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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机器手臂施行手术，这
的确是件令人新奇的事儿。近
日，美国直觉手术公司推出新
版“达文西”机器手臂，使得手
术领域呈现出一派崭新气象。

而这款“达文西”机器人
手术系统的研发人正是美国
科学家凯瑟琳·摩尔。

说起摩尔，她的经历可谓
传奇。

摩尔出生在新西兰的一
个科学世家，父亲是生化学
家，母亲则是一名生物统计学
家。父亲在她小时候到美国从
事博士后研究，从此举家定居
美国。

摩尔从小就显现出过人
的天赋。她对拆解物品表示出
浓厚的兴趣，高中时还特地寻
到了一份到单车行打工的工
作。这位自认为是“天生修补
匠”的姑娘热爱单车，对机械
满怀热情。透过拆解获得的知
识与能力令她深深着迷。她从
中发现几乎每样东西都有一
套不同的模式。

那时的摩尔从未想过自
己有朝一日会踏进医学领域。

她原本主修化学，梦想当
大学教授，但她逐渐意识到自
己在修补方面具备天赋，于是
舍弃化学，改修工程学。大学
时代，摩尔的很多时间都花在
建造电动车上面。她本人也非
常喜欢赛车，并争取到了一份
为传奇赛车手暨汽车设计师
米伦打造电动车

的工作，担任项目经理。为了这份
工作她放弃了博士学位。

但这份工作并未让摩尔获得
快乐。

偶然的一次观摩改变了 摩
尔的人生之路。那次，她观摩朋
友施行实验性手术，测试新装
置，可惜结果并不理想，于是外
科医生与科技高手反复讨论，希
望找出原因，但双方各自说的都
是各自的行话，外科医生说的是
医学行话，科技高手用的是科技
术语，感觉是“鸡同鸭讲”，沟通
十分低效。这时她深深感受到外
科医生与科技高手之间有着不
可逾越的交流鸿沟。

这次经历让她意识到，机械之外，自己“修
补”的下一个对象应该是人体。但仅是设计医
疗装置无法使她感到满足，她想更加深度地参
与手术工作。

在这个想法的驱使下，摩尔转而进入斯坦
福医学院就读。

摩尔的丈夫 2001 年在直觉手术公司工
作，当时该公司正在研发“达文西”机器手术系
统，摩尔目睹了其部分研发过程，并建议一名
外科医生试用“达文西”系统。后来直觉手术公
司聘请她当顾问，从斯坦福毕业后，摩尔开始
从事技术提升与产品研发工作，并就此投入手
术机器人领域。

“达文西”机器人手术系统是直觉手术公
司的重磅产品，扛起研究主管重责的正是摩
尔。她带领团队以既有的先进机器人手术技术
为基础，搭起医学与高科技的桥梁。

摩尔认为手术机器人应该定位于外科医
生的延伸，它们可以提供更清楚的视角、精准
性与灵敏度，但仍须仰赖专业医生的遥控操
作。精细的机器系统可当做医师的代理手臂，
依照医师的手部动作，完成精细的手术步骤。

“达文西”之后，摩尔将继续探索提升手
术成效的新技术，未来将研究使用特殊荧光
染剂来标示人体组织，如淋巴结与血管等，
借机器帮助医师突破肉眼看不到的地方。这
类技术对于检视癌细胞的扩散程度帮助良
多，可以说是在体内使用的 GPS 卫星定位技
术。随着硬件日益缩小，微创手术工具的侵
入感也将日益减轻。

不断尝试新事物是摩尔的终身信条。她三
年前开始学拉大提琴，在自己喜欢的烹饪上也
是颇有造诣———从基本食物到分子厨艺，她均
有涉猎，甚至可以自制酸奶。这位“天生修补
匠”甚至亲自为家中花园打造废水再利用的灌
溉系统。 （北绛整理）

张开双眼只
见黑暗的盲人群
体，同样渴望通
过智能手机看
到绚丽的世界。
曹军和冀冬团
队研发的盲人
手机软件已经
开始改变这一群
体的生活。

V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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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地铁中，在公交上，人们基本都是
一个姿势：低着头看掌上的智能手机。它越来越
成为人们观天下的重要窗口。

张开双眼只见黑暗的盲人群体，同样渴望
通过智能手机看到绚丽的世界。可是长久以来
这只是个奢望，信息相对封闭的他们被这个移
动互联的时代远远甩在了后面。

一位叫曹军的盲人，也有着同样的困扰。不
同的是，他从来不被动等待命运的安排，而总是
主动出击，改变自己的命运，并尝试改变盲人群
体的生活。

不过依赖照顾的生活

从上世纪 70 年代降生在这个世界起，先天
性白内障就注定了曹军的人生不得不在黑暗中
度过。

起初他并未意识到自己和其他小孩有什么
不同。直到有一天，孩子们开始互相追逐打闹的
时候，曹军发现自己一跑就容易碰伤和摔倒。后
来，他就只好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家门口，竖着
耳朵听小伙伴们在远处嬉戏打闹。

他也曾一趟趟地跑到医院寻找见到光明的
可能，但又一次次地失望而归。

不过，曹军从不是个懦弱的人，也不想一直

被父母照顾下去。他决定磨练出一套生存技能。
对于盲人而言，就业机会始终有限，做按摩

师成了很多盲人唯一的出路。在盲人学校学习
按摩，尤其难以忍受的一关便是解剖课。盲人学
员需要通过触摸尸体的器官来了解人体内部的
构造。然而这跟开一家盲人按摩诊所的辛劳和
风险比起来，似乎又显得不算最难的部分。

1995 年从盲人学校毕业后，曹军决定开一
家按摩店。起初父母并不同意，但在曹军看来，
等着别人做成自己再做就晚了。

于是，一块招牌两张床，按摩诊所就这么试
着开张了。

当时盲人按摩还是个新鲜事物，起初没人
愿意花钱做按摩。一个月一千多元的房租成本
让曹军心里发虚。一咬牙，免费按摩体验的海报
贴在了外面。就这样，靠着免费提供服务积攒口
碑，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客户。

盲人创业有着“明眼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收到假币、账目混乱是曹军经常要面对的难题。
或许是上天眷顾，或许是曹军人格魅力的巨大
吸引，一位贤惠的姑娘走进了他的生活。夫妇二
人开始一起打理小店。

一次给外国人按摩之后，曹军了解到在宾
馆做按摩收费高。于是他给当时北京的数百家
上档次的宾馆打电话，只有一家表示了合作意

向。两口子连忙赶过去，守在门口数这家宾馆有
多少客人入住。连续几天过后，曹军觉得应该不
会赔，便在宾馆里开了按摩店。

关按摩诊所 开科技公司

与此同时，曹军展现出了精湛手艺背后的
商业天分。几年时间，他把按摩诊所开成了 8 家
连锁店。然而，虽然钱越赚越多，但他却越发对
开按摩店感到厌倦。

在一次演讲中，他对台下的听众提出这样
的问题：“全国究竟有多少盲人？1700 万。为什么
平时大家很难见到？因为我们根本就走不出来，
只能天天待在按摩店里，或者是在家里从早孤
独到晚。”

“大家可能不知道，有 95%以上的盲人都非
常讨厌按摩工作。毕竟它是一份重体力劳动。从
早上九点一直到凌晨一点，我们没有自己的时
间，几乎都是在休息室里等着客人。”曹军希望
改变自己甚至盲人群体的处境。

不仅如此，还让曹军焦虑的是，以前盲人是
看不了书，现在则是难以上网阅读新闻；以前是
摸索着打电话，现在收到短信，还需要拜托身边
的人帮忙读出，不仅麻烦，隐私更是无从谈起。

2009 年，当他还做着盲人按摩店的老本行
时，他接到一个盲人朋友的来信：“听到周围的
朋友们能够发短信，我特别嫉妒，毫不夸张地
说，我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自己发出一条短
信！”

一番考虑之后，曹军做了一个让外人看来
“疯狂”的决定：舍按摩诊所，开科技公司。

他不是做传统意义上仅供盲人使用的特制
手机，而是让盲人用上和大家一样的手机。

“其实很多盲人很希望和明眼人用一样的
手机。你用三星，我也用三星；你手机上能用
QQ，我也想用。并不是掏出来一看就是个样子
奇怪的盲人手机。”曹军说，“首先我本人就有这
样的需求，想让自己用上智能手机，也同时帮到
盲人同胞。”

双剑合璧 让盲人用上智能机

于是，曹军创办了保益互动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希望通过技术实现盲人用上智能手机的
梦想。

如何实现？简而言之，并非从头做起，而是
基于现有的智能手机系统，设计出符合盲人使

用习惯的手机软件，让盲人借此可以像明眼人
一样使用网页浏览器、微博、微信等应用。

思路虽然看似简单，但实施不易。首先是
人。曹军经过一年时间的寻找，在多次遭到技术
人员的拒绝后，认识了当时就职于搜狐无线研
发中心的冀冬。

曹军的一句话打动了这位信仰科技改变生
活的软件工程师：“开发一款普通的软件可能没
人记得你，可这个软件可以让每一个使用的盲
人打心眼儿里感谢你。”

“开发出一款真正影响人们生活的产品，
是每个 IT 人的梦想，就像我们崇拜谷歌和
Facebook 的创始人一样。”冀冬向记者如此描
述自己的理想。

在一段时间的沟通尝试之后，冀冬不但自己
以 CEO 的身份加入，还拉来一些同行。几个月后，
冀冬第一次让曹军通过听觉用上了手机。几经改
良，盲人在手机上安装一款名叫保益悦听的软件
后，就能顺利使用手机的主要功能，此外，通过专
门设计的语音通知页，包括有多少电量、续航时间
多久、信号强度如何、几个未接来电、几条未读短
信等，这些信息都会变成声音告诉盲人。

研发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很多程序员难以
理解曹军提出的要求。例如，曹军要求程序员
能够让盲人在锁屏界面下读取时间、电量。“他
们会说，你解锁后不就读取了吗？”曹军就耐心
地解释，看到的世界和听到的世界是完全不一
样的，简化一个操作对盲人而言就是少走一个
弯路。

通过磨合，曹军和冀冬两人的配合越来越
默契。曹军从盲人的角度提出需求，冀冬带领技
术团队想办法满足。曹军主内，冀冬主外。并且
在英国文化协会社会企业家项目的支持下，两
人也通过向发达国家和资深人士学习，借鉴了
不少运营经验。

如今，曹军和冀冬团队研发的盲人手机软
件已经开始改变这一群体的生活。以前只能摸
盲文书听电台的人，现在拿着装有相应软件的
智能手机，通过一系列声音和触屏提示操作，便
可上网、聊 QQ、用地图导航，甚至可以发微博微
信。还有用户通过它上网聊天找到了对象。

不仅如此，智能手机还为盲人同胞创造了
不同以往的就业机会———目前 50 名员工中有
30 多名员工为一级视力残疾者。

曹军对未来充满期待：“相信总会有那么一
天，我们将告别厚重的盲文书、丢掉写字板，与
你们一起步入信息无障碍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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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你的黑暗在掌上
姻本报记者 王庆

“现在我知道要感谢各种人，做（宴请）这种
事，这就是改变。这 5 年来我也学到不少东西。”

———9月1日，南方科技大学举行2014年新生
开学典礼，校长朱清时作了任职期间最后一次演讲。
68岁的朱清时5年任期已满。近日他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5年来自己改变了很多。朱清时的卸任引
发媒体强烈关注，但他说外界的评价都比较简单化，
“遗憾啊、惨胜啊，这些耸人听闻的标题。我觉得，最
好的评价就是，这 5年我们把能做的事情都做成了。
南科大的意义，就在于把中国教改大家都认为应该
做、想做的事情付诸实践。”

“科学不能被控制得太严格。国家和大学体
制需要给科学家足够的信任和空间，让他们去
做自己擅长和喜欢的事情。”

———日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安博迪
（Bertil Anderson）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呼吁，中国大
学需要更高的自由度。他特别强调了独立对于科
学研究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能在科学领域
有那么多成就，因为他们允许科学家保持自己独
立的状态。”

“质疑的分寸很难把握，有时候弄不好就往尖刻
上靠了，但是尖锐和尖刻是两码事儿，我想追求的效
果是尖锐。”

———从央视主持人到丽江市副市长，到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再到中国传媒大学
校长助理，人们似乎已经遗忘了那个曾经家喻户
晓的《面对面》节目主持人王志。近日他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讲述了自己作为记者直面采访对象时
难以把握的分寸感。

“许多问题，没有答案。”
———被“伊黎”组织斩首的美国战地记者

James Foley 在其社交网站主页上留下这样的
话。这位只有 40 岁的年轻美国记者，在美国新罕
布什尔州长大，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梅迪尔新闻
学院。此前 5 年，他一直在叙利亚、利比亚和伊拉
克等中东动荡地区当战地记者。

“现在最大的担忧就是害怕自己老了，不懂年
轻人的世界和想法，被甩在时代的后面。”

———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执行董事兼首席
执行官马化腾如此表达自己的忧虑。

“这些年，我们把月饼奢侈化、土豪化、功利化、
庸俗化了，同时把一些功利主义的庸俗的东西偷换
到月饼里面去了，造成非常不好的社会风气。所以，
我非常赞成以节日为切入点，狠刹歪风邪气。”

———前不久，著名作家冯骥才做客中纪委“聆
听大家”系列访谈，他呼吁，要唤醒文化自觉，弘扬
国家民族的正气。 （弛木）

科技测评大咖莫博士

锤子科技创始人罗永浩和测评机构 ZEAL-
ER 创始人王自如，关于手机测评的争论成了近
日国内互联网界最热闹的事件之一。从目前事件
的进展来看，作为科技评论者，王自如似乎并未
做到其标榜的所谓独立和客观，其测评机构与厂
商之间的利益联系成为了饱受诟病的关键问题。

此时，不少围观者提出了这样的疑问：科技
产品的测评应该怎样做？科技评论如何保持独立
和避免利益牵连？作为他山之石，莫博士的故事
或可带来一些启发。

这位全名叫沃尔特·莫斯伯格的白胡子老爷
爷，可谓科技评论界的大咖。他为《华尔街日报》
撰写科技专栏二十多年，其测评报告甚至可以改
变一款产品的销量，影响一家公司股价的走势。

《纽约客》杂志盛赞“很少有科技专栏作家可
以像莫博士那样清晰明确地写作，他的评价可以
左右一款产品多年的努力”。《连线》杂志则对其
评价道：“很少有评论人可以拥有如此大的影响
力，可以左右一个行业的成败。”莫博士同时是乔
布斯和盖茨的好友，2007 年他同时采访两人的一
幕成为科技史上的经典。出于对他的喜爱，粉丝
亲切地叫他“莫博士”。

颇具传奇意味的是，这位已迈向古稀之年的
科技评论家，原本并无科技背景，事实上是在不
惑之年才从时政记者转入科技评论的。他曾负责
报道美国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跟着美国政要全
球各地飞。

上世纪 80 年代初，莫博士拥有了第一台电
脑，“从一开始就被迷住了”。他花了很多时间来
摆弄这些小东西，但也发现当时极度缺乏能向普
通用户介绍相关技术的人。加之当时他已对时政
报道感到厌倦，便琢磨着转型做科技评论。

听到他的这一想法时，多数人的第一反应
是，他要么被降职了，要么脑子进水了。当莫博士
第一次见到比尔·盖茨，盖茨的第一个问题是：

“你从哪儿来的？”盖茨认识当时几乎所有的科技
记者，而 40 出头才干这一行的莫博士就像是从
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样。不过从上世纪 90 年代
初开始，莫博士还是把自己的个人科技专栏开了
起来，并且人气逐渐攀升。

莫博士会亲自认真研究他打算测评的产品，
还会测试一些没有发布的产品，也会关注产品开
发者的想法、他们认为的独特之处、他们感觉亟
待解决的问题等等。他会花时间使用这些产品，

就像普通用户一样。
站在用户的角度写测评，用普通用户看得懂

的有趣语言，这正是莫博士成功的重要因素之
一。这些年来，莫博士测评了数千件产品，最先体
验了很多改变行业格局的产品，包括苹果的第一
代 iMac 和 iPhone，微软的 Windows 95 和 Office
等等改变了人们生活方式的伟大产品。

莫博士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不看那些厂商
的介绍和新闻稿，只从个人角度测试和使用。“读
者花钱来看我的评测，就是为了看我的观点，而
不是那种似是而非的中立性。”在他看来，写测评
和做报道不同，记者要客观中立报道新闻，而评
测人员则是在体验产品。就好像写影评一样，告
诉读者他认为哪些是好电影而哪些是烂片，然后
由读者自己决定。

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他没有持有任何公
司股票，拒绝接受礼品或劳务费，也拒绝在其所
评价的产品担任企业顾问。尽管加盟企业会带来
更加丰厚的收益，但他仍然对评论家的工作情有
独钟。信誉成为了他最宝贵的资产。

二十多年的测评生涯，莫博士几乎接触了所
有行业重要人物，也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埃里克·
施密特上任谷歌 CEO 之后，主动上门求见莫博

士。而 2008 年苹果发布 MobileMe 之后，莫博士
在评测报告中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批评。随后乔布
斯打来电话说：“沃尔特，我看了你的评测，很难
过你那么说，但我觉得你是对的，MobileMe 确实
需要重新打造，谢谢你！”之后乔布斯痛斥 Mo-
bileMe 团队“让我们的老朋友沃尔特感到失望”，
甚至当场换掉了其负责人。

独立而高质量的工作，为他换回了对行业
巨大的影响力。2000 年，在他评价苹果电脑
Cube“这是我用过最出色的个人电脑”后，苹果
股价在第二天暴涨了 10%。2004 年，在他盛赞网
络浏览器 Stilesoft 之后，这款浏览器的下载量暴
增了近四倍。

2007 年，莫博士同时采访了乔布斯与盖茨，
这也是两位科技传奇人物首次同台接受采访。他
不无骄傲地回忆道：“很多行业人士、创业者和商
学院学生都认为那真的太经典了，可以说那是我
职业生涯中最值得骄傲的成就之一。”

在外界都以为这位有着传奇经历、总是一副
慈祥笑脸的老先生将会在《华尔街日报》光荣退
休的时候，莫博士再次让外界吃惊———去年底，
他宣布辞职，带着一支专业团队，重新创业，开始
了一段新的旅程。 （郭康整理）

Talent

科学奇人

2000年，在他评价苹果电脑Cube“这是我用过最出色的个人电脑”后，苹果股价在第二天暴涨
了10%。2004年，在他盛赞网络浏览器 Stilesoft 之后，这款浏览器的下载量暴增了近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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