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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辯論

留白，是藝術的境界，是人與人
溝通的層次，也是說故事的一種巧
妙。凡事都說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那可能是一篇不錯的說明文，但未必
是一個好故事，至少不太可能是一個
扣人心弦的好故事。

以美國女性主義作家凱特．蕭蘋
（Kate Chopin）的《一小時的故
事》為例，這篇小說講述了一位妻子
在短短一小時內，從得知丈夫去世的
悲痛，轉而意識到自在的喜悅，最後
又因丈夫意外回家而心碎至死。蕭蘋
在這裏巧妙地運用了 「未提及的細
節」 來留白了必要的情節，從而營造

出那令人震驚的結局。
在敘事中，蕭蘋沒有詳細解釋主

角與丈夫的婚姻狀況，也沒有透露太
多主角對未來的嚮往從何而來，而最
重要的是，直至結尾之前，蕭蘋都沒
有提及丈夫生還的真相。這些 「未提
及的細節」 引導讀者不由自主地以「先
入為主」的觀念去填補這些空白。

如此，我們才會在故事初，以為
主角為丈夫的死而傷心，那是因為我
們假設了妻子必然是愛丈夫，而丈夫
逝世必須叫主角傷心，其實不然；而
在結尾，世人又以為主角因為丈夫的
歸來而喜極而泣，實際上她卻是因夢

想幻滅而心碎至死。讀者與角色在錯
誤的預設中，得到了出乎意料的情
節，成就了反轉的結局。

如果你也是說故事的人，又想做
到這一點，你可以在初稿完成後，回
過頭來看看有哪些細節是觀眾理所當
然期待知道的，但又可以在行文間不
明說。例如，哪些信息可以刻意略
去，反而引導讀者去猜測？可以怎麼
暗示這些被省略的細節？哪些空白是
觀眾會自己去腦補的？如何讓讀者不
禁問起 「接下來發生了什麼」 或者
「為什麼會這樣」 ？

正如在恐怖電影中，留白的暗示

往往比直白的畫面更具衝擊力，因為
人類天性不喜歡 「不完整的故事」 ，
不喜歡到有時下意識地用上更多的資
訊、情感、偏見來填補空白。當然，
在《一小時的故事》中，最恐怖的也
不是那些留白，而是人性。

「我幫你問問。」
近日很怕聽到這句話，因為真的

遇到急需解決的事情。我面對難題，
慣了以最快速可行的方法處理；若事
情膠着要找援手，則想果斷明智地聯
絡最有能力、最關鍵或最具交情的
人。切忌逢人亂問一通，既要一再重
複難題的內容和前因後果，又要不斷
回答別人大同小異的提問，像錄音機
般說了又說，卻沒把握聽者能給予實
際幫忙，廢時失事。

縱有言 「人多好辦事」 ，但藥石

亂投，先無可避免要耗費精神心力交
代事件來龍去脈，對方的初步理解亦
往往只能徘徊於 「核心的外圍」 ，因
此回應很難有什麼石破天驚的啟發。
遇上難題，心情自然不好，理應盡快
用當前最省時省力的方法應對，讓自
己盡快擺脫負能量。若四處詢問路人
意見，目的不達之外或更添干擾，只
會越幫越忙。

許多人以為只要四處向人求助，
事情就可盡快出現轉機，其實不然。
由於難題的解決方法可能不只一個，

而是否最佳方法則因情況而異，所以
非當事人可能無法從實際情況衡量何
謂適切，只好將自己想到的傾囊相
授，或胡亂說話以作應付。困惱者倘
若接收過多資訊建議，篩選決定對策
的時間就會因此增加，變相拖慢解決
進度，令膠着狀態更一塌糊塗。最怕
有人明示熱情卻暗裏敷衍。聽了故
事、問了若干資料，然後強調 「我有
方法」 、 「我有經驗」 或 「我有人
脈」 ，然後掉下一句： 「我替你找人
幫忙」 、 「我替你問問」 、 「我全力

支持」 ，讓人滿懷希望，可是最後卻
音訊全無或只提供人人皆可上網查閱
的資料，令當事人空歡喜一場。如果
遇到不只一人有這種反應，就要等待
所有聲稱兩脇插刀的人回覆才可走下
一步。





在微博上看了一場AI辯論短視
頻，導演是一個小學生，他把三個AI
放在面前的桌子上，拋出辯題 「愚
公是應該移山還是搬家」 ，讓兩個
AI充當正反方，另一個則擔任評委
之責。經過十幾分鐘的辯論， 「導
演」 發現兩個AI的觀點慢慢趨同，
於是停止了這場辯論。而評委AI被
要求點評時卻表示自己出了問題，無
法回應這個問題，不知是確實出了
bug，還是AI耍滑頭拒絕得罪自己的
同類。

辯論賽雖短，卻很激烈，兩個AI
針鋒相對，從責任心、決斷力、成本

和對環境的保護等多方面，就愚公是
該搬家還是移山申述自己的觀點，駁
斥對方的看法，讓人大開眼界。更有
意思的是，這場辯論最終成為一次相
向而行的思想交鋒，這或許提醒我
們，AI思考是一種純粹的思考，不摻
雜情感因素，因而在綜合外部信息
時，對於不同意見，它會在理解的基
礎上辯證取捨。人類往往被情感支
配，為了爭一口氣，一根筋軸到底，
甚至無理也要攪三分。比起AI，辯論
確實更像人類為自己量身定製的活
動。

AI此種開闊胸襟和從善如流、廣

收並蓄的態度，無疑值得人類學習。
不過，這則視頻更讓我思考的還是那
位小導演。與其說他是在玩一次遊
戲，不如說設計了一個實驗，用以說
明當下的我們尤其是作為未來人的孩
子們，應該如何運用AI。想起我中學
的時候，數學考試是不許帶計算器
的，但大學考試就沒有這項規定，
因為需要考查的內容更加高級，沒
有必要在簡單計算上浪費考試時
間。而現在很多入職考試允許攜帶電
腦查閱資料，不以簡單記憶為考查目
標，也是同樣的道理。如果說今後的
人有什麼離不開的工具，我想AI必是

其中之一。指揮AI 「勞動」 幫助自己
解決問題，是未來人的必備技能。給
它們出題，在它們的 「辯論」 中深化
自己對某個問題的理解，亦應列入其
中。而這正是小 「導演」 可仿效之
處。

以留白說故事

幫你問問

動物的預測
進戲院前沒看太多劇情簡介甚至

評論，後來才知道山下敦弘執導的
《從水深0米開始》是從舞台劇改編
──主場景僅僅是那個只有沙子、一
點水都沒有的泳池，整套戲以演員的
大量對白推進故事，多少能想像這部
作品於劇場演出時是什麼模樣。

缺課女生被體育老師要求在暑假
期間，回到校園打掃游泳池，苦差多
無聊，她們開始聊到各自的煩惱和焦
慮──有的不敢在人前跳 「男舞」 ；
有的無時無刻不想要化妝扮靚，卻堅
稱不是女為悅己者容，而是為了自己
能夠可愛美麗；有的疑似暗戀棒球社
的某君但不敢表白；有的為了生理期
還要下水而跟老師理論。少女心事，
就像從旁邊棒球場吹到泳池底的沙子
一樣沒完沒了，而她們也沒有想要打
掃清光。與其說她們在高談闊論甚至
針鋒相對，不如說她們更像四位一體
自言自語悄悄話，未必都是批判跟控
訴，卻是盡訴心中情。

無風不起浪，沒水游不得，《從水
深0米開始》以水作為意象，四位女生

在那個乾涸泳池裏，談着不能隨心所
欲之事，泳池成了只有她們只有當下
的女性私密空間，適逢其會成了樹洞
填滿青春期的躁動和煩憂；沒有澄澈
水色與粼粼水光，給掏空了的泳池，
因為少女變得清新亮麗。劇末忽然迎
來一場雨，泳池開始漲水，化妝少女
的花容漸漸褪色，跳舞少女也不由自
主地起舞，她們因為「水」回復本色，
而那場雨也令她們剛才的打掃變得徒
勞無功──對啊，還煩惱什麼拚搏什
麼，水到便渠成，雨過就天青。

《從水深0米開始》劇場版本大
概更緊湊更有張力，但作為電影，似
乎顯得過於單薄，不僅人物塑造未見
深刻，以少女角度為出發點的性別議
題，也沒有被深刻挖掘，然而難得自
然流露也輕鬆自在。

孔子、蘇格拉底、耶穌有什麼共同
點？美國韋斯利安大學（Wesleyan
University）校長Michael Roth在新著
《學生：一部簡史》（The Student：A
Short History）中提出，他們都是出色
的老師，而且代表了不同流派的教學法，
教出了不一樣的學生。孔子因材施教，重
視和諧，他的學生以他為榜樣。蘇格拉底
教學生質疑權威，自我反省，擁有批判性
思維的同時保持謙虛謹慎，但也沒讓學生
根據某種教義生活。與他們不同，耶穌的
學生都一致認為基督代表唯一正確的道
路，因此全身心投入傳播福音，發展信徒
的事業中去。

但本書的重心還是學生。作者指出
「現代學生」 的概念始於十八世紀 「啟蒙

時代」 。從此時起，學生與過去聽命於師
父、亦步亦趨的學徒不同，成為能學會獨
立思考，並因此獲得自由的個人。他提到
美國幾位文化名人，比如女權主義先驅者
Jane Addams， 黑 人 思 想 家 W.E.B.
Du Bois等，說明現代教育的成功之處正
是在於培養出對抗傳統，深刻思考並付諸
實踐，改變社會的人。不過，當前語境
下， 「學生」 （student）一詞不如 「學
習者」 （learner）更受青睞，因為後者
明確提倡積極學習、主動學習、獨立學習
的態度和行動。

歸根結底，作者認為成功的學生都能
通過學習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模範學生
從學習中找到 「真愛」 ，下功夫提高自己
在某方面的知識和技能，最終分享學到的
東西。我們每個人都該終身學習，當好學
生。最後，出色的老師能啟迪學生，培養
人才，而優秀的學生也能給老師帶來靈
感，促進老師的成長。教學相長，不外如
是。

日本有豐富的 「妖怪傳說」 ，從
經典的妖怪漫畫作品《鬼太郎》、
《犬夜叉》，到近年熱門的動漫《鬼
滅之刃》等，都體現了日本獨特的
「妖怪文化」 。上月底，香港開通直

飛日本鳥取縣米子市的定期航班，筆
者搭乘該航線首航，前往這個充滿
「妖怪故事」 的地方。

鳥取縣是日本著名漫畫家水木茂
的故鄉，他創作的《鬼太郎》深入人
心，讓人們對妖怪的世界充滿好奇。
另一位知名漫畫家、《名偵探柯南》
作者青山剛昌也出生於此。因而，這
裏有多個與他們作品相關的紀念館和

特色景點，成為漫畫迷心目中的 「朝
聖之地」 。

筆者此行參觀了水木茂紀念館，
甫進門就見到 「鬼太郎」 角色雕像
（附圖）。工作人員介紹，該紀念館

在經過整修後於今年四月重新開放，
這座紀念館一直以來都是水木茂的粉
絲和妖怪文化愛好者的重要去處，館
內展示着水木茂的漫畫作品以及他在
生前收集的妖怪收藏品。

全新裝修後的水木茂紀念館，以
《鬼太郎》等代表作為中心，展出許
多新藏品，讓參觀者更深入了解水木
茂的創作理念和藝術風格。其中，最
引人注目的是水木茂的漫畫手稿，這
些珍貴的原稿讓觀者得以近距離欣賞
到他經典作品的創作過程。透過這些
作品，我們能感受到水木茂所傳達的
故事與情感，這些故事不僅僅是妖怪

的冒險，更反映了他對生活的深刻理
解和對人性的思考。

工作人員表示，當前展覽內容比
整修前更加細緻，無論是漫畫迷，還
是對日本文化感興趣的遊客，相信都
能在這裏找到靈感。





參觀水木茂紀念館

給掏空了的泳池

永遠的學生

古詩裏常有詩人報家門的情
況。有的是自報家門，有的是代
他人報家門。比如，蘇軾為朋友
畫作題寫 「扁舟一棹歸何處？家
在江南黃葉村」 。琵琶女對江州
司馬白居易： 「自言本是京城
女，家在蝦蟆陵下住。」 都是有
名的句子。

一個 「家」 字，並不單單是
客觀的信息表達。家不止是一個
地址，不管是亭台樓閣還是寒窰
茅屋，有家就有家人，有鄰居、
朋友、親戚，有喜怒哀樂，有衣
食住行，有春花秋月夏風冬雪，
有圍爐閒坐燈火可親。若本在家
中，那麼就充滿了一種溫馨閒適
的 「小確幸」 ，野水參差，疏林
欹倒，自得 「黃葉村」 田園之
樂。若然漂泊在外，那就將思
鄉、懷舊的情緒自然地蘊含於其
中， 「蝦蟆陵」 時時刻刻是錐心
之痛。

人無論在哪裏，本質上永遠是在歸家
的路上，只不過是時間早晚、距離遠近的
差異而已。既然有在外之人思家， 「故鄉
遙，何日去？家住吳門，久作長安旅」
（周邦彥）；那麼，就也有家中人掛念在
外之人， 「家住孟津河，門對孟津口，常
有江南船，寄書家中否」 （王維）。

報家門的詩句，往往都是樸素淺易、
不假雕飾的，字淺而愈見情深。蘇軾酒醉
訪友，步步迷離， 「但尋牛矢覓歸路，家
在牛欄西復西」 ；韋莊送日本友人歸國，
「扶桑已在渺茫中，家在扶桑東更東」 ，

與蘇軾之句子相映成趣。
家有時又有些虛無縹緲。詩人厭倦塵

世煩擾，心灰意懶，或已安家於山野一隅
避世，或將此作為希望。陸游以詩明志，
「家住蒼煙落照間，絲毫塵事不相關」 ，

看似飄逸的字裏行間卻掩飾不住落寞無
奈。方岳 「家在青山煙雨外，春寒幾立暮
江斜」 ，又有 「家住江南煙雨，想疏花開
遍，野竹巴籬」 ，可見是多麼嚮往在那蒼
茫如煙處過着與世無爭的生活。



美國總統選舉已塵埃落定。在
大選投票前夕，尤其是特朗普與哈
里斯選情膠着的時刻，娛樂性豐富
的 「神算大戰」 陸續登場，形形色
色的預測滿天飛。當中也不乏動物
明星化身 「預言家」 ， 「被動式」
參與了這一場二選一的遊戲。

在美國選情激烈的 「搖擺州」
賓夕法尼亞州，賓夕法尼亞大學一
位神經科學家進行了一項實驗，她
讓猴子通過注視照片來預測選舉結
果。不知有意還是無意，據說猴子
面對特朗普和哈里斯的照片時木無
表情，表現 「迷茫」 ，並未給出明
確答案。而在新澤西州，兩隻分別
貼有特朗普和哈里斯頭像的蟑螂，
進行了一場計時的短跑比賽，最終
「哈里斯」 率先衝線。

在瑞士，洛桑大學的一名教授
也讓愛犬Joy成為預測遊戲的要
角。他在Joy面前擺兩盤相同食
物，分別貼上特朗普與哈里斯的頭
像，結果Joy果斷地邁向 「特朗
普」 。

在泰國綠山動物園，一隻四個
月大、名為 「彈跳豬 」 （Moo
Deng）的侏儒小河馬，身材圓滾
滾，模樣萌萌噠，早前因一張大叫
的照片而走紅網絡，甚至遠至美國
也擁有不少 「粉絲」 。在美國《今
夜脫口秀》所作的非正式總統大選
民調中， 「彈跳豬」 被莫名其妙地
列為選項，又莫名其妙地以百分之
九十三的支持率，將特朗普與哈里
斯拋在後面。

不甘寂寞的泰國綠山動物園，
也給 「彈跳豬」 安排了一場 「直
播」 ，提供兩盤各刻有美國總統候
選人姓名的水果拼盤，讓目不識丁
的 「彈跳豬」 作選擇。也許是太餓
了， 「彈跳豬」 毫不猶豫地走向
「特朗普」 水果拼盤，大快朵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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