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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盖茨 和庞 帝的交 谈
1
 

1997年  邹晓辉  

    

�

盖茨：“个人计算机革命

�

发生了，它影响了亿万人的生活”，-5“这

场通信领域的革命

�

才刚刚开始。” -7  

    

�

“因为所有的信息都可以用数字形式

�

储存，因此在信息高速公路

�

上查找、存储和发送文件

�

就会相当简单。” 143  

   

�

“因为对它们的内容进行重新组合

�

非常容易。” 146  

    

�

庞帝：“

�

信息时代，也就是电脑时代

�

”，191

�

“愈来愈多的信息，

�

如声音和影象，都被 数字化

�

了，被简化为同样的 1和 0

�

。”24  

    

�

邹晓辉：“电脑、通信网络、多媒体传感与大众传媒等都只是信

息的载体和工具而决不是信息

�

本身。”   

    

�

“信息的

�

电子化、数字化或语言文字化所涉及的也只是信息的载

�

体和工具而非信息本身。”   

    

�

“盖茨和庞帝以及现在几乎所有的人所谈的所谓‘信息革命’其

�

实只是信息的载体和工具的革命，它们充其量也只能是信息革命的前

�

奏，而非真正的信息革命。”   

    “信息革命与载体革命或工具革命

�

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

盖茨：“即将来临的重大变化将与人们的通信方式相关。这场通

信革命带来的好处和难题将 比上次个人计算机革 命造成的好处和难

�

题大得多。” -6

�

“人类的许多进步之所以产生，多半是由于什么人发

�

明了一个更好的、更有力的工具。” 6“

�

信息工具是符号式的媒介物，

                                                                 
1  1997-2006“ 10年回顾 ” 2006年 3 月 1 3日上午 1 0时 1 3分珠海邹晓辉批注  

批注  [q1]: 这位具有哈福大学

教育背景的 I T企业家的作用

已远远超出了许多信息学者

�

的作用。他凭借自己对这个领

域的浓厚兴趣和具体了解同

时依托自己在哈福两年学到

的经济学和法学以及管理学

的知识技能凝聚了这个领域

�

一大批优秀专家。这是笔者在

�

此介绍他的思维方式的原因。 

批注  [q2]: 这位媒体实验室的

形式信息处理专家看到并表

达出了自己对物与信息的最

�

重要的一个区别，即：原子与

�

数字（可用 b i t

�

计算）的截然

不同

�

，同时，他还看到并表达

出了自己对信息的另一个最

�

重要的特点，即：“对一个人

可能造成惊讶 ”

�

，然后，做了

�

一系列发散思维和例证枚举。 

批注  [q3]: 

�

这里的“交谈”主

要是基于三人各自的实践和

创造所依据的观点和思维方

式以及对信息的理解的差异

�

而展开的。“对话”的基础是

三人都认同人类在信息形式

化数字化方面已取得的巨大

�

成就；“对话”的必要是在对

�

待信息内涵上三人的态度、观

点和方法的不同——这对信

息学发展的未来方向具有决

�

定性的作用（而这是当前普通

信息学界所关注的一个根本

�

问题）。正因为如此，才用这

篇笔者十年前的即兴之作来

�

为《信息学报》代序。目的是

�

希望引起《信息学报》的作者

�

和读者以及科学评论者（主要

�

是普通信息学的学者们，同

�

时，也希望各个领域的部门信

息学的学者们也能注意到这

�

个信息学的根本问题）的思

�

考。  

批注  [q4]: 个人计算机的普及  

批注  [q5]: 国际互联网的普及  

批注  [q6]: 所有的信息形式都

可用计算机转化为数字形式  

批注  [q7]: 

�

只要有其ＩＰ地址

�

及ｉｄ号码，就可手到擒来。 

批注  [q8]: 与信 息形式 相应的

信息内容

�

。也就是说，掌握了

�

形式信息也掌握了内容信息。

�

至于对此某个人是否理解，或

�

能理解到何种程度，则是另一

�

个问题了。

�

因为，这涉及两个

范畴的不同体系或系统之间

的

�

相互转换。  

批注  [q9]: 便于用 户 自由重组  

批注  [q10]: 实际上是借 助电

脑处理信息

�

的时代。也就是

�

说，

�

有“ 计算机辅助”进行“信

�

息处理”

�

的时代。或者说是有

人工之智的工具辅助 人 的时

�

代。  

批注  [q11]: 在数 字化 这一点

上盖 茨 和庞帝 的认识是一致

�

的。  
批注  [q12]: 信息与处理信息

的工具及载体是有显著区别

�

的。  
批注  [q13]: 

�

信息形式的变化。 

批注  [q14]: 

�

“信息处理方式

�

方法的变革”必将带来人们对

�

“信息”和“智”的重新认识。 
批注  [q15]: "个人计算机的普

及 "和"国际互联网的普及"是

�

“信息处理工具的普及

�

”，由

�

此带来的“信息处理方式方法

�

的变革”必将为“信息形式和

信息内

�

容的重组”提供方便。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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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扩大其使用者的智力

�

而不是体力。”7

�

“现在大量的工作需要决策

�

和知识，因此 信息装置成为 并且将继续日益成为 发明者们关心的焦

�

点。就象任何文本都可以用字母排列组合来表达

�

一样，这些工具则允

许各种信息都可以用数字形式来表达

�

，即以计算机易于处理的电子脉

�

冲形式来表达。” 7

�

“信息超级高速公路”“这种新的通信技术的一个

�

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它会消除距离，”7

�

“简而言之，几乎每一件事

的做法都会有差别

�

。” 9  

    

�

邹晓辉：“对人类来说，知识──包含对不同的信源、信道、信

�

宿而言是新或旧的知识，在不同的人或单位之间的交流及交流方式的

发展变化是非常重要的

�

。”   

    

�

“信息──对信宿或对在信宿端的人或单位或计算机是新的、未

�

知的消息或知识──的内容和形式都是相对的，即它们是相对信宿端

�

的主体而言的。对一个人 可能造成惊讶的信息

�

，对另外一个人可能只

�

是已知的消息或知识而非真正的信息，同样，对一个单位或民族可能

�

造成惊讶的信息，对另外一个单位或民族可能也只是已知的消息或知

�

识而非真正的信息，还有，对一个时代的人可能造成惊讶的

�

信息，对

�

另外一个时代的人可能也只是已知的消息或知识而非真正的信息。对

�

整个人类来说，只有新的、未知的、能造成惊讶的消息或知识，才是

�

真正的信息。

�

信息革命就是要在信息载体及其工具革命的基础之上，

�

集整个人类知识与技能之大成，以便于查找、存储和发送并对它们的

�

内容进行重新组合；进而，也更易于人类利用电脑、通信网络、多媒

体传感与大众传媒等先进的 信息载体及其工具去 发现和处理真正的

批注  [q16]: 符号工具对扩展

�

人的智力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批注  [q17]: 

�

“信息装置”完整

�

地说实际上应该是“处理信息

�

的装置”。“处理信息”需要的

�

主要是智而既非力，也非能。

�

因此，哲学的智慧说、心理学

的智力说和认知科学的智能

�

说，统统都没有洞察到“智”

�

与“信息处理”的本质联系。

�

融智学的“语义、信息与智”

�

的统一理论（框架）认为：“智”

�

就是“信息处理”。换言之，

�

“处理信息”就是“融智”。  

批注  [q18]: 

�

这里的“文本”指

�

“字母”组成的文本。也就是

�

说，基于“字母表”中有限的

�

“字母”可组成无穷的“字母

�

组合”——虽然人们仅用其中

相对有限的那一

�

部分。  

批注  [q19]: 

�

基于“数字表”中

�

有限的“数字”可组成无穷的

�

“数字组合”。不仅二进制数

字与十进制数字等各个进制

�

的数字体系之间，而且，各类

�

形式体系之间，均遵循：  

�

“同义并列，对应转换”法则。 

这是 1977-1980邹晓辉于贵阳

�

发现的信息基本定律（简称：

�

信基律）。贵州大学物理系现

代化实验室刘汉云主任和长

�

沙《自然信息》杂志张良主编

�

等认真听取了邹晓辉的介绍。 
批注  [q20]: 有国际互联网和

�

计算机辅助可进行“零距离”

�

信息处理或“人 -机 -

�

人”融智。  

批注  [q21]: 效率非常高的

�

“零

距离”需要一个知识信息数据

处理的全球定位系统使

�

“人 -

机 -网 -机 -

�

人”达成共识且形

�

成共为。   

批注  [q22]: 写

�

《数字化生存》

的庞帝

�

认为：可造成惊讶才是

真正的信息。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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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使人类处理信息的整体水平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

“现在，任何信息的电子化、数字化已基本上不成问题，但是，

由于人类的语言文字太复

�

杂，严重地影响了人类各民族之间的充分交

�

流，必须发明一种高效的方法使处理信息和处理语言及文字的过程能

�

够协同展开或进行，决不让人类语言文字的复杂性干扰人类处理信息

�

的整体水平的提高。”   

    “

�

集整个人类知识与技能之大成，已经成为可能

�

。纵观整个人类

�

文明发展的历史，几乎每个时代、每个民族都为人类文明及文化的发

�

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其中，有些贡献是共同做出的但只是语言文字

�

的表达不同，而有些贡献则是独一无二的而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表达

�

不同。如果把这些共同的和独一无二的人类文明及文化的成果加以提

�

炼并做定性、定量和结构

�

化的分类与编目，处理成相应的文化遗传基

�

因信息，那么，人类就有可能共享这些文化基因的社会和历史的遗传

�

成果，人类处理信息 d e

�

整体能力有可能真正达到去冗存要的水平。

�

那时，信息的电子化、数字化才会促成真正的信息革命的到来。”   

�

参考资料：  

  

�

《一种智能通信子母机》作者：邹晓辉  1993

�

年中国专利《发明公

�

报》  

  

�

《未来之路》作者；比尔 盖茨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年第一版   

  

�

《数字化生存》作者：尼葛洛 庞帝  海南出版社 1997年第三版    

批注  [q23]: 

�

邹晓辉：信息革命

就是要在集人类知识与技能

之大成的基础上去发现和处

�

理真正的信息，从而，使人类

处理信息的整体水平提高到

前所未有的程度。  

批注  [q24]: 

�

见当时原创发明： 

一种知识信息数据处理方法

及产品 (G06F163[C]知识产权

出版社 2000年 )树结构  

批注  [q25]: 

�

“人 -机-网 -机 -

�

人”融智的“零 距离

�

”模式需

�

“知识信息数据处理的全球

�

定位系统”。  

批注  [q26]: 

�

“知识信息数据

�

处理的全球定位系统”的构建  



页  1:  [1] 批 注  [q2] qhkjy 2006-4-13 7:37:00 

这位媒体实验室的形式信息处理专家

�

看到并表达出了自己对物与信息的最重要的一个区别，

�

即：原子与数字（可用 bit

�

计算）的截然不同

�

，同时，他还看到并表达出了自己对信息的另

�

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即：“对一个人可能造成惊讶 ”

�

，然后，做了一系列发散思维和例证枚举。 

 

页  1:  [2] 批 注  [q3] qhkjy 2006-4-13 7:15:00 

�

这里的“交谈”主要是基于三人各自的实践和创造所依据的观点和思维方式以及对信息的理

�

解的差异而展开的。“对话”的基础是三人都认同人类在信息形式化数字化方面已取得的巨

�

大成就；“对话”的必要是在对待信息内涵上三人的态度、观点和方法的不同——这对信息

�

学发展的未来方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这是当前普通信息学

�

界所关注的一个根本问题）。

�

正因为如此，才用这篇笔者十年前的即兴之作来为《信息学报》代序。目的是希望引起《信

�

息学报》的作者和读者以及科学评论者（主要是普通信息学的学者们 ，同时，也希望各个领

�

域的部门信息学的学者们也能注意到这个信息学的根本问题）的思考。  

 

页  1:  [3] 批 注  [q8] qhkjy 2006-4-13 7:48:00 

与信息形式相应的信息内容

�

。也就是说，掌握了形式信息也掌握了内

�

容信息。

�

至于对此某个人是否理解，或能理解到何种程度，则是另一

�

个问题了。

�

因为，这涉及两个范畴的不同体系或系统之间的

�

相互转换。 

 

页  1:  [4] 批 注  [q10] qhkjy 2006-3-12 9:00:00 

实际上是借助电脑处理信 息

�

的时代。也就是说，

�

有“计算机辅助”进行“信息处 理” 的时

�

代。或者说是有人工之智的工 具辅助人

�

的时代。  
 

页  1:  [5] 批 注  [q11] qhkjy 2006-3-12 9:00:00 

在数字化 这一点上盖茨和庞帝

�

的认识是一致的。  

 

页  1:  [6] 批 注  [q12] qhkjy 2006-3-12 9:04:00 

�

信息与处理信息的工具及载体是有显著区别的。  

 

页  1:  [7] 批 注  [q14] qhkjy 2006-3-12 9:45:00 

�

“信息处理方式方法的变革”必将带来人们对“信息”和“智”的重新认识。  
 

页  1:  [8] 批 注  [q15] qhkjy 2006-3-12 9:41:00 

"个人计算机的普及 "和 "国际互联网的普及 "

�

是“信息处理工具的普及

�

”，由此带来的“信息

�

处理方式方法的变革”必将为“信息形式和信息内

�

容的重组”提供方便。  

 

页  2:  [9] 批 注  [q19] qhkjy 2006-3-13 9:42:00 

�

基于“数字表”中有限的“数字”可组成无穷的“数字组合”。不仅二进制数字与十进制数

�

字等各个进制的数字体系之间，而且，各类形式体系之间，均遵循：  



�

“同义并列，对应转换”法则。  

这是 1977-1980

�

邹晓辉于贵阳发现的信息基本定律（简称：信基律）。贵州大学物理系现代

�

化实验室刘汉云主任和长沙《自然信息》杂志张良主编等认真听取了邹晓辉的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