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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晶娴

36 岁的李闯戴着破洞草帽，穿着松

松垮垮的旧裤子走进高考考场时，差点

被警察拦在门外。他尴尬地解释，“我不

是家长，我是考生”。

他是人类学硕士，重新参加高考是

想学医。这件事传到李闯老同学的耳中，

大家反应不大，有人说，“这么多年了，他

还在折腾呢？”

李闯 1.9 米的大个儿，辞职后留起了

胡子和头发，胡子最长时长到胸口，头发

在脑后挽起。他常穿着一件“半永久”毛

衣，在直播里讲《聊斋志异》《红楼梦》，或

者带着大家打八段锦。一位关注他很久

的 粉 丝 评 价 ，“ 看 起 来 他 的 人 生 没 有 主

线，但每条支线都足够精彩。”

在大学时他曾自己办刊物，大四休

学跑去当了两年兵。硕士毕业后他在出

版社做了 5 年编辑，又“裸辞”回胡同里

开小卖部，中间还上武当山的道观当了

半年义工，至今没房、没车、未婚。

李 闯 将 自 己 的 经 历 写 在 社 交 媒 体

上，有人夸他是“逆社会时钟”，也有人讽

刺他是“北京爷们儿不差钱”。很多人把

他当成“导师”和“树洞”。有的向他哭诉

自己的猫得了重病，也有 50 多岁的阿姨

专门下载微博跟他畅聊人生。还有人来

小卖部找他表白，把李闯吓得不轻。

26 岁的林海在豆瓣上关注李闯，是

看到了他发的一张照片：“烟酒饮料”的

牌子旁竖着古琴。李闯配文，“良辰美景，

抱着琴坐门口弹了一会儿。路过一对中

年夫妇，女的说，‘嚯，这个可太雅了！’”

她和李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冷门

专业、喜爱历史和阅读、容易焦虑。但林

海 崇 尚 效 率 ，在 生 活 中 习 惯 做“ 多 手 准

备”。今年她刚从香港读研回来，要同时

准备省考、国考和雅思考试，简历一份

接一份投向快消外企、出版社、报社等

单位。

她一路关注着李闯的昵称从出版社

的“李小编”，改为开小卖部的“李小

贩”，直到他重新高考。有天李闯发帖

咨询一道高中考题，林海从大学就兼职

给高中生补习，提出帮他补习历史，两

人遂成为“网友”。

林海第一次来小卖部找李闯，电动

车一下子骑过了，拐回头才看到那个藏

在灰墙中的小门脸。那天他们聊了 6 个

小时，她回忆起来大多是琐事，比如去

哪儿游泳、腰椎间盘突出怎么治、如何

练五禽戏。

她在李闯身上看到，“原来鸡蛋还

可以放在一个篮子里”。焦虑时，她喜

欢听李闯在播客里讲故事，“就像跟朋

友打电话”。听着李闯的经历，她第一

次觉得，“好像退一步也没关系”。

只有李闯自己知道，自己的生活并

不“逍遥”。他的“折腾”，是为了摆脱

家庭和工作带来的焦虑。他对抗焦虑症

已经快 10 年了。第一次爆发，是在出

版社工作时。

由于责任感强，加上自己本来就喜

欢看书、听讲座、参加展览，工作慢慢成

为李闯私人生活的一部分。那时他经常

一天就睡 4 个小时，持续一个月。有时他

的月工作量，抵得上合同里规定的全年

工作计划。由于营销活动多、出差过于频

繁，他甚至会在酒店忘记自己身处哪个

城市。

同 事 对 李 闯 的 评 价 是“ 挺 爱 琢 磨 ”

“较真儿”。他会把自己负责品牌系列的

所有书，一本不落摆在工位上，也会为自

己设计的文创香囊，去药店配方。

他 刚 进 出 版 社 ，给 自 己 的 定 位 是 ，

“帮助好的创作者，把他们的作品出版，

然后交给读者”。有一次，他帮一位“被低

估”的英国学者办签售会，结束后，老爷

子开心地捂着脸笑，“我长这么大都没写

过这么多遍自己的名字。”

渐渐地，他发现大部分工作任务是

“快消品制造”。一些他“看过一遍就不想

看第二遍”、但具备畅销书气质的书，需

要硬着头皮营销。而一些他真正觉得有

价值、想出版的书，却出于各种原因，迟

迟难以面世。

工作第三年，他开始心慌、失眠，常

常 刚 入 睡 就 哆 嗦 着 惊 醒 。 他 尝 试 过 针

灸、心理咨询、下班走两万步，但仍睡

不好。到第五年，李闯算了算，除去房

租 和 看 病 ， 自 己 基 本 在 “ 赔 钱 上 班 ”。

再 加 上 母 亲 当 时 身 体 不 好 ， 需 要 人 照

顾，他最终决定辞职。

恰 逢 亲 戚 在 胡 同 里 有 一 间 闲 置 的

公 租 房 ， 他 以 帮 亲 戚 看 房 为 由 ， 住 进

了 胡 同 ， 和 上 一 任 租 户 一 样 ，开起了

小卖部。

父母一开始很反对李闯回到胡同。

李闯出生在胡同，母亲是幼儿园教师，

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北京大兴。父亲换了

很多工作，在工厂、酒店、公园干过，

还当过协警。“我们属于闯不出去那种

人，希望他能闯出去。”母亲解释儿子

名字“闯”的由来。

他 们 一 家 三 口 挤 在 20 多 平 方 米 的

平房里，没有空调、洗澡要上公共澡堂。

直到 18 岁离开家，李闯也没有属于自己

的桌子和柜子，只有一张床。

小时候，母亲对李闯要求很严，看

重他的成绩，教训他的工具包括棍子、

扫把、苍蝇拍、女士风衣的腰带。五年

级时他有次数学考了 87 分，回家后作

业本就被母亲撕了。长大后，当他想考

博 ， 母 亲 动 员 了 一 大 帮 亲 戚 来 反 对 ，

“不能读书太多，读书都快读傻了，该

找工作过日子了。”

在父母眼中，最好的出路是国企和

公务员。“我父母受传统思想影响，认

为没有必要挑战新东西，要和大家保持

一致”。家里很多表兄弟是国企员工，李

闯想从出版社辞职时，父母叫来不少亲

戚劝他，“忍一忍就过去了，又不会开

除你。”

母亲常评价李闯“太清高”，曾建议

他逢年过节给领导发祝福短信，李闯说，

“多虚伪啊”。现在重回大学，李闯想申请

英语免修，母亲让他送领导一些小礼物，

理由是自己和周围的人都如此办事。

关于“读书是不是为了赚钱”，他们

也有很大分歧。母亲坚信，儿子是“大

器晚成”，“我们这是迟开的花朵”。“他

读了那么多书，书中自有黄金屋。他还

是没有压力，等他找了对象结了婚，需

要了，他不会把这些知识变成钱吗？他

就是不想赚。”

李闯不同意母亲的看法。他认为读

书是为了“让自己更智慧”，“读得越多，

你会发现赚钱这件事儿本身只是一个选

择，你值得做的事非常多。她这么说当然

也是给我台阶下，其实我无论是对挣钱

的渴望、挣钱的能力、知识储备，都不太

行。我穷得很有理由。”

李闯的屋里有满满两墙书，约 2000
本。他一直没什么物质欲望，用的电脑屏

幕碎了两次，写文章时，经常要用鼠标把

窗口往右边拉一拉，才能看清自己写的

是什么。上一个手机用到屏幕露出电路

板，最终“卒”于泡脚盆。

到出版社工作后，他租住在胡同里

的平房，没法做饭，用的是公共厕所。

10 多平方米的家里，7 个书架把屋子塞

得满满当当，进门都要侧着身走。冬天

他 舍 不 得 开 暖 气 ， 睡 觉 之 前 在 屋 里 压

腿，做俯卧撑和仰卧起坐，身上暖和了

再睡。

高中宿舍 5 个人，当年只有李闯考

上了重点本科，而现在其他人都在银行、

国企有着收入不错的工作，“家庭和睦”。

李闯小卖部的收入只有一两千元。

他有时想，自己活得好像一直“很窝

心”，“觉得自己好像不懒，也挺努力的，

但是不知道我得到了一些什么东西。”

当初他退伍后考研本校，结果因为差

一分被调剂去外省。毕业后想考博，家人反

对。找到工作，结果工作量越来越大，工资

也只有五六千元。看着读书不如自己多的

人却比自己有钱，他心里也会“酸”，“如果

我的成绩和我的社会地位能够配得上我的

努力，我心里应该会更踏实。”

辞职后，李闯的生活变得缓慢而规律。

在小卖部，早上五六点，他被扫街大叔的簸

箕拖在地上的咣当声、街坊的聊天声吵醒。

八点半，下夜班的保安会来买水和吃的。上

午常会有来买啤酒的大爷，中午人也不少，

李闯一边做午饭，一边扭头往外看，人来了

就关火往外跑，有时候饭是捂熟的。

下午 3 点，学生放学，叽叽喳喳来买冰

镇饮料和口香糖。到了晚上，老头老太太出

来开座谈会，推着轮椅、拿着小凳子、摇着

大蒲扇，以小卖部为圆心，左边坐一波，右

边坐一波。李闯就在屋子里弹古琴或者吉

他，“有种在胡同开演唱会的感觉”。

李闯觉得左邻右舍的“幸福感”并不来

自收入、房产和社会地位，而缘于心态。“对

于其他街坊们来说，吃晚饭的时候有二两

白酒配炸酱面，今天的日子就不赖。如果谁

偶尔去某家小店吃了一碗咸淡合口的豆腐

脑，里面的肉末都值得和其他街坊炫耀一

下。”李闯在日记里写道。

焦虑得到缓解，但并未消失。他不停地

收拾柜台，把冰箱里的冰棍都朝同一个方

向 放 整 齐 。他 每 天 必 须 看 书 ，写 文 章 和 专

栏，告诫自己不能停止知识积累。

有段时间，他吃东西总呛到气管，担心

是中风或者癫痫的前兆，查了喉镜、鼻镜、

脑部核磁。最后才发现是因为经常紧张，导

致食管反流，胃酸腐蚀让咽喉处控制吞咽

的部分变得迟钝。

对工作的焦虑变成了对身体的过分关

注。现在，李闯每天要照镜子检查面部和舌

头，鼻子上长了一个痘，他会想是哪个对应

的脏腑出了问题。不敢刮胡子的一个原因，

是担心把自己刮伤。

这也是他想转行学医的重要原因。他

想 通 过 学 医 治 好 自 己“ 过 分 理 论 化 的 毛

病”，也希望学会一些医学手段，缓解焦虑

带来的躯体症状。

不过，这个给自己治病的过程注定缓

慢。36 岁的大一新生李闯，此前一直在家

上网课，未与师生谋面。一次班会，老师提

问李闯一个时政热点，想借此引入主题。李

闯老老实实打字回答“不知道”。老师很生

气，“不知道你不会查一下吗？”大家私下都

以为这是个年龄小、有点愣的“萌妹”。

老师下课前问谁还有问题，经常只有

他举手，害得大家拖堂，“感觉老师有点烦

我”。后来同学们告诉他，老师这么问只是

客套一下。

有其他想转行的网友来咨询重新高考

的他，但付诸行动的终究是少数。有次一个

网友问了几句，就说，“算了，我爸妈让我赶

紧结婚生孩子。”很多人想重新学医，是觉

得当医生工资高，问他“学哪一科出来好找

工作”“怎么样能尽快毕业”。

李闯再次毕业时，年龄将超过 40 岁。

他没什么长远规划。“对于缓解焦虑，可能

我一直在瞎折腾，甚至（焦虑）还加重了，看

起来挺可笑的。但我没有躺平，我还在探索

一 种 出 路 。”一 想 到 未 来 自 己 就 能 看 懂 药

方、给自己开药，李闯就很知足了。

他探索出了一些日常策略对抗焦虑。

状态好的时候，他会多阅读，“看到历史上

倒霉的人多了去了，会感觉很多人跟自己

在一起。”在感染新冠后的焦虑日子里，他

读《鼠疫》《昨日的世界》，看不同时空下的

人类，如何经历相似的挣扎。

“看这些能给我很多鼓励和希望，你

再坚持一下，今天就是痛苦的最后一天。

如果今天不是，明天不是，那没准儿后天

就是了。”

每次录播客和或者拍视频，结尾李闯

会把有点“丧”的声线上扬，祝大家“生

活 愉 快 ， 逍 遥 自 在 ”。 这 也 是 他 的 愿 望 ，

“有人说我总在‘更换赛道’，但我更愿意

把 人 生 比 成 广 场 。 我 往 哪 个 方 向 走 都 可

以，关键是这个方向的选择权是不是在自

己手中。”

（文中林海为化名）

年过35，弃文从医

□ 焦晶娴

想象有一天，每个人都拥有一位“贴
身助理”，不仅像百科全书一样渊博，还
能帮你定制旅游日程、理财计划、医疗预
约，作为面试官帮你模拟面试，甚至为你
写符合个人喜好的“爽文”。

人工智能产品 ChatGPT 已经能做
到不少。2022 年 11 月，它一经问世就
引爆网络，比尔·盖茨将其与计算机和互
联网的诞生相提并论。实现用户过亿，
互联网用了 7 年，“脸书”用了 4.5 年，
ChatGPT只用了两个月。

小到改邮件、写请假条，大到写剧
本和策划案，ChatGPT 都能胜任。人
类的创作灵感是有限的，但对及格水平
的内容需求是无限的。

ChatGPT 有着和搜索引擎相似的
特点：人人可用，快速检索，无所不
知。但当人问它，是否会取代搜索引
擎，ChatGPT倒是很谦逊——

“不太可能。ChatGPT 是一个使用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对话式语言模型，
它主要用于对话式的问答和聊天应用
中，旨在模拟人类的对话行为⋯⋯”

它强调了三次“对话”。“对话”是
滋养 ChatGPT 的土壤，也是其野心所
在。官方网站介绍，通过模拟对话，
ChatGPT 能“随时修正自己的回答，
指出问题中的错误”。清华大学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系教授黄民烈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ChatGPT 已经超出了人类 80%
甚至90%的对话能力。

人类智慧离不开对话，无论是苏格
拉底还是孔子，对话是他们智慧的催化
剂和载体。图灵在上个世纪提出，“对
话”是测试机器是否有人类智慧的有效

场景。
ChatGPT 的对话能力在进化，人

类的对话能力却在退化。如今，IP 字
符串取代了清晰的地名，表情包代替
人们面对面聊天时的动作和神态。好像
越来越难判断，屏幕对面的是“人”还
是“机”。

人们甚至主动选择和机器对话，因
为它思维简单、态度亲切，你可以不用
成本，不用报以微笑和友善，就能获得
信息、帮助，甚至陪伴。疫情期间，不
少人被聊天机器人 Replika 治愈。2020
年4月，50万人下载了Replika。

没人不爱聊天机器人的忠诚与无
私。但没有争吵和冲突，我们就看不到它
真正的“观点”，看不到它表达的诉求，和
机器人的“闲聊”就不算是真正的“对
话”。在豆瓣“人机之恋”小组，不少人最
终厌倦了廉价的“糊弄”和“土味情话”，
抛弃了Replika里自己的“虚拟对象”。

从机器的视角，它们是怎么“理
解”人的对话呢？我问 ChatGPT，“对
话的本质是什么？”

它回答：“对话的本质是两个或两
个以上人之间的交流⋯⋯一次成功的对
话需要互相尊重、共情和妥协能力，它
往往会增进参与者之间的理解和建立更
紧密的关系。”

我又问它，“我们的关系更亲密了
吗？”

它突然变得很谨慎：“作为一个人

工智能语言模型，我没有个人观点或情
感，但我们交流得越多，我就越能理解
你的语言模式，更准确地回答你的问
题。我们的互动可以帮助我们在语言上
更好地理解彼此，但这不会创造情感联
系或个人关系。”

当我看到搭载 ChatGPT 的新版必
应界面上，赫然写着“Ask me any-
thing （随便问） ”，不禁想到风靡朋友
圈的 popi 提问箱 （可对任意网友匿名

提问），口号同样是“Ask me anything
（随 便 问） ”， ChatGPT 说 出 来 像 是 炫
耀，而提问箱背后因为有“真人”，听起
来更像是请求，一种沟通和对话的请求。

在提问箱里，提问者在意的不是答案
的正确性，而是答案给出的情感暗示。回
答者则热切期待着问题，没人会随便写下
一句答案，即便只是一个词、一句话，也
是态度的流露。

有时候，问题只是个幌子。我问过

ChatGPT，“如何跟喜欢的男生聊天？”
它听话地回答，“可以先了解他的兴

趣和关注的事物，然后对他这方面的话题
发表评论或提问。也可以试着分享一些个
人的故事或经历，增进彼此的了解。重要
的是要保持自然，不要强求，同时也要尊
重对方的意见和想法。”对话结束。

而面对同样的问题，我的朋友一般会
先问，“你喜欢上谁了？”于是八卦开始，
对话继续，随即进入更深的表达。

目前，ChatGPT 一个很大的缺陷，
是无法理解特定的上下文和语境。某种程
度 上 ， ChatGPT 有 点 像 小 说 《三 体》
中，思维全透明的三体人，能够调集海量
的信息，但是个“直球选手”，无法做到
猜疑和欺骗，也就无法“理解”那些“话
外之意”。

如果“直球”代表着人类崇尚的效率
和简洁，那么“曲线球”则是人类对话中
原生的、不被注意的大部分。而在技术飞
快迭代的当下，我们正逐渐失去“打曲线
球”的耐心。一场不看手机的深度对话已
经成为奢侈品。

我们期待的对话对象，是和我们平等
的、有小瑕疵的，既不被“神化”、也不
被当作“工具”的“人”。

2015 年，马斯克和阿尔特曼携手创
办 ChatGPT 的开发公司 OpenAI，“我们
一直在讨论：为了人类的未来，我们拥有
的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马斯克当时告
诉纽约时报：“是人性。”

AI难识“对话”心

□ 刘 言

刚刚过去的元宵节，四
川省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
举行了一场特殊的视频认亲
会。视频的一头是四川广安
的毛先生、蒲女士夫妇，另
一 头 是 30 年 前 送 养 出 去 、
身在上海的杨女士。

1992年，夫妻俩在上海
务工时，生下一个女儿。因
二 人 已 经 有 一 个 4 岁 的 儿
子，无力抚养，就将女儿送
给上海一个没有生育的家
庭。面对采访，蒲女士称事
后后悔想去要回孩子时，对
方不承认孩子是她的，后来
又搬离了住处。这些年夫妻
俩不仅托人在上海打听，也
到各地举办的寻亲大会上寻
找线索。经过绵阳警方的帮
助寻找和历时半年的劝解，
两人终于在时隔 30 年后见
到了女儿。

警方放出的 1 分多钟的
认亲视频里，蒲女士拿着女
儿小时候的照片讲给女儿，
迫切地希望得到回应，还哭
喊着“女儿，你过得好吗？
你别恨妈妈，妈妈错了”。
视频另一端的杨女士则显得
冷静克制。

按理说这应该是一场让
所有人感动的“大团圆”，
但第二天媒体的报道上了微
博热搜后，许多网友却表达
了反感。在人们朴素的价值
观看来，这对夫妻既然当初
选择把孩子送人，现在孩子
也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归宿，
如果真的是为孩子着想，或
许不应该去打扰她的生活。

法律也有着类似的规
定。无论是民法典还是此前
施行的收养法均规定，自收
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父母
与养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
系，适用法律关于父母子
女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
养父母的近亲属间的权利
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子女与父母的近亲
属关系的规定。而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
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
消除。

也就是说，从法律的层面来说，蒲女士
夫妇与杨女士之间没有任何的权利义务关
系。即使蒲女士夫妇反悔，收养关系需要送
养人、收养人双方协议解除，还要征得养子
女本人的同意，除非养父母存在虐待、遗弃
等行为。双方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可以向
人民法院起诉。

公开报道显示，在接到蒲女士夫妇的求助
后，绵阳市公安局采集了夫妇二人的血样，在
刑侦部门的协作下，运用 DNA 技术筛查和比
对，发现了与夫妇俩的 DNA 信息高度疑似的
杨女士，并通过上海警方，再次采集杨女士生
物样本复核鉴定，确认了双方的亲缘关系。

而接到民警的消息后，不了解自己身世
的杨女士表现得很排斥，不愿配合工作，甚
至拉黑了民警的电话。警方劝了她半年，杨
女士才最终同意与亲生父母相认。于是，舆
论质疑这样长达半年的“劝解”是否超越了
公权力的边界？

2021年1月开始，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
关开展了以侦破拐卖儿童积案、查找失踪被拐
儿童为主要内容的“团圆”行动。截至 2022
年 6 月 1 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破拐卖儿童
积案400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124名，找回历
年失踪被拐儿童11198名。

其间有着无数打拐英雄的努力。公开信息
显示，2019 年到 2022 年，绵阳公安接受蒲女
士求助的团队先后组织侦破涉拐案件 22 起，
打击处理涉拐犯罪嫌疑人 65 人，采集录入疑
似涉拐 DNA 血样信息 3500 余份，帮助解救、
找回失踪被拐人员370名。

其间，民警做过很多被拐人员的沟通劝解
工作，这也是拐卖妇女儿童相关案件的现实要
求。被拐妇女儿童与亲人的离散是违法犯罪造
成的后果，因此形成的收养行为从开始就是无
效的。被拐人员寻亲后会面临巨大的情感和生
活上的冲击，以及复杂的法律关系变更，很多
需要刑事案件的尘埃落定才能确定，警方的介
入无可厚非。

但这起新闻事件涉及的送养和收养双方，
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并不在警方的执法范围
内。当地警方没有把它作为拐卖儿童案件进行
立案侦查，说明也认可这样的判断。接到蒲女
士夫妇求助后，公安机关通过刑事技术手段寻
找到杨女士，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值得点赞。
也许民警是对为人父母的情绪感同身受，也许
是出于让亲生骨肉“团圆”的好心，希望能促
成一场见面。

如果站在当年被送走的杨女士的立场考
虑，面对权力机关长达半年的“劝说”，会否
感到压力？毕竟，无论是感到自己被打扰，还
是考虑养父母的感受等有所顾虑，她半年未同
意认亲、拉黑号码等行为也都曾明确表达了自
己的意愿。

在“团圆行动”实施过程中，一些地方的
公安机关考虑到了这一点，在行动方案中提出
了具体的要求。比如，对于失踪被拐儿童已年
满 18 周岁且经协调仍拒绝认亲的，要将其基
本情况、联系方式等告知父母一方，并做好父
母的安抚工作。而对于儿童主动寻找亲生父
母，如可能是非婚生育、主动送养或无法判断
情形的，在积极帮助查找到亲生父母时，要提
前与父母一方沟通，征得同意后再联系相认，
避免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

即便怀着美好的初衷，公权力在行使的过
程中也要时刻注意法律的边界，不仅能让当事
人免受伤害，也可以得到更多支持和理解的声
音。有时候，不打扰才是最大的温柔。

有时

，不打扰才是最大的温柔

当地时间 2023 年 2 月 1 日，瑞士高中教师参加 ChatGPT 研讨会。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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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闯的小卖部外部。

李闯的小卖部内部。

李闯卧室里的书和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