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折》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转折》

13位ISBN编号：9787302355266

出版时间：2014-4-1

作者：谢耘

页数：2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转折》

内容概要

《转折——眺望IT巅峰》是一部开创性著作，作者谢耘是“科技北京”百名领军人才之一，曾参加某
新型军用雷达设计，主持研发中国第一套有线电视数字加解扰系统及中国第一台基于Windows CE的掌
上电脑，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本书中，谢耘首次将中国哲学和东方思维方式引入信息科学，重新审视IT产业发展，创造性地提出“
虚拟映像”思想，以前所未有的互联网思维实现了技术空间的空前扩展，引领了新的思想潮流。

《转折——眺望IT巅峰》完整展示了作者关于虚拟映像和主体认识论的理论，论述了基于非结构化信
息管理技术的应用模型。书中提到，建立主体的“虚拟映像”将成为一种必然。当我们能够建立起主
体虚拟世界的数字映像时，信息与主体之间不再是一种无序随机的联系，这使得我们可以把机器与包
括人在内的主体不断接近的过程，推进到应用最下面的信息层面，由此将引发信息类应用的一场深刻
的变革。以“虚拟映像”为基础的应用模式也将成为未来IT应用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新模式。

城市“虚拟映像”是智慧城市建设的理论基础，书中基于“虚拟映像”理念建设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以
推进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进程的观点，与当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相关指导意见和方向高度契合，为智
慧城市建设标准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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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耘
本书作者谢耘博士是一位战略科学家，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布道者。他对于数学、信息科学、哲学、
宗教和历史都有非常精辟深刻的认识。本书阐述了作者对于 IT产业发展的思考和对信息论的新认识，
提出了虚拟映像和主体认识论的新理论。在本书成稿过程中，编辑作为出版行业的从业者，受本书理
论指导和启发，从出版行业的实践谈一下主体认识论和虚拟映像理论对于出版行业发展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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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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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

精彩短评

1、绝大部分内容与钟义信的信息没有本质的区别，看书还是看钟义信的信息分析的透彻。
2、      以一种新的视角对主体以及主体建模进行了阐述，充满了浓厚的哲学思想
3、差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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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读完谢耘的《转折》有段时间了，《转折》是一本偏哲学思考的IT方法论，不大好读。前些天适逢
清明，谢耘在我们大学班级邮件列表上发邮件，说去年因突发事件过世的同学CHL的妹妹提出请求：
希望大家能写一些关于她哥哥的片段回忆，以后好留给他们的孩子，并且希望大家帮助联系他哥哥的
中学同学。我们和CHL曾经同宿舍过一年，他木讷、低调，相当“没有存在感”，可以说是“低到尘
埃里”，直到他出事我们大部分同学才知道他爱好登山、曾经登上过珠峰，而他的亲属还在忧虑未来
如何对下一代讲述他的故事。他可是踏上过珠峰！当数字世代（80后、90后）甚至有人在微博直播割
腕时，我们60后等前数字世代却通常没有留下足够的数字化痕迹。我不由想起苏轼的感慨：“人生到
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一、“虚拟映像”与“量化自我
”数字世代已经是真正数字化生存，“活”在互联网的网上，或者说数字世代的年轻个体们在互联网
上已经建立了足够清晰的“虚拟映像”。这也正是谢耘《转折》一书中的核心----“虚拟映像”理论
试图解决的问题之一：×个人所拥有的所有信息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每个人生活于其中的“真实”
的虚拟世界。这个虚拟世界不只包含了主体之外与主体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对象信息，也包括了主体自
己的人生过程。以主体为基础，从不同的角度提取某些信息形成集合，并在计算机内部用某种结构进
行组合，便形成了现实世界在计算机内部的数字“投影”，这便是虚拟映像。凯文·凯利有过类似的
表述----“生命日志”和“量化自我”。2007年，凯文·凯利在《技术元素》的“记录生命日志，一种
必然趋势”提出：记录生命日志的目标是把一个人生命中所有的信息记录和归档。包括所有的文字、
所有的视觉信息、所有的音频、所有接触过的媒体活动，以及一个人身体的传感器上所获得的全部生
命数据⋯⋯并且他（她）可以自行控制，来决定多大程度上与别人分享这些信息。量化自我
（Quantified  Self）是凯文·凯利和加里·沃尔夫 2007 年提出的概念，指的是用实时测量或记录的方法
（比如 Jawbone 的 Up 手环，苹果的 iWatch等），记录个人生活中的生命数据，例如饮食、运动、睡
眠、情绪等等；同时也用来借指那些不断探索自我身体（hack the self），以求能更健康地生活的人们
，他们利用数字生命跟踪体系来记录整个生命，从而他们的生命自身，也变成一股时刻在线、不断前
行的生活流（Life Stream）。二、“虚拟映像”的认识论渊源《转折》的“虚拟映像”是一种“以主体
为基础的信息管理”方法，是“在计算机内部用某种结构来实现主体虚拟世界的数字映像”，而主体
拥有的信息集合则构成主体虚拟世界。主体主要指个人，也包括企业/组织、还有城市。由于身份和背
景的不同，凯文·凯利的“生命日志”和“量化自我”偏实用（比如可穿戴式应用），更多是对技术
应用的纪实或预测，谢耘的神州数码工程院院长身份，加上他有较深厚的国学、佛学底子，“虚拟映
像”理论则侧重于认识论、方法论和IT建模。也许是定位目标人群为IT行业人士，本书比较遗憾的一
点是书中没有给出背后的认识论渊源，其实只要略加交待即可。但书中多次提到“哲学”，强调哲学
素养，“做模型抽象设计，需要有哲学的素养，能够透过现象抓住本质；要有严格的逻辑系统思考能
力，将哲学的虚灵转化为现实的操作⋯⋯” “这个虚拟世界与客观真实世界的复杂辩证关系属于哲学
问题”。朱清时院士在讲演《物理学步入禅境：缘起性空》中说：“科学家千辛万苦爬到山顶时，佛
学大师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谢耘在《转折》中提出的虚拟映像理论，也是用东方哲学思维指导IT
建模。我个人判断“虚拟映像”理论的认识论渊源是佛学的心物一元论：外境一切事物都必须依赖于
心而存在，离开众生心，外境的存在是不能成立的。⋯甚至“外境的一切归结为空，从空中依心识显
现万有现象。”（百度百科“心物一元”）×⋯⋯现实世界在计算机内部的数字“投影”，这便是虚
拟映像。×从心理认知的角度来说，尽管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中，但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解释却
是各有不同。存在于每个人头脑之中的这种解释才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于其中的“真实的世界”。或
者说，这种“真实”是对每一个人而言的，而不是脱离人而存在的客观真实，尽管它是来源于客观真
实。相对于客观真实来说，我们头脑中的世界，其实是一个“虚拟”的世界。×所以，个人所拥有的
所有信息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于其中的“真实”的虚拟世界。这个虚拟世界不只
包含了主体之外的与主体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对象的信息，也包括了主体自己的人生过程。--p127，“
虚拟世界：认识主体拥有的信息集合的意义”×虚拟映像对于主体来讲具有双重含义：“这个映像既
是一个独立存的、主体的虚拟世界的一个特定投影，同时它也是主体虚拟世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它的存在更加丰富完善了主体的虚拟世界。”所以人工智能的方法一方面通过介入投影过程，使得虚
拟映像更加完整准确地反映个人的虚拟世界，同时也通过介入虚拟映像的演进过程，反过来作用于个
人，帮助个人不断丰富完善自己的虚拟世界。这将使虚拟映像不仅仅是一个主体的被动映射，而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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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主体发展的一个能动因素。-p189，“虚拟映像与人工智能”这与“量化自我不断探索自我身
体（hack the self），以求能更健康地生活”，是典型的两种不同风格的表达。（所以我建议大家把凯
文凯利的《技术元素》和谢耘的《转折》一起阅读）其中的关键是否定了所谓的统一的“客观真理”
，否定了脱离具体认识主体（个人）而存在的“客观世界”，或者说，虚拟世界（心灵世界）、信息
空间的规则完全不同于牛顿物理世界。其实在微博上、在微信朋友圈中的中秋晒月，我们已经具像化
地体会了古诗“千江有水千江月”的意境；从微博上“左右”极化和对立中，我们已能体会“公说公
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无奈。用时下有“逼格”的说法就是，互联网思维是对大工业思维的颠覆，互
联网思维的核心是用户思维，用户思维就是以用户为中心，“虚拟映像”就是用户思维的一种建模。
三、进化和转折《转折》用了较大篇幅回顾总结IT发展历史，总结出了三段式的发展脉络----数值计
算-&gt;结构化数据应用-&gt;非结构化信息应用。×在数值计算阶段，数据的存在是为了完成一个具体
的计算任务。数据是与单次任务紧密捆绑在一起的。数据通过计算任务间接地服务于人这个主体。×
在结构化数据应用阶段，数据是为了支撑一个由计算机实现的持续的主体特定活动。数据与活动，也
就是应用软件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数据是通过这些特定的持续活动而间接地与人发生持续的关联。×
在以上两个阶段，信息（数据）都是通过中间媒介（信息应用）而与人发生关系。×而在非结构化信
息阶段，信息将要支撑的是主体虚拟世界本身。其实也就是支撑主体全“生命”过程。所以在这个阶
段，信息既与前两个阶段一样，通过中间媒介与主体发生关系，同时还将以主体虚拟世界数字映像的
形式，与主体直接、持续且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由此可见，计算机在信息处理应用领域，随着应
用的提升，信息（数据）捆绑的对象在发生变化。信息逐步更加与人作为一个整体而靠近。这实际上
反映了计算机信息应用的一个重要变化，即计算机与人的无缝结合正在逐渐成为现实。这种结合，是
人工系统在信息，或者说是在智能意义上的与主体的结合。这将为计算机的智能化，提供一个与传统
人工智能的做法很不相同的思路与方向。在这个意义上看，以主体为基础的信息管理，本身也是众多
信息应用中的一种。首先“虚拟映像”建模正是计算机进一步适应人，延续了苹果iPhone的革命性触
屏体验所开启的人机无缝连接，是计算机与人的无缝连接的持续进化。“虚拟映像”的目标是让“信
息系统全方位为主体服务”：×虚拟映像是在信息层面以不断更真实反映主体为导向，应用则是在应
用逻辑层面以完善对主体的服务为导向；×信息既通过应用这个中间媒介与主体发生关系，同时还将
以主体虚拟世界数字映像的形式，与主体直接、持续且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p178，“以虚拟映像为
基础的平台化应用”真正要做到“信息⋯还将以主体虚拟世界数字映像的形式，与主体直接、持续且
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可以有两大场景：开放主体的“虚拟映像”及其应用给其他人（其他主体）
，由主体控制开放的范围和尺度，这就仿佛每个人呈现在外的“社会自我”，这就是时下流行的社会
化应用；开发主体的“虚拟映像”的养成型应用，即主体（个人等）花费心血打理、养育、培养自己
的“虚拟映像”，就好像佛道修行中养育分身、化身，不仅仅是为了更好的“社会自我”形象，更是
为了更个性化和智能的“虚拟映像”应用。这将会是更为颠覆的转折，即“虚拟映像”独立了，仿佛
主体的灵魂在互联网上“活了”、成为主体的分身。从这个意义上讲，《转折》尚处于1.0版，其“虚
拟映像”理论重点在方法论和IT建模，下一步可以开拓应用场景的空间更为广阔。例如，微博/微信已
经是个人表达和社交的工具，但目前双微的“社会自我”形象管理功能都很薄弱，平台方完全可以把
类似“用户画像”（User Profile）等目前还是B2B的应用，精简功能后提供给个人用户。其中个人微博
的关键词云（包括评论的）可以成为一面镜子，即便是只让用户自己看到，也能有效克制微博上的污
言秽语和戾气，也能帮助用户纠正口头禅、建立个性化风格。第一次听谢耘解说时，我的感觉是“窗
户纸捅破了......”受此启发，我近期也对移动互联网的品牌构建进行了思考，从心理学和营销角度对
用户的虚拟映像进行建模，结果在“品牌即产品—iCREATE品牌构建法”等系列文章中，也请各位大
伽指正。
2、（转郭为的书序）同谢耘博士一起合作已经十五年了。这十五年来，他从一个优秀的产品设计师
（第一台中文掌上电脑的发明人），到优秀的项目经理（主持开发了中国最早的电子商务平台e-bridge
），到领导神州数码的软件业务，到主持神州数码的工程院，已经成长为一个战略科学家。他对信息
技术发展三个阶段的总结，特别是对于今天信息技术的应用开始进入虚拟映像的观点，我们具有高度
的共识。也正是基于此，我们又共同组织、领导和推动了神州数码的智慧城市战略。科学发展观说，
社会发展要“以人为本”。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注人，但什么是人呢？马克思曾说，人的
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直白地讲，子女眼中你是父母，医生眼中你是病患，雇
主眼中你是员工，也就是说，在现实社会中，人是具有多重属性的。在虚拟网络世界里，人同样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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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具备的各种属性存在，虚拟映像就是对网络空间中这些属性的总和。今天的信息技术还没有做到对
人的全息模拟，但对于人的多维属性抽象所形成的虚拟映像，已足够用来解决现实社会中极其复杂的
问题。当马云用支付宝颠覆我们对金融的看法的时候，舆论哗然，但这只是开始。信息技术正在重构
所有行业：特斯拉的电动汽车已经是个信息技术产品，壮志凌云可以让所有人在电脑上真实体验飞行
的全过程，作为集大成者的智慧城市，更是将突破传统城市中的种种不可能、彻底改变社会生活。而
这一切的肇始，就是谢耘博士在本书中将着力阐释的城市虚拟映像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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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转折》的笔记-第27页

        关于机制模仿：
采用机制模仿的条件是：（1）需要解决的问题规模有限或有明确的边界。有明确的边界意味着问题
的规模是受限的，或者可以通过认为的限制，有可能将问题的规模控制在一定的范围；（2）大脑解
决问题的过程有严格的规则可循，能够提炼抽象为可操作的算法。

比如下棋，棋子与棋盘的规模有明确的边界，下棋的规则也是无歧义的，人们下棋必须遵守这些规则
。下棋的盘算过程，可以被抽象为可操作的步骤，每一步可能的选择是有限的。尽管出招前对后果的
推断，可以几乎用户穷尽的延展，但是因为事实上人脑对未来的推断也只能进行到有限程度，所以只
要我们做一些事先的限定，这就是一个规模有限的可计算过程，并且可以达到我们设定的期望结果。
因此，深蓝可以战胜世界冠军就不足为奇了。
......
即使是受到明确的规则约束的显意识过程，如果它面对的问题的规模没有明确的边界，或者不能有效
可控，则这个问题就有可能变成一个不可计算问题，或者是计算复杂性过大的问题，导致其无法被计
算机有效实现。

自然语言的理解，就是属于这样的问题。虽然语言有基本明确的规则（词义与语法），但是需要被理
解的语言，如果把环境因素也考虑进来，则近似于无限规模的，或者是不确定边界的。也就是说，理
解语言需要采集和处理的数据量过大且具有不确定性，因而变得无法用有限的资源通过计算来实现。
所以，一般自然语言的理解，比如通用的机器翻译，到今天为止还是没有找到能够产生一个可接受结
果的解决办法。这个问题的出路，可能还是需要通过对问题规模本身的限制来局部地解决。包括对语
言的产生和使用环境的有效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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