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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9年， 雍正一手

创设影响清朝国运 、主

持清朝大政近两百年的

军机处。 本书堪称一部

完整的帝国权力中枢兴

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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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透过三位史

密斯先生及其代表的

“散商 ”群体 ，展示英帝

国在全球扩张的内部

运作与全球贸易网络

的形成。

70年追问在途中：机器人何以成为道德主体？

机器人在现代社会中正在扮演着

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 从艺术家到教育

者， 从陪护员到刽子手， 从公共的生产

生活领域到私人的隐秘情感空间， 机器

人不再被简单地视为人类的替代品和无

法独立思考与行动的工具 ， 其已成为

与人类共同进化和发展的 “新物种 ”。

《人类简史 》 作者尤瓦尔·赫拉利甚至

断言 ， 随着人工智能和其他认知技术

的飞速发展 ， 人机融合将在本世纪完

全实现 ， 机器将比人更了解人自己 。

过去的 30 年间， 正如摩尔定律预测的

那样 ， 机器人技术发展的蓬勃之势既

令人欣喜若狂又令人不安。 机器人行业

指数级增长的同时， 也面临着一系列迫

切的道德和社会挑战。

跨学科成果： 实时对
新兴技术提出伦理创新

如果机器人也需要遵守某些道德

准则， 那么这些道德准则会是怎样的？

人与机器一旦形成情感关系， 将潜藏着

哪些风险？ 伦理约束和社会政策如何能

改变和影响机器人学的方向？ 美国哲学

家帕特里克·林、 凯斯·阿布尼以及计算

机科学家乔治·贝基共同编撰的 《机器人

伦理学》， 将来自哲学、 人文社会科学的

著名学者和计算机、 人工智能科学家、

工程师的重要成果汇编成册。 伦理学往

往滞后于技术的发展， 但机器人伦理学

为我们的技术时代传达了一个重要的启

示： 我们必须实时对新兴技术提出伦理

创新。 因此， 此书填补了理论层面的学

术讨论和现实层面政策制定之间的鸿沟。

当您翻开 《机器人伦理学》 时， 可以

想象的场景是几十年后机器人将无处不

在。 机器人不是以人类终结者的方式摧毁

我们， 而是为我们清扫房间， 照顾老幼病

人， 与我们的孩子玩耍， 教育我们的后

代， 甚至与我们谈情说爱。 但对于这些机

器人的设计及未来应用， 必须十分谨慎。

《机器人伦理学》 向我们呈现了与机器人

技术密切相关的宗教、 军事、 法律、 心

理、 医护、 权利六大问题。

士兵可否用机器人代
替并不让他杀错人？

在探讨宗教与机器人道德之间的

关系时， 詹姆斯·休斯 (James Hughes)

建设性的开放态度格外引人注目 。 他

试图从佛教框架中汲取教训， 创造有意

识 、 有自我意识 、 对道德负责的机器

人 。 相比之下 ， 塞尔默·布林斯约德

（ Selmer Bringsjord） 和 约 书 亚·泰 勒

（Joshua Taylor） 用一种自然演算的证

明理论讨论 “神命计算逻辑” 如何对致

命机器人进行自上而下的道德控制。

随着 “捕食者无人机 ” “MAARS

（ 模 块 化 先 进 武 装 机 器 人 系 统 ） ”

“SWORD（特种武器侦察探测系统 ） ” ，

以及完全自主的机器人武器出现在世界

各地的战场上， 军用机器人的道德问题

将变得极其敏感。 无疑， 机器人将改变

战争的方式 。 夏基 （Noel Sharkey） 重

点讨论是否应该允许机器人自主识别

和杀死 （疑似 ） 敌方战斗人员 。 回答

这一棘手的问题往往暗含内在冲突 。

一方面 ， 从不想看到同胞在战斗中丧

生的人的角度来看 ， 机器人取代士兵

的想法值得推广 ； 然而另一方面 ， 机

器人做出生死决定的想法似乎极具风

险 ， 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机器人犯错

并杀死平民的伦理影响时。

我们如何将当前的法律法规扩展到

机器人， 以便为机器人治理创建一个框

架， 解决它们日益复杂的问题？ 目前，

一些重要的法律概念， 如责任、 过错、

因果和意图等， 均无法适用于远程操作、

半自主和完全自主的机器人。 另外， 由

于我们生活中的机器人越来越多， 很有

可能为黑客窃取和攻击我们的私人生活

打开大门。 机器人将会打开入侵人类隐

私的 “潘多拉魔盒”。

拥有人脑的机器人是
否值得拥有人格？

人类与机器人之间的情感和性爱关

系， 可能导致人类情感依赖甚至伤害的

危险。 一些人机交互的实验表明， 人类

受到机器人存在的影响通常只由另一个

人的存在引起。 然而， 在人机交互的情

况下， 情感纽带是单向的。 可怕的是，

这种情感关系可能被诸如制造机器人的

公司利用 。 惠特比 （Blay Whitby） 考

虑社会孤立如何驱使人们向机器人寻求

爱和感情时， 他直言 :人与人之间和平

甚至充满爱的互动， 本身就是一种道德

善。 我们不应该相信那些动机———希望

以一种倾向于替代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方

式引入技术的人。

在全球范围内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

之时 ， 机器人与人类之间以医疗和陪

护的形式进行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是

值得称道的 。 机器人监管可能导致隐

私和自由的丧失 ， 我们如何避免机器

人护理变得过于严格甚至侵权 ？ 另一

个问题 ， 是机器人护理可能会减少或

取代社会成员间的人际接触 ， 进而使

得这些弱势群体变得更加边缘 。

有朝一日 ， 我们是否会看到机器

人权利的 “解放宣言”？ 机器人带来的

最大道德难题可能是人类拟人化的倾

向 。 在某种意义上 ， 机器人是否可以

是人 ， 这将是保证它们是否获得道德

主体地位的关键 。 一个拥有人脑的机

器人是否值得拥有人格 ？ 对于沃里克

（Kevin Warwick） 这样的神经科学家而

言 ， 答案是肯定的 。 在他看来 ， 对人

格的心理能力采取典型的物理主义和

功能主义方法 ， 是教条式错误 。 与人

格相关的心理能力可以被区分为不同

的功能性神经活动 ， 而不是与特定的

生物状态相关联。

70 年的担忧正以技
术与人类结合方式攻克

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诞生开

始， 作家和电影制作人就一直在积极预

测， 随着更先进技术的出现， 未来会是

什么样子。 1942 年， 萨克·阿西莫夫的

“机器人三定律” 首次出现在他的科幻

小说 《逃跑》 中， 至今仍广为流传。 在

1985 年的 《机器人与帝国》 这本书中，

阿西莫夫将三大法则扩展为四大法则，

即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整体， 或坐视人

类整体受到伤害 。 阿西莫夫的科幻想

象 ， 主要强调了法则无法终极保护人

类。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 包括 《终

结者》 《机械战警》 《黑客帝国》 在内

的百余部影视作品， 都在警告这类反乌

托邦的未来世界的风险。 目前， 机器人

专家正在以挑战基本伦理和文化理念的

方式将技术与人类相结合。 现在是考虑

机器人整体道德问题的时候了。

《机器人伦理学》 不仅浓缩了当前

机器人伦理所面临的许多障碍， 而且为

机器人伦理学领域内需要提出和回答的

问题制定了研究议程。 他们提出的一个

核心问题是 ， “机器何以成为道德主

体？” 很多研究者曾提出这个问题， 但

似乎没有人真正解决过。 虽然没有人会

合理地低估找到机器成为道德主体的难

度 ， 但似乎很清楚的是 ， 一旦给出答

案， 围绕机器人伦理的许多问题， 如道

德和法律责任、 人格和权利等， 将迎刃

而解， 并形成明确和一致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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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既关乎个人福祉， 也关系到国

家的生产力及治理能力。 很多人记得去

年 5 月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句话： “我

国包括零工在内的灵活就业人员数以亿

计。” 这句话提醒我们， 随着组织雇佣

模式的转变， 零工经济 （Gig Economy）

以及 “零工 ” （Gig worker） 的兴起 ，

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 进入

信息社会的 21 世纪， 越来越多的组织

正由传统的科层制组织向敏捷组织

（agile organization） 转型， 以保持高度

的柔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

乔恩·杨格和诺姆·斯莫尔伍德的著作

《绩效边界： 突破人才瓶颈， 实现业绩

增长》， 对这个新鲜事物做了及时的实

践归纳和理论提升 ， 填补了空缺 ， 对

于正在实施国内国际双循环政策的企

业甚至各类含有数字化建设的组织不

无启发。

敏捷人才是零工经济
的主力

这本书的英文名是 “Agile talent:

how to source and manage outside

experts”， 可直译为 《敏捷人才 ： 如何

寻找和管理外部专家》。 如果您的组织

既要让最优秀的敏捷人才 （个人、 团队

或公司） 随时为您所用， 又不想雇佣他

们， 就需要及时掌握这种管理理念和技

巧 。 已有 业 内 人 士 将 21 世 纪 称 为

VUCA （变幻莫测） 时代， 它是四个单

词的首字母集合———Volatility （易变

性 ） ， Uncertainty （ 不 确 定 性 ） ，

Complexity （复杂性）， Ambiguity （模棱

两可）。 此时， 组织所面临的外部环境

不确定性非常高。

敏捷组织之所以能够灵活应对市场

波动、 技术创新、 客户需求和宏观政策

的变化， 是由于其拥有组织柔性。 人力

资源柔性体现了组织人员雇佣中的灵活

性， 组织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灵活选择相

应的雇佣方式 ： 长期雇佣还是短期租

赁， 抑或外包。

零工经济最主要人群是自由职业

者， 他们以非全日制、 临时性和弹性工

作等灵活形式就业。 在这些自由职业者

构成的经济领域， 利用互联网、 人工智

能等技术快速实现供需双方的匹配。 这

种情形下 ， 企业与劳动者由 “劳动关

系 ” 变成了 “合作关系 ” 或 “服务关

系”， 劳动者是向企业提供服务的 “服

务商 ”。 企业不再向劳动者支付工资 ，

而是支付 “服务费”。 劳动者所得不再

是 “工资”， 而是 “经营所得”。

以互联网内容创造平台抖音 、 B

站、 知乎和小红书等为例， 这些企业汇

聚了数以百万计的内容创造者， 高质量

内容吸引更多用户的加入和输出内容，

当达到一定的用户流量后， 将内容向商

业化转化， 从而产生赢利。 如何有效管

理这些灵活就业人员， 关系着这些平台

企业的生死存亡。

管理更新： 设立首席
外部人才官

“云人力资源” 概念是该书大力推

广的， 即企业通过全球人才网络获取所

需人才。 其实， 部分中国企业已率先探

索了 “云人力资源” 实践。 例如， 海尔

在构建 “人单合一模式” 中创造性地提

出了 “世界就是我的研发部” “世界就

是我的人力资源部” 的理念， 利用互联

网吸引全球人才到其开放创新生态平台

HOPE 上进行创新。 海尔的 HOPE 平台

目前汇聚了 12 万多的社群专家， 覆盖

了 100 多个的核心技术领域， 每年解决

500 多项创新课题 ， 产生 20 多亿元的

创新增值。 又如， 小米的小爱开放平台

是一个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放平台， 吸收

了 1000 多家企业开发者和 7000 多个个

人开发者。 这些开发者可以替代小爱开

放平台提供的硬件 、 软件 、 API 接口 、

解决方案和文档等资源， 创建新语音服

务产品和技能。 还有， 小米的 IoT 开发

者平台在全球连接超过 1.32 亿台智能

设备， 小米拟与外部合作伙伴一起打造

极致的物联网体验。

不少靓丽的新观念亟待更多的实

践， 比如 “即使人才不属于你， 也需要

培养”， 以此吸收和激励敏捷人才； 在

常设的 “首席人力资源官” 外， 再设立

“首席外部人才官”， 以单独管理敏捷人

才， 确保敏捷人才管理上升到组织战略

高度。

企业在使用敏捷人才时， 通常会遇

到棘手问题， 比如用人单位与外部人才

之间的关系管理， 外部人才与组织内部

人才的恶性竞争， 内外部人才分别对对

方期望的错位， 以及使用外部人才后的

硕果难结等等。 这些困扰也让部分准备

使用敏捷人才的企业萌生怯意。 本书尝

试告诉你形成怎样的新人才使用模式，

培育组织能力， 调整企业文化的内涵。

“凡是过去， 皆为序章”。 零工经

济和敏捷人才翻开了新的一页。

近年来， 弘扬中华工匠精神和传承

中华工匠文化， 或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

的普遍呼声， 也已成为学者作为案头研

究的学术议题， 尤其在工匠精神、 工匠

文化等方面的学术研究也有不少成果。

实际上， 与其他学科相比较， 有关传统

工匠文化研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在中国古代社会， 工匠创造了优秀

的物质文明， 也创造了丰富的精神文明。

工匠本应该得到人们的敬仰， 但是工匠

的社会地位普遍不高。 另外， 在学术领

域， 工匠议题也不常被学者关注。 由此，

本应该得到敬畏的工匠以及工匠精神，

却淡出了社会文化与学者的视野， 仅有

少部分学者关心与研究工匠文化。 也或

导致当代社会出现了两种值得救赎的文

化问题： 一是工匠、 工匠文化和工匠精

神成为社会文化系统里的 “稀缺文化”；

二是有关工匠文献、 工匠研究以及工匠

议题很少被学者作专题、 系统和持久的

研究。 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 其原因是

多方面的。 譬如现代社会的发展迫使工

匠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 传统正史不记

载工匠、 工匠的地位不高、 工匠文献研

究的难度 ， 等等 。 但无论社会如何发

展， 工匠创造的工匠文化不会被历史遗

忘的， 工匠在不同时代艰苦探索与劳作

的精神是不会消失的， 中华工匠创造的

工匠文明之光是永远照耀后世的。

从作者的写作视角看， 这本 《好物

有匠心》 从工匠文化、 工匠精神和工匠

文明的三大宏观视角着手书写中华工匠

史， 可谓独特视角深广， 也颇有学术见

地。 更值得一提的是， 这种宏大书写的

雄心又见之于细微笔墨之处， 即从 “讲

故事 ” 的视角展开研究 。 所谓 “讲故

事”， 即用平民的视角或通俗的故事语言

书写中华工匠文化， 品读中华工匠精神，

澄明中华工匠文明。 换言之， 《好物有

匠心》 的书写策略是 “在宏大处构架，

在细小处入手”， 进而把中华工匠历史

“翻译” 成普通大众能接受的故事话语，

这是 《好物有匠心》 的最大书写特色。

当然， 这种书写策略跟作者在 《百

家讲坛》 上面对大众所需要的 “口语表

达” 和 “故事情节” 是密切相关的。 但

对于作者而言 ， 这无疑是一件困难的

事。 如何口语化表达中华工匠历史， 在

我看来至少有三大难度： 一是在典籍中，

工匠文献往往是只言片语， 并不是丰富

而全面的； 二是民间中华工匠故事多为

传说、 神话， 多为野史； 三是出土工匠

之物的分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前

两点导致的难度是 “把传说或神话” 说

得 “有理有据”， 把正史里的只言片语通

过故事展开演绎； 后一个问题的难度要

求作者对器物文化分析要有系统的、 科

学的研究。 从 《好物有匠心》 的书写内

容看， 这三个问题的难度似乎被作者克

服了， 并很好地处理在口语与书面语的

“调停” 之中。 这种书写或表达需要学者

的思考能力， 需要作者对工匠文化、 工

匠精神和工匠文明的深刻而透彻的理解。

因此， 这部书见出了作者在工匠主体研

究上的扎实基础与雄厚实力。

把一个学术问题写成故事， 是不易

的。 这种 “故事叙事” 的研究能力不是

一天就能有的， 需要长期的积累， 需要

安静的心去思考与研究。 潘天波刚出过

新著 《工匠文化三论 》 三卷 ， 分别是

《工与士的交往》 （上卷）、 《工匠精神

分析 》 （中卷 ） 和 《描绘器度 》 (下

卷)， 三卷本大部头著作显示出作者对

工匠文化的深度解读与细致思考。 这样

看来， 《好物有匠心》 的写作就有历史

的、 理论的和哲学的基础， 也就有 “轻

松驾驭” 的书写眼力与境界了。

《好物有匠心》 记述了中国古代工

匠史的 15 位工匠， 其书写难度不仅体

现在挑选具有代表性工匠上， 更难的是

每一位工匠的 “准确拿捏”。 譬如蔡伦

一辈子的是是非非、 唐英的全球贡献、

杨慧之的 “转行 ” 等 ， 这些工匠的精

神、 贡献和价值是不好作简单论断的。

你说蔡伦发明 “蔡侯纸” 的全球文明贡

献 ， 但你怎么讲他的 “探索过程 ” 或

“宫廷斗争”， 这是很难讲的。 很显然，

作者从 “人类文明” 或 “全球文明” 的

高度去展示每一位工匠技术的价值与影

响， 如此就回避了一些似是而非的 “历

史的细节”。 再譬如作者在讲唐英的时

候， 讲出了唐英的全球陶瓷美学消费的

价值， 讲出了中国陶瓷在全球消费中的

美学价值。 在讲奚仲的时候， 作者聚焦

奚仲发明的 “马车” 的全球意义， 聚焦

奚仲的 “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聚焦中

华工匠精神的源头———工正精神。 也就

是说， 在细节处书写出工匠文明的全球

意义和影响， 这显示出 《好物有匠心》

的重要学术意义， 也可见出作者对相关

话题的有力把握和深度理解。

简言之， 《好物有匠心》 不失为一

部匠心之作， 语言轻松， 而不失其学术

性。 阅读后或能感悟中华工匠在不同时

代背景下艰苦的探索精神， 或能领悟中

华工匠孜孜不倦的革新精神和劳动精

神 ， 或能体悟中华工匠精神的人文关

怀； 也或能明晰中华工匠文明的全球贡

献， 理解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发展中的

功能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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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关注点不仅在

于王安石变法本身， 更

在于其所代表的儒家道

德理想主义与现实政治

权力结构之间的矛盾与

纠葛。

作者具全球史视

野， 以茶叶和鸦片为切

入点，在史料基础上，综

合利用多种社会科学理

论，全面展现了 19 世纪

茶叶与鸦片贸易的盛衰

变化。

一本全面且平易近

人的马克思哲学导读

书。 作者认为，“伟大思

想家” 的价值在于其独

创性、 洞察力和系统的

眼光。

《好物有匠心》

潘天波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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