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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启钱

技术发展到今天，但凡可以精
准测量的事物，或能被精确计算的
东西，大数据加人工智能，都进行准
确的预测或预报、设计或计划。无论
是乌克兰上空激战的无人机，还是
SpaceX 的可回收火箭；无论是在核
磁共振技术层层扫描后的病变苗
头，还是远在几千里之外台风胚芽
的“成长”轨迹⋯⋯人工智能都能像

“全知”一样，表现出只有神话中才
会有的那种超能力。

有人提出一种理论，可以把人
工智能的这种超能力，运用到经济
计划上，以解决“市场失灵”这个造
成社会资源极大浪费的痼疾。

这种理论认为，计划经济之所
以在上世纪遭遇失败，是因为经济
活动中的信息是分散的、不完全的，
有时甚至是彼此冲突的，这与计划
者有限的获取信息手段和处理能力
之间，产生无法克服的矛盾。而人工
智能和大数据虽然不能说专为解决
这个问题“量身定制”，至少能提供
最佳解决方案。所以，基于这种技术
之上的经济计划，不但不会再重蹈
覆辙，更可以体现出“构建理性”的
巨大优越性。

确实，人工智能加大数据的发
展方兴未艾，很多应用场景是现在
的我们所无法想象的。但是，人工智
能再强大，应用在宏观经济计划上，
都不可能达到笛卡儿等十八世纪欧

洲大陆理性主义哲学家们所预想的
效果。实际上，连一个需要自负盈亏
的大型企业，也难以靠人工智能对
生产经营进行精准计划和设计，而
不得不向“扁平化”方向发展，以灵
活的决策机制处理多变更多样的市
场信息。

这其中，人工智能无法预测人
的情绪变化，因而无法掌握人因为
情绪变化而导致的行为变化，无法
对这种行为进行设计，是一个不可
忽视的因素。

经济活动既是人一系列行为的
过程，也是一系列行为的结果。人的
行为，除去基于本能的基本需求之
外，多数出于个体理性的选择，还有
一部分则由于人的情绪变化导致。

出于生命本能的基本需求，可
以被预测被计算，因而可以被设计。
比如一个人一天需要多少卡路里的
热量，需要多少毫升的水，正常情况
下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不要说人工
智能，一个家庭主妇都能估算出一
个家庭一个月应该买多少米。

出于个体理性的选择，则由于
价值的主观性和主观价值的变化
性，难以被计划。比如今天早上喜欢
吃馒头稀饭，明天早上可能又想吃
大饼油条。由于不可能使每个个体
被计划在不同时间作出同一选择，

也不可能让所有个体被设计成在同
一时间作出同一选择。

所以，无论计划者是人还是机
器，都无法处理比海量还海量的数
据，一个早餐馒头，都可能把超级服
务器“噎”死过去。

由于情绪变化导致的行为变
化，甚至有时候连本人也会在事后
觉得匪夷所思，让人工智能去计划，
显然更不可能。

近日，我在准备一趟回故乡的旅
行，计划去超市买一些伴手礼。中午，
根据自己的计划，走进一个综合体。大
门口，保安让扫码，我没有任何犹疑。
电梯下到负一楼，准备进超市。超市门
口一位工作人员挡住，又让扫码。我
说，楼上大门口扫过了才进来的呀。工
作人员说，进超市必须再扫一次。

面对层层加码，如果我此时稍
有点理性，我应该扫码进场，完成此
次购物计划。手机就拿在手里，支付
宝的页面也没有关掉，不会增加过
多麻烦的。

但我一下子来了情绪，转身就
走，心里还念着：“你加我一码，我少
你一单，咱们谁怕谁！”

明明计划好并按计划进行着的
事情，因这样一点小事，导致情绪发
生重大变化，并进而导致行为发生根
本逆转。这样的情形，自己在一两秒

钟前都无法预测，人工智能可能吗？
这就是情绪的特征，没有征兆，

无迹可寻。
人都是有情绪的，或者说人就

是一种情绪化的动物。喜怒哀乐，七
情六欲，让吃饱穿暖之后的人生，因
经常变化而演绎出戏剧性的色彩，
但也使人的行为捉摸不定，反复无
常，“计划没有变化快”就成为常态。

说来有趣，消费的增长，经济总
量的增加，社会福利的提高，甚至人
类的文明进步，可能都与人的情绪
变化呈正相关关系。

比如，比男人更情绪化的女生，
可能会因一点小事而生气，并因此
去商场大买特买，也可能因为朋友
圈中的一个点赞而开心不已，并因
此去小吃街狂吃一通。这一阵狂买，
这一顿大吃，一定是超出其基于生
命本能需求的增量。如果没有这种
因情绪变化而出现的增量消费，人
类的经济活动，可能永远走不出简
单再生产的循环。

当然，情绪变化不一定导致狂
吃大买这样的“为”，也完全可能导
致如我在某超市门口转身就走的

“不为”——这个时候，最先进的人
工智能也得急流勇退，最强大的大
数据也要退避三舍了。因为它们可
能也知道，唯有情绪难计划。

唯有情绪难计划

徐雪英

1937 年 8 月，日本战机首次轰
炸宁波栎社机场，宁波陷入战火泥
潭。据不完全统计，仅到 1941 年 4
月，宁波已遭敌机空袭 735 架次，
投弹 2124 枚。战火中的宁波平民，
伤亡苦难如影随形，随时降临。

■大皎毋忘亭：突围
战的记忆

海曙区章水镇有大皎，又名南
山。村民主姓杨，先祖杨仁贵于南
宋宝庆年间从东钱湖青山迁入。因
村前有大皎溪，故名。1941 年 4 月
宁波沦陷后，驻甬地方军政机关撤
到四明山区，在大皎成立“四明山
游击区司令部”，组织对敌斗争。为
消灭抗日武装，日军同年 5 月大举
进攻大皎。因被军政机关突出重围
撤走，日军放火将大皎村变成火海
炼狱。大量村民在火海中惨死。

现村内有“毋忘亭”，记录的便
是这段历史。1972 年，为建皎口水
库，大皎村民迁移他地。迁入南山的
那批沿用旧名大皎。2004年行政村
调整，大皎、细岭、北山、下塘四村合
并成立新的大皎村，至今亦然。

象山茅洋有日军“华中矿业公
司”遗址，地处五狮山主峰北麓，茅
洋氟石矿区附近。氟石，俗称萤石，
是用作飞机制造的重要化工原料
和冶金催化剂。1926 年起，茅洋氟
石矿一直由当地民企负责开发。
日本攻占宁波后，在该地强划矿
区，驱赶居民，架设电网，构筑碉
堡 ，开 办 起 华 中 矿 业 公 司 ，用 各
地 抓 来 的 中 国 平 民 ，充 当 劳 工 ，
赤裸裸掠夺氟石矿源。据汉奸励
乃鹏 1946 年供述：在华中矿业公
司 ，丧 生 的 中 国 劳 工 约 有 2700
人。现在氟石矿周围仍有“万人坑”

“杀人场”、碉堡、住房等遗迹散存。
1997 年，象山县在该地建成“日本

侵略军在象山罪行陈列馆”，以记
此难。

■四明基督教堂：对
抗苦难的力量

鄞州钟公庙街道有四明基督
教堂，以地处四明西路而名。战争
降临后，面对伤亡苦难，更多平民
选择皈依宗教，希望从宗教中汲取
活下去的力量。再加上民国政府与
基督教关系密切，因此即使在炮火
隆隆的上世纪 40 年代，基督教仍
在宁波发展壮大。

1937 年，基督教传教士在鄞
南傅家𡍲始建布道所。随着战争孤
儿的增多，1943 年，布道所建孤儿
院收容无依无靠的难童。因为归属
伯特利教会，故名三星伯特利堂孤
儿院。1949 年后，孤儿院更名为新
村伯特利教堂。1958 年，教堂被政
府征用。1985 年，信徒在慧灯寺买
下一间半房子，恢复该教堂，易名
为钟公庙慧灯寺基督教堂。1995
年，在今华裕路，政府拨地两亩多，
重建此教堂，新取名为钟公庙基督
教堂。2008 年，在四明西路地块，
政府又拨地七亩二分，建造最新教
堂，名为宁波鄞州四明基督教堂，

2014 年建成，至今亦然。
鄞州东钱湖镇有韩岭基督教

堂 ，因 地 处 韩 岭 村 得 名 ，始 建 于
1940 年代末。传该教堂由金姓婆
婆起头，初期借用民宅集会。1990
年代，信徒们购入原韩岭胶木厂，
改为教堂后，始用现名。2007 年，
迁至现址。

■永安公墓：战乱中
兴起的宁波早期公墓

鄞州五乡镇宝同村有永安墓
园 ，为 宁 波 早 期 公 墓 之 一 ，建 于
1940 年。公墓起源于西方。19 世纪
下半叶，随着西方侵略者进入我国
城市租界，作为一种新式的具有严
格管理制度和标准化建造理念的
殡葬建筑——公墓，对近代中国的
殡葬文化产生极大冲击。1928 年，
为解决人地关系及卫生问题，在民
国政府推动下，宁波等地颁布公墓
规程，推广公墓。可公墓安葬实行
起来十分艰难，鲜有人响应。

随着战火的持续蔓延，贫民和
流民数量不断增多，死亡率也越来
越高。对不少底层家庭而言，有墓
安骨已非易事。在政府及民间助葬
机构的推动下，经济适用的公墓终

被越来越多的宁波人所接受。
除永安墓园外，鄞州东钱湖镇

的万金、钱湖等公墓，也在这个时
期所建。万金公墓地处东钱湖茶亭
村，建于 1940 年。钱湖公墓则位于
象坎村，因内设台北宁波同乡会墓
园，故又有华侨公墓之称。

■ 白 鹘 桥 、团 堧
（ruán）：战争胜利的历
史见证

鄞州白鹤街道有白鹘桥，地处
白鹤新村前塘河上。由 6 块 3 米多
长的石板铺成，桥栏石上阴刻“白
鹘桥”三个大字，护岸用浆砌块石。
始建于宋绍圣二年（1095 年），现
主要为清代建筑风貌。据传在清同
治年间，当地村民在这一带发现一
只白色的鹘，被视为吉祥物，即用
它来命名此桥。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
宣布无条件投降，二战结束。同年
9 月 13 日，宁波在江东白鹘桥上举
行受降仪式。日军八十九旅团、九十
一旅团 8530多名官兵缴械投降。侵
占宁波的日军投降代表、“浙东联络
部”部长草野昌藏签下投降书，白鹘
桥成为中日战争历史见证者。

宁海西店镇有团堧村，东临象
山港，村民主姓戴。传戴姓之前，此
地已有陈、蒋二姓居住。《戴氏宗
谱》记，戴姓先祖起初由福建泉蛙
湖，迁居台州温岭南塘村。元至正
年间，戴少詹为避纷乱，又卜居至
宁海西店堧里。因此处枕山面海，
地如团聚，故名团堧。堧，本义为河
边地，此处作海边地。

团堧村东原有一小岛，名东
岙，现已与团堧相连，成为一体。
1949 年 4 月 25 日，蒋介石自奉化
溪口启程，坐车换轿至团堧，由该
岛下象山港，乘“太康”号军舰驰往
上海复兴岛，后又远遁台湾。1949
年 5 月 25 日拂晓，解放军六十五师
一九五团和六十四师一九 O 团在
宁波市中心会师，宣告宁波胜利解
放。由此，宁波进入了新的历史发
展时期。

从地名视角看近代宁波社会变迁（之四）

刘尚希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分配
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
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
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
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
系。”“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
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众要
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
性 收 入 。” 按 劳 分 配 和 按 要 素 分
配，已经明确了构建分配预期的原
则。

其中的“劳”是和自身努力挂
钩的，既有简单的“劳”，创造低
附加值；也有复杂的“劳”，带来
高附加值，两者带来的回报自然是
不同的。其中的“要素”是通过收
入积累形成的财富进入市场来配置
使用，通常表现为“资本”这个要
素。获得财产性收入，也就是财富
通过市场实现资本化。要让更多的
人获得财产性收入或资本性收入，
必须承认和保护私人产权，并健全
市场规则。

这也是明晰分配预期的一个重
要条件。否则，就不会有人通过简
单劳动、复杂劳动来创造和积累财
富，也不会有人拿着自己的财富
去市场上冒险变成“资本”办企
业，或投资到别人的企业。一个
社会有了清晰的分配预期，人人
努力、人人参与和人人共享的社
会格局就会形成，共同富裕就有了
希望。这涉及结果公平与机会公平
的关系。

促进共同富裕首先要解决的问
题，就是防止两极分化，坚决稳住
底线。而要做到底线公平，政府就
必须在公共服务方面加大力度。我
们党提炼概括出“七有”目标，即
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和
弱有所扶。这个“七有”是中国实
践的系统总结，目的在于保障底线
公平、防止两极分化。

所以，我们讲结果公平，应该
更多从底线公平的角度来认识这个
问题，并实施结构性改革，出台相
应的政策措施，而不是针对贫富差
距泛泛地强调缩小，那样的“缩
小”很容易落入平均主义的陷阱，
导致国家发展停滞不前。世界上不
乏这样的前车之鉴。如一些拉美国
家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甚至
造成老百姓生活水平倒退，原因就
在于平均主义的政策倾向导致发展
不能持续。

我们在强调底线公平的同时，
还要承认结果的差距，就是不设天
花板，不搞同步走。共同富裕不是
同步富裕，不是同时富裕，实际上
是在部分人先富起来、部分地区先
富起来的过程中去不断地促进共同
富裕。不能说现在我们要拉平、搞
齐步走，这是不现实的。因此，我
们在结果上还得承认差距的客观存
在。

除了在底线公平上做足文章，
更重要的是在发展机会上追求平
等，让每一个人的努力与所得相匹
配，实现起点公平、过程公平。这
实际上是一个分配预期的问题。如
果老百姓把分配预期的重心都放到
政府身上，就意味着对政府的依赖
性大大增强，反而会弱化劳动与所
得之间的关系。如果两者的关系出
现弱化，大家就不会去勤劳致富，
也不会去积极创新，只会等着政府
让我富起来。一旦社会形成了这种
预期，蛋糕就不可能做大，人的发
展也会落空。从当前现实来看，如
何努力实现发展机会的平等，是我
们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作者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院长、研究员）

来源：北京日报

如何引导社会的“分配预期”

韩浩月

据报道，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青
年人开始把生活数字化，并把这种
新方式命名为“量化生活”。量化人
生目标、精确时间管理让人生具有
目标感、掌控感，但也带来了哲学方
面的讨论：人的生活究竟能否被彻
底量化？

从报道的例子来看，“量化生
活”已经渗透到青年人生活的方方
面面：有人用运动手表量化健康，每
天监测自己的运动、睡眠、减重等目
标，数字的波动会影响到自己的心
情；有人量化自己的时间与人生目
标，给自己的本职工作与副业做好
精准的分配，实现了两者兼得；有人
量化自己的爱情，“陪伴 4 分，安全
感 5 分，信心 3 分⋯⋯”，通过给男友
打分的方式，来理性判断两人的相
处方式是否合适。

相信生活中这样的例子还有许
多，每个人多多少少也能从这些例
子看到自己的影子。专家与学者从
哲学、心理、文化等多个层面对此表
示担忧，这是很正常的，毕竟在人类
过去的生存经验里，多数工作与任
务是可以合理量化的，而一些有关
生活与情感方面的感性认知，不太
适合量化，也不被提倡量化，因为在
许多人的价值观里，一旦感性认知
被量化，容易掉入“物化主义”的陷
阱，会让人变得浮躁与焦虑，失去对
生活与人生的通透体察。

但在一个人们的生活全面被数
据与智能开始包围的时代，也有必
要对“量化生活”转变观念与态度。
时间在加速，碎片化让人目不暇接，
此时的“量化”，可以更多转移到对

时间与精力的集中方面来。在理性
方面，“量化”可以更加明确人的目
标，找到并分清优质时间和垃圾时
间的区别，让人的创造价值得以更
好体现；在感性方面，“量化”提供了
一种参考、校准甚至是安慰作用，一
定程度上能帮助人认清自己与他
人，有助于修正、调整关系与相处方
式。

作为一名中年人，笔者其实无
形中也处在“量化生活”的包围中，
比如用运动手表的数据，来催促自
己生产数据，并从中参考自己的健
康状况；比如量化自己的阅读时间，
每天必须花费一小时以上或者阅读
100页左右的书，如果没有这样的量
化，每天读书的习惯就很难坚持⋯⋯
在今天，无论处在哪个年龄层，都可

以感受到量化所带来的激励效应，
它也成了“坚持”的代名词，量化行
为本身所携带的奖励机制，会有效
促进人往好的方向行走与发展。

当然，单纯把人的行为变成数
据，或者干脆让人成为数据的附庸，
是万万不可行的。人有必要分清楚
自己与数据之间的距离与区别，在
享受“量化生活”的时候，不被“量
化”绑架。数据是人的服务工具，“量
化生活”这一生活方式，也应当为人
追求美好生活而服务。所以，人在过

“量化生活”的时候，要为这种生活
方式多注入一些人文色彩，别因为
量化而让生活僵化。

如果“量化生活”带来了舒适
感，增加了成就感，那可以量化的时
候，干嘛不量化呢。

辩证看待“量化生活”

大皎村口的大皎商店

山通曲径的大皎村居
（图片由作者提供）

位于鄞州白鹤街道的白鹘桥
（朱晨凯 摄）

提醒 王祖和 绘

对比 罗 琪 绘

争辩 祁雪峰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