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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T-4或“颠覆”医疗行业

早在GPT-4的研发阶段，彼得·李及其合

作者就深入研究前沿，就GPT-4在改善诊断、

总结就诊记录、简化医疗文书和就诊流程、加

速医学研究方面的潜力进行了深入探索。

AI已经在提升疾病检测和诊断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超越想象的GPT医疗》

三位作者认为，以GPT-4为代表的大语言

模型将深刻改变甚至“颠覆”乃至重新定义

医疗行业。

在书中，他们分享了以GPT-4为代表

的大语言模型在医学领域的诸多应用可能

性，更重要的是向大家展现了一种可能出

现的人-机相结合的“关系”范式，在本书

中，这种“关系”范式被描述为结合了医生、

患者和机器的“三方模式”。基于此，本书

不只是提出了见解，也不只是阐述了问题，

更重要的是这些见解和问题会促使作为人

类个体的每一个读者，重新审视我们“何以

为人”和机器“何以为机”的本质问题，进而

拓展至“何为新型人-机关系”的问题。

有 AI 助手相伴的医生如何度过一

天？AI助手如何帮助医生与患者建立更

加充满关爱的诊疗关系？我们应该如何对

AI进行恰当的监管，制定合适的政策？

书中分析了GPT-4将为医疗行业带来

的积极改变。比如能帮助医护人员更高效

地为更多患者提供实时和精准的诊疗服

务；为患者提供更丰富、更准确的医学知

识、医疗建议和保健指引；帮助医疗后台支

持体系的相关人员更快地处理医疗健康服

务请求或是从各种诊疗数据中提炼结论；

帮助研究者推进医学和生物科学的前沿探

索，如新的靶向药研制、测试、患者匹配及

新的临床试验等等，加速医疗领域新技术、

新产品从创想到应用的整个过程。

GPT-4仍存在一定局限性

在书中，你可以看到研究者与GPT-4

未经修饰的真实对话，以及作者对这些对

话的情境、解析及风险提示。作者认为，

GPT-4不仅能协助减轻繁琐的行政任务，

更关键的是，它能将医学重新定位为关注

每位患者的智识与情感的过程。GPT-4为

文书处理带来的助力，可被称作“提高生产

力”，但实际意义在于，医护人员得以将更

多时间用于关爱患者。

不过，作者也提醒大家注意，GPT-4虽

然具有极大的应用潜力，但其自身也存在

着一定局限性。AI的缺陷，正是人类未来

找到自身定位的着力点，只有这样，才有助

于我们最大限度地发挥AI系统的效用，同

时最大限度地规避和消除相关技术可能存

在的缺陷和不足。

对于未来人类与AI的关系，彼得·李

给出了开放式的结论及邀请，“作为一个社

会的成员，乃至一个物种，我们需要作出一

个选择。我们要想清楚我们是要因为害怕

AI带来的风险和明显的危害可能性而限

制甚至扼杀它？还是要屈服于AI，任由它

自由取代我们，削弱我们的能力和需求？

抑或是我们要从今天开始，共同塑造我们

的AI未来，以期实现单凭人类或AI无法实

现、而人类与AI结合却可以完成的目标，

达到更高的成就？这个选择权掌握在我们

手中，而且很有可能在未来不到10年的时

间里就需要作出决定。我认为正确的选择

是显而易见的，但作为一个社会整体，我们

需要有意识地去作出这个选择。”

这本书得到了OpenAI创始人萨姆·奥
尔特曼的作序推荐。萨姆·奥尔特曼在推
荐中称，本书展示了GPT-4在医学和医疗
保健领域的众多应用场景及其带来的价
值，同时也揭示了每个受AI影响的领域在
应对此类转变时所需付出的努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傅聪的弟弟、《傅雷家书》

的整理编辑者傅敏于5月19

日19时去世，享年86岁。

当天，上海著名主持人

曹可凡在个人微博上写道：

“傅雷先生次子、翻译家傅敏

先生今日辞世。犹记前年傅

雷先生雕像落成时，与傅敏

先生相识。傅敏先生当年心

怀赤子之心，为《傅雷家书》

出版殚精竭虑，功莫大焉。

傅雷先生尝言：‘赤子孤独

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傅

氏父子以行动践行他们的

人生哲理。如今，傅敏先生

将要和父亲傅雷、母亲朱梅

馥，以及哥哥傅聪在天上相

聚了。”

20日，华东师范大学教

授陈子善也在微博上表达深

切悼念：“翻译家、文学家傅

雷哲嗣傅敏先生昨日在故乡

上海逝世，令人十分悲痛。

傅敏先生为傅雷译著的出版

传播，为傅雷精神的阐述弘

扬，数十年如一日,尽心尽

力。深切悼念傅敏先生！”

很多人知道傅聪，跟那

本著名的《傅雷家书》分不

开。这本书的整理编辑者正

是傅聪的弟弟傅敏。傅聪是

傅雷和朱梅馥的长子，2020

年底因病去世。傅敏是次

子，1937年4月15日出生，比

哥哥傅聪小3岁。傅敏毕业

于北京外国语学院，1962年

进入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任

英语老师。1981年，傅敏编

辑出版《傅雷家书》。

2020 年傅敏最后一次

编《傅雷家书》（四十周年纪

念本）和（父子两地书），已经

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由傅敏先生根据傅雷与

家人往来家信摘编而成的书

信体自传作品《傅雷家书》，

既展示了傅雷夫妇最后十三

年的生命历程，也记录了傅

聪由年轻学子成长为世界级

钢琴音乐家的奋斗经历。正

因为傅敏先生作为亲历者不

可替代的编选，这部家庭教

育经典读物才能历久弥新，

成为影响深远的家长教子

篇、学子成长书。

据译林出版社介绍，傅

敏编《傅雷家书》自1981年

北京三联书店初版发行，到

2016年落户江苏译林出版社

至今，风行40余年，销售千万

余册。正是傅敏先生的付

出，才让我们有机会看到有

完整情节线的父子两地书。

作家叶永烈写过报告文

学作品《傅雷与傅聪》。这是

叶永烈采访了傅聪和他的弟

弟傅敏以及20多位傅雷亲

友，以大量第一手资料写成

的作品。在他看来，傅聪更

多地像母亲朱梅馥，而傅敏

则酷似父亲，甚至可以说是

傅雷的“拷贝”。叶永烈评价

傅敏“没有著书立说，没有琴

声震世，但是他丝毫不逊色

于父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张杰

成都天地出版社约请青年学者李宝山

撰写《陈子昂传》，这本传记由成都学者兼

书评家庞惊涛先生推荐。如此慧眼推荐是

有理由的，不仅仅是因为李宝山为射洪籍

人士，自幼对于陈子昂的事迹耳濡目染，更

因为在这之前，李宝山已经做成《陈子昂年

谱》，又曾与他人共同主编《关于陈子昂：献

诗、论文与年谱》一书，可谓是夯实了学术基

础。正是有了文学传记之前的学术准备，才

有了学术之后的文学传记，出于对传主的热

爱以及对已有文献资料的掌握，李宝山最终

决定采用评传体的方式完成了这本《陈子昂

传》，并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鲜明特色。

《陈子昂传》不仅采用旧新唐书的正

史，而且广辑家谱和方志等史料，并有所辨

析。在厘清陈子昂的谱系，引用近年李竹

梅女士寻得的《陈氏宗谱》之后，李宝山辨

析订正陈子昂有无亲生兄弟的问题，最后

的结论为“可见陈子昂根本就没有亲生兄

弟，更不要说‘兄长’了”。另在确定陈子昂

的故居时，他专门采用了谢德锐的《陈子昂

故里补考》，此考的特点在于田野考察与文

献及文物互证。因此《陈子昂传》的史料选

择是经考证的，其史识是严谨而独到的。

作为青年学者，李宝山在研究与撰写

《陈子昂传》时始终秉持开放的态度。他在

“后记”写道，“本书对某些历史事实的叙

述，如陈子昂某些诗文的背景、典故、大意

以及某些历史事实，主要借鉴了彭庆生先

生《陈子昂集校注》、韩理洲先生《陈子昂评

传》、何磊先生《武则天传》的成果。”梁启超

曾言，“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也”。《陈子昂传》

正是在借鉴学界研究最新学术成果之后，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有了自己的出新与

创见，如此亦让李宝山的《陈子昂传》成为

后来学界研究陈子昂的入门参读。

对于“陈子昂摔琴”逸事的真伪，著者

先是从《独异志》考辨，又引注了罗庸的《陈

子昂年谱》、孙微的《陈子昂“怒碎胡琴”故

事的文献解读》，从五个因素分析证明此事

为杜撰。此后，著者指出不同学者的声音，

“对唐代文学研究颇深的复旦大学陈尚君

教授也说：‘今人或有质疑，我则愿意相信

真有其事，符合陈家父子豪富的性格。’”如

此并置出“历史之真”与“文学之真”的互文

性，在文学之前有学术考证，在学术之后有

文学描述，为此传的一大特色。假如还能将

民间有关的陈子昂种种传说，如糖画与陈子

昂的故事，也带入传中，亦可再增其色。

《陈子昂传》开篇叙述便先声夺人，张

力十足而代入感很强，为整个传记文本定

下一种悲怆的基调，并且在传记结尾的最

后一句，卒章显志地呼应道，“这样，含冤而

死的陈子昂，将因在读者心中无数次的重

生，得以永生。”

《陈子昂传》差不多每章每节都有这样

的转合接应，在传记文学的写作有意无意

地继承了中国章回小说说书人讲故事的传

统，这也是此传的另一个特征。

“左史右图”一直为中国图书的优良所

在。《陈子昂传》中不少插图，如“光绪版（射

洪县志）卷一《春耕图》”“720年-756年宣

阳坊内格局示意图”“高像护墓志铭拓

片”……如此插图，为精心甄选，既为以图

证史，亦为多重证据法之图像运用，这也为

《陈子昂传》的一大特色。

另外，此传还附录了《陈子昂大事年

表》《陈子昂作品目录》《历代评论资料选》

等文献，在为后来研究者大开方便之门的

同时，也兑现了著者诺言“可为读者认识、

评价陈子昂提供更多的视角”，使此传在文

学性的同时兼具学术性。

《超越想象的GPT医疗》被引进出版
深析大语言模型如何定义未来医疗

ChatGPT面世时，人们被它的惊人能力所震惊，而现在，更智能、更准确、更前沿的GPT-4横空出
世。在这种背景下，以GPT-4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将会如何影响跟人类健康生存密切相关的医疗

行业？这是值得每个人思考，也确实是很多人正在琢磨的问题。
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研究院负责人彼得·李和他的两位合著者一起出了《超越想象的GPT医疗》

一书，该书由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中文版。

似兰斯馨，含英耀春
——读李宝山《陈子昂传》

□谢天开

傅聪弟弟傅敏去世
他编的《傅雷家书》

风行40年

《超越想象的GPT医疗》

《陈子昂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