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棋盘上的未来之歌：AI 带来的共赢思考 

未来的棋盘上，AI 正与人类共谱一曲。读罢山中伸弥与羽生善治的《人类的未来，AI

的未来》，一种深邃而诗意的震撼在心中久久回荡。这不仅是一本关于技术的书，更是一封

寄给未来的信，穿越冷冰冰的算法、闪耀着计算力光辉的芯片，它最终探问的是人类的灵魂

——在技术的浪潮中，我们如何与 AI 携手合作，又如何为这个世界创造共赢的未来。 

棋盘虽小，却深邃如宇宙。棋盘上，棋手用智慧布局交锋，寻求胜利；棋盘外，弈者间

交流棋谱定式，探索谋篇。人类棋手下棋的过程，往往是追求“美”的过程，即使盘面上有

另外的选项，人类棋手的选择往往也会朝向使棋局更“美”的方向。无论是“天元之局”1中

的开局巧思、还是“不朽之局”2里的以退为进，抑或本书与谈人之一的羽生善治缔造的无

数将棋的经典名局，都体现着人类的美学追求。人们通过籍由经验和第六感形成的直觉，在

形势的美学分析中寻找自己的棋路，对“美”的不同选择，形成了棋手间的风格差异，而这

种理念差异的对抗，也让棋局超越了胜负本身，展现了更深层次的精彩。 

然而，从人类的经验诞生的直觉固然美妙，却无法穷尽棋局的无限可能。于是，人们带

来了 AI。人工智能的加入打破了棋盘边界，令对弈不再局限于直觉对局势的判断，而通过

穷举和演算找到最合理的破局点。AI 不会形成自己的棋路，自然没有美学意义的盲点，即

使面对常人熟悉的棋型，也有可能选择“极度危险”“没有意义”，却卓有成效的新下法，

形成全新的棋路。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非人之手”，常以不可思议的布局引领棋局走向全

新的未知。它提醒着我们：直觉之外也存在更多可能性，而 AI 的存在，正是帮助人类看见

这些可能的最佳伙伴。 

棋盘之外，亦是棋盘。从事创造性工作的行业，似乎同样也离不开追求“美”的直觉。

山中先生作为生物前沿的研究者，在制作 ips 细胞的研究中，从二十四个基因里找到了初始

化细胞的四个基因组合，个中秘诀竟也是“感觉”。“虽然没有根据，但这个基因好像很可

疑”，人们基于这样的判断做出的结论，很多时候出乎意料的准确。而让 AI 来代替人类从

事这样的工作，最终也只是通过不断重复，不断寻找比上一次更好的答案罢了。 

那么，既然不存在能用“直觉”判断正确答案的 AI，是否就对“直觉”没有帮助呢？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只有在与 AI 的互动中，人类才重新发现了直觉的真正价值——它并非

孤立的灵光乍现，而是在理性支持下达成的高度凝练的判断力。如果离开了 AI 的不断试验

和排除，山中先生的研究也无法从数百万的基因库进入到二十四个基因的配对阶段；同样地，

若没有 AI 带来的对原有定式的挑战，是否李世石也无法在人机大战中下出“神之一手”3呢？

AI 的程序逻辑挑战了人类固有的思维定式，而人类的反馈则为 AI 注入了更丰富的创造性。

这种双向互动，使得双方的能力都得以延展。 

我想，棋局不仅是规则之内你死我活的较量，更是超越规则、寻求共赢的探索。共赢的

核心在于合作，而非取代。AI 的出现没有替代人类的智慧，反而为人类开辟了一条通向未

知的道路。它让棋手们意识到，传统中的经验法则并非终点，而是另一个起点。人类与 AI

的关系，或许正如棋盘上的棋子，相互成就，彼此依赖，而每一粒棋子，都承载着创造与突

破的可能性。AI 不仅是棋盘上的助力者，更是所有创造性工作中的探路者。或许它无法体

验到直觉和“美”，不懂得人类在做出选择时的犹疑与挣扎，但它可以为人类的美学探索提

                                                             
1 指 1933 年吴清源与本因坊秀哉之间的著名围棋对局。在这盘棋中，吴清源以黑棋执先，首手即落于棋盘

中央的天元位置，打破了传统布局的常规，发了棋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2 指 1851 年 6 月 21 日，在伦敦举办的国际象棋比赛期间，由阿道夫·安德森与利昂内尔·基塞里茨基之

间的一场友谊赛。这局棋以安德森的胜利告终，他通过连续的大胆牺牲（皇后、两辆车和一匹马）达成了

美妙的杀局，因而被后世称为“棋史不朽的艺术品”。 
3 指 2016 年 3 月 13 日第四局人机大战中，李世石在极其不利的局势下，通过第 78 手（白棋）的一步妙招，

成功打破了人工智能 AlphaGo 的节奏，使其陷入困局并最终获胜。 



供更精准的工具和更开阔的视野，助力更深层次的创造。在科学研究中，AI 为复杂的实验

分析提供无与伦比的效率；在艺术创作中，它通过对庞大素材的学习激发新的灵感；甚至在

社会治理中，它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提出更加公正合理的决策建议。AI 的本质不在于冷漠地

超越人类，而在于以一种无可替代的方式，扩展着人类的能力边界。AI 的助力不仅提高了

人类直觉的精度，帮助人类提出真正突破性的、超越常规的决定；同时，人类做出的“神之

一手”也帮助 AI 不断优化自身，逐步接近对直觉的判断，为人类注入新的思路。 

棋局未终，未来无尽。布莱恩·阿瑟曾提到，“技术的本质，不是替代，而是延伸。”

A 从棋盘上的对弈到棋盘之外的世界，人类与 AI 的关系，终究是一个双向塑造的过程。AI

通过人类的反馈不断进化，而人类也借助 AI 更清晰地看到自己未曾抵达的边界。在这片棋

盘之上，我们既是落子者，也是被重新定义的棋子。人类与 AI 的共舞，或许不会有一个明

确的终局，但在这无数次交错的棋路中，我们会发现，未来从不在胜负之间，而在于这场共

生共赢的旅程本身。正如那一句：“棋盘之外，亦是棋盘。”这场棋局的真正意义，不是一

个关于结果的答案，而是一次不断开拓的探索，更是对未来的深情凝视和无尽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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