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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定勝天，是自欺欺人。20年前一場轟轟烈烈
的國際象棋大師與電腦競賽，大師遭擊敗；人類
非但難以勝天，更難以勝機器。電腦雖由人類研
製出來，但人被痛擊，敗死於自己手上，是鐵一
般的事實。
當年輸給電腦的大師名叫卡斯帕羅夫（Garry
Kasparov），前蘇聯和俄羅斯國際象棋選手。那
場人機大戰結束後，他一直耿耿於懷，最近出書
《深思熟慮》（Deep Thinking），檢討敗局，警
惕世人。
卡斯帕羅夫1963年出生於阿塞拜疆首府巴庫，
父親是猶太裔教師，母親是亞美尼亞裔工程師，
兩人均喜愛國際象棋。卡斯帕羅夫自小受到父母
親的培訓。
卡斯帕羅夫十歲開始參加棋賽，鋒芒畢露。13
歲獲全蘇聯青年象棋賽冠軍，15歲成為國際級大
師。1985年他年僅22歲，首次奪得國際象棋世界
冠軍，成為歷史上最年輕的棋王。
自此，卡斯帕羅夫雄霸棋壇。在1985年至2005
年間的228場世界冠軍賽中，他僅輸了三場。他
的棋風兇狠，膽識過人，所向披靡，有「巴庫野
狼」之稱。
在卡斯帕羅夫的職業生涯裡，最大的打擊，莫
過於1997年敗給電腦的人機大戰。當年IBM設計
的電腦棋手「深藍」（Deep Blue） 與卡斯帕羅
夫進行六局博弈，結果「深藍」勝出。
「深藍」背後有32個並行處理器（即32個腦

袋高手），它們能夠幫助「深藍」理解棋局，作
出分析，迅速回應，然後反擊。32個高手對抗卡

斯帕羅夫一人，棋面上，已經對卡斯帕羅夫不公
平。事實上，國際象棋有無數的規律，只要棋子
按着一定的規律進退，取勝並不困難。
在傳統的國際象棋賽中，每位棋手需要在三分

鐘內走一步棋；卡斯帕羅夫則可以在三分鐘內計
算到180步棋。但「深藍」的設計是令人驚恐
的，它可以計算到三分鐘內三百億種走法。卡斯
帕羅夫被擊敗，屬於意料之中。
「深藍」勝利後，IBM成為媒體熱點，股價上

漲，帶來收益逾二億美元。卡斯帕羅夫從此不再
接受電腦挑戰。這場戰役，被視為人類對抗人工
智能的主要里程碑。
到了今天，電腦智能與人類愈來愈親密；卡斯
帕羅夫卻一直未能擺脫20年來對電腦的恐懼感。
他承認自己是「痛苦的失敗者」，是參與科學研
究的「試驗品」。
卡斯帕羅夫在新書《深思熟慮》裡，艱苦地回
顧這場賽事，詳細地分析了電腦獲勝之道；他形
容自己的錯失是慘不忍睹。書中，卡斯帕羅夫批
評IBM在賽前，阻礙他有機會去研究「深藍」的
往績，他又指責IBM聘請俄語護衛員竊聽他……
英國媒體在評論《深》一書時指出，當年的人
機大戰是「人腦的最後堅持」。這項堅持已被攻
破，如今去回顧，就像去檢討1803年的特拉法加
海戰（Battle of Trafalgar）一樣，英國擊敗法國
宿敵，鞏固了英國百年的海上霸王地位。言下之
意，勝敗成定局，勝者為王。
將來，人依舊難以勝天，而人工智能繼續雄霸

天下。

余綺平 人機大戰
文化節開幕

三維技術重現宗師表演
由非物質文化遺產地脈協會主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為合作夥伴的第三
屆「香港文化節」，將於9月至12月
舉行。今屆文化節以「視．覺．探視
香港文化」為主題，與不同文化團
體、大學及社區組織合作，向市民呈
現一系列獨特而地道的香港文化，冀
推廣本地文化及保育意識。
本屆文化節為市民帶來一系列精彩

活動，其中一項甚具睇頭的想必是
「電影．社群．百年嶺南洪拳」展
覽，利用嶄新科技重現一代洪拳宗師
林世榮的精嶄武學，並向香港早年的
武術電影致敬。洪拳是中國最著名的
武術體系之一，在香港傳承流芳已過
百年。自20世紀以來，香港是中國傳
統武術文化的樞紐之一，也是功夫電
影薈萃之地。1950年代至今，功夫和
功夫電影既是組成香港文化特色的一
部分，也推動中華文化作為跨越國界
的文化身份，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愛
好者。而是次展覽聚集洪拳，除展示

功夫作為體育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
的價值外，更重點探討香港兩大武術
世家，分別是林世榮師傅與其後代、
以及劉家良師傅和其父親劉湛師傅。
是次展覽將以三維多媒體技術重現大
師的精彩表演，此外亦展出多套劉家
良師傅做導演的邵氏電影海報及劇
照。

展示港式龍獅麒麟
此外，在文化節期間，亦有一系列
展示香港地道文化的活動，包括道教
音樂、水墨聯展、香港經典電影回
顧、龍獅文化匯演、客家麒麟及功夫
文化耀香江等。其中的非物質文化遺
產市集，讓市民及遊客透過一系列介
紹、表演及互動遊戲去認識及深入了
解如涼茶、大澳端午節遊涌、紮作技
藝及港式奶茶製作技藝等本土的非物
質文化遺產。
香港文化節創辦人及中華國術總會

執行董事趙式慶表示，香港的民間文

化一直以來都非常昌盛，可是因香港
是移民城市，而且較為商業化，令香
港地道文化未受重視。他認為這些香
港文化瑰寶應是最值得保留，希望透
過文化節介紹這些元素，同時亦強調
影視方面的文化，把大家平時生活中
接觸到、但未必十分重視的文化帶到
全世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

在香港海防博物館舉辦有關戰地記者的
展覽中，展覽的主題被命名為「出生

入死」。的確，在戰爭之中，並非所有人都
喜歡記者，因為不少記者會將真實、和平、
自由的聲音傳遍全世界。叫囂戰爭的人自然
恐懼和厭惡善良與理性的聲音，因為透過戰
爭攫取利益是好戰分子的通用手段。而戰爭
中的記者和生活中的記者一樣，一直在用充
滿同情的深邃雙眼，不畏強權地發掘艱難而
可貴的真實。這或許就是記者的天職。
究竟何謂記者需要記錄的真實？這個真實
其實就是合乎一般人理性認知的客觀存在與
事實。一個事件一旦發生，通常都不會發生
第二次；而記者需要用自己的雙眼和內心的
價值觀去判斷事件的真實究竟是什麼，以此
透過對事件的主觀描述去再現已經結束的客
觀事實。從這個意義上說，真實不僅是外部
世界的人與事，同時也是包括記者在內的觀
察者內心的價值觀與情感取態的重要象徵。
戰爭的真實是什麼？有人似乎一提起戰爭
便如同「打了雞血」一樣，充滿了狂熱、興
奮和激動的言辭。而一些傳媒和記者在用自
己的筆去敘述戰爭時，也以極為樂觀、浪漫
的方式去描繪戰爭的過程。這種論述的最終
結果是：大眾在「戰爭浪漫化」的氛圍影響
下，對戰爭的傷痛、悲哀以及破壞毫無認
識，也不明白一場戰爭會給普通人的日常生

活帶來怎樣的打擊。物資徵用、道路封鎖、
限制銀行提款、水電節制供應、失去親人等
可能性的影響，在「戰爭浪漫化」的敘述中
完全被掩蓋了。因此，面對戰爭的叫囂抑或
戰爭本身，記者所信奉的真實原則就是呈現
戰爭對人類的傷害。
透過照片《被燒的越南女孩》，美聯社的

黃幼功記錄了越南戰爭的血腥；西方記者則
在南越首都西貢街頭記錄下南越軍警高官槍
殺越共成員的場景。無論對越南戰爭本身及
其影響有怎樣的觀點，任何人不能否認的事
實是：在那個冷戰以及奉行極端意識形態的
年代中，人性與人道被意識形態的喧囂所淹
沒，人們為了自己所信仰的意識形態對與自
己不同的信奉者大開殺戒，最終引爆戰爭。
一個記者不應該在大眾迷茫的背景下盲從戰
爭的喧囂，也不應當將戰爭的殘酷進行浪漫
化的修飾。因為，記者需要崇尚真實，崇尚
真實乃是良心的發端；而戰爭的真實是異常
殘酷的。

留下平凡者點滴更有靈魂
宏大的歷史和現實敘事，的確在不少情況
下讓平凡者的點滴被忽略。沒有了小人物和
平凡者的宏大敘事，是沒有生命力和缺少靈
魂的。反之，微小的平凡敘事很多時候會帶
來完全不同的新感受。

2014年，因為追求走向歐洲而引發尊嚴
革命的烏克蘭，其下轄的克里米亞地區被俄
羅斯佔領。當一些人沉浸在國際局勢的縱論
分析中時，有一個微小的細節卻引起了很多
人的注意。2014年的3月，位於塞瓦斯托波
爾的烏克蘭納希莫夫海軍學院正式宣佈加入
俄羅斯，但是其中仍有大批軍官和士兵效忠
烏克蘭。在3月某一天，這所軍校舉行了一
場特殊儀式：降下烏克蘭國旗，升起俄羅斯
國旗。從此，這所軍校成為了俄羅斯軍隊的
一部分。感人的場景出現了：效忠烏克蘭的
軍校生開始攜帶烏克蘭國旗、打包行李正式
撤離；那些選擇加入俄羅斯的軍校生前來，
為他們的同學送行。分別的那一刻，大家已
經分別身穿俄羅斯、烏克蘭兩國的海軍軍
服。雖然兩國從那時起，至今都處在戰爭狀
態中，但是同學們落淚、擁抱、合影、互
相祝福和道別的一幕卻是別有意義。

不畏強權為民眾福祉代言
沒有人知道他們將來是否會在戰場上相

見，但是同窗的情誼在那一刻得到了昇華。
這種平凡者的點滴真實，才是記者需要關
注。戰爭中美好的人性，才是奠定普世人文
素養的根本。這一美好的人性，也絕非是熱
衷「喊打喊殺」的好戰者所能體會的人間美
好。

環顧海
防博物館今次的展覽，用「出生入
死」來形容記者的職業風險最貼切不過。出
生入死不僅僅是在軍事戰場上，在日常很多
新聞活動中可能出現出生入死的情形。成為
時代的先鋒，傳播啟蒙的思想，充當為民發
聲的勇者，必定會碰觸到一些人的利益，也
必定會承擔一定的風險。誠然，在不同環境

下，記者面對的具體困境各有不同，但如何
在既有條件中尋求突破、接近真實、服務民
眾與社會、展現對小人物和土地的關懷與
愛，造就敢言之士的價值淬煉，則是值得每
一個記者認真思考的問題。

關懷小人物乃良心發端
記錄真實乃記者天職
宏大的歷史和時代敘事之外，小人物的真實乃是記者應當關懷的對象和記錄的實體。對小人物喜怒哀樂的描繪，體

現的是一個記者內心的人文情感和素養的真實反映，也是客觀呈現外部世界的必然道德動力。大歷史、大敘事其實都

是在小人物的歷史和人生體驗中疊加而成的。若果一種宏大歷史敘事的結論與眾多小人物的生活感受存在差異，則包

括記者在內的時代記錄者們都應當反思自我的工作視角和方式。尤其在戰爭中，記者的筆和相機更是道德良知的體現

和表達。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卡斯帕羅
夫正在深思
熟慮。
網上圖片

■■一眾嘉賓出席記者會一眾嘉賓出席記者會，，介紹文化節精彩活動介紹文化節精彩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慧恩香港文匯報記者朱慧恩攝攝

■■新科技重現洪拳宗師新科技重現洪拳宗師
林世榮的精湛武學林世榮的精湛武學。。

■■「「出生入出生入
死死」」展覽海報展覽海報

■■甲午戰爭時期甲午戰爭時期，，日本隨軍記者在山東拍攝的照片日本隨軍記者在山東拍攝的照片。。 ■■記者拍攝的天津大沽口的戰爭之景記者拍攝的天津大沽口的戰爭之景。。

■■相機是記者記錄史實的重要工具相機是記者記錄史實的重要工具。。

■■《《被燒的越南女孩被燒的越南女孩》》■■西方記者拍下的南越當權者槍殺越共成員西方記者拍下的南越當權者槍殺越共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