碑。

林军之前写过一本中国互联网史《沸腾十
五年》，当时正在编写它的续作《沸腾新十
年》，也接触了不少关于当下火热的人工智能
的内容。但同时写两本书，林军表示很有压
力，他提议雷峰网的总编辑岑峰也一起参与到
该书的写作中来。

从我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在中国发展了几
十年，经历了不少曲折与困难，现在人工智能火
了，不少研究者对过去的历史缺乏了解，不了解中
国人工智能的前世今生、来龙去脉。不知脉络，不
知过往，也就有了许多的似是而非。我希望，这本
书能把人工智能在中国经历的起起落落的故事
展示出来，成为供后来者借鉴的一本读物。
我当时刚见完我的老师、年过八十的哈工大

计算机系老主任王开铸，我还和林军分享与王开
铸见面时的一些见闻，催促着林军先去东北一趟，
去吉林大学见王湘浩的学生刘大有以及回哈工
大把老教授都采访一遍。我还给林军组建了一
个顾问委员会，这里有浙江大学的陈纯教授，有清
华大学的杨士强，有北京大学的金芝教授，有中科
院计算所的钱跃良，还有白硕等人。这里面有一
半人在“863-306”专家组和我并肩共事过。

中国的人工智能研究刚好赶上20世纪70年
代末开始的第二波人工智能浪潮，是一个“承
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在这一阶段，我们不仅
在符号主义人工智能的研究上取得了世界级
的成果，也赶上了神经网络研究的浪潮，更重
要的是，在前人研究和论证的基础上，国家决
定启动“863计划”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
国际人工智能研究进入低谷的时候，“863-306
计划”的实施培养了一大批进入国际高技术前
沿的计算机人才，为我国实现创新驱动战略奠
定了人才基础。

与“863计划”结缘和参与到中国人工智能
发展的历史中来，这是我个人的一段终生难忘的
经历。在担任智能接口责任专家的几年间，通过
课题评审、课题考察、学术交流，我逐步对汉字识
别、语音识别、中文信息处理、工程图与文本识
别、图像与视频编码、多媒体通信、智能交互技
术、虚拟现实方向有了深入理解，与这些领域的
专家们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合作，经历了人工智
能发展的波峰和波谷。今天国内人工智能界的
领军人物，许多是“863计划”等主题的专家。可
以说，“863-306”是人工智能人才的大熔炉。
这段经历也让我体会到，人工智能的发展是

一个螺旋式前进的过程。在前一波AI浪潮沉寂
了一段时间后，前两年大家都觉得AI“大风”来
了，必须赶快前进，不要掉队；这两年人工智能有
所降温，大家冷静下来后开始发现，AI还是面临
很多挑战。而当下ChatGPT的爆火，又让公众
对人工智能有了新的兴趣。
以史为鉴，可以帮助我们懂得在科研工作中

把握规律，不随波逐流，更好地迎接这些挑战。
AI现在主要的缺陷或者说不足是在机器学习

方面。深度学习，即深度神经网络是机器学习的一
种方法，这种方法确实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也取得
了很大的成功。但深度学习也要发展。我去美国
开会，马里兰大学一位知名的AI专家调侃说，现在

“深度学习有深度而无学习”（Deep Learning—
Deep YES，Learning NO）。这是因为这样的学习
严格来说不是学习，而是训练，是用大数据在训练
一个数学模型，而不是真的学习到知识。

更大的问题是人们不知道机器学习是怎么
解决问题的。在神经网络里，有很多东西没有办
法被定性和解释，这是比较难的一个问题。解决
了这个问题，AI可能又会迎来一波大的浪潮。
用人的一生来比喻，今天的人工智能水平大

概是刚上小学的程度，后面还有很长的路可走。
对于未来，我们需要思考AI现在做了多少事，未
来还有多少事需要做。

事实上，我们现在所解决的AI问题还是很
小的一部分，AI涉及的问题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可统计可推理的AI问题。这一部
分在工业界已经可以使用，可以应用于机器人，
应用于各种各样的知识决策系统。

第二类是不可统计可推理的AI问题。这类
AI问题靠大数据解决不了，只能靠传统的逻辑
和规则来处理。

第三类是可统计不可推理的AI问题。有大
数据，通过大数据都能统计出规律，但是用语言
表述逻辑和因果关系相当复杂。这方面的曙光
已经初现，但是也需要更多的突破。ChatGPT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大的飞跃。

第四类是不可统计不可推理的AI问题。这
是最难的AI问题。没有模型和数据，这类问题
未来机器人不可能涉足，也不可能胜过人。

通过分析这四类AI问题，我们可以看出，第
一类问题研究得比较成熟，已经能够成功应用
了。第二类、第三类问题正在突破，是AI1.0向
AI2.0过渡的主要研究内容。也不难看出，未来
AI会在哪些方面超过人、在哪些方面不可能超
过人。第四类AI问题短期内难以突破。

AI给全社会，尤其是给自动化领域、机器人
领域带来的机遇是非常多的。过去几十年，我们

经历了比较大的浪潮，第一波是PC浪潮，它给
信息领域带来了颠覆性的影响。之后是互联网
浪潮，它成就了一大批互联网公司，如谷歌、百
度。紧接着是移动互联网的新一波浪潮，苹果、华
为等都是乘着这一波浪潮起来的公司。下一波
是什么？一定是AI，下一波公司中如果能再出现
苹果、华为这样的公司，那它一定是AI公司。

目前，我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正从AI1.0 向
AI2.0过渡。总体来讲，我国发展人工智能有优
势也有短板。优势有四个：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庞大的数据、丰富的应用场景、非常多的有潜力
的年轻人。同时有四个短板：基础理论和原创算
法薄弱、关键核心元器件薄弱、开源开放平台建
立不足、高端人才不足。

既然有这四个短板，我们该怎么办？实际
上，科技部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方面已经
有了一个很好的前瞻性考虑，基本原则有四个：
一是科技引领，二是系统布局，三是市场主导，四
是开源开放。目标是在2020年中国的人工智能
能够和世界同步，到2025年其中一部分能够达
到领先水平，到2030年总体上能够走在前面。
从事人工智能研究30多年来，我曾与不少科学
家共事和交换意见。尤其是在上一波人工智能
浪潮中，他们在诸多不利因素下，克服了种种困
难，突破了自己的学科和背景所带来的局限，他
们的献身精神和科学态度令我感动，也为今天的
研究者们树立了榜样。在新一轮人工智能浪潮
中，中国已经有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实力，以古
鉴今，本书对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总结和梳理恰
当其时，有助于新时代的人工智能研究者更好地
了解人工智能的发展规律，同时可以让前人的积
累成为代代相传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未来的人类和未来的AI，一定会共同在开
放环境中前进。

作者为鹏城实验室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

前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长

人没有了心，就无法活着。人类没有了
“芯”，大概率也会活得特别累、特别无能。现在
中国人几乎每个人都有一部手机，一个人拥有三
四部手机也不为奇。有的人一天吃一顿饭甚至
一顿都不吃也没有多大问题，但假如突然间没了
手机，哪怕是一小时、几十分钟，可能他也会像丢
了魂似的慌张与发疯，慌张到坐立不安，发疯到
不可收拾。因为手机的用处太多、太大，且持机
者的诸多秘密或许都在手机里面，所以现在的人
已经很难离开手机。即使是遥远的边疆和乡村
那些不认字的农民，也都至少人手持有一部手
机，因为他们需要与在外的儿女联系，需要把自
家种的粮食和瓜果卖出去。

这就是手机的魅力。一部手机至少有十
多个芯片，它牵动着整个世界的每一天，也牵
动着每一个现代人的神经末梢以及情感和价
值取向……总之，谁今天离开了“芯”，谁就可能
寸步难行。
芯，何止在手机上，它还在你驾驶的汽车上，

在你住宅中的冰箱与电视上，在厨房煮饭的电饭
煲上，当然，电脑和游戏机更少不了芯。就算你
是一个文盲，一个从没有出过大山、出过远门的

大叔，你也离不开芯，因为你到医院看病，去储蓄
所存钱取钱，你没有那张装着芯的卡，也会举步
维艰。在江浙，养鱼的农民给池塘里的鱼都嵌上
了芯，一条鱼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甚至消费者吃
了它觉得味道如何，芯都可以向农家反馈。
有科学家预测，本世纪末，因为芯，地球将发

生有史以来最大的转变，出现例如人类与地球分
化、生物生命被机械式智能生命所替代的问题。
尽管这样的“未来”听上去很危险，但可能谁也无
法阻挡芯的“摩尔”生长率。“摩尔定律”告诉我
们：它前进一代所需的时间大约是18个月，未来
的几十年里有多少个“18个月”？想一想这个，
我们就会十分恐惧了，从“BB机”、大哥大，到现
在的手机、卫星电话、北斗定位、无人战斗机、太
空舱……我们才用了多少个“18个月”，就已经
让我们的生活和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沧桑巨
变。何况“摩尔定律”还告诉我们：芯片技术的代
际发展除了约18个月一代之外，它还是叠加式
进步，即它是以二次方似的飞跃迭进的。
其势不可挡，其威宛若滚滚惊雷。
专家认为，未来二三十年间，“芯”的发展会

彻底改变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传统交往与力量
平衡，甚至可能让人失去原有的生物天性与自然
属性，从而导致人类被智能人主宰，国家的发展
命运不再被制度和意识形态决定，地球的毁灭或
再生也成为可能……
一切或可怕或惊喜的可能性，都是因为“芯”

的存在和发展而突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其节奏
之飞速让我们有些无法适应。

芯，代表着人类迄今为止最前沿的科学水平，

其广度和深度非常人能想象——以往的哲学家都
十分自信地以为自己的思维是宇宙级的，以往的文
学家同样一直骄傲地认为只有自己的灵感才能达
到“日行千里”，然而我们的半导体专家如今已经
把整个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所有可能尽收于
微米纳米级的一块芯片上，甚至将其嵌在人的头
脑内，控制和分离着人的思想与情感的走向。今
后，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要接受这样的现实……
芯，你太神奇！太伟大！也实在可怕。
是的，芯已经不单是科学与物理问题，也不

单是专业与成果问题，而是世界强国与弱国、强
者与弱者之间进行生死较量的终极武器——也
就是说，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都不曾解决的胜
负，在今天，或将成为可能，谁掌握了芯的最前沿
的超级技术，谁就可以轻易地卡住他人的脖子并
制裁其呼吸和自由，甚至一招制敌。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有些人把芯当作阻
止中国人民走向全面小康、走向繁荣与富强的大
炮和机枪，对准我们的胸膛与肝胆。然而，我们
依旧要生存，依旧在努力，依旧在抗争中赢得前
进的每一种可能。于是我们也有了完全独立于
他人控制的属于国家背景的造芯企业——那片
闪着银光，浩如海洋，被工人与科学家们团团围
着的“芯”世界。
这就是芯世界的特殊和特别之处，对外行人

来说，每一步都是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对内行
人来说，一切几乎都如在X光下般透明。

但芯又有异常极致的精明，稍稍一点儿的变化
和不同，可以阻断世界上万个专家的创造性与模仿
术——在几万个技术设计中只需有一个与众不

同，他人就无法超越你的前进步履；同样，即使你
有一百个、一千种同等的发明与创造，但如果知识
产权早已属于别人，你的所有同样发明的创造价
值都将归于零！
这就是芯，芯的不凡与超凡。
已经说了很多关于芯的事，现在我想揭开芯

和制造芯的秘密，以及它所披戴的神秘面纱。
芯片厂核心的制造车间通常是不允许任何外

人进入的，即使是本厂员工和工程师，每一次进入，
也必须记录与备案，并且从你从业的那天开始到离
职后的若干年内，你都有承担保密义务的法律约
束，否则将受到严厉制裁，包括人身自由的限制。
本世纪以来的芯片制造业，已经超现代化地

在朝前发展，厂房内的核心制芯车间——它专业
的叫法是“洁净室”——空气经过特殊过滤，除杂
后十分干净，空气里的粉尘粒子是最低限度的，
环境还必须十分安静。有专家这样比喻：“制芯
之地”比生婴儿的产房还要讲究十倍。

在此说明：先进的芯片制造厂里的一个“洁
净室”，可不是我们概念中的一二十平方米，或者
大一点的五六十平方米的房间，而是一个占地3
万平方米的超大型厂子（仅是一个制造芯片车
间）。3万平方米大约是45亩，一个足球场接近
11亩地，那么一个现代化的制造芯片车间约有4
个足球场大……闭上眼想一下它有多大吧。

单体3万平方米的车间，就是当今芯片制造
车间标准样板。建这样一个车间生产12英寸的
芯片，需要近400亿的人民币，而且你的厂尚在
建设之中，世界的芯片技术，就已经翻跟斗似的
跃上另一层更高的台阶，而你设计建造的生产线
所能制造的产品可能已经落后几代而只能卖个
白菜价。难怪有位很著名的国际经济学家说
道：“想让一个世界级富翁破产，就鼓励他去搞
芯片。”这意思是，那些疯狂扑向现代半导体制
造业——芯片生产的企业和老板，最后的命运，
不是落荒而逃，便是无法出头……

长篇小说《天地扬尘》系湘籍作者潘峰以其
家族历史为素材创作的一部纯文学作品，时间跨
越百年，从战乱频仍的20世纪初开始，讲述了家
族先辈从东瀛到安徽贵池和当涂，再一路在三湘
大地颠沛流离，终到达湘西古山城沅陵，其间起
落沉浮，而在湘西终老一生的故事。雪峰山、悬
棺、放蛊、赶尸、赛龙舟、湘西深处的天主教堂、金

发碧眼的修女、土匪、各路军队……湘西古老山
城沅陵神秘、奇异的风情画卷，讲流利沅陵话的
牧师，“小南京”古洪江的繁华喧闹……故事一直
延伸到当下，将家族命运和这块土地上百年来的
重大事件紧密融合在了一起。

作者潘峰从家族历史汲取素材，从20世纪
初战乱频繁的时期开始，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
百余年的人世沧桑。这部小说将家族的兴衰、人
物的命运以及重要历史事件紧密融合在湘西深
处的土地上，不仅是一部家族史，更是一部反映
百年民族变迁史的作品。小说中的人物被历史

裹挟着向前，却始终保有温情与希望。正如小说
尾声中所言，“如果将短暂的人生当做一场无关
悲喜的体验盛宴，和过往百年这片土地上许许多
多的家族历史一样，苦难当是多数时候的食材，
而温情则是无处不在的佐料。”

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陈新文说：“家族小说
的创作源远流长，潘峰承继了这一文学传统，他
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拓展了这一伟大的文学母
体。”小说主人公原型潘一尘老先生分享了这本
书诞生的经历。最开始，他是将过往记忆中发生
的事情说给潘峰听，纯粹是长辈给晚辈讲故事。

没想到潘峰听了之后记在心中，将其当作写作素
材进行整理加工，以艺术化的手法创作了这本小
说的初稿。《天地扬尘》最早的读者是著名演员喻
恩泰，他鼓励潘峰将初稿打磨修改，成为一部优
秀的文学作品。潘一尘说：“很多人都说，看完
《天地扬尘》后很感动。不仅是为书中家族命运
而感动，更是对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有思考。”
小说一出版，就被送到著名作家余秋雨的手

上。在阅读之后，余秋雨十分认可，为本书写了评
语，并且如老师一般与潘峰交流写作。余秋雨撰文
推荐写道：“这本书，既不是小说，也不是回忆录，属
于我提出的‘记忆文学’范畴。书里的第一主导力
量，看上去像是历史，其实是文学。文学以一种穿
越时间的审美同情，抚摩着长辈们的纷杂记忆，于
是历史也就成了在大地上无端起落的迷茫尘埃。”

谈起创作感受，潘峰说：“写苦难的作品很多，我
呢，是写了苦难不抱怨，更多的是一种感恩，一种温
情。我歌颂的是普通人，如烛光般温暖的普通人。”

梁永安教授长期在复旦大学从
事文学研究与教学，对当下的社会
生活有深切敏锐的关注与洞察，他
通过解读经典文学作品中的爱情主
题，探讨现实生活中的爱情问题。
本书独具匠心地选取了《苔丝》《呼
啸山庄》《面纱》《走出非洲》《革命之
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日瓦戈
医生》《霍乱时期的爱情》《雪国》《包
法利夫人》等10部文学经典名著，
通过对每部作品深入解析，探测爱
情幽深而丰富的不同面向，揭示爱
情的深度和广度，直抵现代人的自
我成长和人生命题。

梁老师对爱情本质的洞见，以
及对当下年轻人爱情生活的深入体
察，都为本书注入强烈的鲜活感和
力量感，是对当下时代潮流与爱情
问题的有力回应。

技术的发展、读者的需求推动
新闻趋向数据之美、可视化之美。
中外新闻界，实践及评奖无不侧重
可视化新闻。
数字时代如何“做新闻”？学界

与业界联手推出可视化新闻之作，
从理论到案例，从中国本土到世界
经验，从大版面到互动游戏，呈现不
同理念、不同类别、不同技术支撑的
可视化新闻作品，理论冲击和视觉
盛宴并存。新闻如何创新？新闻学
师生，新闻编辑部，大数据、软件工
程、艺术领域等都在行动。走到哪
一步了？本书既是答案之书，也是
抛砖引玉之书。

环球旅行家、摄影师超侧卫历
经多年环游世界，航拍亚洲、非洲、
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等50
个国家。本书通过近400张图片展
示了渺无人烟的世界尽头以及绚丽
多姿的灿烂文明，还辅以作者的拍
摄经历、实地探索和所查阅文献，并
结合16段精彩视频、34组131张额
外图片以及9幅大型折页图片，以
融媒体图书的形式全方位立体地展
现了一位中国摄影师通过空中视角
所感受的世界。

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展
现地球上不为人知的独特风貌。下
篇主要展现地球上人类文明的痕
迹。通过作者不停地探索与前行，让
读者发现地球上的无数美好瞬间。

《有且仅有》是上海作家于是以
好友养育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孩子
的真实经历为基础创作的长篇小
说。故事由虚构与非虚构两部分组
成，交替讲述、相互激发，感人至深。

非虚构（2007—2016）：以林珊
的日志《静海之家回忆录》的形式，记
录了她养育患有自闭谱系障碍的林
顿成长的点点滴滴。她动用全部心
力帮助林顿成长，并逐渐意识到丈夫
内森也像是谱系障碍者。由于缺乏
幼年期的干预，内森执拗、刻板的性
格已难以改变，日常生活和工作经常
遭遇挫折。这个由中国妻子、美国丈
夫以及他们的爱子组成的当代家庭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虚构（2037）：在不远的未来，长
大成人的林顿成立公司，研制了协
助自闭谱系障碍患者与外界沟通的
设备——脑波仪。在科幻的设想中
探讨了现代脑科学以及AI技术干
预、改善自闭谱系障碍患者生活的
可能性。

高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