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戏玩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游戏玩家》

13位ISBN编号：9787513308199

10位ISBN编号：7513308195

出版时间：2012-11-10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作者：伊恩·M.班克斯

页数：392

译者：刘思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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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玩家》

前言

伊恩·班克斯的文明世界    “文明”是苏格兰作家伊恩·班克斯小说作品中的虚拟世界，这是一个无
政府主义的星际乌托邦。班克斯创作了一系列以此为背景的长短篇小说作品，被总称为“文明”系列
。其中不乏广受好评的科幻文学经典之作。    班克斯是一个思维缜密，创造力惊人的作家。“文明”
这个虚拟世界的设置，隐含着不少经过仔细权衡之后得出的结论。他的很多观点并非一目了然，头绪
也非常繁多。阅读这个系列的小说之前，对“文明”世界有个大略的了解，可能会对阅读有所帮助。 
  银河    银河系是“文明”存在的背景和所有故事上演的舞台。在小说对应的年代，整个银河系有几十
个重要的星际社会体系，几万个小型势力也掌握了宇航技术，还有无数的太空居民过着各自独立的生
活，或者没有进入太空时代，或者已经摈弃了星际旅行的方式，过着反省与孤立的生活。    “文明”
概貌    “文明”是整个银河系最为强大的社会体系之一，也是较为积极参与整个银河系事务的一股势
力。    “文明”的世界，在物质生活方面极为富足，高超的技术可以为他们提供无比丰富的物质财富
，所有人都无须占有财产，就可以轻松满足一切需求。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的物质困扰都已经被克服
，包括疾病和死亡。这个社会的所有成员几乎是完全平等的，社会秩序非常稳定，不需要使用任何暴
力和强制手段来维持。    主脑，也就是强大的人工智能机器，在整个社会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它们
承担着为所有人谋福利的职责。班克斯笔下这些个性鲜明，有时候带点儿怪癖，但永远亲切友好的超
级计算机，也被看做是绝对自由的无政府社会能够存在的必要前提。只有完全处于人类控制之外的公
共权力，才有可能绝对避免腐败。当然，这样的设想也有它本身的问题，在大多数小说里面，作为“
主脑”的人工智能都过于强大，也过于善良，令部分读者感觉难以置信。    “文明”系列的小说，通
常以生活在这个社会边缘地带的人物为主角：比如外交官、间谍、佣兵等。这些人会与其他社会体系
接触，他们的任务是促使这些体系向“文明”的立场靠近，有时候，他们会使用一些非常手段，比如
武力。    在小说体系里面，“文明”与地球上的人类社会共存。现有小说的情节，大致发生在人类公
元一三○○至二九七○年间，地球初次与“文明”接触的时间是二一○○年。尽管早在一九七○年代
，“文明”的使者就曾经暗中到访地球。    “文明”的创立，本身是在几个由人类和智能机器组成的
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结果。在《游戏玩家》一书中提到，“文明”世界涉足太空的历史，已经
有一万一千年。    社会体系    在“文明”世界里，智能机器、人类和其他外星生命体完全平等共存。
所有繁重的日常工作都交给没有自我意识的机器来完成。智能机器和生物只需要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就可以。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智能水平和喜好选择愿意承担的工作。他们不需要货币之类的经济
体系。他们认为“货币的存在，就是贫困的象征”。    语言    玛瑞语是“文明”世界的通用语言。这
套语言体系由早期主脑创建。他们相信，语言具有塑造现实世界的力量，玛瑞语就是一门非常强大的
语言。它既可以书写，也可以用二进制数据表达，形式上也富有美学价值。玛瑞语言中的符号，可以
用三乘三格的二进制信号表示，因而相当于九字节的二进制数据。这种语言里面缺少表示财产、所有
权、等级体系和权势等事物的词汇，因为“文明”世界努力避免这些负面因素的影响。    法律    “文
明”世界没有法律条文。社会规范依靠约定俗成的信条来施行。人们看重自己的声誉，讲求礼貌，行
为不当的人会受到嘲讽，严重的罪行才会面临约束。主脑通常不会影响人的声誉，但是会经常关注人
们的所作所为。不同的主脑互相之间也会做出评价。比如说，中小型主脑如果表现优异，就可能会被
升级为通用系统飞船主脑，甚至进一步升级，直至负责照管数十亿居民的生活。    唯一严格的禁令，
好像就是不允许杀害其他有意识的存在物，不管是智能机器还是生命体，也不得强迫他们。书中提到
，“文明”世界也的确存在“激情犯罪”，这些罪犯会有嗡嗡机保持形影不离，以免造成更多危害。 
  尽管理论上来讲，这样的设置可能会导致专制色彩浓厚的监控系统，但实际上，主脑也服从一定的
行为规范，除非确有风险，不会侵犯其他居民权益。未经允许窥探他人思想，也是“文明”世界的大
忌，尽管他们完全掌握了此类技术。小说中曾经说，如果“文明”世界有一天需要制定法律条文，也
许第一条就是禁止窥探他人思想。    这让人多少有了一些隐私权保障，尽管整体而言，“文明”世界
更像是一个无须保守秘密的社会。因为很少有什么耻辱和犯罪之类的事情。不过主脑之间，有时的确
存在一定的冲突，也会有秘密需要保守。    居民    不喜欢“文明”世界系列小说的人，经常会说这里
面的人类简直就像是机器豢养的宠物，或者依托于主脑的寄生虫。在一个科技万能的世界里，人类好
像也不能做出什么有益的贡献。小说里也时而会出现质疑文明世界民主体系的人物，怀疑主脑是不是
在暗中操控文明世界，就像“文明”世界的星际事务部暗中改变其他文化体系一样。事实上，小说里
的确很少出现“文明”世界的人类做出重大决策的情形。    另一方面来讲，“文明”又可以被看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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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玩家》

一个享乐至上的社会。这里的人类和智能机器，生活的目标都主要是为了“好玩”，而不是“有用”
。此外，飞船主脑在设计过程中就被定义为对人类友好的，尽管它们并不真正需要人类来协助工作，
人类乘员还是增加了他们生活中的多样性，为无聊的生活增加了一些色彩。    在很大程度上，“文明
”世界的人类之所以能够随心所欲，是因为有机器在保护他们。但是主脑之间存在社会规范的可能性
却小之又小。人类的自由权利甚至包括脱离文明世界的可能。他们会利用“文明”世界的飞船和其他
物资，建立“绝对和平联盟”，或者“不干涉和平组织”之类的势力。    居民的生物特征    在班克斯
的世界里，很多居民都具备接近人类的生物特性。对这种情况，作者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解释，而只是
给出了一些接近于调侃的回答。这个世界也有很多不属于人类的生命类型，包括来自前敌对势力的外
星生物。他们的居民可以自由选择变换自己的生物特性、外型甚至人种，但有些变化是不可逆的。    
身体方面，“文明”世界已经掌握了很多改善人体构造的技术，他们把普通人类称作“基础人体”。
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对原有的身体进行改造，比如他们可以自由变换性别，加强性欲，消除疼痛，控制
心跳和意识，不经锻炼就改变骨骼和肌肉构造，改变年龄等等。实际采用的变化取决于个人喜好。如
果愿意，也可以在自己身体里面加装武器系统。    大多数“文明”社会的居民都会给自己植入药物腺
体，可以通过神经系统控制自身，产生服药、饮酒、做梦等感觉。各种药物腺体的作用不同，它们可
以切断身体的痛感，提高感应能力，加强性快感，加快脑部反应等等。这些药物都没有副作用，也不
会上瘾。    因为大多数“文明”居民的基因就决定了他们可以长期保持健康，偶尔出现生病，其实是
一种满足自虐愿望的怪癖。这在有些场合甚至很流行。    几乎所有的“文明”居民都外向开朗，友好
大方，充满智慧，心理健康。他们的生存环境决定了这些人几乎不懂得贪婪和妒忌。不过也有些人会
比较害羞，存在问题的人可以获得治疗。    智能机器    除了人类及其他生物之外，智能机器也被看做
是文明世界的平等居民。超过一定智能水平的机器，就被看做是完全平等的个体。他们可以粗略划分
为嗡嗡机和主脑两种类型。    嗡嗡机    嗡嗡机的智能水平和社会地位，都与“文明”世界的人类大致
相当。他们的智能水平以生物体的平均智能为标准来衡量。智能1.0版本的嗡嗡机，表示它的智力与生
物居民相等。而承担基础服务工作的原始嗡嗡机，只被看做智能机原型，被认为没有自我意识，因而
也不具备公民资格。有些复杂的嗡嗡机功能强大，接近于主脑，也有些只承担简单工作，智能相对有
限。    尽管嗡嗡机是智能机器，却往往具有鲜明的个性、立场，甚至特有的怪癖。它们也有冗长的名
字，甚至也有借此取乐的性交行为，不过这完全是精神层面的，发生在彼此有好感的嗡嗡机之间。    
嗡嗡机中的平民，智能与人类相当。但是特工机构定做的嗡嗡机，智能却经常会高出常人几倍，而且
感应能力上佳，战斗装备的威力也非常惊人。它们的武器通常是力场和感应器类型的，但有时也会配
备激光和所谓的“导弹飞刀”，全部都由反物质发生器驱动。这些定做的嗡嗡机本身也都个性分明，
有的甚至会认为自己不适合情报工作(比如《游戏玩家》里的毛鳞-丝壳)，它们会选择解除武装退役，
离开特别行动部，去过正常嗡嗡机的生活。    外形方面，嗡嗡机是形态各异的悬浮物体，表面没有什
么活动部位。嗡嗡机克服表面行动能力不足的方式，是使用各种“力场”。它们还有可见的光晕，用
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情感。嗡嗡机不同颜色和图案的光晕可以表达不同的语言信号，内容非常丰富。
有生命的居民也可以看懂这些颜色信号。    嗡嗡机的个头区别也很大，现存最老式的嗡嗡机与人体大
小相当，而随着技术进步，最新式的嗡嗡机小到可以放在人掌心里。根据设计风格和个人喜好，嗡嗡
机可以是两个极端之间的任何大小。根据需求，有些嗡嗡机身上还会携带其他具有独立意识和个性的
机器。    主脑    与嗡嗡机相比，主脑的功能要更加强大很多倍，智能也大大高于“文明”世界的其他
生物和居民。一般来讲，它们作为“文明”世界大型设备的控制系统而存在，比如飞船和太空居民点
。它们的处理能力惊人，可以同时进行数以百万计的会话。这些机器部分存在于虚拟空间，以光速进
行运算。    在最早一部“文明”小说中，提到主脑的数量约有几十万台。    安装在飞船上的主脑会给
自己起名字，这些名字经常是异想天开，又有点儿搞笑。它们的代号经常包含三个字母，代表飞船的
类型，然后是它们的名字。    “文明”世界的战舰经常设计得丑陋而且缺乏美感，据说是因为大家爱
好和平，不想跟暴力扯上任何关系。战舰级别对应的名称也没有一个好听的，这也反映了文明世界对
武力的厌弃，相应的名称有：暴徒、行刑官、神经虐待者、小混混、嫌恶者等等。飞船给自己起的名
字，经常也带点儿恶意，不过搞笑风格依旧。比如：受够了礼貌和谈判、态度调整者、杀戮时刻、坦
诚交换观点、无道德底线等等。    有些主脑甚至痛恨自己，并不愿意接受自己存在的目的。它们的行
为也超出了“文明”世界的常态。在和平年代，有些战舰会选择休眠，因为它们觉得太无聊，受不了
和平时期单调的生活。    主脑经常把它的居民或者乘员看做是很有趣的同伴，通过各种遥控设备与它
们进行交流。包括嗡嗡机和人形的“阿凡达”。也有更极端的表现方法，比如选择一个毛绒动物或者

Page 3



《游戏玩家》

一条悬浮在空中的鱼来代表自己。    是否承认智能机器的公民权益，是小说中一些战争的缘起。对机
器智能的尊重也带来了一些特别的情形，比如说，很多简单重复的工作，都交给了特制的非智能机器
去完成，尽管这些工作主脑们很快就可以做好，只是为了避免它们有被盘剥被奴役的感觉。    姓名    
有些人类和嗡嗡机有特别冗长的名字，其中包括七个或者更多的单词。这些词有的说明了出生地或者
制造厂地址，有的代表职业，有的可能代表了自己的哲学观念和政治立场，以戴吉特·萨玛为例，她
的全名是拉斯德-康杜雷萨·戴吉特·埃姆布雷希·萨玛·达·玛林海尔德：    拉斯德-康杜雷萨是她
出生的行星系统，按这套命名规则，地球人的名字开头应该是索尔-特拉萨(意思是太阳-地球人)。    戴
吉特是名字，通常由父母，尤其是母亲决定。    埃姆布雷希是她自己选择的名字，大部分“文明”居
民成年时给自己取一个名字，称为“具名”，表示名字最终完整了，也有人不给自己取名。    萨玛是
姓，通常随母姓。    达·玛林海尔德是她长大的地方，这里的“达”大致相当于德国人名字里的“冯
”，表示来自哪里。    伊恩·班克斯自己按照这种格式取的名字是：索尔-特拉萨·伊恩·厄尔班考·
班克斯·达·昆斯弗雷。    死亡    “文明”世界的居民大多淡然面对死亡，基因技术和主脑对于日常
生活的操控，导致居民非自然死亡的可能性下降到接近于零的程度。先进的技术也使得居民可以轻松
制作自己的身体备份，就算是死了，也可以复活。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复活的形式，可以复活成生命体
，也可以变成智能机器，甚至变成虚拟空间里的存在。有的居民会选择长期休眠，为了躲避无聊的时
代，或者是出于对未来的好奇。    哲学上来讲，死亡被看做生命的一部分，没有什么可以永远存在，
甚至宇宙也有走向消亡的时候。刻意避免死亡被看做是一种缺少风度的行为。有了死亡，生命才完整
。    每个人对死亡的态度也会有所区别，不同时代也有不同的信条。尽管使用备份技术的居民很多，
拒绝备份的人同样不在少数，甚至特意投身危险活动，例如极限运动，就是为了面临无法挽回的死亡
威胁。这些人也被称为“死亡挑战者”。居民的平均寿命在三百五十至四百年间。但也可以进一步延
长。也有人选择永生，但是这种人不多，也常常被看做怪物。如果人们对自己的身体和存在过于关注
，这在智能机器看来，可能是一种疯狂的行为。不可理解，也特别无聊。除了死亡以外，人也可以选
择成为智能机器，或者一个智能群组的组成部分。    至于说嗡嗡机和主脑的寿命，在“文明”的技术
支持下，考虑到个性备份系统的作用，它们可以存活任意长度的时间。所有的主脑，都有自己的备份
，因为他们承担的职责十分复杂和重要。书中提到，即便是主脑，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它们通常会
选择让自己的个性逐渐淡去，成为群体智能的一部分，甚至直接自杀。    科技——反重力与力场技术  
 “文明”世界和其他一些先进的宇宙文化系统，都掌握了反重力技术，这与他们日常使用的力场技术
紧密相关。    借助这种能力，他们可以使用远程控制力量，包括推、拉、切割、甚至其他精准操作。
也可以制造防卫力场。此类能力在作用距离和强度方面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尽管他们可以制造绵延数
公里的力场，甚至用力场维持数十公里长的太空基地，但是即便在后期小说里，飞船还是旅行的主要
方式，人们还是要靠近事态发展现场，才可以有所作为。    在主脑的控制下，力场也可以在非常遥远
的空间以外发挥特定作用，比如在有的小说里，几光年以外的飞船也可以侵入某星球的电脑系统，调
取所需的资料，并做出自己想要的修改。    智能机器和相对原始的机械设备，是整个“文明”世界的
核心支柱。它们不止体现了文明的最先进技术，也承担了繁重的日常工作。    在“文明”世界的人工
智能技术支持下，任何一台主脑都拥有超过人类很多倍的处理能力。存储的海量数据如果打印出来，
足够堆成几千颗行星的高度。但是它们实际占有的存储空间却只有几平方米。主脑的操控界面，很多
都设立在虚拟空间里。    与此同时，他们也制造了不少小巧、实用的智能系统，满足情报部门的需要
，比如昆虫那么大的嗡嗡机，装有智能控制系统的太空作战服等等。那些有智能的特制嗡嗡机也被看
做是合法公民。虽然它们生涯的大部分，都处于恍恍惚惚的“掉线”状态，或者活在嗡嗡机专用的虚
拟空间里。    能量控制    在物资极大丰富的时代，“文明”人可以收集、传输和存储大批的能量。小
说里没有给出很具体的细节。只是提到这跟“反物质”和“能量网格”有关。这是一种未来能量技术
，把整个宇宙划分为对应的反物质空间，提供几乎无穷无尽的能源。能源的传输和储存也没有详细的
解释，但这方面肯定也特别先进，所以那些体形微小的嗡嗡机，才能爆发出那么惊人的战斗力。    “
文明”还可以运用能量武器，其中最惊人的是“网格之火”，是一种对能量网格进行维度转换的技术
，可以释放出天文数字的能量，威力超过高强度的反物质轰炸，被小说里的人物称作是“宇宙终结者
”。    瞬间转移    “文明”世界拥有利用时空隧道瞬间转移生物体和非生物体的能力，体积越小，转
移的空间越大。后期一部作品中，一个苹果形的嗡嗡机，可以在一光年范围内瞬间转移，这在银河系
范围内来讲，可以说转移的距离非常之小。瞬间转移技术，只有在大批居民需要撤离的时候才会引起
重视，因为“文明”世界对居民的安全问题非常敏感。    瞬间转移也是“文明”世界军事技术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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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比如说，炸弹可以瞬移到敌方区域引爆，如果有人从高处跌落，嗡嗡机也可以瞬移到他的
下方，在他落地之前接住他，等等。    飞船    作为一个几乎全民航天的文化体系，除了类行星轨道居
住地之外，飞船就是居民的主要生活空间，也是与外星球接触的使者。一个完整的“文明”飞船，长
度可以是几百米到数十公里之间，后者有可能居住着数以十亿计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人工生
态系统。    以地球的标准衡量，通用系统飞船的战斗力至少相当于一个国家，而且是强国，甚至相当
于一个强大的星球。    “文明”和其他一些先进的太空种族，都是用所谓的“超空间”航行技术。飞
船利用“太空内”和“超太空”动力装置，达到多倍于光速的航行速度。一旦速度慢下来，就利用“
驱动力场”从能量网格中获取能量。    这些超空间发动机并没有内部反应堆之类的设置，因而也不需
要直接安装在船体上。“文明”世界的飞船被描述为看似粗糙的组合体，只有借助高倍显微镜才能看
到它们设计的精妙之处。加速能力和最大航速取决于飞船质量与驱动能力的比值。飞船可以自己调整
动力系统，书中曾有飞船对自己进行改造，配备了超强发动机，达到二十三点三万倍光速。但是大多
数飞船，还是要花几年时间才能达到边远地区。    纳米技术    纳米技术的一大应用领域就是情报收集
，“文明”世界喜欢表明自己的存在，也好像有能力发现任何情报。他们使用纳米机器人跟踪潜在的
问题人物和热点地区。例如退役的特工和敌方信息系统。借助这些技术，“文明”世界经常显得无所
不知。    生存空间    大部分“文明”世界的居民生活在“类行星轨道平台”上，这是一种巨大的人造
世界，可以容纳数以十亿计的人口。其他人长期在宇宙空间游历，乘坐“通用系统飞船”之类的运载
工具，几乎没有“文明”世界的居民生活在行星上，除非他们在访问其他文化体系。这部分是因为“
文明”世界对自身扩张活动的约束，他们不愿征服或者向现有行星移民。由于掌握了先进的“类行星
轨道平台”建造技术，他们没有缺乏生存空间的压力。    “类行星轨道平台”通常是“文明”世界利
用小行星，陨石和太空垃圾之类不利于宇宙飞行的散碎材料做成的圆饼状平台。模拟行星重力之后，
被放置于与恒星保持一定距离的轨道上，略微倾斜，以保证有四季更替。水陆比例约为三比一，通常
可以容纳数十亿人口。“文明”世界钟爱这种形式的原因，部分是因为他们把行星看做不经济的居住
方式。例如地球，本身的物质材料足够做成一千五百个左右的轨道平台，足以容纳五百亿人口，而现
在，球状的地球只居住了六七十亿人，就已经拥挤不堪。“文明”世界不会把行星当做原料制造轨道
平台，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相信行星也有灵魂，不应被随意侵犯，另一方面是因为宇宙中有足够的散碎
材料可以供他们使用。轨道平台也有自己的主脑，类似于飞船，只不过功能更为强大。    其他文化系
统有各自不同的居住地，“文明”世界只是在出于军事、科学或外交目的时，才会造访他们。其中包
括小行星、环形世界和圆葱一样分层，又戒备森严的果壳世界等。    生活在巨大飞船和人工居住地的
“文明”世界，没有征服其他地域的需求，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疆界。他们的影响范围很大程度上
由当前的飞船位置和居住地分布来决定。与此同时，他们也会试图对周边的银河系居民施加影响，营
造有利于“文明”的外部氛围。整个文明世界也在缓慢演进当中，不断融入周围的社会和个人。    尽
管“文明”世界是银河系最先进、最强大的势力之一，但也仅仅是“发达”社会体系中的一个，其他
对手也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些先进的文化体系，有的更专注于自身发展，有的不择手段扩张领土和
影响范围。“文明”世界是比较温和，又积极参与银河系事务的一股势力。    如果去除掉宇宙航行的
部分，他们之间的争斗和对外政策，与现时代的国际政治存在诸多相似之处，甚至可以看做是某种影
射。“文明”的所作所为，很像是某些发达国家。它一方面希望所有的“落后”文化采取与自己类似
的立场，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背上肆意扩张的道德负担。说法和做法存在一定的自相矛盾。这也给“文
明”系列小说带来了一些争议。    对外政策    尽管“文明”世界居民的个人生活无忧无虑，幸福美满
。它的很多社会成员却并不甘心无所事事，他们主动承担起一些“慈善工作”，或公开或秘密地参与
到其他落后文化体系的发展中，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们避免一些最具有灾难性的错误发展道路。在
“文明”世界的人们看来，这是他们富有的“道德义务”。    “文明”世界认为，盲目兼并星球是不
符合经济原则的做法。星球最好是保持原样。他们可以用少得多的代价，创造自己的人间天堂。    “
文明”社会的一个内部机构——星际事务部——就负责处理此类事务，采用外交和其他手段达到目的
。在星际事务部下面，又设有一个特情局，这是一个特工组织，采取的行动更为隐秘。因为“文明”
世界对其他星球的干涉常常会引发反感，所以需要谨慎处理。    星际事务部只是一个很小的部门。大
部分“文明”世界的居民，一辈子可能都不会接触通用系统飞船，他们乘坐普通的快速载客飞船在星
空穿梭。有人会真的去旅行，也有人只会在脑海里体验旅行。    其他小说里还提到了另外一些有意思
的部门，例如：“安息事务部”，负责应对生物体转换成的智能生命和对那些死后复活的人；“安抚
事务部”，负责处理已经归化的其他星球；“重建事务部”，负责应对一批具备自我复制能力生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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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威胁。    战争行为    “文明”社会各地的生活有所区别，但多数时候都是安静平和，如果你是不安
分的个性，可能会觉得无聊透顶。小说里的“文明”世界，经常处于战争状态或者战争边缘，但这是
为了写好故事，作者自己说，这种环境才适合上演太空歌剧，而不是太空肥皂剧。其实大多数时候，
“文明”世界都更加适合上演太空肥皂剧。    战争中的大部分决策来自主脑和少数绝顶聪明的人类，
是否参战则由全体居民投票决定。多部小说中都提到，“文明”世界很不喜欢发起战争，但是对战争
的准备却非常充分。一旦战争爆发，“文明”世界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其居民的生命安全，而不是为了
达到短期目的牺牲居民生命。    “文明”的主要武器就是太空战舰，最强大的飞船由“通用系统飞船
”改造而成。他们强大到足以应付敌人的整个舰队。“文明”世界通常用不到传统的地面作战部队，
应为他们不去占领别人的领土，自己也没有什么固定的疆界需要守卫。战斗嗡嗡机通常会配备一些“
震慑性”武器；太空作战服的功能也很强大，即便没有人穿着，也可以作为单独的战斗嗡嗡机使用。 
  与现时世界的对比方面，“文明”世界常常被看做是对二十至二十一世纪西方文明的影射，尤其是
面对相对落后地区的态度方面。文明世界的外交政策立场，接近于现代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新保守主义
：通过对外干涉倡导自己的文化价值观。    争议    特情局的很多做法，即便是拿现实世界中西方社会
的行为标准来衡量，也都显得过于卑鄙。包括驱使庸兵承担肮脏的任务，自己却置身事外假作清高。
甚至以发动战争为威胁达到政治目的。有些评论者说，这些明目张胆的邪恶做法，对现实国际政治中
的卑劣行径也会起到暗示、强化的作用，毕竟，两者之间有些暗含的相通性。    “文明”世界的故事
，大多涉及文明社会所面临的两难问题。这个虚拟社会体系本身，就是个理想的自由放任社会，可以
说达到了人们能够合理想象的、最为自由的程度。它摆托了现实物质条件的约束，也超越了我们现时
代的很多偏见和谬误，但他们依然面临着一些无法获得圆满解决的问题和争议，在抽象层面上，这些
仍然是值得全人类思考的主题，即便是在我们像小说里的世界一样，解决了现时代这些困扰之后的年
代。    甚至是“文明”世界本身，在面临安全和生存的考验的时候，有时也不得不走向自己的反面，
容忍甚至纵容与自身价值体系完全相左的行为。特情局有时候别无选择，只能使用那些有能力完成任
务的人，而这些人和机器，有时候代表的并非是“文明”世界所力图倡导的东西。星际事务部和特情
局有时候会隐瞒重要信息，有时候实际上反对民主，有时候与“文明”世界的公开做法唱反调，甚至
试图通过操控大众意见来左右政局。他们的做法，客观上存在着一定的自相矛盾和脱离现实倾向，即
便是在较高的发展阶段，行为方式也像是一群“理想主义的青春期少年”。    作者对文明世界一些设
置的解释    为什么选择无政府主义？    在作者看来，人类现有的权力体制无法适应太空时代，超过一
定的技术水平之后，一定程度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    要在太空时代生存，飞船
或者居住地必须能够自给自足。如果他们与掌权者之间存在冲突，想要摆脱控制比较轻易，而掌权者
如果采用强力压制的做法，却往往是代价高昂，得不偿失。太空时代的文明体系，必然带来权力的分
散，和集权体制的消除。    长期太空居民的社会结构和财产关系，必然不同于单一星球环境。外界生
存环境的恶劣，会加强同一文化体制内部的认同感，表面看来是无政府主义盛行，内部看来却是人民
彼此互利的社会主义环境，长此以往，一切社会和经济结构都会合乎这些趋势的要求。    为什么由主
脑，而不是人类掌握世俗权力？    人类自私和互相仇恨的冲动，在迄今为止的社会结构中都没能得到
足够的控制，也许问题的解决之道，恰恰在于世俗权利的转移，用复杂的机械化系统，置于全部的道
德、哲学、政治理念之上。处于控制地位的机器立场坚定，却可以保持天真，超越私利。    为什么对
人工智能如此乐观？    人们对人工智能存在各种各样的担心和指责，但问题往往归结到很简单的几个
方面。认为生物具有某些无法模拟的特性，认为机器不可能有“灵魂”，认为非生物体不可能具有自
我意识，可是所有这些，其实都在假设某种超自然的“神”的存在，才能找到最终的论证依据。作者
本身是无神论者，所以把智能机器看做完全与人类平等的存在。    作者认为，智能机器当然有可能成
为人类的敌人，不过相反情形出现的可能性更大。如果出现了所谓的“冯·诺依曼计算机噩梦”，也
只能说是设计过程中的一点反常，是一种可以纠正的方向性偏差，人类的未来，完全可以是人机共存
共荣的局面。    也许只有人类才会对冯氏计算机心怀恐惧，因为我们不真正了解它们。简单地讲，“
文明”世界不存在剥削，没有对人类和其他生命的剥削，也没有针对机器的剥削。    “文明”世界的
智能机器也具备自我意识，他们可以有各自不同的特性，但是有些特色也是共同的，“文明”世界的
所有机器都乐于生存，喜欢不同的生活体验，愿意学习和理解外部世界的奥秘，愿意找到自己生活的
意义，喜欢看到自己所做的事情能够有好的结果，甚至乐在其中。    银河系，可以看做是一个极度复
杂，充满无穷奥秘的空间，是智能机器的智力游乐园，它们具备所有知识，唯一不懂的就是恐惧，他
们乐于了解地图上没有标示的那些星群。    多元化的文明世界    作者曾经表示，什么属于“文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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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什么不属于“文明”世界，并不存在非常明确的界限，他笔下的这个宇宙空间也在不停的演进之
中。有些特色淡去了，另外一些特色会逐渐清晰。    在“文明”作品的各个角落，作者也在探索着各
种构造宇宙的可能，七维空间、果壳中的宇宙、一粒尘砂中的乾坤等等。他用亦真亦幻的笔调，刻画
着现实与幻想空间中，关于人类的一切可能。也许，在他深邃的眼神后面，还隐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
奇思妙想，像他笔下的银河一样无边无际，等着每一个人类或者嗡嗡机，和他一起去探索未知时空的
奥秘。    按出版年代顺序，文明系列包含的小说作品有：    Consider Phlebas (1987)    《游戏玩家》(The
Player of Games)(1988)    《武器浮生录》(Use of Weapons)(1990)    The State of the Art (1991)，短篇小说集
。    Excession (1996)    Inversions (1998)    Look to Windward (2000)    Matter (2008)    Surface Detail (2010)   
The Hydrogen Sonata(计划于2012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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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伊恩·班克斯的文明世界 “文明”是苏格兰作家伊恩·班克斯小说作品中的虚拟世界，这
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星际乌托邦。班克斯创作了一系列以此为背景的长短篇小说作品，被总称为“文
明”系列。其中不乏广受好评的科幻文学经典之作。 班克斯是一个思维缜密，创造力惊人的作家。“
文明”这个虚拟世界的设置，隐含着不少经过仔细权衡之后得出的结论。他的很多观点并非一目了然
，头绪也非常繁多。阅读这个系列的小说之前，对“文明”世界有个大略的了解，可能会对阅读有所
帮助。 银河 银河系是“文明”存在的背景和所有故事上演的舞台。在小说对应的年代，整个银河系
有几十个重要的星际社会体系，几万个小型势力也掌握了宇航技术，还有无数的太空居民过着各自独
立的生活，或者没有进入太空时代，或者已经摈弃了星际旅行的方式，过着反省与孤立的生活。 “文
明”概貌 “文明”是整个银河系最为强大的社会体系之一，也是较为积极参与整个银河系事务的一股
势力。 “文明”的世界，在物质生活方面极为富足，高超的技术可以为他们提供无比丰富的物质财富
，所有人都无须占有财产，就可以轻松满足一切需求。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的物质困扰都已经被克服
，包括疾病和死亡。这个社会的所有成员几乎是完全平等的，社会秩序非常稳定，不需要使用任何暴
力和强制手段来维持。 主脑，也就是强大的人工智能机器，在整个社会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它们承
担着为所有人谋福利的职责。班克斯笔下这些个性鲜明，有时候带点儿怪癖，但永远亲切友好的超级
计算机，也被看做是绝对自由的无政府社会能够存在的必要前提。只有完全处于人类控制之外的公共
权力，才有可能绝对避免腐败。当然，这样的设想也有它本身的问题，在大多数小说里面，作为“主
脑”的人工智能都过于强大，也过于善良，令部分读者感觉难以置信。 “文明”系列的小说，通常以
生活在这个社会边缘地带的人物为主角：比如外交官、间谍、佣兵等。这些人会与其他社会体系接触
，他们的任务是促使这些体系向“文明”的立场靠近，有时候，他们会使用一些非常手段，比如武力
。 在小说体系里面，“文明”与地球上的人类社会共存。现有小说的情节，大致发生在人类公元一三
〇〇至二九七〇年间，地球初次与“文明”接触的时间是二一〇〇年。尽管早在一九七〇年代，“文
明”的使者就曾经暗中到访地球。 “文明”的创立，本身是在几个由人类和智能机器组成的社会发展
到一定程度之后的结果。在《游戏玩家》一书中提到，“文明”世界涉足太空的历史，已经有一万一
千年。 社会体系 在“文明”世界里，智能机器、人类和其他外星生命体完全平等共存。所有繁重的
日常工作都交给没有自我意识的机器来完成。智能机器和生物只需要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就可以。每
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智能水平和喜好选择愿意承担的工作。他们不需要货币之类的经济体系。他们
认为“货币的存在，就是贫困的象征”。 语言 玛瑞语是“文明”世界的通用语言。这套语言体系由
早期主脑创建。他们相信，语言具有塑造现实世界的力量，玛瑞语就是一门非常强大的语言。它既可
以书写，也可以用二进制数据表达，形式上也富有美学价值。玛瑞语言中的符号，可以用三乘三格的
二进制信号表示，因而相当于九字节的二进制数据。这种语言里面缺少表示财产、所有权、等级体系
和权势等事物的词汇，因为“文明”世界努力避免这些负面因素的影响。 法律 “文明”世界没有法
律条文。社会规范依靠约定俗成的信条来施行。人们看重自己的声誉，讲求礼貌，行为不当的人会受
到嘲讽，严重的罪行才会面临约束。主脑通常不会影响人的声誉，但是会经常关注人们的所作所为。
不同的主脑互相之间也会做出评价。比如说，中小型主脑如果表现优异，就可能会被升级为通用系统
飞船主脑，甚至进一步升级，直至负责照管数十亿居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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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其他科幻小说评判的标杆之作！——《卫报》一针见血的尖锐智慧，狂野不羁的非凡想象！——《星
期日邮报》如诗，性感，幽默，震惊，困惑——班克斯的小说能给你带来的不仅仅是以上这些，还有
更多。——NME没有任何一个英国作家的作品能像此书一样值得我们期待了！——《泰晤士报》班克
斯颠覆了所有太空歌剧题材小说的剧本。——《泰晤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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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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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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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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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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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游戏玩家》的笔记-第1页

        对科幻小说一直兴趣浓厚，买下这本书，首先被封面震撼了，名字普通，但是配上封面，不得了
。就像一个巨大的阴谋想要颠覆银河一样。本人献快照一张，大家看有没有很棒，哈哈！包装咱就不
说了，说说内容，其实刚开始读就很感兴趣，因为这本书不象很多小说那样。主角就好像无敌一样，
使劲宣扬环境多么多么艰难，但是主角一放大招一下就胜利了，看得我郁闷。游戏玩家中主角也是个
人，不是脑残爽文那种，能从他做的事中看到各种思绪，会兴奋，也会苦恼，对戈奇的人物塑造和心
理描写会觉得他是真实的，会不由自主的跟着情节起伏而拍手叫好，过瘾。不多说了，还是大家自己
品读吧。

2、《游戏玩家》的笔记-第18页

        戈奇说：别人受不了跟我长时间相处。他的意思是：他受不了跟别人长时间相处。

3、《游戏玩家》的笔记-第258页

        法律带来的乐趣之一就是践踏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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