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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命，是浩瀚宇宙中最奇妙之花朵。
生命世界中，最复杂、最美好和最值得骄傲的就是智能。
至少在2500年以前，就有人开始研究人类自己的智能和大脑，之后是生物智能及制造与智力活动相关
的机器。
今天，在我们的社会生产、生活和媒体中，已经处处可以见到“智能”的身影。
但是，到底什么是智能和智能学?人和生物的智能在哪里?何以产生？
常有耳闻的“智能化”、“人工智能”等，是炒作还是真事?智能科学的前景如何?机器真的有智能、
精神、感情和意识吗?影视故事中，那些助人为乐的或恐怖可怕的智能机器人，将来是否真的会出现?
智能学已经成为现代科技之热点，未来科技发展之关键，为全世界所瞩目。
    本书以十分大胆的方式带领读者追随历史的足迹，跨入相关的学科海洋，去领略丰富多彩的智能世
界，拜访古中国、古希腊学者及文艺复兴、近代各历史时期和当今的代表人物，涉及五彩缤纷的主要
学派，勇敢寻觅我们心中问题的答案。
全书不求完整而求精练，避开了复杂的数学而又保持了严谨的思维，化艰深学术论述为轻松幽默谈吐
，让众人在较短时间里了解复杂的智能世界。
    本书可以拓展大众读者的眼界与思路，启迪对智能科学与技术的兴趣．同时也是相关领域的研究者
和学习者不可多得的参考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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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天瑾 1938年生，湖北红安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
1990～1992年赴荷兰、比利时研究神经网络理论与应用。
曾任中国海洋大学电子工程系主任、信息工程中心主任，国家级863／CIMS工程青岛市专家组组长，
中荷政府级合作项目中方首席科学家，兼任IEEE高级会员、中国神经网络委员会委员等职。
曾主持多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863高技术项目、国家童点实验室项目，出版著作《智能机器
与人》、《神经网络技术》，在国际国内发表论文1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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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复杂性与复杂系统（1981年，1996年）  第三节 计算与智能数学（20世纪90年代）  第四节 西
尔勒：中文屋子（1980年，2000年）  第五节 彭罗斯：电脑没有头脑!（1989年）  第六节 人一机国际象
棋大战（1990～2004年）  第七节 克里克：意识是脑神经活动（1994年）  第八节 脑科学与生物信息学  
第九节 智能体（1995年）  第十节 集成电路与机器人  第十一节 王守觉：高维空间几何信息学  第十二
节 徐雷：“阴阳”学习理论（1995年）  第十三节 多种智能技术集成  第十四节 走向成熟与融合第六章
智能世界将来如何：同人类荣辱与共  第一节 模拟论  第二节 不断退缩的未知与神秘  第三节 智能学不
迷信神秘  第四节 智能机器将灭绝人类?  第五节 提升争论水准  第六节 自然哲学之困境  第七节 群体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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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智能学简史》图文并茂，文本生动，适合高中以上文化水平读者阅读。
可开拓青年人的眼界与思路，启迪青年人对智能科学与技术的兴趣；对生物智能与机器智能感兴趣的
大学生、研究生会乐于细读全书；教师、研究人员与专家，也会从中有更大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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