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iews

2025年1月14日
星期二

08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主编：庄伟伟 责任编辑：吴亦铮 联系电话：028-86757864 美术编辑：钟辉

中国对现代机器人的研究与应用，是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1986年，我国开
展了“七五”机器人攻关计划，1987 年，我
国的“863”高技术计划将机器人方面的研
究开发列入其中。到了1990年，国防科技
大学率先研制出了我国首台两足步行机器
人。这标志着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研
发开始驶入快车道。

2000年，我国独立研制的第一个仿人
形机器人——“先行者”同样在国防科技
大学问世，这是我国第一台具有人类外
形、能模拟人类基本动作的人形机器人，
它身高140厘米，重20公斤。拥有着与人
类似的躯体、头部、眼睛、双臂和双足，可
以步行，也有一定的语言功能。相比之前
的人形机器人，“先行者”有着诸多的技术
突破，如既可在平地上稳步向前，还可自
如地转弯、上坡；既可以在已知的环境中
步行，还可以在小偏差、不确定的环境中
行走等。

2020年前后，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逐
步进入成熟期，机器人的应用范围也从高
精尖领域逐渐下沉，进入到了民用生活
中。比如 AI 机器人 Astribot S1 可以自主
完成叠衣、分拣物品、颠锅炒菜、吸尘清洁、
竞技叠杯等各项复杂任务；全尺寸人形机
器人CL-1则可以在堆满货物的多重货架
之间，全程连续不间断地完成一系列大负
载、大范围的搬运任务等。

成都在机器人产业发展上也拥有着强
大的实力和深厚的底蕴。不久前现身
2024 年 WDSF 世界霹雳舞锦标赛的明
星——“灵瞳”机器狗就是“成都造”机器
人实力展示的一道窗口。“灵瞳”在世界
霹雳舞锦标赛赛场上肩负两个“任务”：
赛事开始前，在内场通道主入口进行展
示和迎宾，与运动员和嘉宾互动。在开
幕式预热环节，机器狗登上舞台，与 8 位
本土霹雳舞者共“舞”，以 8 个高难度动
作，一路推高赛场氛围。事实证明，这款
机器人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吸引
了来自世界的视线焦点。

如今，成都正以四川天府新区、成都高
新区、成华区等地为主要承载地，聚集了卡
诺普、越凡创新、成焊宝玛、布法罗、睿乐达
等超80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初步形成了
从关键零部件、机器人本体、系统集成到终
端应用的全产业链发展态势。同时，成都
还是全国第2个拥有超算智算双中心的城
市（武汉、成都），国家超算成都中心算力排
进全球前十，也是全国首个专门制定算力
产业专项政策的城市，优质的算力资源可
为开展“AI+机器人”融合创新、拓展“机器
人+”应用场景提供有力支撑。

可以预见，未来机器人将不断改变
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成都造”机
器人也将在中国、在世界拥有着重要的
一席之地。

在中国之外，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
同样也对机器人进行着探索和创新。公
元前3世纪，古希腊发明家戴达罗斯用青
铜为克里特岛国王迈诺斯塑造了一个守
卫宝岛的青铜卫士塔罗斯。类似偃师创
造的歌舞机器人，在中国之外也能找寻到
类似的身影，如公元前 2 世纪，希腊人创
造出了用水、空气和蒸汽压力进行驱动的
机器人，这种机器人会自己开门，还能在
蒸汽的带动下唱歌。

中世纪后，世界上的机器人更加多元
和精巧。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达·芬奇就
曾在其手稿中记录下了一种名为“机器武
士”的机器人。1495 年，意大利工程师根
据达·芬奇的创意，将“机器武士”再现了出
来。这种机器人以木头、金属和皮革作为
其外壳，以齿轮为驱动装置，依靠风和水力
驱动，能完成坐、站立、挥舞胳膊等动作，这
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台有实物做证的人形
机器人。

1920 年，剧作家卡雷尔·凯培克首次
在他的科幻情节剧《罗萨姆的万能机器

人》中，提出了“机器人”（Robot）的概
念，在捷克语中，Robot 有被操控的器物
的意思，这个词也被认为是机器人一词
的起源。

人类希望机器人能够取代劳动，丰富
生活，但同时也担忧机器人会对人类社会
带来冲击与破坏，带着这种复杂的心理，
1950年，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在
小说《我是机器人》中，提出了著名的“机器
人三大定律”：机器人必须不危害人类，也
不允许他眼看人类将受害而袖手旁观；机
器人必须绝对服从于人类，除非这种服从
有害于人类；机器人必须保护自身不受伤
害，除非为了保护人类或者是人类命令它
做出牺牲。这“三大定律”，也一直被沿袭
下来，被广泛认为是机器人与人类社会“相
处”的底层守则。

20世纪中叶后，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
高速发展，机器人也变得越来越精细，越
来越智能，越来越高度集成化，并被广泛
应用在工业生产、科学研究、未知探索等
领域当中。

事实上，古代的机器人绝对不只
是人形一种形态，在人形之外，各种

“仿生机器人”的种类更加丰富，而它
们的应用场景也更加广阔。

《墨经》记载，春秋时，木匠祖师鲁
班就用竹子和木料制造出一个木鸟，
它能在空中飞行，“三日不下”，这种可
以飞的“鸟”，可能是世界第一个空中
机器人。

相对而言，中国古代最具知名度
和影响力的“仿生机器人”，应当是成
都造的“木牛流马”。“木牛流马”并没
有实物流传至今，因此后世对于“木牛
流马”的印象，都来自于想象和对史书
中只言片语的复刻。

《诸葛亮集》中详细记载了“木牛
流马”的形象和特点：“木牛者，方腹
曲头，一脚四足，头人颔中，舌著于
腹。载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
使；特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
也。曲者为牛头，双者为牛脚，横者

为牛领，转者为牛足，覆者为牛背，方
者为牛腹，垂者为牛舌，曲者为牛肋，
刻者为牛齿，立者为牛角，细者为牛
鞅，摄者为牛鞭轴。牛仰双辕，人行
六尺，牛行四步。载一岁粮，日行二
十里，而人不大劳。”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木牛身体
上的各个部件，并非装饰所用，而是
各有机关，负责某一部分的运行和功
能。虽然当下对于木牛流马到底是
何物、是不是四轮车和独轮车、内部
构造是否存在齿轮传动等问题存在
争议，但南北朝时祖冲之的意见，似
乎 更 倾 向 于 这 是 一 种“ 仿 生 机 器
人”。《南齐书·祖冲之传》说：“以诸葛
亮有木牛流马，乃造一器，不因风水，
施机自运，不劳人力。”成都造的“仿
生机器人”早在1000多年前就已经被
大范围应用于军事领域，木牛流马的
故事，则在《三国演义》的承载下风靡
全球，成为一代传奇，亦为诸葛亮“出
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
悲情英雄人生中，笼罩了一层神秘又
科幻的光环。

诸葛亮之后，中国对机器人的创
造也从未停步，唐朝的“劝酒机器人”

“乞讨机器人”，宋代的“水上表演机器
人”，明清时的微型“表演机器人”“解
谜机器人”陆续问世，这些奇妙精巧的
发明带给后人诸多震撼，让人不得不
惊叹于古人卓越的智慧与创造力。

成都造传奇“木牛流马”军事

木牛流马复原图。图据成都日报图库

在《列子》中记载了一个西周时
的有趣故事：一位叫作偃师的能工巧
匠，为周穆王制造出了一个独特的

“人偶”。这个“人偶”不仅外观上与
真人极为相似，而且能够唱歌跳舞，
甚至还会偷偷向周穆王左右的侍妾
抛媚眼。

偃师介绍说，这是个“假人”，于
是周穆王命人把人偶拆开，发现人
偶是由革、木、胶、漆、白、黑、丹、青
制成的，肝胆、心肺、脾肾、肠胃、筋
骨、肢节、皮毛、齿发等都是假的。
更有意思的是，人偶的“心脏”是控
制其说话的部件，“肝脏”是控制其
视觉的部件，“肾脏”则是控制其走
路的部件。如此精巧的创造，让众
人啧啧称奇。

东周时，周灵王也获得了一个会跳
舞的人偶。据《拾遗记》记载，周灵王在
各地上贡的贡品里，发现了一个玉人，
这个“玉人”能够自己转动，颇有一种起
舞之感。这个玉人被称之为“机妍”，其
身上的特性与今天的机器人也有着非

常多的符合之处。
到了秦代，这类古代机器人已经

开始“组团出道”。据《西京杂记》记
载，刘邦进入咸阳宫，在秦朝府库中
发现不少珍宝，其中就有十二铜人，
都有三尺高（按秦尺，70 厘米左右），
在同一张席子上。每人持一种乐器，
或琴或筑或笙或竽。铜人衣服华丽，
如真人一样。席子下有两根铜管，上
边的管口离地数尺，从席后伸出。其
中一根管是空的，一根管里装有手指
那么粗的绳子。一个人吹空管，一个
人扭动绳子，琴筑笙竽就会一齐鸣
奏，其音律节奏与真人乐师演奏已没
有什么太大区别。

或许是受到了这些机器人的启发，
刘邦后来还主动运用这些机器人来退
敌。《乐府杂录》里记载，刘邦在征讨匈
奴时，于平城被围，于是采纳陈平之计，
让人制造了一个美女机器人在城头跳
舞。结果匈奴首领的妻子看到后，生怕
此“女”影响自己的地位，力劝首领退
兵，刘邦因此得以解除了平城之围。

古代机器人出道记乐舞

护理辅助机器人。 图据新华社

人类对机器人的执著创新世界

高速发展的40余年中国

根据达·芬奇设计图复原的“机器武士”。

世界霹雳舞锦标赛上与选手共舞的“成都造”机器狗“灵瞳”的表现引来场下阵阵喝彩。 魏潇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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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2024年 WDSF世界霹雳舞

锦标赛在成都城北体育馆拉开帷幕。

在这场大赛上，除了来自全球的185名

霹雳舞选手同台竞技外，还有十余位特

殊的嘉宾同样成为大赛“明星”，它们分

别是会跳舞会翻跟斗的机器狗、会潜水

会应急的水下机器人、会搬重物会消毒

的功能型机器人等，精彩的比赛吸引着

来自全世界的关注目光，也让世界看到

了成都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快速发展

的最新成果以及深厚底蕴。

机器人，这个充满了现代科技感的

词汇，并非只出现在近几十年里。纵观

史书史籍，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与机器人

相关的记载，它们不仅活跃在民间，甚

至还被应用在军事上，不得不令人惊叹

于古人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时至今日，与机器人相关的高新科

技产业已经成为全世界着力发展的热

点，而作为曾经在“古代机器人”研制上

可圈可点的成都，也在世界舞台上发出

了自己的声音。

世界智能大会智能科技展上的仿生机器人。图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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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进行“千手观音”表演的人形机器人。 图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