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度关系的6个特征》

内容简介：《深度关系：从建立信任到彼此成就》源
自斯坦福商学院50余年的经典课程“人际互动”，深度
关系对个人生活和职业成功非常重要，而这项技能是任
何人都可以学会的。这本实用之书的出版非常及时，它
告诉我们，通过与自我建立联结，我们可以更容易地与
他人建立联结、建立良好的关系，通过1条规律、6个特
征、5个场景成为有影响力的人。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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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发现时代始末》

内容简介：本书全方位、立体式地介绍了大发现时
代的始末：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库克等著名航海家
的传奇探险经历，随之产生的旧信仰与新文明的激烈碰
撞以及自由贸易的加速发展。殖民主义者在地图上画上
新大陆的阴影，用掠夺来的财富填满国库，而带给原住民
无尽苦难，这一切都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原有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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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介中国人工智能产学研的前世今生、来龙去脉——

从人工智能的起点出发看见未来

采访时间：8月21日
采访地点：咸安区税务局
本期阅读人：杨华

在刀锋上行走
本报记者 黄柱

能在刀锋上行走者，不是拥有非凡的
勇气，便是洞见了解脱的真谛。

在这物欲的世界，如何找到真正的自
我，如何在物质与精神之间寻求平衡，得到
内心真正的宁静？英国著名作家毛姆的小
说《刀锋》就是围绕这一主题，用独特的笔
触，讲述了一个追求心灵升华的年轻人拉
里的成长历程。

剃刀边缘无比锋利，欲通过者无不艰
辛，是故智者常言，救赎之道难行。《刀锋》
的故事背景设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
洲。拉里是一个战场上经历过生死的年轻
人。战争的残酷，让他对普通人的物质追
求产生怀疑，开始思考人生的真正意义。
他放弃安逸的生活，离开了美丽的未婚妻

伊莎贝尔，选择了一条艰难之路，开始了人
生重塑之旅，凤凰涅槃，烈火重生。他游历
了法国、印度，从东方智慧中汲取营养，试
图疗愈战争带给他的创伤。在寻找真理的
道路上，他不断重塑自己的信仰，最终找到
了生命真谛。

人生最好的活法，是不活在别人的眼
里。否则，无论做得多好，都无法让所有人
满意，总有人在诟病你。活在自己心里，好
不好，己知就行。《刀锋》直面人性的复杂与
矛盾，通过拉里的心灵洗礼，刻画一个普通
人在现实世界中，如何摆脱物质诱惑和世
俗纷扰，寻找精神救赎的过程。这种探索
不仅仅是拉里个人的经历，更是对整个人
类心灵困境的反思。毛姆提出了一个永恒
的话题：如何在物质与精神之间找到平衡，
实现人生的价值。

在拉里生命中，有一些重要的人物，他
们代表了不同的价值观。伊莎贝尔代表了
物欲，她选择了富贵的生活，却留下了空虚
与遗憾；而索菲则是另一个极端，她因为遭

受人生的打击，陷入了堕落与颓废的深
渊。通过这些角色展示了人生的各种选
择，引导读者去思考，如何在生活中找到自
己的坚持与信仰。

在求道过程中，拉里遇到了各种困难
与挫折，但他始终保持善良之心，让读者看
到了一种超越物质生活的精神境界。拉里
身边的人也不同程度受到了他的影响，开
始反思自己的生活。这部作品正是以心灵
的成长为核心，展示了一场生命的觉醒与
重生。

毛姆巧妙地描绘了不同阶层、不同背
景人物的命运与抉择，深刻地剖析了他们
的心理与心境，闪烁着人生智慧的光芒。
如：精心刻画俗不可耐的艾略特，更是写得
活灵活现。拉里的经历让我们明白，每个
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道路，要勇敢地去追求
自己的信仰，用心去体验生活的历程与痛
苦。只有经历过人生的曲折与沧桑，我们
才能真正认识自己，与自己和解，收获更多
安心与平静。

毛姆以第一人称视角，以作家本人的
身份出现，周旋于各个角色之间，以听人讲
故事形成小说的叙事结构。犹如树皮自然
裂开的纹理；每隔一段时间就写一写发生
在拉里游历过程中的稀奇古怪的种种境
遇，大大满足了读者的猎奇心理和浪漫需
求；文字简练优美，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看
似没有波澜壮阔的故事情节，但通过对一
系列心灵探索的描绘，成功勾勒出一幅宏
大的精神画卷。

毋容质疑，毛姆的《刀锋》在文学史上
留下了锋利的痕迹。它不仅是毛姆的圆满
之作，更是20世纪英国文学的一颗明珠。
我们不仅能体会到毛姆独特的文学魅力，更
能通过他的笔触，感受到锋利的刀子，也能
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刻画出一个深深的印记，
引导我们不断地追求真理和生活的真谛。

采访时间：7月21日
采访地点：赤壁市文明办
本期阅读人：徐泰屏

在文字中陶醉
本报记者 黄柱

作为同一县域两个建材企业的文学爱
好者，我与袁俊因为《中国建材报》“五色
石”文学副刊而相识相知，一晃就二十多年
了。在一个飒爽日子里，陡地接过袁俊递
过来一本他新近出版的《汛起汛落》散文集
时，我睁大着双眼，把他从上到下地打量了
一遍又一遍。只觉得站在面前的袁俊既熟
悉又陌生，并让我在瞅着看着的时候，一下
子有了强烈的阅读冲动。

袁俊的散文集《汛起汛落》由屐痕处

处、家庭手记、鎏金岁月、心灵感悟四辑组
成，56个题目，56篇文字，他不仅用丰富的
语言有效克服了一个写作者使字用词的窘
迫，还用极具匠心地制作和构成，全力走出
了语言贫乏苍白的尴尬之境。

这本由团结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散文
集，是袁俊几十年热爱文学的心血结晶。
沿着页码的次序和段落的转承深入其中，
用一个涂鸦之徒挑剔的目光，把集子里的
一个个文字细细读着的时候，人就顿然想
起关于写作者的胸襟、思想和文化，就觉得
袁俊在遣词造句时用了太多的工力，在“推
敲”中下足了十分的功夫。从《赤壁怀古》
到《父亲是木匠》，从《驻村的日子》到《春日
感悟》……袁俊总是用不雕不琢地倾情诉
说，很朴素很简洁很明了地状物叙事，让人

在一个个娓娓道来的道理文字中，以及一
段段上下转承的倾心表述里，把许多复杂
的东西，读成了特别好懂的人生白话。

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是《汛起汛落》这
本文散集最鲜明的特色，而让一篇篇几百、
千把字的文章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报刊
编辑的肯定，更显出了作者谋篇布局的匠
心和手段。胡适先生说：“语言文字都是人
类达意表情的工具；达意达得好，表情表得
妙，便是文学。”袁俊的《汛起汛落》用一篇
篇长短篇什，成句、成段、成篇地描述了自
己的成长岁月和心路历程，还用近于纪实
的岁月留言，留住了一个写作者对于活着
的全部看法与阐释。他的《屐痕处处》文化
而隽永，他的《家庭手记》情真而意切，他的
《鎏金岁月》积极而阳刚，他的《心灵感悟》

智慧而释然——一篇《赤壁怀古》让人读出
豪情万丈，一篇《父亲是木匠》使人读出许
多的感慨与唏嘘，而《汛起汛落》这篇文章，
更是充分表现了一个拳拳赤子对于故乡洪
湖的热爱与担当。

与人为善的袁俊，真诚耿直，是一个可兄
可弟的可亲之人。一年又一年，他总是把一
个个质朴而隽永的文字根植于生活的沃土，
情感深沉醇厚，把工作和庸常生活中的思想、
观点、感受、感悟，用文字很好地表述和摹写
出来，使其成为了一篇篇能够感动自己、感动
他人和获得普遍共鸣的散文作品。散文集
《汛起汛落》大多以现实为题材，语言朴实、
亲切，以其表现对平凡生活的熟悉和非常
接地气的匠心描写，让人在获得阅读惊喜
的同时，也获得了美的享受和心灵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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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本书作者之一林军相识多年，他
是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生中有名的

“笔杆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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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军创办的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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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了我对于“中国人工智能简史”这
个项目的建议，林军很快答应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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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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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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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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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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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代相传的宝贵精神财富。

（原载《北京日报》，作者：高文）
内容简介：《粤菜记》是一部纪录片式的粤菜全

景散文，写佳肴美食，也写世相人心；追寻粤菜故
事，也折射粤地文化；写粤菜行业发展变迁，更包含
烟火温情与人间冷暖。全书描写菜式超过三百种，
关注经典，也关注家常；关注“大菜”，也关注小吃。
该书情感与内容兼备，生动细腻，韵味悠长。

《粤菜记》

内容简介：多年来，作家阿来用脚和笔丈量世
界，认知内心。阿来曾说过，行走与写作是他的宿
命，于是有了这部行走笔记。从四川到西藏、云南、
贵州、甘肃……阿来写大地、星光、鱼、马、群山和声
音，将读者引向广阔的精神空间。同时，作为一位
植物学的痴迷者和博学者，阿来在所有文章中无一
不聚焦花草树木。阿来说：“我是一个爱植物的
人。爱植物，自然就会更爱它们开放的花朵。”在

《西高地行记》中，每到一处，都有繁花盛放。

《西高地行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