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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生活简史》

40 年前，几位未来学家走进了荷兰

皇家石油公司——壳牌公司的豪华会议

室。他们站在集团经理面前，多少有些

不自在。这些人不约而同地清了清嗓子，

然后开始描绘脑中的未来图景。当然，

这正是他们的工作职责。随着这幅虚拟

图景逐渐清晰，高管们眯着的眼睛越睁

越大，甚至恨不得立即解雇这些异想天

开的家伙。未来学家描绘的那个虚拟的

未来世界听起来实在荒诞、可笑。不过，

他们还是把故事听完了。几年后，那个

故事的核心理念恰恰成了壳牌公司鹤立

鸡群的资本。

石油公司必须放眼未来，因为它们

的投资要经历油井勘察、钻井、运输和

精炼等过程，往往要过 20 年才有回报。

中间每一步都可能遇到一大堆问题，涉

及各种各样的因素——天气、地缘政治

形势以及新型能源生产技术等。壳牌公

司也必须未雨绸缪。可是，具体要做些

什么呢？

壳牌公司的对策颇有新意，而且

放在几十年前更显得别出心裁。他们

决定聘请未来学家和规划人员。这些人

根据从世界各地收集的实际数据来营

造可能的未来场景，每个场景都呈现着

一个未来世界可能的模样。未来学家将

这些场景呈现给高管们，拓宽他们的

视野，让他们对未来世界保持更加开

放的心态。

项目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让高管

们离开眼前的安全区，打开思路，放眼

全 局。 皮 埃 尔· 瓦 克（Pierre Wack）

是场景规划方法的创始人和倡导者之

一。用他的话来说：“管理者很难突破

既有的世界观。决策场景可以让他们用

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帮他们打破单方

视角的束缚，赋予他们重新感知现实的

能力。这是十分珍贵的。”

规划师们冷静地审视世界，识别出

了石油企业即将面对的未来。同样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石油生产国尚未完

全掌握这一宝贵资源所带来的巨大政治

影响力，也很难建立起强有力的、互通

的契约体系来以可控的方式提高油价。

规划师们很快意识到这种情况必然是暂

时的。他们发现，石油生产国正在逐渐

形成一个垄断联盟，必将控制西方的石

油供应。

当时看来，这种预测似乎很愚蠢。

想想看，如果我信誓旦旦地告诉你，目

前以最低价出口到西方的玩具和各类服

务将大幅提价，你将有何感想？这种想

法很可能让你大吃一惊。其实，世界各

地的政界和商界人士也是一样的反应。

他们无法摆脱眼前的束缚，无法接受垄

断利益集团的出现。

就连壳牌的管理者也无法轻易接

受这种观点。于是，场景设计者们决

定为高管们勾勒一些其他的场景。比

如，未来没有战争，没有自然灾害，石

油生产国愿意保持低油价，牺牲自身利

益，耗尽有限的石油储备来维护消费

者的利益。

壳牌公司的高管们重新思考了这些

奇怪的场景，明白它们根本是不可能

的，否则它与现状岂非一般无二了。正

如著名未来学家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所言：“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未来

就是所有人都已料到的未来。”

明白这一点后，高管们就比较能接

受那种对他们而言算是精神挑战的未来

场景。产油国会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有

影响力的强大组织，这种未来场景好像

也不那么难接受了。他们阅读了这种未

来场景，明白了设计者们营造这种场景

时所考量的因素，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

在其他石油公司忙着寻找和开采新油

田，建造炼油厂，以及投资油轮来运输

它们的石油时，只有壳牌公司迈出了更

谨慎的步子，没有一头扎进长期项目里。

公司管理者们在合同中加入了一些看似

细枝末节、实则十分重要的条款，让公

司可以根据全球油价的变化提高价格，

即使波动很大。有了这些条款，即便遭

遇极端情况，公司也不至于伤筋动骨。

只是当时，其他石油公司根本不相信会

有什么极端情况。但最终，这些条款起

了作用。

赎罪日战争（又称 1973 年阿以战

争）爆发时，产油国——主要是阿拉伯

国家——努力搁置分歧，并在石油输出

国组织的领导下合作，控制了石油价格。

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能够对特定国家发

起禁令和禁运，因而也对西方国家，尤

其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美国，实施了

石油禁运。石油价格因此上涨了四倍，

导致美国陷入了 20 世纪最严重的能源

危机，不得不节约每一滴燃料。

其他大石油公司发现自己处境不

妙。禁运之后，它们便难以从阿拉伯国

家进口石油。许多公司还陷入了严重的

财务困境。就在这段时间，壳牌成功守

住了阵地。在其他大多数石油公司大举

投资石油勘探和开采无果的时候，它已

经有了自己的石油储备。由此，壳牌开

始将竞争对手甩在了身后。石油禁运之

前，它在全球仅排名第 14 位。而今，

它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能源集团。这一切

都要归功于公司高管们对未来的无限可

能所持的开放态度。

一年之后，石油输出国组织解除了

石油禁运，但造成的损害已成事实。各

产油国终于意识到石油输出国组织能给

他们带来优势。石油价格再也不会回到

从前的低水平了。或许这是件好事，石

油输出国组织的行动至少让西方国家认

识到了节约能源的重要性。很难想象，

如果油价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一直保

持不变，全球空气污染水平会达到何种

程度。

未来学家如何预测未来

当你听到“预测未来”这个词的时候，

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如果你是西方人，

你可能会想到古希腊预言家德尔菲女祭

司。一种说法是，德尔菲女祭司坐在地

上的裂缝处，地缝中会冒出含有致幻物

质的气体。少量吸入这种物质会使德尔

菲女祭司做出含糊不清的预言，而这些

预言在事情真的发生之前都无法理解。

有时女祭司也会稳扎稳打，做出无

论最终事实如何都能解释得通的预测。

据传说，吕底亚的克罗伊斯国王问德尔

菲女祭司是否应该进攻波斯时，她含糊

地回答说：“如果克罗伊斯国王越过哈

利斯河，一个伟大的帝国就将覆灭。”

国王以为祭司指的是波斯，于是发动了

进攻，结果大败，覆灭的其实是他自己

的帝国。

即使今天，未来学家也会面临类似

的难题，很难做出决定性的预测。其实，

这是根本做不到的。倘若真有一位未来

学家毫不含糊地宣称某件事将发生，甚

至态度还有些咄咄逼人，那么他充其量

是个江湖骗子，说不定还是个傻瓜。

不过这样说来，要是未来学家不能

准确描述未来会发生什么，那他们还有

什么用呢？首先，未来学家可以指出世

界前进的道路和大致方向。我们调查当

前的趋势，并据此来描绘未来可能出现

的场景。我们通过这种方式为私营企业、

政府机构或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的

决策者提供帮助，让他们在决策时能够

考虑到数种可能出现的未来场景，并尽

可能做好准备。

觉得有点儿失望？如果你期待的是

一份全面、详尽的指南，囊括未来五年

所有即将成功（或失败）的企业名称，

或者想预知明天纳斯达克交易所股票

的报价，那很抱歉真的要让你失望了。

我们无法绝对肯定地预测某一种未来，

我们只能勾勒很多种可能。但正如未来

学家彼得·毕晓普（Peter Bishop）和

安迪·海恩斯（Andy Hines）所说：“如

果未来不可知，那么是不是知道一些（可

能性）也比一无所知更好呢？”

本书将介绍当前的科技走向，人类

社会可能迈入的各种未来，以及科技究

竟将如何改变未来。我们会重点探讨在

实验室或初创公司中已具雏形的未来趋

势，但它们要切实影响相当一部分人或

至少在发达国家中投入使用，还需要有

重要突破。

我接下来要描绘的种种未来或许

听起来不太合理，甚至有些怪异。有

些可能还有点儿吓人，比如自动驾驶

汽车在路面上行驶，没有任何人工干

预。未来的场景也可能不太好理解，

比如人类可以通过脑机界面实现心灵

感应。虽然我们置身当前，却也可以

认真思索一下未来的种种可能。本书会

在慎重思索和仔细核查现有的数据、科

技及发明成果之后，将各种可能性形成

文字。其中还融入了哲学家及未来学家

的观点，以及与资深学者、商界人士、

政府官员的深入对话。在这个过程中，

我了解了诸多关于当前和未来技术格

局及各种科学前沿的宝贵知识，并在

此基础上编制了一份问卷，分发给 40

多位未来学家，以便了解他们对于未

来可能性的具体意见。

这些未来学家是谁？他们有何能耐

可以预测未来呢？其实，这些人的整个

职业生涯都在审视现在，思考未来。对

在实验室或私企（创新的前沿阵地）中

酝酿着的新科技，他们都有着丰富的专

业知识。甚至在这些发明成果大规模投

入市场之前，他们就已经对其了如指掌。

另外，他们并非生活在学术象牙塔中，

与大众隔绝。恰恰相反，他们的职业要

求他们了解最新的科技发展，以及各国

政府的相关程序和规章。他们既看到了

大局，包括各实验室和企业取得的突破，

也注意到了影响这些新技术融入社会的

各方面因素，社会的、伦理的、经济的

因素等等。

未来的各类科技会如何融入社会

呢？谁能做出更好的预测？

受访的人涵盖了全世界最负盛名的

未来学家、“千年计划”的管理者，以

及奇点大学的学者。他们的观点常常为

大型企业决策提供思路，甚至帮助欧盟、

美国和中国重新塑造内外政策。他们对

政府高层的动态非常了解。因此，调查

的结果使我们得以一窥可能出现的未

来。假如很多未来学家都认为某项科技

将在本世纪末发挥作用，也许就值得大

家认真思考一下了。

即将出现的三场革命

那么，你会不假思索地相信这些

未来学家吗？但愿不会。像我说的，

没人能绝对肯定地预测未来。随便一

个意外事件就可能改变大局。所以我

们并没有试图准确预测未来，而是指出

现有的趋势，并就此进行推断，以求得

出最终结论。这跟看赛车差不多：如果

你问一个未来学家，最先冲过终点的车

是什么颜色，轮子是什么形状，或者车

手的身高是多少，他是没法回答你的。

但是，他可以明确告诉你赛道的形状、

危险弯角的位置，当然，还有辨别终

点线的方法。

同样，我和其他未来学家也不会试

图在这本书中预测未来 50 年中哪些公

司会生存下来，甚至飞黄腾达，也不会

准确描绘出未来的每一个新发明。其实，

我们要做的是一同审视大局：哪些趋势

会在不久的将来引起三场革命。这三场

革命将改变我们的工作、生活和思维方

式，并在更遥远的未来重新定义个人和

人类。我将它们概括为个性化制造革命、

智能革命和生物革命。

·个性化制造革命——个人掌握设

计和制造各种材料和物品的能力（过去

需要一整个工厂才能完成）。

·智能革命——计算机开始模仿人

类的部分语言和思维能力，人类也在此

过程中得到提升。

·生物革命——人类赢得了对其他

物种及自身的生物控制力，并开始施加

影响，让世界变得更健康、更睿智、更

美好。

但是有个大难题：每一场革命都将

彻底改变人类的本性和欲求。这让勾勒

未来的任务更加艰巨，因为手操画笔的

正是你我这样的人，而我们的意识在 20

世纪的后几十年中就逐渐形成。因此，

我们在这里描绘的未来图景必然依赖于

一个过分简化的前提，而根据这种前提，

人类的欲望和需求是一贯的，不会随着

下一代的到来而发生改变。

这种假设自有它的道理，在预测未

来的时候尤其如此。但是，历史却一再

地驳斥它。有这样一个例子：如果让你

穿越回中世纪做国王，但要放弃互联网，

你愿意吗？多半不愿意吧？因为互联网

的影响早已根植在你的意识中。同样，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的 11 世纪，一位住在

欧洲的农民，能真的理解电子印刷和数

字图书革命的全部意义及其对我们生活

的影响吗？答案还是否定的。一些技术

革命的影响可谓巨大。它们从根本上改

变了我们看待自己、看待他人以及看待

世界的方式。

未来总是交织着人类意识的变化。

不过，虽然很难具体描述这种未来图景，

我还是努力勾勒了未来几十年乃至几个

世纪可能出现的不同思维方式，让大家

更好地了解未来普通人的生活和思想变

化。我还在个别章节中加入了一些虚构

的小故事，这些小故事采用的是未来人

的角度。

欢迎大家加入这次奇妙的未来之

旅。但是，首先我要说明一下，这本书

中提到的很多技术是已经存在的，但它

们对大家来说还是像科幻小说，所以你

可能不太相信社会能真的整合并接纳它

们。这种“信念障碍”已经流传了无数代，

但又被一代又一代的人打破。请尽最大

努力冲破这种障碍，给自己一个机会，

准备迎接这三场革命的奇妙成果。

准备好了吗？如果准备好了，你就

可以摆个舒适的姿势，慢舒卷轴（或轻

轻滑动屏幕），让思绪飞向未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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