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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见非实》
[美] 唐纳德·霍夫曼 著 唐璐 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3年4月出版

我们大部分人认为
眼见为实，相信感官告
诉我们的是真实的客观
实在。果真如此吗？认
知科学家唐纳德·霍夫
曼对此提出了挑战，他
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认
真对待我们的感知，但
不应该照单全收。如果
你曾怀疑过自己眼前的
世界，霍夫曼这部令人
着迷的作品将为你打开
新世界的大门。

自从智人出现在地球上，自然选择在塑造我们的感
知时，始终偏爱隐藏真相的感知，目的是引导我们采取
有用的行动，让我们得以生存和繁衍。我们看到飞驰的
汽车知道避开；看到面包长了霉知道不能吃。然而，这
些感知并不是客观实在。我们每天看到的物体只是图
标，目的是让我们可以安全轻松地漫游世界。

这个发现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巨大。为什么时装
大师设计的服装会让人身材更性感？如何利用颜色
引导消费者的情绪？这本书将让我们敢于质疑我们
对眼前世界的一切认识。

《纠缠的树》
[美]大卫·奎曼 著 吴晓真 译

博集天卷|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3年6月出版

长久以来，人们对
进化的认知都来自达尔
文的《物种起源》。生物
的进化就像一棵树，位
于进化树不同位置的生
物由于个体差异产生不
同子代，并在自然筛选
下形成不同的物种，也
就是说，进化来自遗传、
变异与自然选择。

20世纪70年代初，
科学家开始以 RNA 序
列重新检视生命史，他

们发现，进化之路比我们原先所认为的要棘手复杂得
多，生命之树的枝干也比我们所预想的更为纠缠，一些
令人意想不到的发现重塑了我们对生命史的认识。

在本书中，曾屡获殊荣的科普作家大卫·奎曼讲
述了新的基因研究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了生物学这一
领域和我们对生命的认知，他串联起一个个与这场
科学剧变相关的故事，科学家们的研究同他们人生
的关联也饶有趣味。

《荒野之声》
[美] 戴维·乔治·哈斯凯尔 著 熊姣 译

商务印书馆

生 命 自 诞 生 之 日
起 ，就 与 声 音 休 戚 相
关。各种各样的声音让
我们感受到自然界的多
样性和创造力。《看不见
的森林》作者这一次参
与了为期几年的项目调
查，记录不同区域动物
声音的丰富度。他注意
到不同环境对声音的塑
造，进而去探究宇宙间
声音的形成和演化、古
人类的音乐，以及现代

前沿音乐与聆听形式之间相互推进的关系。
结合工业文明的发展，作者从山岭到平原、从海

洋到河谷、从城市到乡村，以敏锐的观察力和超凡
的感悟力，为读者呈现了全球范围内斑驳、璀璨的
声音图像，对砍伐森林、环境污染带给大自然的破
坏、物种的减少和感官的濒危，都表达了深深的忧
虑和危机。

宇宙138亿年的“创世七日”

一切文明都有自己的起源故事。它给不受
掌控的事件序列带来秩序，给我们在被击倒时站
起来的决心和力量。它将每个人及其部族置于
历史长河之中，给与每个人身份、位置、背景和使
命，从而为生存的艰辛赋予伟大的意义，缓和我
们的畏死之心，并更好地展望未来——这是智人
的演化优势。

人类对起源的探寻，在早年，是古希腊神话、
希伯来史诗、但丁神曲……在现下，是射电、加速
器、天文学、宇宙学……探索科学前沿的粒子物
理学家圭多·托奈利，将 138 亿年宇宙演变浓缩
进“创世七日”史诗，完成了一本《宇宙创世记》，
带着读者一起探究我们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粒子物理学家圭多·托奈利是比萨大学普通
物理学教授，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的访问科学家，
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发现希格斯玻色子项目的
主要成员之一。他以诗意的笔触，结合学界的前
沿发现，为读者介绍宇宙、地球及生命的起源，并
将宇宙演进史划分为七个重大时段，即“创世七
日”：宇宙大爆炸和暴胀、物质与反物质的对称被
打破（起作用的可能是希格斯子）、质子诞生、光
与物质分离、第壹批恒星诞生、星系及星系团等
大型秩序结构聚成，以及太阳系、地球、生命等复
制形式的涌现。这一切都起于真空，但真空并不

“空”……
对圭多·托奈利来说，宇宙演化中的一切，以

及文化和人的境遇，皆出自我们理解自身起源的
需要。万物皆生于空，是故事为“空”赋予了意
义。而本书的讲述也“有一点像宇宙本身。”

圭多·托奈利不但把《宇宙创世记》全篇架构
为“创世七日”，还把神话的瑰丽和意蕴，嵌入物
理学的宏大、精确与实证，让人马座的修养、猎户
座的善射、仙女座的情缘都有了科学的意味。

人工智能的现在与未来

人工智能伦理始终是人工智能研究领域无
可逃避的话题，那么，如果具有好奇心和情感的
人工智能真的诞生，人类又应当如何自处？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科学科普作
品《爱丽丝计划：人工智能的现在与未来》中，立
命馆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松下公司首
席访问工程师谷口忠大给出了他对人工智能建
构与未来发展的独有见解。

人工智能是什么以及应该是什么。《爱丽丝计
划》中，谷口忠大首先抛出了这一基本问题。人类
的智能，是通过独一无二的身体获得基于感知运动
的封闭经验而逐渐组织化的。对智能而言，“发展”
的观点非常重要，而其基础则是身体的唯一性。所
以在讨论时，我们应当采用这样的观点，即整体性
地看待具有身体唯一性的智能会随着时间推移不
断发展，而不是把某个时间点上的智能分解出来，
将其视为独立的功能。

谷口忠大认为，身处机械工程和信息工程的
世界，才有办法接近人类的“智能”，即使用建构性
的方法，通过研究机械的智能去推导人类智能的
形成。如果人工智能具有好奇心和情感，那么，人
类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书中，男主角悠翔与女主角爱丽丝通过日常
中的对话与行动交互，构建起了亲如兄妹的关
系，即人类与人工智能产生了社会学意义上的连
结。机器人通过与人类的相互作用来学习。如果
没有提供具体的相互作用，就不知道它会变成什么
样子。正因为如此，在创造出发展型机器人之后，
我们需要进行实证性的检验，看看它与人类的相互
作用，会引导机器人表现出什么行为。

爱丽丝即具有好奇心和情感的发展型人工
智能。谷口忠大认为，创造“爱丽丝”不是绝不可
能的挑战，而是必将实现的科幻。

《宇宙创世记》
[意] 圭多·托奈利 著 施宏惠 译
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 2023年6月 出版

《爱丽丝计划：人工智能的现在与未来》
[日]谷口忠大 著 丁丁虫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3年4月出版

世界何以如此
科学家们这样讲述

了解起源，才能真正知晓我们从何而来；知晓当下，才能清晰明了我们如何面向未来。从科
学普及到科学教育，让更多人读懂科学，才能看懂科学如何影响生活。

当然，科学本来就刻入了人类生活，只不过我们通常把科学抽离为一门学科，让它看上去有
些“枯燥专业”。换个角度讲科学，科学家也会用多种形式的文字表述，带着哲学的思考、文学的
刻画，勾起你的好奇心，进入一段美妙的科普旅程。

融合“神话”与“宇宙史”，两种起源故事娓娓道来。粒子物理学家圭多·托奈利以“创世七日”
的构架，讲述138亿年宇宙史；以文艺对话的方式探讨人工智能，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谷口
忠大给出了他对人工智能建构与未来发展的独有见解。

在2023年的全国科普日活动期间，跟着两位科学家跨学科的视角，回望过去，看往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