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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人与机器共同进化》

内容概要

《1024》：国内第一本专注于科技文化的mook。
本期创刊号将目光定焦在“人与机器”这个超热点领域。
如果把机器获得思维能力看作是一种进化，
那人类具备不朽之躯同样也是一种进化。
这是一个野心勃勃但又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
在我们一厢情愿地猜测机器将在不远的将来赶超自己而惶惶不可终日时，人类其实还有一个机会——
变得更像机器。这并非科幻小说，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人类创造机器的初衷难道不就是为了弥补自
身的不足？如果把机器获得思维能力看作是一种进化，那人类具备不坏之躯同样也是一种进化。这是
一个野心勃勃但又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八篇专题文章将解析在共同进化的漫长道路上，人与机器如
何成为对方的投射，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永恒话题——伦理与道德的困境。
专栏文章中，“工具”独具匠心。它分为三个小部分：阐述人与工具的联系、具体工具的展示，以及
使用工具制作，旨在凸显科技时代人和工具的新关系。“未来”则是由恒金基金会独家授权的SALT演
讲，来自历史学家与未来学家的一次机锋。“遗产”将讲述《全球概览》近半个世纪前不可思议的出
版故事，重现一次反主流文化之旅。
本期的收尾之作献给不久前去世的恩格尔巴特。感谢他留下的不朽遗产。愿他安息。
《1024》官网：http://1024.dongx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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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人与机器共同进化》

精彩书评

1、　　东西文库出的1024技术文化MOOK到迅速看完，从内容、版式装帧及其他零碎三个方面谈谈
。　　内容：　　1024主张技术是一种文化（technology is culture)，作为一个科技史/科技哲学的常识
，科技文化的概念早已不新鲜，但是这个口号打出来是很有必要的，一则和东西文库一直以来出过的
书籍保持一致，是他们自身的定位；二则突出国内首部技术文化MOOK。　　创刊号主题是“人与机
器共同进化”，为此拼盘了八篇风格迥异的文章组成专题，专题里水平最高的个人以为是第一篇《混
合现实》（这篇应该是东西出过的同名书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4828865/  的一个节本），如
果只把机器理解为机器人，人与机器共同进化即人工智能和人的共同进化最后人与AI结合，这样的观
点未免过于狭隘，实际上《混合现实》的小标题“人与技术共同进化”才是本质，但是略可惜，专题
的文章除了第一篇后面几篇仍只局限于所谓的后人类或者单独的人工智能。（不过也许人家就是从字
面意义上组稿的呢=。=好吧我想多了）　　本来看目录我最担心的是几篇国人写的文章会不会拉低水
平（我也不知道为啥会有这刻板印象），毕竟木桶效应大家都懂，但是这个专题内的文章水平就参差
不齐，像《致大自然母亲的一封信》那种文章可不就是我中学作文写的，观点都差不多。归根到底还
有一个风格取向的问题，最初看到介绍的时候，我以为这本书是关于技术哲学的
（http://weibo.com/2755950824/AokhBez0c?mod=weibotime ），但的确不是学院派的观点，KK、雷·库
兹韦尔、布兰德才是这本书的风格，库恩、海德格尔、侯世达不是。这让我想起两位东西文库编辑对
自身的定位：一个是“技术+商业”，一个是“技术+文化”，毫无疑问我是赞同前者的。　　《全球
概览》虽然我也没有看过，但是看风格应该也是技术加商业，所以有人在知乎提问这本书会是《全球
概览》的中国版吗？从内容上说的确有点像，1024除了专题后面的部分是“遗产”（本期即《全球概
览》）“前沿”“未来”（本期历史与未来学很有意思）“工具”“写作”（本期大卫布林《荣耀之
石》很像命题作文食之无味，其实结合这一期的主题《垂暮之战》之类的小说不能再带感了）“缓读
”，虽然不清楚栏目架构是否会一直如此，但是整体组稿的风格和东西文库一直以来的书籍是一致的
。但是显然1024的时代和《全球概览》的时代完全不同，要复制成功根本不可能也很没自信好嘛！所
以这个问题其实没啥意义，有点像隔壁家孩子，与其做另一个《全球概览》不如做第一个“1024”。
　　（其实序言写的很好，对自身的定位蛮清晰，长文、时效性、深阅读、多元化，而且专题化很好
，讲技术掰细了讲，但是作为创刊号，我不得不说在深阅读上仍有欠缺，专题大多是长文不假，观点
也齐全，但是总感觉没有触及深处，仍是很泛泛而谈，倘若读过几本KK或者雷·库兹韦尔的书，好几
篇文章根本都不用看；倘若没读过又根本没法从里面得到足够信息。当然缺乏新意是必然的，KK这种
流行的技术观点目前也只有这么几种形式，但是你仍会看KK不同的书为什么呢？材料不同、角度不同
、深度不同！）　　板式装帧　　我不懂设计，但是现在很流行把做书的比作产品经理，那么板式设
计这一块的确很重要，所以可以从一个普通读者的用户体验谈一谈。专题的文章是隔几篇就换一个颜
色（黑底白字、白底黑字这样），后面的栏目好像是每个栏目的颜色都不一样，大概可以缓解阅读疲
劳？我觉得会不会有点太过花哨，完全不像一本书，额等等，这本来就是一本MOOK啊，好吧。　　
我唯一觉得不能忍的是注释，基本上本书的注释像是网页悬浮窗小广告一样放在正文旁边，更奇葩的
是，有时候是书页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有时候是把两页的注释集中放在左边，这种设计实在很没有阅
读体验，想点除掉都动不了鼠标。而“写作”的注释是和普通书一样放在页脚，但是居然也出现了两
页注释放在一页页脚，这太奇怪了。另外一般的脚注放在当页页脚都是重新标码“1,2,3”，放在文末
的才用连续编号，这里又反其道而行之。再有书常有整页的大图，但是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
一种是《全球概览》那一种，图在左页标题栏目在右页，很清楚，不会误会图是上一篇文章的，但
是135页火人节的照片就很突兀在右页，不知道是跟在左页的文章还是跟在下一页，而且这幅图与文章
的关系不像《全球概览》封面一样清楚。　　我不是一个很注重外在的人，设计不需要加分中规中矩
就好了，但是这样就感觉很奇怪。又比如“遗产”等栏目的字体居然比其他栏目的字体小，虽然我猜
是因为图片排版的原因，但是总是很不和谐的样子，不知道这么设计的理念是什么呢？另外每篇文章
标题旁边都有小注似乎在标明阅读时间，这又不是学校做英文阅读理解，何必呢，我看完整本书都只
花了三个小时不到啊摔。又比如书开头就有作者头像和简介，但是在六人谈里又出现六人头像和简介
，感觉很鸡肋。　　最后说说藏书票，我没弄明白富勒和这本书有啥关系，我一直以为这本书肯定有
讲富勒结果看完了也没有。而且这本来是一枚老邮票的图，也的确做成了邮票的样子，书最后也有贴
的地方，不知道是否跟真邮票一样吐点唾沫可以粘上去，但是依旧很好奇藏书票贴最后干嘛？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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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我这本书送来的时候，我特别注重印纸的手感，手感不错略粗糙容易翻页不黏手，但是不知道
是快递的原因，书页有很浓重的恶臭，更别提书香了，感觉很不好。　　有人感觉定价略贵，这本书
一共20篇文章，反过来算豆瓣阅读电子版一篇文章1元或2元，电子版是实体书定价的三分之一到二分
之一，那么这本书定价55还算勉强。　　说到电子版，东西文库一般是先出电子版再出实体书，是真
正搞电子出版，但是这本书却又不这么干了，又有点搞回电子发行了。但是编辑表示电子版会重新排
版，带来和实体书不一样的阅读体验，那就还是电子出版的理念。不过我倒是有一个想法，还真就可
以把整本书搞成变形金刚的样子，可以购买单篇，也可以买全书。另外就是电子书的进化，当初《失
控》就说以后电子版会不断更新，但是其实实体书的错误电子版仍旧在，期望这本书能不断进化，比
如书中的“墨菲定律”与“莫菲定律”请统一，P198“鉴证”应为“见证”等等　　　补：1.总体说
来这本书是很不错的，经过和编辑的一些交流看的出他们很用功，对于板式设计那一块基本都是我个
人的吐槽，希望不要影响大家的兴趣，毕竟每个人口味都不一样，何况其实那个排版除了上文提到的
极小点我不太喜欢，其他地方都很棒。2.恶臭的确是快递的，这里也提醒大家寄书最好不要拆塑封或
者用过信封包裹下。3.专题的组稿他们围绕的主题很清晰，藏书票的富勒是是（额 这个我能说吗？我
只能说我原文的猜测很2，等第二期出来你们就知道了O(∩_∩)O~）
2、这本MOOK杂志书摘录了十几位重量级科技精英的论点，就科技与人类进化的关系展开了激烈的
争论。书中更是专门单独列出了章节，向社交鼻祖斯图尔特·布兰德致以崇高的敬意。而在我这个IT
圈外人看来，这本书更像是维基百科或知乎的纸质版，上述提到的这些名词毫无疑问都是受到布兰德
《全球概览》启发的产物。时常在脑袋里装着一个问号，并尝试去寻求答案或接近答案的过程，事实
上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进化。书内录有一段历史学家与未来学家之间精彩的交锋。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呢
？对于不可预知的未来，人类会何去何从？我想说的是，这两位学者说的都没错，但是相对于预判未
来的荒诞，企图从过去的历史当中汲取经验以应对将来未知的变化，是同样缺乏依据的。历史无法指
导未来，我坚持认为所有的预测都是没有道理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无法在拿出经过检验的事实依据
之前，来预判会产生什么结果。从第一个发明取火的智人开始，人类就登上了不断进取并通过合理运
用工具来改善生存状态的旅程。科技自此就与人类进化紧密结合，成为一次次为人类造福的最佳拍档
。抛开抽象的概念，所谓的科技就是能够改善人类生活的工具。随着工具数量与质量的不断裂变，时
至今日终于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工具是否会挣脱使用者（人类）的怀抱，从而具备自身进化
功能，终将替代使用者乃至威胁到人类的存亡问题。以往工具在人类面前是脆弱的，我们可以随意的
毁灭任何工具。而现在人们发现越来越依赖网络与计算机，这两者已经深度融入了每个人的生活。换
言之，人类在面对互联网这个工具时，第一次发现自己是脆弱而无助的（缺乏替代物，且无法随意将
其摧毁）。正是这样的恐惧让人们开始担忧——如果有一天这个工具不再听命于自己，甚至准备取而
代之的时候，怎么办？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基本分为两个阵营。一派认为机器将会进化出自身的智
能，奴役智能低下的人类，乃至最终将人类彻底消灭。另一派则认为应在局面尚未失控之前，提前部
署防范措施，甚至取缔某些项目以阻止末日的降临。回望历史，马其顿防线也好，互联网面世的原因
也罢，我们会发现预判往往起不到任何作用。同样的，站在金字塔与长城底下，我们发现依然无法做
出强有力的合理解释。学者们争论的是所谓奇点何时来临，以及在奇点到来后的后人类时代，人类该
如何生存。几乎所有人都深信奇点必将到来，而我却对此持极大的保留意见。或许近年来的人造灾害
是形成奇点论的成因。从二战的原子弹实弹爆破，到各类转基因技术突变后导致的传染病，日本福岛
核电站事故，各类人造威胁日益增多，还有不少潜在威胁可能就呆在实验室里，等待着奇点吹响号角
来毁灭地球。由于人造灾害出现的频率日渐提高，某些学者有了人类自作自受、自食苦果的潜意识危
机。这里其实有限制欲望与道德审判的内因，至于对未知的恐惧，仿佛是对无力改变现状的精神罪恶
的一种寄托。唯有如此才能减轻罪恶感，并等待着奇点这一末日审判的救赎。不管是哪个门类的科学
技术，其目的都是为人类发展带来便利，为人类服务的。我们现在反过来担心，工具终有一天会造反
，革掉人类的命，不得不说怀着极为复杂的情绪，同时也说明科技的发展在某些方面已经到了濒临失
控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开始反思是否该放弃某些领域的科研项目，或是致力于人类如何与
科技和平共处，如果有可能的话，就算有人会起草与机器和平共处契约也不足为奇。其实阿西莫夫已
经这么做了，但是他的三大定律都依然将人类作为主体，站在人类传统立场视机器为工具的前提上的
。换言之，机器依旧是人类的奴仆，人类并没有因为机器具备智能而有所担心。说实话，如此美好的
假象根本无需让现世这些学者坐立不安。如果当真有奇点来临的那一天，人类似乎会不可逆的成为又
一个历史物种。届时，如宗教信仰、哲学、心理学、物理学、信息技术等与人类相关的所有学科，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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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自然法则都失去了意义。果真会这样吗？我深不以为然。即便当真会有这一天，人类也只能竭尽所
能去履行应尽的职责，也好过杞人忧天。人类不过是大自然进化的一个物种，如果人类真的毁灭于自
身创造的灾难，那也只是自然法则当中的一个标本罢了。
3、近年来，不了解一些科技知识，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设计师，尤其是交互设计师。在此以设计师
的视角说一些看法，不知编者能否看见，也算为贵刊越办越好尽一份微薄之力。内容上当初买这本书
是抱着这个主题，希望从略专业和统一的角度了解当前科技与人的新动向（而非去看科幻小说。。）
作为一个非专业人才，专题前的几篇硬文有点生涩，啃完之后还是觉得没有太懂，我觉得原因有：注
解不是很全面，很多专业性词汇对于之前没怎么接触过这个领域的人来说有点陌生。这个有可能是个
人问题有待加强。热门评论中有一些感觉我赞成，有些感觉泛泛而谈，而之前没读过类似系列书籍的
又没法从中get到足够的信息。书籍装桢发现书籍设计是由杨林青老师设计的，整体品质感和专业感很
足。看到有书评说感觉装桢有点花哨，比如说颜色使用上。对于不同文章的换色使用我觉得没有他所
说的那么严重，反而给人清晰的节奏感和结构感。但所使用的形式确实有一些过多和繁琐，例如最后
几章节还有渐变绿被设计在页面边缘。这些其实感觉可以省去，但是也无伤大雅。对于注解的形式确
实有点confused，可能设计者也考虑到整体页面的美观，但是看着这一页去另一页找注解确实有点跨
度太大。期待下一本书。
4、作者：师北宸 原文转自《大家》：http://dajia.qq.com/blog/365612017390895自乔布斯去世，自称站
在科技与人文交叉路口上的人，比被人们戏称为“宇宙中心”五道口的人还要多。不过，国内持续在
科技与人文领域推出作品进行探讨的，东西文库是不多的一个。东西文库最近推出了一本Mook《1024
·人与机器共同进化》，精选了多篇深度文章探讨人工智能、机器进化、技术奇点等话题。与KK（凯
文·凯利）这位技术乐观主义不同的是，《1024》中收录的多篇文章作者对技术进步的担忧多于乐观
。比如在《混合现实》中，政治科学家爱伊莎·卡纳和帕拉格·卡纳夫妇担忧最为实际的问题：技术
正在抢走人们的工作。在卡纳夫妇看来，很多时候，我们大大低估了技术抢走工作的能力，这些工作
甚至连外包都不曾夺走。过去，人们认为外包无法染指非贸易服务，譬如交通运输，建筑及法律法规
，但技术做到了。邮件处理的自动化，致使近25万邮政工人失去工作。长途货车司机、快递派件员，
最终都可能被无人快递系统所取代。物理学家加来道雄认为，“电脑”作为一个物件，将在一代人的
时间内从我们的视野中完全消失，并悄无声息的融入“建成环境”[注1]里。我们自身与技术的关系，
正在超越工具使用范畴。技术对外部世界的改造和对我们内心世界的影响，正围绕着一个中心加速旋
转。在外部世界，技术不再只是单向地处理我们的指令，相反，它越来越多地给出智能反馈。在内心
世界，我们超越了利用技术主宰自然的阶段，将自身作为技术的模板，使技术同我们的身体合二为一
。我们不再只是使用技术，我们吸收技术。在讨论未来技术将产生的影响的时候，人们通常要经历三
个不同阶段：先是惊讶与敬畏，人们从实际出发，能很快感知和认识到技术有解决人类社会多年痼疾
的能力；然后是恐惧，因为这些技术将会带来全新的威胁，比如比尔·乔伊对纳米技术的担忧，《混
合现实》中对夺走人类工作的担忧；之后，我们希望能找到一个“唯一可行的、负责任的路线”，制
订一个审慎的策略，既可以实现技术的潜能，又能使威胁可控。但是，如果因为害怕技术产生危害而
放弃大范围的技术研究，可能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比如很多时候这只会迫使科学家和发明家们将
研究行为转入地下，那时候它反而摆脱了伦理和法律的约束。对此，迈克尔·德图佐斯在《只有理性
是不够的》里评价说：“那种情况下，也许掌握这些专业技能的就是那些更不可靠、更不负责任的研
究者——比如恐怖分子。”Sun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比尔·乔伊是当中最为忧心忡忡的作者。虽
然没有明说，但他显然同意美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大学炸弹客”卡钦斯基看待技术的观点，以及认
同卡钦斯基所引用的生物学上物种灭绝的类比：“生物学上的物种，在面临比自己强大的竞争者时，
几乎无法生存下来。1000万年前，沉没在海面下的巴拿马地峡分隔南北美洲，当时的南美洲就像现在
的澳大利亚一样，生活着大量有袋类哺乳动物，包括袋鼠、袋鹿和袋虎等。地峡升起，南北美洲互相
连通，这之后不过数千年，来自北美洲的有胎盘哺乳动物，就因其略微高效的新陈代谢、生殖和神经
系统取而代之，令南美洲有袋哺乳动物几乎全部灭绝。在完全的自由市场中，智能超越人类的机器人
对人类的影响，一定相当于北美洲有胎盘类对南美洲有袋类的影响（以及人类对无数其他物种的影响
）。机器人工业将为材料、资源和空间展开激烈竞争，把它们的价格推高到人类无法企及的程度。由
于无法负担生活必需品，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将不复存在。”巧合地是，科幻作家弗洛·文奇也具有
类似看法：“我们完全没有理由怀疑，世界本身的演进就会带来智能更高的实体——而且时间间隔将
越来越短。我认为最好的类比，就是生物进化史，动物可以适应环境，做出种种发明，但是通常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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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速度不会快过自然选择发挥作用的周期。在自然选择过程中，整个世界就像是对其本身的一
种简单模拟。而我们人类，则有能力把关于自然的知识内化，在我们头脑里权衡各种可能；我们解决
很多问题的速度，要比自然选择的节奏快几千倍。”人类通过发明工具/方法论来解决问题，生物通过
“被自然选择”解决问题。弗洛·文奇继续说到：“如果奇点既不能避免，也无法控制，那么后人类
时代的世界会糟糕到何种程度呢？嗯⋯⋯很糟糕。一种可能性，就是实体人类的全部灭绝。但最可怕
的结果，可能还不是人类身体上的灭绝。我们再看一个类比：想想我们对待动物的各种方式。我们对
动物的一些肉体折磨惹人反感。 ”虽然卡钦斯基被外界戴上了“卢德分子”的帽子，但其实你很难说
他的观点并非没有道理。在技术进步导致信息过载这个问题上，四十年前的托夫勒夫妇在著作《未来
冲击》中的预测相当准确：未来由技术急剧变化和当局缓慢应对之间的异步性，所导致的一个普遍焦
虑的时代。我们所面临的不仅仅是信息过载，还有决策过载：在复杂性面前的无能为力。正如人类学
家约瑟夫·坦特指出的那样：导致文明崩溃的，并不是过度消耗，而是在产生复杂想法来应对复杂挑
战上的失败。在Google和Facebook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天生拥抱“信息快速流动”与“信息需要分
享”这样的数字生活态度，如果信息过载已经给人们制造了足够多麻烦的话，我们又该如何做决策？
在兼具混沌系统与复杂系统的数字网络中，你根本不知道你的哪个决定会成为那个引发海啸的蝴蝶所
扇动的那一次翅膀。注1：建成环境，指为包括大型城市环境在内的人类活动而提供的人造环境。
5、我是一个整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关心分子层面世界的人，实验室的同事一定很难理解我为什么会痴
迷于一个完全不搭界的领域的事情，比如去关注《人与机器共同进化》这样偏硬科幻的话题，其实我
要说我关心的是工具，我对这个世界上一切和工具有关系的话题着迷。忘了从哪里看到过这样一句话
：“一件工具可以有效的拓展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工具里包含的认知、工具对效率的提升、工具对
人力的拓展甚至工具身上的那种美感都让我着迷。从字面上去解构的话，机器本质上是工具的复杂形
式，而工具之所以成为工具是因为人们在工具上固化了或多或少的人类认知。自从人类的认知能够以
某种形式得到积累和沉淀以后，人类和人类的认知便组成了自强化系统，所以人和机器当然会共同进
化。然而《人与机器共同进化》其实并不是一本专注于讨论人和工具的书，作为一个系列的开篇之作
，这本书的笔墨着重于未来。也许未来才是一种更为深邃的存在，站在未来主义的制高点来解读高科
技正在形成的趋势和高科技的未来凸显前卫、大气。如果关注过IBM的沃森机器人、苹果的siri语音助
手、特斯拉的梦幻机器人车间、Google Glass，书里面第一部分对机器人、技术奇点、后人类、混和现
实、人工智能通过长文章进行了深入的解读，这些话题是对这些已经或即将出现的高科技现实的延伸
，里面思辨和逻辑读起来也极客十足。如果有《黑客帝国》、《我，机器人》《星际之门亚特兰蒂斯
》《机器管家》这些科幻电影的观影经历，这些文章简直就是对常见科幻元素的一次大规模深度科普
。对于未来、对于这些科幻元素虽然书里面也有很多严肃哲学的部分，读这部分的时候我并没有太严
肃的对待，我承认是以一种相对轻松甚至是略带娱乐的心态去看的，理由就是这些话题离我周围的科
技现实太远。我相信有一种叫做相对科幻的东西：比如说虽然Google Glass已经是现实，但对于只读过
三年级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的我妈来说就是科幻；比如说对于每年秋天去新疆拾棉花的几十万劳动力
来说，美国阿拉巴马州多年前就普遍用于大规模作业的采棉机就是科幻的存在；比如说虽然我在跑步
机上目睹了我们的月球车登月的直播过程，但登月对于我来说一样还是科幻。或真或幻是由距离决定
的。之所以有这样的粗略的区分或者模糊的界定是因为作为个体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种局限：有限的
时间、有限的精力、有限的知识、对信息有限的处理能力以及其它各种有限，甚至连我们宝贵的专注
都很有限，所以天马行空是一件快意的事情，有未来学家像足球评论员一样来为我们精彩而变幻莫测
的世界进行解说自然也是一件美事，但是做为个体我们还需要挖掘自身的意义和价值，这个角度上说
除了评论员我们也需要健身教练或者健身指南。后人类会是多久以后的现实？后人类的哲学或者伦理
学的问题我需要考虑吗？这样的问题偶尔也闪过我的脑海，但这样的话题对我又不免有些遥远。做为
医药行业从业人员，根据我自己的理解对于健康的追求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时代现实版的通天塔：无论
是以个体、功能性的组织还是以学科或者产业来组合形成的机构、公司大家都在按照自己认知生产、
发布、接收、消化、处理关于健康的信息：权威的或者不权威的声音、或强或弱或真或假的相关性、
合理或者不合理的假设、各种观点的争论、各种理论的交锋、各种语言的嘈杂、各种互不兼容的数据
、各种无人能够回答的疑问......,就在这样的背景和场景下我们在共同建造着人类健康的通天塔。虽然
每天都有专业的学术论文或者业界同仁报道了刚出炉的研究进展，其中不乏各种突破性和里程碑式的
进展，可通天塔离建成仍然遥遥无期。也许如果我们沿着截肢、义肢、移植、整容、Google Glass这样
的逻辑看功能强化的趋势已经很明显，可是这个世界对于人体对于人类自身的认识仍然处在比较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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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段，我自己倾向于认为后人类或者功能强化这样的可能性更有可能会诞生在通天塔建成以后。自
从几年前读了凯文凯利的《失控》我便一发不可收拾的接触了很多技术哲学和未来学派的著作，到发
现&quot;东西文库&quot;&quot;字节社&quot;就像找到了组织，之后也读了很多他们出版的读物，走火
入魔之深让我自己也颇为吃惊。记得上一次我拿了一个如戒指般小巧的塑料剥橙器给我妈用，她的那
种喜悦一如我小时候第一次见到某个玩具时的表情，她的眼神告诉我这件小工具的价值。前几天我又
打开ipad，从Flipboard的理想生活实验室里面找出一个中国设计师的概念作品给我妈看：这件作品设
计了一个农村用的火炉，火炉的外边是一层空心的容器，可以用来存水，于是做饭之余可以从容器里
面获得热水。图片配了英文估计是从国外杂志或网站转内销回来的，里面有关于中国大气污染的担忧
和能源效率大概的数据。看起来是那种充满了极客关怀的作品，不过我妈的反应还是很让我吃惊：”
不就是可以做饭的火锅吗？这个不实用，夏天用不了这么多热水，冬天热水又不够用。“，然后她历
数了湖南农村老家那种有专门画匠题了画的传统灶台如何利用余热、和几种北方农村家用锅炉，比较
了优缺点，大致对热效率做了排序，我觉得如果只读过三年级的她能懂些英文，哪怕不流利，能配上
一个用农村的图片、热效率数据、中国的PM2.5现实和一些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的口号组成的VCR
，估计她也可以撑起TED的5分钟演讲。没有来得及仔细思考问题本身然后就迫不及待的给出解决方案
，这个概念设计是《技术至死》里面提到的典型的解决方案主义作品。然后我就在考虑，如果让我妈
来做一个设计来提高农村能源的利用效率，她能想到什么？她能做什么？她会需要什么资源？或者这
个问题可以换一个问法：在国内目前的科技环境下，在北上广或者其它一些城市里我们这些从事科研
工作但总是自称各种科研民工的人，对于科学、对于技术、对于未来的美好生活我们能想到什么？我
们能做些什么？我们需要什么资源？做为个体对于自身的意义和价值的挖掘我们需要怎样的指引和激
励？在我的认识里面，我觉得有三方面的内容我比较感兴趣：能持续的启发我的创造力、能有效提高
我的执行力、能拓展我的科技体验，这样的内容对我来说就是比较理想的组合。关于创新最近我看到
这样一个形象的说法：“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知识的山洞里。在一个领域内众所周知的事实或解
决方案，对另一个学科可能是闻所未闻的。人类已经积累起来的公共知识，却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隐
藏了起来。只有当这些知识被全面认识和利用之后，新的理论才能创建。但这不是靠一个学科内部的
学者大量阅读文献就能实现的，促进创新的最好办法就是有很多狐狸，从一个领域跳到另外一个领域
，腿上沾着各种花花草草的种子，把他们传播到各地。再假设土壤和气温适宜，这些种子就可能在新
的地方生根发芽。” 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种思想、理念本质上是一种认知、一种范式、
一种pattern（我觉得pattern这个词最准确，中文却没有恰当的说法对应，或者我还没想到），伟大的
思想中蕴含的pattern往往能够用于更为广泛的认知解释范围，比如说弗洛伊德用性来解释很多精神层
面的东西，比如达尔文用适应性进化广泛的解释了很多生物、社会领域的现象，比如凯文凯利用有机
、复杂、生物性、技术元素来解释这个世界的演化和发展。很多时候接纳了一份pattern的种子，在自
己领域内的微环境下落地生根，就可能开出创新的花朵。比如在知识大爆炸的背景下，为了寻找、启
发、认识事物之间的联系和相关性很多行业甚至细分的子行业都有按照《全球概览》的思路来整理领
域内知识的需要，这本书里关于“如何制作《全球概览》”的内容就非常实用非常有启发性。所以对
于创造力的部分我期待不同专业、领域里面思想或者pattern的东西，比如《大数据》、《信号与噪声
》、《数学之美》、《失控》、《颠覆医疗》这样的思想碰撞和启发。同样如果某个领域内没有人总
结过pattern，有人从“当我们谈论某某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的范式开始总结出自己领域
的pattern，然后推广它的应用也是很好的开始（在TED演讲里面，这样的信息令人目不暇接）。其实
产生一个好的想法还是相对简单和容易的，但是要去实现想法却是相对有难度的事情，有时甚至能有
时间去落实这个最基本的条件也是奢望。不管是试着去反思一下行业发展试图引入一些新的方法和概
念，还是真的着手去实现一些自己观念里的创新，这些或多或少是对现有方法、流程、观念的扬弃，
除非是完全自由职业的极客或者有人付钱让你专门来做这些事，否则有工作之余这些事情才有可能（
从事过科研工作的会有切身体会，工作时间内的入戏绝不意味着8小时之外思维可以马上出戏）。于
是我们需要工具来提高我们的效率，解放我们的可支配时间，因此如何创造工具、如何使用工具去不
断提高效率会是我喜欢的内容。比如我就发现周围很多人都有自己版本的效率笔记，我很感兴趣究竟
效率笔记能从多大程度上帮助一个人提高效率？电子版本或者移动版本的效率工具究竟多有效？电子
版本真的能取代记事本吗？如何优化自己版本的效率笔记？或者效率笔记没有太多的作用而效率这回
事真正核心的是一个人的自制力？除此之外，我还对科技体验的部分感兴趣，比如《观鸟记》、
《iPhone和布列松的手巾》这样的文章，虽然这些内容与我并没有直接甚至间接的关系，但是这种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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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体验的文章总能带给我们额外的精神享受，我把它它归为生活方式上的创新。这种间接体验也有点
类似于TED理念里面的Entertainment，受这些文章的启发，我也在计划一个类似的体验：夏天休假的
时候从淘宝购买便携的水质测量笔，从教他们查资料开始和姐姐家的那几个小孩子一起去了解一下家
乡的水质，讨论一下水质和健康的话题，顺便带给他们一种科技体验。总的说这本书的定位很高，这
样一份年末惊喜让我对国内科技文化的发展还是充满了期待。但是一想到当年《全球概览》获得那样
瞩目的成就也只办了三年，我就很担心这本书在后面的选材或质量上会不会有太大的落差。我想对于
这本书的诞生最好的祝福莫过于准确的告诉编辑做为一个普通读者的需求，这样的反馈也许有助于编
辑对后面的内容有很好的掌控，我期待精彩能够延续下去！最后提一下，长文章的形式真的很好，精
炼而有深度的表达一种观点，也不需要为了一本书的容量拼凑些不是太有意义的内容。长文章会是微
博这样媒体的进化吗？长文章的交流会在科技圈流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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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1024·人与机器共同进化》的笔记-全球概覽

        書中對《全球概覽》的專題表現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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