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棋虽有胜负，但在面对整个世界时，人类和人工智能，

其实站在棋盘的同一边

□ 陈 静

机器和人站在同一边

你有没有发现，微信朋友圈越

来越不好玩了？最初爱上这里，是

因为可以和朋友一起分享喜悦、吐

槽无奈，看到的是真实的生活，反

正，我是这样的。但如今，再打开朋

友圈，无穷无尽的心灵抚慰、人生真

谛、爱情箴言，说得头头是道，经过

无数次的复制粘贴之后，就变成了

微信“金句”。而且，每一个转发的

人，都有了至圣先师的感觉，为存在

于他朋友圈的所有人指点迷津。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

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所谓的“金句”

也不会无缘无故在朋友圈流行起

来。当你工作中状态不好、没有激

情时，当你感情不顺心如意时，当你

与人交际出现隔阂时，实在需要一

些“金句”给心灵充充电加加油。况

且，我们身处社会转型期，各种变革

会带来一定的焦虑，人们渴望“安

慰”“金句”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再

将其分享至朋友圈，也是一种话语

表达的方式，无可厚非。

只是，若以转发“金句”为生，就

是一种病了，得治；若把“金句”还

带到了生活中，处处、时时用作与

他人沟通的方式，就是重症了，得

快治。

试想一下，一堆朋友正聊着闲

天、侃着大山，突然有人一本正经地

说“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

准备好才下锅”。是不是觉得画面

特别的诡异？是不是想立马回他一

句——请好好说人话？

“金句”再经典，也只适合于书

面表达的形式，无法直接套用到日

常口语当中，除非你只是想讲个冷

笑话；“金句”再有用，也只针对特定

时间段的特定的人，并不是所有的

普罗大众都能产生共鸣的。若你身

边的朋友总是一副“我领悟了人生

真谛，现在传授给你”的样子，你下

一秒或许就会“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了。然后，再反问自己一句：“我们

两个谁的智商出了问题？”所以，让

“金句”留在朋友圈就好，即使高密

度刷屏，这已经是很多人能够忍耐

的极限了。

况且，在现实生活中时不时蹦

出“金句”不等同于有文化，反而还

有“装”有文化的嫌疑。毕竟，眼下

所谓的“微信金句”，并非个人原创，

其背后有着庞杂的利益链条，多次

“倒手”之后，有人从中赚得盆满钵

满，使用者却只是充当着“批发商”

的角色，复制着流行。复制多了，就

会变得不好好说话、不说自己的话

了。当网言网语被大批量地运用于

日常交流，实际上，人们就会懒得思

考和创造。到那时候，人与人的交

流不会变得更加有趣，而是本应鲜

活的语言和本应蓬勃的创造力会变

得萎缩。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金句”有

时只是正确的废话，比如“人总要犯

错误的，否则正确之路人满为患”

“铁杵能磨成针，但木杵只能磨成牙

签，材料不对，再努力也没用”“爱，

不能将就”。只是读读，再凭空臆想

做到几点就能如何如何了，“金句”

就真的变成了毒药，等到实操时才

发现，实在是白耽误工夫。因此，与

其在轻描淡写地把意见、意识和可

靠的事实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的

“金句”中寻找自我安慰，不如借“金

句”或发泄或抒怀之后，立马寻求解

决问题的方法并付诸行动，这才是

正途。

微信“金句”疗效有限

有 时 只

是 正 确 的 废

话，等到实操

时才发现，实

在 是 白 耽 误

工夫

□ 牛 瑾

新加坡汽车停哪了

□ 郝旭光

能否解决

好停车问题，

是对政府智慧

的一个考验

作为一个城市国家，新加坡平

均每平方公里拥有 1338 辆汽车，而

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则超过 7300 多

人。但是在新加坡，几乎看不到遍

地停车的现象，北京那种马路处处

皆停车场的景象在新加坡就像是电

影里的镜头。那么新加坡的汽车都

停哪里去了呢？

新加坡人口稠密，面积狭小，所

以政府在城市规划中特别注意地面

空间的预留，尽量把停车场建在地

下。新加坡相关法律规定，市区内

的所有高层建筑都必须修建地下

（或楼内）停车场，在满足住户需求

的基础上，还要预留出足够的访客

停车位。而且除了那些封闭式私人

住宅小区的停车场以外，所有的公

共建筑地下停车场（停车楼）全部对

公众开放。

另外，新加坡所有的公共住宅

小区、私人公寓楼以及公共服务和

商业区的停车位都“只租不售”，所

有的停车都实行“先来先停，有空即

停”的做法。这种模式的好处就是

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停车位的利用

率，减少了有空车位但不能停车的

现象。

在“只租不售”的前提下，为了

很好地调节停车位的使用效率，新

加坡几乎所有的停车场都实行“月

租”“时租”和“择时免费”的收费办

法。这些对于停车位不同的收费办

法，既保证了大多数车主能够找到

相对稳定而又经济实惠的停车位，

提高了停车位的整体使用效率，减

少了对城市停车位需求量的压力，

同时又可避免很多汽车因为把马路

边当成停车场而造成车流降速、拥

堵等现代城市问题。

除了法律规定的高层建筑必须

兴建地下的停车场以外，新加坡解

决停车问题的另一个途径就是建设

多层（高层）停车楼。一般来说每 3

到 4 个住宅楼，共用一个多层停车

楼，车位足以满足这几个住宅楼内

住户以及访客的停车需求。另外，

这些公共住宅小区的多层停车楼，

在周末和公共假期都会免费开放时

租车位，以方便亲朋好友之间的相

互往来，鼓励建立良好的家庭和社

会关系。

新加坡解决汽车停车位的办法

简单实用，一点也不复杂，对于那些

正在进行大规模城市化建设和改造

的城市来说具有非常好的借鉴意

义。这种解决方案首先是认识到了

停车位自身的特殊属性，而不是把

它简单地商品化。实行车位只租不

售、保持集体所有的做法，避免了简

单、盲目地将停车位作为房产物业

“一售了之”，也解决了停车位私产

化的低效率问题。可以说，一个小

小的停车问题，折射出很多公共政

策制定时需要考虑的因素，能否解

决好这个问题，也是对政府智慧的

一个考验。

AlphaGo 与 李 世 石 的 一 场 “ 人 机 大

战 ” 最 终 以 4∶1 落 下 帷 幕 。 单 从 战 绩 上

看，人工智能完胜，5 局战罢，AlphaGo

的世界排名已升至第二位，甚至被韩国

棋院赠与了名誉九段的称号。但人类真

的输了吗？

其实并不尽然。你会因为法拉利比刘

翔快，起重机比奥运冠军举得更重，就

有“机器比人强”的危机感吗？AlphaGo

也是如此，说到底，它依然是人类创造

出来的工具，本身并没有意识，和人类

并不构成竞争关系。能够创造工具、利

用工具来解决问题，本来就是人类在智

能上的巨大优势。

人们觉得“不可思议”，只是因为围棋

在计算的复杂性上远远超过其他棋类项

目，也就是说，AlphaGo 与李世石下棋，采

取的计算方法和 19 年前“深蓝”取胜卡斯

帕罗夫完全不同。电脑下国际象棋，可以

在某种程度上算是“暴力”穷举未来走

势，但在围棋上这种方法并不适用，Al-

phaGo 用“神经网络系统”“蒙特卡洛树搜

索”和“深度学习”来下棋，实际上就是

人工智能掌握了一种从大局上判断形势优

劣，并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找到最优解

的方法，也就是说，谷歌的工程师们正在

试图让 AlphaGo 学习人类的思维方式，“多

快好省”地作出判断。这也是为什么职业

棋手对 AlphaGo 在局部的运算能力毫不吃

惊，但对它的“大局观”和“棋感”极其

诧异的原因。

AlphaGo 和李世石的对弈，也让人们看

到了人工智能未来的“用武之地”。在这五

盘棋里，AlphaGo 经常会下出一些人类棋手

一时搞不明白有何意义的棋，要过很多手

之后，才能意识到它的目的，AlphaGo 对胜

率的判断和行棋的思路，和人类棋手都有

所不同。人类所掌握的围棋理论，包括种

种定式的形成，都来自于千百年无数棋局

的 总 结 和 传 承 。 但 AlphaGo 让 人 们 意 识

到，这些基于有限计算力提炼出的规律，

未必都是准确的。当计算力有了巨大提

升，再加上适当的思考方法，人工智能有

可能找到新的规律，甚至打破人类现有的

规律体系。这是最令人震撼的部分，我们

对世界的理解，对种种问题的认识和判

断，有可能依然只是盲人摸象，借助人工

智能，人们有机会提升哪怕 0.01 的视力，

离迷宫的出口更近一些。

这正是以 AlphaGo 为代表的认知智能

存在的重大意义。如果说已经商用化的，

包括图像识别、语音识别、数据挖掘、精

准推荐的这些输入感知智能，是让我们的

双手更灵活，可以将过去能完成的事做得

更好，或者将过去能想象的事实现出来。

那么认知智能就像是我们的“外脑”，能够

帮助我们改善决策的方式，甚至能以前所

未有的途径解决问题。

不 过 ， 从 AlphaGo 的 实 战 表 现 来 看 ，

人工智能也并不完美。比如它在逻辑上并

不严密，在一些应对上的选择显然出现了

错误，李世石也抓住了这些机会，获得了

一 盘 棋 的 胜 利 ， 甚 至 将 AlphaGo 逼 出 了

“小学生耍赖”的下法。这就说明，目前的

人工智能算法还远称不上完美，还有相当

多需要修正的地方。这也同样给人们提了

个醒：在决策层面，我们现阶段可以向人

工智能“取经”，但同时并不能完全依赖人

工智能，人类的思考与人工智能的运算，

应该寻求“1+1>2”的合力。

AlphaGo 与李世石的 4∶1，是人类的胜

利。这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创造出的人工智

能和人类本身双方在思考与判断上各自的

优势，下棋虽有胜负，但在面对整个世界

时，人类和人工智能，其实站在棋盘的同

一边。

呵护孩子的梦想

如 何 呵 护 孩 子 的 梦

想，陪伴孩子成长？应该

是正面引导、积极互动、说

服教育

“

“

兴趣是个小引擎

合理利用普瑞马克定

律，可以帮我们提高效率

□ 陶 杰

只有把抱怨环境的心情，化为上进的

力量，才是成功的法宝。与其抱怨，不如改

变。这样，生活才会向你绽放笑脸。

抱怨不如改变

高妍/绘

近 30 年前，迪斯尼曾经推出过一部

以兔子为主人公的动画片，叫《谁陷害了

兔子罗杰》。套用这个句式，给当下最火

的《疯狂动物城》起个名字，就应该叫“谁

陷害了兔子朱迪——的梦想？”

不夸张地说，每个“人”都在试图扼杀

朱迪的警察梦。演戏时，台下的熊孩子嘲

笑朱迪；上警校时，教官打击朱迪；入职

了，牛局长和同事打心眼儿里蔑视朱迪；

就连朱迪的父母也小心翼翼地劝朱迪换

个理想。

那么，朱迪那幼小的梦想是如何挺过

这一波波打击的呢？

孩子的抗打击能力主要来源于家庭

的培养。《父母在线》杂志曾经转载过美国

国家儿童发展科学委员会的一项报告，显

示一个孩子能否从伤害事件中尽快恢复，

最关键的因素在于他是否和养育他的成

年人有着一段坚实稳定的互动关系。养

育人积极地回应孩子，再配合孩子最基本

的处理困境的能力，他就能迅速从逆境中

走出来。

而如果孩子和抚养者之间的关系是

缺乏互动和回应的，面对压力事件，一个

孩子并没有足够的技能可以处理，他只能

依靠自己的“身体”去承受。如果这种压

力反应重复出现，生理上也会发生变化，

比如分泌压力激素，从而影响大脑和整个

心理机能。这种生理上的变化可能让人

变得抑郁、暴躁，甚至产生消极的人生观

和世界观。

从这个角度来看，家庭教育的确影响

了兔子朱迪和狐狸尼克的人生走向。

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到，影片中那对

儿放弃了梦想、追求平淡的兔子爹娘，在

小朱迪一门心思想要当警察的时候，只是

委婉地表示担忧，并没有硬拦着，还是将

朱迪送进了警察学院；等到朱迪成为第一

个兔子警察赴任之际，他们由衷地为她自

豪，并带着一大家子到车站送行；朱迪入

职第一天，他们又打来电话，用他们的方

式鼓励孩子。

父母的爱和彼此良好的互动让朱迪

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梦想有什么根本问

题，她有足够的自信从各种挫折中反弹。

朱迪能够毫无负担地回家卖萝卜，也是知

道自己有爸爸妈妈做坚强后盾吧。

兔子家庭是大多数现代家庭的真实

写照：父母和子女有着良性互动的关系，

他们不一定完全理解孩子的梦想，为什么

非要出国留学，为什么不当公务员，为什

么要当背包旅行客？夜里辗转反侧时，父

母们不知道讨论过多少回，但只要是孩子

想做的，父母一定鼎力支持；当孩子受到

挫折时，父母又全力开解。

反观红狐狸尼克，他的家庭教育可能

不那么成功。影片中有一个细节，小尼克

参加童子军那天，镜子里只有狐狸妈妈为

他系上红领巾，鼓励他出门，没有出现狐

狸爸爸的身影。尼克很可能生活在一个

单身家庭。父亲的缺失让他少了坚强、抗

争的一面，母亲又没有及时疏导他的恐

惧、屈辱、怀疑等负面情绪。因此，他受到

小朋友们欺负时只能委屈地大哭，从此放

弃了梦想，也不再轻易相信别人。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老炮儿六爷和

儿子的身上。在这部影片里，老炮儿父亲

缺席了儿子成长，儿子和妻子流落街头的

时候，他打架跑路了；妻子出车祸的时候，

他因打架坐牢了。成年后，父子俩的交流

也是僵硬的，即便六爷愿意付出生命为儿

子摆平事儿，他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想念儿

子，儿子想开餐厅的梦想还遭到父亲的鄙

视，让俩人喝杯酒也不痛快。可以说，老

炮儿是个帅老头，但不是个好爸爸。

父 母 是 孩 子 最 初 也 是 最 重 要 的 老

师。按照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的说法，父

母的影响力甚至远高于 40 万元一平方米

的学区房。事实也证明，不成功的家庭教

育将耽误孩子的一生：北京海淀法院曾经

从 2013 年审理的涉及 155 名未成年犯犯

罪案件中随机抽取 100 件分析发现，一半

以上的未成年犯来自于离异或夫妻关系

不和谐的家庭。

该如何呵护孩子的梦想，陪伴孩子成

长？从《疯狂动物城》里提炼几个关键词，

应该是正面引导、积极互动、说服教育。

所以，这不仅是一部关于梦想与坚持的励

志片，也是一部成功的家庭教育科普片，

它不仅教育孩子要坚持梦想，也教育家长

要呵护自己家小兔子的梦想。

□ 佘 颖

工作和生活中拖延的情况比较

常见，很多人对此非常苦恼。有拖延

习惯的人常常找外部理由：什么“同

级不配合”“下级不主动”“上级高标

准”“客户太挑剔”“条件不具备”，久

而久之，会导致习惯性自责及自我

否定。

实际上，普通人多多少少都会

拖延，拖延有个根本的原因：内心不

喜欢。拖延完成的任务，一定是自

己内心不大愿意干的事情。这符合

心理学的规律：享乐，希望越快越

好。痛苦，更愿意推迟。例如，学生

如果不喜欢数学，写数学作业时，开

始先要玩会儿别的，玩得差不多了，

才开始写数学作业。考察他们玩的

这些东西，一定是平时喜欢的。如

果特别喜欢数学，一般不会先干别

的。对工作的拖延，与此相同。

学者戴维·普瑞马克在观察动

物后发现一个规律，动物常用它们

喜欢做的行为，来替代不喜欢做的

行为。是先做喜欢做的，晚做或不

做不喜欢的。据此提出了普瑞马克

定律：更有可能发生的活动可以用

来强化不大可能发生的活动，先做

不喜欢的工作，然后再做喜欢的工

作的整体效率要比先做喜欢的工

作，后做不喜欢的工作效率高。这

就是普瑞马克定律。

不少人在工作中的表现是，把

不喜欢做但应该做的工作无限期推

延，找另一个工作（常常是喜欢做的

工作）来代替，即置换行为。

所以，合理利用普瑞马克定律，

可以帮我们提高效率、解决拖延症

的问题。例如，管理中应考虑工作

安排的形式和次序具有激励作用，

管理者可以对个体工作行为的偏好

程度作出判断，根据组织的要求进

行安排，按照轻重缓急，先做紧急、

重要的应该做的事情。对个人而

言，要提高工作、学习效果和效率，

应有点意志，坚持把不喜欢的放在

前面先做。此时，可以考虑给自己

一点奖励：每次先做应该做但不喜

欢的工作后，再做点喜欢的工作（不

一定应该）来奖励自己。

总而言之，对管理者和组织而

言，要了解员工的兴趣偏好，然后根

据组织需要，参考兴趣偏好来安排

他们的工作，也是一种不花成本的

激励。对想战胜拖延习惯的个人而

言，可根据应该的安排工作次序，把

应该的与喜欢的进行合理结合和协

调，把不喜欢的放在前面。这样既

有利于个人绩效的提高，也有利于

团队绩效和组织目标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