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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期 ，人 工 智 能 大 模

型引起社会各界关注。从

知识中来，大模型的能力

来 源 于 人 类 的 庞 大 知 识

库；到知识中去，大模型也

将 重 新 塑 造 人 类 知 识 应

用、创造和转化的模式，在

经济社会发展中产生巨大

价值。《大模型时代》一书

对这些内容进行了详尽的

介绍和展望。

大模型拥有丰富的各

学科知识，并表现出一定

的逻辑能力，这是因为科

学家利用海量的人类语言

数 据 和 大 规 模 的 GPU
（图形处理器）算力，对大

模型进行了预训练。当前

最新的模型，为其精心挑

选的预训练知识数据量达

到 13 万 亿 token（字），相

当于 500 万套四大名著的

规模；而通过训练提取的

“ 知 识 片 段 ”即 模 型 的 参

数，有 1.8 万亿个。无论训

练量和参数量都远超以往

人工智能模型的规模，这

也是人工智能大模型这个

名字的由来。

这种利用庞大语料库

对人类知识进行建模的方

式，可理解为对现实世界

的一种“模糊压缩”。通过

训练好的大模型来解答问

题，相当于对世界的“模糊

还原”。“ 模 糊 ”可 能 导 致

问题解答不准确，但也因

为模糊，大模型可以解答

原 有 知 识 解 答 不 了 的 新

问题。

“压缩”和“还原”的过

程中，大模型都在反复预

测文本中可能出现的下一个字。它用这样的方式来理

解人类语言和知识的规律，并在遇到问题时，利用模型

学到的规律，一个字一个字地生成连贯而有意义的内

容。由于使用自然语言（而非程序语言）与人类进行交

互，大模型可以灵活地接收并完成人类下达的各种知

识型任务，这就打开了大模型跨学科跨行业应用的广

阔空间。

大模型具有强大的应用前景。利用训练中积累的

知识，辅以专业领域的知识库和流程逻辑，大模型可以

充当行业专家的人工智能助手，甚至直接为客户提供

一对一的知识服务。例如，面向乡村教师的人工智能

助教，可以帮助教师进行课程设计和作业辅导，显著提

高乡村教育质量。通过一对一的知识定制应用，大模

型能大大降低专业服务的交付成本，打破以往服务个

性化和普惠化之间的矛盾，让更多人享受到教育、医疗

和法律等领域既个性化又普惠的专业服务。

大模型还能通过知识的跨界关联，推动人类新知

识的发现和创造。20 世纪 80 年代，科研人员开始通过

计算机技术分析科学文献，寻找新的关联协作机会点，

比如利用这一方法发现鱼油跟雷诺氏综合征的关联

性，据此提出的疗效假设得到了验证。在跨学科研究

成为大势所趋的今天，化学及材料科学等领域的研究

显示，人工智能能实现更灵活、更深度的知识理解和挖

掘，可将不同学科、不同语言的知识关联到一起，帮助

科学家发现创新盲点，提出新假设，给出跨学科研究路

径甚至合作对象的建议，从而推动人类知识发展到全

新水平。

工业制造未来也将是大模型的用武之地。大模型

通过推动人类知识向物理机器转移，实现更复杂的工

业人机协作。在以往的工业制造自动化领域，机器人

依据严谨的预定义编程指令来执行操作，执行任务的

能力受到一定限制，因为大部分的人类知识存在模糊

性，对这些知识的理解和应用依赖于环境和常识。比

如对机器人说：“我要一个苹果。”机器人不知道该去拿

还是去买，不知道去哪拿、怎么买。而大模型可通过自

然语言的交互，理解人类任务，借助自身训练获取的知

识和外接的环境感知能力——知道冰箱在哪，猜测冰

箱冷藏区可能有苹果，正确拆解任务并转译为机器指

令——找到并打开冰箱，取出苹果，如果没有，则通过

网络下单购买苹果。这样，大模型就在人类与机器人

之间建立了复杂的、实时动态的协作机制，完成之前无

法实现的、更高难度的工业制造任务。

未来，知识的应用、创造和转化将提升到一个新的

高度。从老百姓可感知的民生普惠服务落地，同时进

行更多方向探索——推动工业制造升级和科研手段演

进，人工智能大模型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将逐步往深层

次发展，从而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大模型时代》：龙志勇、黄雯著；中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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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加强考古工

作和历史研究，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

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

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让古籍

里的文字活起来，离不开一项项具体而又有创

造性的工作。《执一不二：〈吕氏春秋〉的诗笔

记》一书选择《吕氏春秋》这样一部先秦重要典

籍作为切入点。

吕不韦在秦庄襄王、秦王嬴政时期为相 13
年。根据《史记》记载，为了让秦更强大，吕不

韦招食客三千人，“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

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

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书成之

后，吕不韦命人将书“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

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

金”。“一字千金”的典故由此而来，可见吕不韦

对此书思想和文字的自信。

历代学者对《吕氏春秋》的史料价值充分

认可。在思想价值上，不少人把它归为杂家之

列，意指综合诸子、兼容并包，思想上却不成一

家。也有部分学者认识到它的更大价值。司

马迁把《吕氏春秋》与《周易》《春秋》《离骚》《国

语》《孙子兵法》等古代经典相提并论。东汉高

诱则认为《吕氏春秋》“大出诸子之右”。

实事求是地说，《吕氏春秋》是对当时及

此前治国理政历史经验的系统总结，是古代

治 国 理 政 思 想 与 智 慧 的 结 晶 。 仅 就 表 述 而

言 ，《吕 氏 春 秋》堪 称 先 秦 最 考 究 的 文 字 之

一。对于这样的古汉语美文，如何以现代汉

语的方式把它的韵味和美感表达出来？本书

作者选择用诗的方式对《吕氏春秋》进行了白

话文翻译。

作者认为，诗句以精粹见长。对于思想著

作而言，诗可以与论同样庄重却更富于感情，

可以与论同样严谨而更易引发共鸣。如果诗

句足够精到和贴切，会帮助读者体会 2000 多

年前豪士英杰们的抱负和格局，感受到历史深

处的时代风云和精神风貌。

《吕氏春秋》涉及领域极其广泛，翻译起来

相当困难。译者力求以词达意，做到信达雅；

同时在遣词造句上尽可能地体现现代诗文的

格律和气韵，较好地兼顾现实主义原则与浪漫

主义手法。翻译过程也是作者对《吕氏春秋》

历代研究成果进行学习、吸收、甄别和转化的

过程。作者既对前辈学者的学术贡献心存敬

重，又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研究脉络，给出自

己的思考和见解。作者将自己的翻译定义为

“诗笔记”，以细读典籍、再现典籍的笔记形式

体现其文化传承创新的自觉。

书名中的“执一”和“不二”源于《吕氏春

秋》，意为“抓住根本，形成合力”。我们传承发

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需要以这样的态度，将

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等一

代代读解、传承、发展下去。希望读者能从这

部“诗笔记”中受益，也期待有更多方式方法

“打开”古代典籍，实现汲古润今。

（作者为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副校长）

袁吉富

历史典籍的诗意再现

从知识中来，大模型的能力来源
于人类的庞大知识库；到知识中去，
大模型也将重新塑造人类知识应用、
创造和转化的模式，在经济社会发展
中产生巨大价值。

《执一不二：〈吕氏春秋〉的诗笔记》：

扎希译；研究出版社出版。

2018 年底到 2019 年初，草地贪夜蛾入侵

我国。作为一种危害全球的农业害虫，它们一

路迁徙，对我国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构成严峻

考验。

好在，借助重大迁飞害虫监测和防控体

系，我国科学家及时关注和研判害虫迁飞路

线，并作出预案。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迁飞害

虫研究团队在我国西南边境提前进行布防，多

个试验站建立起来，大量高空探照灯一路布

设，连成一张大网。2019 年初，科研人员完成

了入侵我国的草地贪夜蛾的基因测序，确定了

它们的类型、主要危害对象，同时也找到了精

准防治的生物药剂和化学药剂。

除了边境防控，天地空一体化的监控网络

全天候监测迁飞情况，使草地贪夜蛾被牢牢控

制在迁飞过渡区以南，没有在我国黄淮海夏玉

米和北方春玉米两大主产区造成大的危害。

随着科技进步，我们正在拥有更多“虫口

夺粮”利器。过去几十年间，我国建立起一整

套全球最庞大、最复杂、科技含量最高的植物

保护系统，从陆地到海洋，从地上到天空，宛如

一张“防虫天网”，保卫着我们的劳动成果。

迁飞性害虫为害甚巨

虫害对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造成重

大威胁。人类漫长的农耕史，也是一场

人类和虫害斗争的历史。检搜史书，

可以找到太多诸如“蝗虫过境，寸草

不生”的记录。

危害大田作物的农业害虫，很多

都具有迁飞的特点，蝗虫就是最典型的

迁飞性害虫。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

在世界范围内，农作物病虫害造成的产量

损失在 37%左右，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迁

飞性害虫造成的。迁飞性害虫会随着季风一

起迁徙，有的迁飞数百公里，有的跨越大陆，

飞过海洋，迁飞距离可达数千公里，在陌生而

遥远的地方突然暴发，对迁入地农业生产造

成巨大威胁，是导致作物病虫害大流行的重

要原因。

昆虫为什么要迁飞？这其实是一种生存

策略。简单来说，当一个地方食物开始匮乏，

昆虫就会集体迁飞，开拓新的食物来源。以

2019—2020 年危害全球农业的沙漠蝗虫为例，

它们最初从非洲出发，一路迁飞到两河流域、

南亚等地，数量庞大，速度很快，为害甚巨。来

自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监测数据显示，每平方公

里中迁飞的沙漠蝗虫，一天就可以吃掉 3.5 万

人的口粮。

我国是农业大国，也是迁飞昆虫影响的

重点区域，尤其是我国东部，处在东亚昆虫迁

飞场中，这是在东亚季风等多种因素共同影

响下形成的一个巨大迁飞场。我国公布的 10
种 一 类 农 作 物 害 虫 中 ，就 有 8 种 具 有 迁 飞 习

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迁

飞性害虫及其传播的作物病害，在我国年均

发生 15 亿亩次以上，每年潜在粮食损失超过

800 亿斤。

从人工标记到海上航捕

昆虫的体积通常很小，而且绝大部分习惯

于夜间迁飞、白天休息，这种昼伏夜出的习性，

使得人类很难直接观测到迁飞现象。那么，科

学家是怎么知道和认识昆虫迁飞现象的呢？

在我国，相关领域研究可追溯至 20 世纪

60 年代。最初，科学家们在不同区域发现了类

似的病虫害现象，猜想害虫可能像候鸟一样迁

飞。为了证实这一猜想，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牵

头组建了协作组，以当时危害严重的黏虫为研

究对象。这一工作持续了 3 年，在我国东部 8
省份，捕捉、标记并释放了 200 万头黏虫，并先

后在远离释放地的地方回收到 12 头标本。这

项研究首次证实了黏虫是一种迁飞性害虫，它

们南北往返，接力式迁飞，直线飞行距离可达

600 到 1400 公里。

20 世纪 80 年代针对棉铃虫的研究，成为

迁飞性害虫研究和防治的典型案例。当时，棉

铃虫在我国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暴发成灾，面

积之大、为害之重历史罕见。奇怪的是，虫灾

在南北不同地方同时暴发，但在同一地方每年

发生的情况又有所不同。科学家们猜想，这种

差异可能是迁飞造成的。为此，科学家们提出

了一个“棉铃虫兼性迁飞”的假说。

为证实这一假说，科学家们首先根据暴发

地分布，推测棉铃虫迁飞路线，然后再去实地

验证，看能否捕到昆虫。在这条推测路线中，

渤海湾是一个重要通道，每年从华北往东北迁

飞 的 昆 虫 ，很 可 能 在 这 里 跨 越 大 海 。 为 此 ，

1996—1997 年，科研人员 14 次乘坐客轮，在海

上捕捉昆虫。

这场艰辛漫长的跨海捕虫之旅证明，之前

的预测是准确的，14 次航捕中，科学家们发现

21 种跨海迁飞的昆虫，并首次证实棉铃虫具有

长途迁飞的能力。

全天候监测为防治提供支持

发现了昆虫迁飞规律和迁飞通道，

意味着可以把虫害防治关口前移，在

迁飞途中甚至在迁出地进行更大力

度防治，尽可能减少迁飞种群数量，

将迁飞昆虫危害降到最低。

而要做到这一切，当时的科研能力

远远不够，还需要长期观测和深入研究。

为此，科学家们反复寻找，在渤海湾中找到

一个没有农业生产的小岛——北隍城岛。北

隍城岛隶属于山东蓬莱长岛，面积 2.7 平方公

里，岛上有两个村庄，人们以渔业为生，不进行

农业生产，这意味着岛上不会有本地的农业害

虫，凡是在岛上发现的农业害虫，都是迁飞过

境的，这是一个绝佳的研究地点。

科研人员 2002 年上岛，在岛上安置高空探

照灯，这种设备可以在夜晚诱捕大量趋光昆

虫。随后，一部车载昆虫雷达被运送到岛上，

安置在一座小山的山顶，这是我国制造的第二

部昆虫雷达，可以在夜空中监测到人类肉眼看

不到的昆虫。

现在看起来，这部车载昆虫雷达并不算先

进，它无法准确识别昆虫的种类，只能捕捉动

态画面，然后由科研人员将雷达成像拍摄下

来，寄回北京进行对比识别。科研人员住在渔

民家里，晚上监测和诱捕昆虫，白天解剖昆虫，

研究昆虫迁飞过程中的特点和习性，每日不

辍，积累了大量研究数据和素材。

后来，科学家们在北隍城岛建起了一座监

测和研究迁飞昆虫的试验站，命名为长岛试验

站。在这里，科学家们针对多种迁飞昆虫进行

长时间的监测和研究，并研发出多种监测预警

和防治方法。

实施“三区四带”布防措施

探明昆虫的迁飞规律、迁飞通道等特点，

虫害防治就变得更加高效。比如，在迁出地加

大防治力度，能减少昆虫迁出数量，这样它们

在迁入地造成的危害就会降低，或可维持在可

控范围内。针对棉铃虫的防治就是其中的典

型。在探明渤海湾迁飞通道后，科学家们进一

步了解了棉铃虫迁飞路线，它们每年 5—6 月从

华北平原起飞，一路翻山跨海到达东北平原，

在 9—10 月又从东北平原回到华北平原。可

见，华北平原是重要的防治地，科学家们在这

里种植抗虫棉，减少棉铃虫数量，迁出的棉铃

虫少了，迁入的自然也就少了。

再如，在昆虫迁飞途中进行拦截，也可有

效降低虫群数量。昆虫拦截方法有很多，迁飞

高峰期，一盏高空探照灯一个晚上可以诱捕成

千上万的昆虫。地面灯诱设备、性诱设备等，

也可用来协同拦截迁飞昆虫。

长岛试验站这样的工作各地都在进行。

基于防控工作的需要，农业农村部实施了“三

区四带”布防措施。所谓“三区”，指主要位于

西南华南的周年繁殖区、主要位于长江流域的

迁飞过渡区以及主要位于黄淮海及北方的重

点防范区。三个区域特点不同，采取的防治措

施也不同。所谓“四带”，即边境防线、长江防

线、黄河防线、长城防线四大防线。每一条防

线上，都有无数试验站、昆虫雷达、高空探照

灯、地面诱捕设施等，根据田间情况及时开展

应急防治工作。

目前，我国各地农业部门、农业科研单位、

农业院校等都在不断推进农业迁飞害虫的监

测预警。这张全方位监测预警的“防虫天网”

威力还在不断强化，比如，今天的昆虫雷达更

加先进，可以实时监测昆虫迁飞情况，包括识

别昆虫种类、监测迁飞数量等。在全国任何地

点发现迁飞昆虫，都可以在最短时间内确定迁

飞情况并发出预警，开启防治工作。这样的场

景正在不断实现。

（作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

院院长）

图①：山东蓬莱北隍城岛俯瞰。

图②：多频全极化雷达。

以上图片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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