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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機之爭：人文與科技  
 

  由英國公司 Google DeepMind 研發的人工智慧系統 AlphaGo擊敗世界圍棋棋王的那一

刻，即時引起全球不少有關人腦與電腦相爭之討論。無疑，這在人機對戰的歷史上具有代表

性，因為圍棋是目前為止人類發明最複雜的遊戲，亦是古今中外許多專家的研究範疇。隨着科

技不斷進步，電腦在個別範疇戰勝人腦，只是時間問題。 

不被電腦操控取決欲念 

過去五十年，電腦處理器的性能一直按摩爾定律（Moore's Law）發展，即每隔十八至二十四

個月，集成電路上可容納的元器件數目便會增加一倍，電腦相對的運算速度也就快一倍。因

此，電腦快過人腦本是不必爭論之事，然而更值得我們關注的是人類生活與科技的關係。 

  科技的創新與應用為人類帶來了不少生活上的好處，但同時在不知不覺間改變了我們的生

活模式，如智能手機令不少人成為「低頭族」、社交網絡平台佔據我們與家人朋友的相處時

間、各企業更運用智能系統，減省人手，提升生產力，並讓電腦代替人腦作出商業決定。 

我們所研發的電腦會否有一天掌控我們呢？本人在這問題上沒有確實答案，但在中國的傳統智

慧上得到少許啟示。 

  莊子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翻譯：「利用物而不受制於物，那麼

怎可能會受牽累呢！」後者的「物」可指外物和物欲。）本質上，電腦對人們來說，只是一件

工具而已，它會否掌控我們，還是繼續被我們使用，取決於人文素養。若我們知道如何善用時

間，對生活優先次序有所掌握，懂得珍惜朋友和家人，並在凡事上以無私至善的心去作，我們

又何來需要擔心有一天被電腦所控呢？可能真正要我們管理的是我們對事物的欲念。 

人文與科技不能分割 

  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李遠哲教授，於早前「新世紀科技與人文高峰會」中的發言，「教育不

應該只是培養專家，而是一個健全的人，每一個從事科學工作的人，都要有人文精神，每個從

事人文工作的人，也都要了解科技發展。」可見「人文與科技」本身不能分割，大學的教育需

要融合兩者，為社會培養健全的人才，更是責無旁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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