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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機器人要多麼像人，才能

稱為人形機器人？就人體工學的考

量而言，其實只要粗具人形即可。

拿影史上最有名的兩隻機器人作例

子，C3PO就是標準的人形機器

人，站在一百公尺外便無法分辨真

假，而R2D2則否。

銀幕上的C3PO雖然人見人

愛，可是若在現實世界大量生產，

卻保證你賣不出去幾隻。為什麼

呢？因為它的服務對象是人類，而

人類對機械裝置始終抱持又愛又怕

的微妙心理。

沒錯，C3PO並不可怕，可是

看到它的金屬外殼，難免令人聯想

到「力大無窮」、聯想到「失去控

制」。年紀愈大的人，對它的親切

感愈少，而反感也就愈強烈。即使

他們能夠克服「科學怪人情結」，

也難以培養出親切感與信任感。至

於理智上接受它的人，仍然會有心

理上的障礙。試想，當一個面無表

情的金屬腦袋對你說話時，你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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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著它，還是會把它當成一具活動

喇叭？假如不必正視它，你就不可

能將它當成真人來使役，自然不能

讓機器人發揮百分之百的效率。

換句話說，金屬面孔不能算友

善的人機溝通介面。至於怎樣才算

友善呢？至少要從粗具人形進步到

人模人樣──有點像百貨櫥窗裡的

模特兒，在十公尺外就真假難辨。

不同於模特兒的是，它們甚至還能

擁有基本的表情。

（百貨櫥窗裡的模特兒個個都

有俊美的臉孔，便是純粹基於心理

因素。試想一件衣服倘若穿在面目

模糊的模特兒身上，那看起來會有

多麼彆扭。而心裡頭一彆扭，購買

慾自然下降。從這個小小的例子，

不難想像人工五官與人工表情的重

要性。）

四、人模人樣的機器人當然還

不夠完美，當然還有改進的空間，

只不過就實用價值而言，卻沒有再

進化的必要了。話說回來，雖然

「需要為發明之母」，可是「實際需

要」並非科技進步的唯一原動力。

科技（technology）與純科學最大

的不同，在於前者為社會的產物，

與政治、軍事、經濟、民生、輿

論、時尚都有密切關係。自由市場

競爭無異物競天擇，因此在人模人

樣的機器人發展成熟之際，只要有

一家廠商試圖精益求精、堅持錦上

添花，其他廠商勢必通通跟進，否

則難免遭到淘汰的命運。精益求精

的方向是什麼呢？自然是在「擬真」

這方面下工夫。因此機器人演化的

下一步，便是從人模人樣逐漸變得

幾可亂真。不只是頭部與臉孔，還

包括四肢與軀幹，乃至第二性徵；

不只是近看能瞞過眼睛，甚至抱在

懷裡也會覺得如假包換。android

這個英文就是專指這類機器人，也

有人翻譯成「仿製人」。

這一步當然會有阻力，例如衛

道人士想必會反對賦予機器人性

別，而科技恐懼症(technophob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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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則會擔心機器人有朝一日以假

亂真。然而無論價值判斷或道德判

斷是好是壞，自由市場的走向卻不

是任何勢力能阻擋的。舉例而言，

當今各國政府以政治力量防堵複製

人科技，卻仍然無法阻止這股必然

的趨勢。

百年後的科技史想必會這麼記

載：機器人學（robotics）誕生於

20世紀中葉，歷經50年的蟄伏

期，於20世紀末開始加速度發展。

到了21世紀中葉，機器人逐漸成為

萬用機器的典範，而且外形愈來愈

公認最早的西方科幻小說是

瑪麗．雪萊（Mary W. Shelley，

1797-1851）於1818年出版的

《科學怪人》（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故事

敘 述 一 位 年 輕 的 瑞 士 科 學 家

Frankenstein用屍體拼湊縫補成一

個「人」，並利用閃電賦予他生

命。結果這個其醜無比的「科學怪

人」由於無法獲得人類認同，憤而

對他的創造者展開報復，因而波及

許多無辜。

由於這個故事在西方可算家

喻戶曉，遂衍生出Frankenstein

Complex這個名詞，用以描述畏

懼新科技會造成反撲、會危害人類

的一種心理。既然中文書名《科學

怪人》已經深入人心（甚至有很多

人 誤 以 為 那 位 科 學 怪 人 就 叫

Frankenstein），這個名詞自然而

然應該翻譯成「科學怪人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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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子人》Isaac Asimov原著，

葉李華譯，天下文化（2000年）

《牛頓雜誌》第221期，牛頓

（2001年）

《 機 器 人 時 代 》 D i s c o v e r y

Channel Video, 協和影視代理

酷似真人，終於在21世紀末變得幾

可亂真。從此它們溶入人類社會，

成為「第二種智慧生物」。 □

葉李華

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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