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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

内容概要

一次绝密军事行动的前夕，暗杀者的子弹击中了杰里森总统。总统被迅速送往医院抢救。在同一个医
院里，辛格教授正在用一种可以消除创伤记忆的装置做实验。
然而，恐怖分子引爆的特种炸弹让手术室里的总统心脏骤停。杰里森经历了一次濒死体验，但当时他
心中所闪现的回忆却并不属于他自己。
真相很快明朗——爆炸所产生的电磁脉冲放大并干扰了辛格教授正在实验的装置的信号，而这突变的
信号使一群意外在场人得以读取彼此的记忆。
现在，这群人中的某一个人可以读取杰里森总统的记忆。而总统的记忆中包含了关于即将展开的军事
行动的机密情报，这些情报一旦泄露，就便全球生灵涂炭。可是确定这群人中谁和谁的记忆联通了，
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尤其是当部分相关人员完全有理由去编造谎言的时候⋯⋯

Page 2



《触发》

作者简介

罗伯特·J.索耶，加拿大最具影响力的科幻作家，是历史上仅有的包揽雨果奖、星云奖和坎贝尔奖最
佳长篇奖的八位作家之—。他先后出版过22部长篇科幻，荣获得全球各国多种科幻奖项41余次。2009
年，他的小说《未来闪影》被改ABC电视台改编为同名美剧。
索耶先生也是一位活跃的科学文化以及未来学传播者与学者。他是美国SyFy频道的嘉宾，“探索”频
道加拿大版的常年评论员，曾受邀在TED上发表专题演说。
索耶先生组织创立了“美国科幻与奇幻作家协会”（SFWA）加拿大分会，并担任了三年SFWA董事会
董事的职务。为了鼓励更多的人投身科幻创作，索耶还积极从事科幻教学工作。他在莱尔森大学、多
伦多大学等高等学府教授科幻写作课程，有的学生甚至从美国的亚特兰大和佐治亚远赴多伦多听课。
2007年，索耶被中国读者评选“最受欢迎外国科幻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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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看到全书70%的时候触发才进入整个剧情。喜欢作者的角度，但作者对于集群意识的几乎全然乐观
的态度让我有些怀疑⋯⋯同样是涉及集群意识，关注家庭的《人性分解》要比关注社会的《触发》要
好处理得多，因此也更加深刻感人。
2、知道总统在想什么  感觉自己离死期已经不远了吧   也是很有趣的设定   医院的器械故障而引发的连
环触发
3、作者近几年注意力从广阔宇宙渐渐到了人的群体意识，好在写故事更有依凭，涉及到更多社会问
题，但最后的故事总缺一点儿震惊。和《人性分解》一样，最后都涉及到了人与人心之壁的崩塌——
《人性分解》是通过假设“人类是具有总体智慧，而每个个体是其分支”而达到，而本文是通过“意
识的量子性”达到的，我猜测罗伯特下本书是不是要用“记忆上传网络”而达到意识的融合。假设意
识可以融合，结果会不会如罗伯特索耶预测的那么乐观，是很难说的——罗伯特是个无可救药的乐观
主义者。
4、这本和人性分解都展现了全人类意识合为一体的可能性，并且都导向了美好的结果，索耶一贯的
结局方式，而EVA就是靠着不服气的中二思维走反面来让人记住的w
5、虎头蛇尾
6、一开始还认认真真地画了一个人物图来解密...后来发觉是一个更类似于科幻史诗的作品
7、情节到了第45章时还可以。但最后五章是怎么回事⋯⋯在阿西莫夫的全银河意识形态大统一理想的
路上一路狂飙了么？这种结局确定不是共产主义理想大实现？全人类合一了，这确定不是新世纪福音
战士的人类补全计划？！
8、不如“人性分解”
9、跟人性分解里竟然idea是类似的⋯⋯
10、节奏很紧凑，可以一口气看下来。
11、各种即视感。最后的结局不太满意。
12、教科书级别的虎头蛇尾，索耶自我感觉也太好了，果然是按照美剧的套路写的，就强调两个字，
烂尾。其实在查明总统的连接者之前都还能让人读下去，可惜之后要高潮没有，要索耶所说的悬疑也
没有，尼玛两页就把boss抓了，这是糊弄鬼呢。
13、没有人是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如果海流冲走一团泥土，大陆就失去了一
块，如同失去一个海岬，如同朋友或自己失去家园：任何人的死都让我受损，因为我与人类息息相关
；因此，别去打听丧钟声为谁而鸣，它为你而鸣。———  John Donne
14、from LV
15、很好读，涨了一些姿势，故事一般
16、好久没看清华大学出版的书了，上一本是什么？C语言！我还用口水涂过紫色的防伪标志呢⋯这
本科幻小说虽说虎头蛇尾，不过节奏很快，看得进去，类似丹·布朗的写法，让我想起前段时间上映
的同样是讲述白宫遇袭的电影《惊天危机》，书的结尾用大一统的科幻理论终结悬念，想拔高又拔的
太空，既不让人信服，又带来不了感悟，总的来说，是可消遣一读，阅读体验不错。
17、我可远远没有他这么乐观。
18、就⋯⋯真是自恋又乐观的大叔呀【友情分加一星
19、这可真是个理想主义到家的浪漫故事⋯⋯“幻”是够了，“科”得勉强。
20、美国大片一样的场景切换和层层推进的猜疑链，独立的人物侧面和收放自如的附加故事，简洁利
落的技术介绍和干脆的因果串接，把简单精巧的构思扩展到人文情怀，这是一部畅销科幻小说的范本
。
21、前面挺不错结局烂俗了点
22、生命何其壮丽:无数呼吸汇成一息，随着这颗行星完成最后一次转动，从如此简单的原点出发，却
演化出了一种美丽奥妙的新生物。
23、前面大半本都很棒，和未来闪影一样对各种可能性充满想象力的发挥相当好看。⋯⋯但结尾那是
什么神棍式的超展开啦！
24、等一下这蛋蛋即视感
25、剧情有严重问题，根本就美用心在讲故事好吧⋯⋯

Page 4



《触发》

26、前半截尚可，还有个悬念吊吊人胃口，虽然总体来说写得比较平庸，能看出来作者想加入很多理
念，家暴啦种族歧视啦反恐啦法律与个人意志啦，结果有点贪多嚼不烂，再加上WTF的结尾，看完后
我只能感叹为什么我要看这本书⋯⋯差点打到两星去。
27、简直就是为美剧剧本写的。失望。
28、3.5星。各种线索，伏笔都串起来了，作者写作思路很清晰，期待真人版。/ 密室推理再错综复杂
点就好了。推理迷不过瘾啊。 /   结尾有点像《未来闪影》，不过《未》的结尾更和我胃口，更有终极
关怀味道。
29、唉，完全不像小说
30、我还停留在结尾的震撼中⋯⋯这才是印象中的加拿大最好的科幻作家的风格嘛，与《终极实验》
一脉相承，永远的意识、记忆、灵魂的探索者，可能前几章有点推进缓慢而出戏，不过越读越抓人，
改变成一部美剧或大片感觉丝毫不费力呢
31、这样看来，生命何其壮丽：无数呼吸汇成一息，随着这颗行星完成最近一次转动，从如此简单的
原点出发，却演化出了一种美丽奥妙的新生物。
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32、结尾过于潦草
33、罗伯特索耶的世界还是非常注意细节，不论恐龙还是人类
34、一口气读完。
35、烂尾。。
36、去年在罗伯特索耶签售时候买的，科学幻想部分一般，讲记忆分享。故事基调积极向上感觉人人
都是一下子就善良理智宽容了，然而背景却是恐怖主义和美国反恐报复，这该算天真呢还是傻白甜呢
。

37、到后面完全写飘到奇幻去了。索耶大爷的乌托邦理想是好的，就是不习惯怎么就忽然跟神迹一样
把世界难题全解决了。
38、不能更烂
39、开篇人物太多太片段化，带入有些苦难；中期倒是高潮迭起非常吸引人，世界大同的结尾又让人
失望了不少，还是《未来闪影》的原著好看。
40、依旧是我爱的，但果然还是不如计算机中的上帝
41、又是人类补完计划
42、这本太烂了，这么多人物其实是不能兼顾的。开始的点子鲜有的没什么理论依据，最后突然爆发
，蔓延成了集体意识什么，非常不合理。剧情来说太商业了，没什么营养。
43、结尾太仓促
44、《未来闪影》之后的一部科幻著作，但不及《未来闪影》，尤其是最后的集体意识设定，太理想
、太天真、太美好了，要是人类真这样大同了，这世界就只有白天和阳光，没有黑夜与雾霾，现实吗
？

著作的大部分还是紧凑、紧张的，尤其是在医院里寻找各自相应的连接对象，镜头感丰富；这些连接
对象各有各的故事，而且开始互动，有浪漫的、邪恶的、温暖的、冰冷的......原本以为到最后会是所
有的连接还是被一刀切断，各色人物回归的原来的轨迹，各走各的路，但不是，索耶相反营造了一派
桃花源般的乌托邦天地来去芜存菁、留善逐恶。
45、觉得这本很适合拍电影。
46、贵了点吧。。。
47、给两星太寒掺，勉强给3星。无惊喜。
48、索耶这本号称第一本“紧张”的小说，第一本质量相当一般也很正常。点子是单向脑连接，我觉
得可以有很多好玩的推演，书中表现却一般。故事性就更一般了。内涵则基本没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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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如果不是在图书馆看完结尾我一定撕了这本书。别管开始是怎么回事，记忆读取什么的，就是打
了个雷又碰了一下手，全世界的人记忆就都联在一起了。这是魔法还是科幻。谎言和欺骗同时被揭穿
，那复仇就只能比谁更有速度了，不经想象，无需计划，非用那种瞬时一击致死的大招不可。这样下
去地球必毁于战争。就算给所有人都洗了脑，让这个世界彻底不会有战争，有这么多人共有记忆，那
跟集体吸毒就没什么区别了，不打架不战斗，你还能干什么？不停的搜索共享记忆，大家都得进精神
病院。要知道，现在因为有了手机和无线网络，人们的在线时间翻了好几倍，网民数量也在迅速增加
，信息终端越是方便，人类总投入网络的时间就更多，人就越发不想接受现实。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就
是我坐在你怀里你却还在玩你的破手机，世界上最可恨的男人就是我脱光在床上分开双腿他却还忙着
打怪组队！不停的搜索共享记忆，一部分人会长时间坚持醒着不去睡觉，身体会垮下来，跟昼夜打游
戏致死的人一样。还有人会长时间睡觉坚持不醒来，也跟昼夜打游戏致死的人一样。战死，醒死，睡
死，不信就试试！
2、作为科幻小说，触发没有达到阿瑟·克拉克那样的“硬度”，除了记忆读取这点以外没有出现什
么高科技的玩意。当然，这和本文的背景设定在离我们不远的近未来也不无关系。不过作为反恐小说
或者说侦探小说，本书就颇为精彩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许许多多原本陌生的人物因为一次事件而
联系到了一起，就此来说本书可以算作精彩但并不出众的科幻小说。然而结尾的处理实在让人失望。
首先是关于反击计划，这是从一开始就一直吊着读者胃口的一条悬念，但揭开谜底的时候却一点也不
能令人满意：反击计划纯属无稽之谈。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哪个成熟的政治家去策划这样的行动，更
不要说执行了。首先在执行上就有很多困难：在巴基斯坦的外国人怎么办？其它国家在巴基斯坦的投
资怎么办？巴基斯坦可能存在的核设施遭受打击后会如何？更何况这个行动的罪恶程度甚至远远超过
了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行为，作为一个历史教授，总统先生不会那么幼稚吧？而且反击行动实施后，
全球经济、交通和商业活动恐怕会陷入无休无止的瘫痪，对美国来说弊端远远大于好处。就在读者考
虑这个荒谬的行动要怎么结尾的时候，作者给出了更绝的结尾：让全人类的记忆连接到一起。可惜的
是，这个主题已经被许多人用过，而本书也没玩出什么新的花样。在我看来，人类共享记忆之后产生
的麻烦远远多过好处，隐私、谎言是人类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当所有人都成为一个人之后，人
们也就失去了创造力和想象力。总结来说的话，如果去掉最后这部分代以一个较为平庸的，大团圆式
的结局，本书反而会较为流畅。
3、既然是喜爱的作家，还是先说说优点。主题用“量子纠缠”来连接人类意识，最后打出“人类集
体意识”的大牌。紧跟时代科技进步，尤其是“集体意识”方面，可从近几年很多引领科技前沿的书
籍例如《科技要什么》《大数据时代》等找到影子。还是做到了科幻小说的本分。最大的进步在于写
法。意识转换的很多细节真切细腻，可见下了一番功夫。令人身临其境。结尾的几页发挥出了文笔优
美洁净的特点，写的很好，很有韵味。全书都这样认真一点好不好啦！缺点也很明显。首先，怀疑是
写作周期限制，整本书还欠打磨，并不十分精致。做得没有作者以往的一些作品那么好。是受到商业
运作的影响么？节奏存在问题。最后揭示出“集体意识”太仓促，篇幅短的让人直发愣。许多可以想
象的细节都匆匆带过。对话太多。是要营造出紧张节奏么？一直都突突突的看着好累啊。缺少舒缓一
些的片段。期待作者能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他本人还真是可爱呀！
4、点子很好：假如你可以读取他人的记忆。如果这个人知道很多秘密，并且他不想让人知道，而你
却可以去读取这些记忆，你和他会怎么样？如果你喜欢某一个人，某一天你突然可以提取他/她的所有
记忆，深入的了解了他/她，你还会喜欢他/她么？如果被你读取记忆的人精通多国语言，还会十八般
武艺，而这些你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拥有”，你感觉如何？结尾写的有点烂尾，什么解释都没有，
人类就进化为一个超级意识体，全球人实时共享思维。不过瘾。大致的情节：总统发表反恐宣言时遭
到特勤局叛徒的枪击。在抢救总统的过程中，白宫被新式炸弹夷为平地。用于消除创伤记忆的装置受
到这次爆炸的影响，将21对记忆以量子纠缠态的形式链接在一起。故事是通过这些记忆链接展开的，
每一个链接都是单向的：一个人可以提取另一个人的记忆，而另一个却不能提取对方的记忆。其中一
对包括总统，而总统正计划一次“反恐”行动：将巴基斯坦从地球上抹去，而这个秘密在行动结束前
是不能让任何人知晓的，但和总统链接的一个白人老太太却知道了。一对链接存在于一个遭受家暴的
护士和一个暗恋她的医生之间。这个医生一直暗恋这个护士，直到他可以读取她的记忆，才知道这个
护士需要帮助，而且这个护士也喜欢他。一对链接存在于一个&quot;排斥”黑人的白人老太太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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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黑人的特勤局特工之间。老太太是保守的南方人，对黑人有莫名的厌恶感，而现在一个负责保护
她的黑人特工却可以读取她的记忆，清楚的知道她对自己的感想。还有一对是存在于曾猥亵自己3岁
大的女儿而现在却等着女儿捐赠肾脏的老年男人和一个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医院保安之间的记忆链接
。这个保安因为主要使用图像思考和作为记忆提供的线索，所以能够回忆起他链接的人不能回忆的内
容。但随着链接中一个人的异常死亡，这个记忆链接开始不断&quot;自动“的连接更多的人。开始时
还需要身体接触，后来只需要目光接触，到最后只要出现日出到就可以自动加入整个人类的记忆链接
（变奇幻小说的节奏）。整个人类形成一个大意识：“少数人的邪恶的需要压倒了大多数的欲求、希
望、梦想和人生”不再成立，总统策划的“反恐行为”被取消，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进化阶段，也迎
来和平。小说中不少关于记忆的描写可以涨知识：意识的物理基础：意识的物理基础不是化学的突触
，而是细胞骨架上的微管里的量子效应（这个貌似没有证实）。共享程序性记忆的描写：比如辛格连
接的朱诺医生会柔道，辛格不会，但是辛格使用柔道救了医院保安；还有马克.格里芬的西班牙语说的
更流利了，是因为他连接的玛丽亚是西班牙人。辛格通过记忆宫殿记住了当前已发现的所有记忆连接
贝茜老太太在“白宫”回忆起了海克斯利说的话，是辛格建议他们“要想起陈述性记忆，最好的办法
就是到记忆形成的那个环境里去想”。陈述性记忆和程序性记忆。陈述性记忆就是那些能够主动回想
，并且用语言表达的信息。它们是关于知识和事件的记忆，而成为外显记忆。程序性记忆是关于技术
、过程或者“如何做&quot;的记忆，也称为内隐记忆。我们不记得自己在婴儿时期的记忆是因为婴儿
都是用图像思考的，而一旦我们学会了语言，我们记忆的索引系统就会改变：文字替代图像，成了触
发回忆的主要线索，而那些语言成熟之前存储的记忆，我们就再也想不起来了。主要的地点：路德.特
里医院。主要的人物：赛斯.杰里森贝茜.史迪威苏珊.道森达里.希金斯阿迪姆.亚当斯澜吉普.辛格埃里
克.雷德考珍妮丝.法可尼妮基.范.豪森朵拉.轩尼丝乔许.拉提莫伊凡.塔拉索夫戈登.丹伯里德克.詹克斯里
奥.海克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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