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6 悦读 2017.5.17 星期三 编辑 刘稳 校对 海飞 E-mail：liuwen@pdsxww.com

《人工智能》
作者：李开复；王咏刚
版本：文化发展出版社

眼下，“人工智能”已成热词。作为
一门被人们认为是计算机科学中高度
复杂、甚至令人生畏的学科，人工智能
正逐渐走下神坛，开始走入我们的日常
生活。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彻底改变人
类的认知，重建人机相互协作的关系，
甚至在翻译、写作、绘画等人文和艺术
领域，都开始出现人工智能的身影。本
书为创新工场人工智能工程院院长李
开复携手副院长王咏刚合著，深入解读
人工智能如何重塑经济、社会及人类生
活的未来。此外，当 AI（Artificial Intel-
ligence，人工智能）技术时代已成必然，
我们该如何在心理上把人和机器摆在
正确的位置呢？这也是本书要探讨的
问题。

“春日不减肥，夏日徒伤悲。”减的“肥”
就是脂肪。虽然以瘦为美得有个限度，但
提到脂肪，往往伴有负面联想。走样的身
材、不堪负荷衍生的病症，以及懒惰、迟钝、
缺乏自制力的成见……至于动物脂肪化作

舌尖上的美味，也被芝士、雪花、霜降这样
似是而非的词巧妙替代了。

偏偏有人对赤裸裸的“脂肪”一词穷根
究底。《脂肪：文化与物质性》一书的两位编
者试图为脂肪正名：面目可憎的不是脂肪
的物质性，而是我们先入为主的文化观。

曾几何时，人们也向往过脂肪，譬如物
资匮乏的年代，那点闪着诱人光芒的油水，
恨不能用米饭刮干净。而今越来越多人工
饲养的肉食丰富了我们的餐桌，对食物的
评价却往往是“没有猪肉味”这类古怪的抱
怨。一盘徒有其表的猪肉，较之记忆中简
单烹调的美味究竟差了点什么？恐怕得从
天然的脂肪香气找答案：“猪肠道相关氨基
酸的微生物转化作用中产生出的对位甲酚
和异戊酸”——它“既是失而复得的旧事
物，又是创新的新产物”，让我们备感亲切，
又日益金贵难得，或可暂时抛却增重的忧
虑大快朵颐。

得享受时且享受，否则，不定何时、何
人会假文化之手，消灭我们共知的脂肪物
质性，也可能我们已经深陷其中而不自
知。比如，近年深受营养学家推崇的橄榄
油，它在产地（如巴勒斯坦）是万用油不假，
但当我们为“特级初榨”一掷千金的时候，
不光是在为健康买单，其中有意无意地囊
括了对战火纷飞的土地的怜悯。专家抛出
的概念无法欺骗当地人的味蕾，他们真正

喜爱的还是亲手制作的浓稠、暗绿、扑鼻脂
肪香气的橄榄油。更典型的例子是利用脂
肪所引起的厌恶情绪，宣传减肥产品。没
有什么比一个人减肥前后的对比照更有煽
动性了，尤其是在反差巨大的时候，难怪一
个号称只吃某品牌三明治减肥成功的胖子
竟占据十年代言人之席，直到人们对他的
体重反复习以为常。

相比之下，我们更乐见脂肪文化性的
另一面。博伊斯赫赫有名的脂肪艺术品姑
且不论（不是每个人都认同它是一种审美，
如同杜尚的小便池），脂肪干细胞的医学前
景令人振奋。若能从这些便于抽取、主观
上也想摆脱少许的脂肪中，找到对抗疑难
病症的钥匙，真是大大的福音了。

正因脂肪不单纯是脂肪，连给它客观
归个类都很难——它不能视为身体的废弃
物，又对它爱不起来——我们更应理性看
待它。只要不是《被困住的身体》一章中穿
什么衣服都引人侧目的过度肥胖者，大可
不必被成见影响，去苛求自己的体重、以貌
取人、歧视脂肪。

作者认为，厌食症患者的过激反应主
要不是针对长胖的担忧，而是视厌食症为
他者、为盟友。其实，脂肪才是我们的他者
兼盟友。我们爱它带来的欢愉，恨它不可
掌控，相爱相杀若许年，何尝能真与之诀
别！ （乐倚萍）

在近代史上，罗伯特·赫德是一位争议
人物。作为英国人，他独掌大清海关48年，
该机构既被认为是中国利权外流的主通
道，是民族屈辱的象征，又被认为是清政府
效率最高、最廉洁的部门。19世纪70年代，
海关收入占清廷财政收入的20%，慈禧太
后甚至称他为“我们的赫德”。

赫德具多面性，他长年在海外生活，内

心充满孤独，强化了对自己国家的认同，心
甘情愿为其服务，不惜伤害中国利益。与
此同时，他深受清廷礼遇，恭亲王曾说：“赫
德虽系外国人，察其性情，尚属驯顺，语言
亦多近礼。”赫德的事业基础在中国，中年
以后已难再回本土发展，故在内心深处，他
又希望清廷稳定局面，不断进步。

赫德对中国人颇有好感，却又深为当
权者昧于天下大势而担忧，他力促清廷放
眼看世界，主动改良政治，却屡屡碰壁。但
即使被义和团包围在使馆中，性命堪忧，赫
德仍对中国未来充满信心，认为不能用狭
隘的眼光看中国。

总之，赫德是一个矛盾体，本书则展现
出赫德更多的侧面——在政治场外，他还
是一个生活中的人。

赫德来中国，仅仅是为了更高工资，像
许多年轻人一样，赫德也好色、多情、贪财，
却又无法在陌生人中公然展示出来，加上
当时英国也是一个严苛的社会，赫德不得
不背负起两方面的道德压力。其结果是，
他常出入风月场所，并一度包养了一名叫
阿瑶的中国女子，他们共生了三个孩子，这
些孩子成了赫德后来道义上和财务上的负
担。

赫德将这些孩子送回英国受教育，却
无法陪伴他们，这使他与孩子们之间缺乏
亲近感。仅仅为了看上去正常一些，赫德
跻身上流社会后，找了一位体面的妻子，但

妻子不愿在海外长期生活，两人只好在地
球的两端长年分居，以维持名分。

中年以后的赫德喜欢和漂亮女孩交
往，给她们写充满感情且有挑逗意味的信，
他给女孩们丰厚的回报，帮助她们的亲属
安排工作，给予慷慨的赠礼，但始终不越雷
池。对当时英国社会女性独立的趋势，赫
德的建议是：最好还是找个靠谱的人嫁了
比较现实。

在海关这个小天地中，赫德的生活太
狭窄，除了重复还是重复，所以他只能全力
投入工作中，用浪费生命的方式来应对孤
独。

晚年赫德得到爵士头衔，功成名就，在
收入上也算富豪，但他始终没能实现自己
的理想，至少在当时看来，东西方的鸿沟仍
难以跨越。

本书精描了当时驻外英国人小社会的
生态，并展示出它与英国本土社会之间的
互动，当时，英国人也多是大家庭，孝道亦
为重要价值观，性别歧视广泛存在，女性几
无自主发展的空间，大多数人从生下来，便
只能活在别人的目光中，按社会规定的范
本行事，即使是赫德，亦有太多不得不如
此，他努力改变与调试着自己，只为能融入
到无限苍茫的历史中。这令人浩叹：看来，
无论活在哪个年代，个体的挣扎、向往、怨
怼等，总是太过渺小。

（唐山）

双眼皮加开眼角手术已被越来越多
的人认定为眼部手术的黄金组合，能让眼
睛变大、有神、睫毛上翘。但有人担心会
留下疤痕，那么该如何避免开眼角疤痕增
生呢，我们这次特地请我市眼部精细整形
专家安一峰给大家讲解一下。

1.如果内眦赘皮较多，做开内眼角手术
眼部存在较多的内眦赘皮，内侧眼角

被挡住一部分，双眼皮显得较短，这样不
但影响了眼部的美观，还会影响眼的正常
功能。

治疗方法：切除内眼角多余皮肤，放
大眼睛。手术效果：拉近眼距，面部显得
均衡，眼睛长度变长，改善内眼角部位皱
纹多的情况。特别是和双眼皮一起做手

术，效果会更好。
2.如果你眼睛横幅短，就做开外眼角手术
开外眼角手术是考虑眼睛左右距离

短，延长外眼角的方法。大部分人在进行
开外眼角手术的同时，还会选择与双眼皮
手术并行，这样可以获得更佳的效果。

治疗方法：切开眼外侧黏膜，可不留
疤痕延长眼睛的长度。手术效果：使眼裂
增大，显得眼睛更长，改善双眼的形态，使
眼睛富有神采，改变呆板木讷的形象。

3.开眼角会产生疤痕
眼角部位的皮肤非常薄，开内眼角术

后切口疤痕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不像割双
眼皮那样可以完全隐藏在双眼皮皱襞
内。根据整形外科的基本原则，开内眼角

手术部分切口可以隐藏在双眼皮线和眼
睑边缘，但有部分切口是暴露在内眼角处
的，这个痕迹在手术后的一至两个月内是
可以见到的。不过，开内眼角术后的疤痕
会变得越来越不明显，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客观承认它，并有足够的耐心等待其完全
恢复。

4.开眼角疤痕会逐渐消失
大多数的患者表示开内眼角术后一

个月左右应该是比较受煎熬的时期，内眼
角疤痕会有明显的凸起，触摸时发硬，可
能会有瘙痒的感觉。然而在术后三至六
个月左右会逐渐消退、变软。

在开眼角手术前一定要确定自己
不是疤痕体质，疤痕体质不建议做开眼

角手术。一般来说，只要解决了挛缩问
题，就解决了无痕开内眼角增生问题，但
这个问题并不是所有医生都能胜任的，
只有经验丰富，熟悉眼部解剖结构，正确
定位手术
切口及长
度且将切
口 细 小
化 ，淡 化
挛 缩 疤
痕 ，才 能
彻底解决
开眼角留
疤增生问
题。

开眼角手术会留下疤痕吗？

脂肪是个好东西

《脂肪：文化与物质性》
李黎、丁立松译
三联书店

他独掌大清海关48年，用浪费生命的方式来应对孤独

挣扎在两种文明夹缝中的赫德

《中国岁月：赫德爵士和他的红颜知己》
（英）玛丽·蒂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柏林：一座城市的肖像》
作者：罗里·麦克林
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

柏林，变幻之城。如此循环往复
于强大兴盛与衰退萧瑟之间，从未真
正定型，让人更加想入非非。500 年
的城市历史，21 个柏林人，只有一个
柏林。静静地站在亚历山大广场，几
百年的历史事件和声色犬马如白驹过
隙。中世纪民谣诗人、建筑师申克尔，
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他们的身影
穿梭在柏林城墙之间。于是，我们看
见导演维姆·文德斯镜头中的天使振
翅飞过高举火把的纳粹游行队伍，看
见间谍作家约翰·勒卡雷笔下的乔治·
史迈利望着驶往奥斯威辛的满员列
车，看见作家伊舍伍德笔下的萨利·鲍
尔斯带着电影巨星玛琳·黛德琳飞奔
在上世纪 30 年代失控于享乐魔障的
柏林夜色中。 （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