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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西莫夫：机器人短篇全集》

内容概要

机器人学三大法则：
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因不作为而使人类受到伤害。
除非违背第一法则，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
在不违背第一及第二法则的情况下，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
——《机器人学手册》第56版，公元2058年
阿西莫夫是天生的写作机器，不可思议的博学之士、无所不写的通俗作家、无可救药的自恋狂、全能
的科学推广者、理性主义的代言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幻小说家。而《机器人短篇全集》则是他所
有奇思妙想的总和。正是在本书里，阿西莫夫以其天才的头脑创立了“机器人学三大法则”，并构思
出一系列游离于“三大法则”的机器人短篇故事。每一篇都以极端天才的的奇妙创意，挑战着读者的
思考极限。
《阿西莫夫：机器人短篇全集》，一部“现代机器人小说之父”阿西莫夫最完整的机器人短篇小说典
藏集，一部启发过无数科幻作家和好莱坞电影的经典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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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西莫夫：机器人短篇全集》

作者简介

艾萨克·阿西莫夫（1920-1992），俄裔美籍作家，被全世界的读者誉为“神一样的人”；美国政府授
予他“国家的资源与自然的奇迹”这个独一无二的称号，以表彰他在“拓展人类想象力”上做出的杰
出贡献。
阿西莫夫是一个全知全能的作家，其作品涉及众多领域。从通俗小说到罗马帝国史，从科普读物到圣
经、科学指南，每一部著作都朴实，严谨又不失幽默风趣。
阿西莫夫也是一位有预见性的作家，他预言了今天的生物科技，人工智能，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图书馆
，乃至人类将进行太空殖民的事实。终其一生，他认为自己最大的贡献是：发明了一套机器人伦理法
则——“机器人学三大法则”。这套法则开创了现代机器人科幻小说这一文学类型，也成为了当代机
器人学的基本法则。阿西莫夫作品中的“智能计算机”对后世的科幻作家乃至科学家都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因而他被尊称为“机器人科幻小说之父”。
阿西莫夫的代表作是：机器人科幻小说和《银河帝国》系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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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西莫夫：机器人短篇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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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西莫夫：机器人短篇全集》

精彩短评

1、给五星，存粹是因为神作《双百人》。用机器人的视角来看待人类，使用技术手段来探讨生命的
价值。更加能衬托出人类情感的伟大。任何事物都在变化，唯有人类追求生命的意义。而主观的情感
感觉正是人类的追求的最终生命意义。千万年来人类的文化发展绵延不绝，而把握这种方向的冥冥中
却是人类的感情认知。
        20世纪生命科学的革命，进一步将生命从他至高无上的宝座上推落凡尘，一串简单重复的DNA，
在合适的环境下，自发发育为独一无二的生命，而它的原理模型，也仅仅只是20亿个数字而已。理性
的不断发展，象手术刀般切开了感性那美貌的容貌，露出令人错愕的本质。生命究竟是什么？人类究
竟有没有自由意志？人与机器的边界在哪里?人是否在本质上就是生化机器？
       令人不安的是，人类的感情是否左右着本身的进步？
2、最后一篇拉高评价作用显著，合上书一种难以名状的伤感，成为人，选择死亡⋯⋯
3、双百人的结尾应该可以说是感动到震撼了 最后一瞬间成为了一个完满的真正的人了
4、在我个人看来，阿西莫夫之于科幻，就如同托尔金之于奇幻。历史地位不容动摇，丰功伟绩无法
磨灭。 本书收录了阿西莫夫横跨三十多年创作的31篇和机器人有关的故事，大多非常精彩，这些故事
，有温馨，有圆满，有疑惑，有焕然大悟，也有希区柯克式的结局，堪称一部属于想象力的盛宴。而
其中很多畅想中的场景，在未来也并非是无法实现的，那样的生活实在让人憧憬。而作者提出的机器
人三大法则，甚至被认为是真正的科学基础法则。
5、经典中的经典
6、阿西莫夫的小说老让我有一种不按套路出牌的感觉，但是同大部分优秀的科幻小说作家一样，疲
乏的语言是他的硬伤！
7、大概已经把机器人出现后会遇到的所有情况都想到了。
8、感叹作者的观念之超前~但是由于篇幅限制，往往刚刚代入故事就基本结尾了~有的故事没怎么读
懂。
9、还真是，越到后面越精彩，还有几篇不错的sf推理
10、实体书。这书包括了我机器人全部的故事以及其他一些短篇。说实话，就算是知道阿老总是会结
尾反转，但是仍旧会被惊到。特别是那种突如其来的煽情，让人防不胜防。比如最后一篇双百人，有
改编过电影机器人管家吧，催泪的不要不要的。
11、只是在读客阿西莫夫银河帝国系列全集和机器人系列全集中读过机器人短篇中的寥寥几篇。有机
会全看完吧。感觉阿西莫夫写的最好看的还是基地系列和机器人系列。
12、在科幻之余不失幽默的佳作
13、双百人
14、机器人三定律
15、阿西莫夫真是个天才！毋庸置疑！这样一个将想象力发挥到极致的人，用幽默诙谐的语调，将一
个个独立却又串联成机器人史的小故事写得生动有趣，并且在故事之下引发人们对于科技与未来、人
性与伦理的思考，然而却又总是就那么戛然而止得让人欲罢不能。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坚不可摧的
机器人三大守则，然后却用一个个故事去冲击它，这场矛与盾的对决也只有这位天才才能自圆其说吧
，我等凡人只能在旁充分膜拜与惊叹。
16、全场无套路逻辑学好书
17、我，机器人的补全，虽说更喜欢长篇
18、some sweet stories, could go deeper
19、370 感觉阿西莫夫的书还没找到我喜欢的，机器人这类科幻的我比较喜欢卫斯理，虽然后面太政
治弃了⋯丈夫买机器人给老婆这个跟我之前看一个小说（也是很短的）超像的，不过那个老公是因为
工作太忙没时间陪老婆然后给买的，那个机器人很帅跟真人几乎没差（除了性能力超强？！）温柔体
贴，老婆一开始接受不了后来也爱上了机器人，彼此相爱于是便水乳交融难分难解，丈夫回来后很后
悔很生气，不过因为太爱老婆就三个幸福在一起了⋯作者难道也看过阿西莫夫？后面那篇机器人努力
变成人的故事感觉也是个爱而不得的故事，机器人真正变成人的时候他的小小姐都死了孙子都是大人
了，机器人变成人之后死去前嘴里念道：小小姐，就看出他的执念了。印象最深刻就是这两个了⋯
20、对机器人的探索就是对人类自身的探索，对人性，宗教，自我等的更深入认识。。。老爷子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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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西莫夫：机器人短篇全集》

牛逼，完全没想到机器人三大法则能够玩出来这么多花样。。。如果要说有点不足的话，初期作品文
字功力稍弱，不过后面已经加强不少了。。。
21、机器人发展史以及对三大定律的解释，倒数第二篇不禁让人联系到真实的人类里的尼丝卡，最后
一篇双百人被改编成著名的电影 《机器管家》
22、双百人作为最后一篇确实够分量，苏珊作为一个出场都在短篇里的角色写得挺不错，贝莱和丹尼
尔的那个番外也挺喜欢的
23、本来想打四星，就算是为了双百人吧。真是巅峰之作，为什么不改编成电影呢。这书如果砍掉一
半篇幅就完美了
24、科幻小说作家就像是预言家。几十年前的科幻，现在看来就是经济发展热点。
25、绝品
26、可以说，阿西莫夫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将机器人写尽了，也许他就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位“机器人心
理学家”（小说里的特殊专业）。若想提前一窥未来机器人的世界，或者思考机器人可能带来的种种
矛盾，不妨瞧瞧⋯⋯
27、简洁，有时候太简洁，像小说技法大全
28、越到后面越精彩，阿西莫夫不愧是科幻第一人。
29、兄弟组和搭档组印象深刻，只有孩子毫无保留地热爱机器人【除了阿姨】
30、不知道是不是对阿西莫夫的热情劲儿过去了，总觉得这本让我看不下去，算是佳作就是了。
31、很严谨的科幻
32、启示，懵懂，觉醒，抗争，衰老，死亡，自由，献给双百人的花束
33、这本书刚上大学时买过，十一回家时看得差不多了，于是把书放到家中。放寒假后今天终于看完
了。感觉这本小说集中处处闪现着阿西莫夫对人类未来的思考和“三大法则”的智慧。感觉作者已经
将“三大法则”衍生的所有可能都思索过了。最初读阿西莫夫的”机器人系列“小说总是喜欢找其中
可能会带来的灾难，现在却感到”三大法则“简洁而深刻的思想。正如图灵一样，也许他并没有像冯
·诺依曼直接对现代计算机作出实质性贡献，但是越是了解计算机却越佩服图灵卓越的思想。
34、所有的小故事，都可做机器人类科幻电影桥段的原型，也有很多模式，在《基地》系列中体现。
35、科幻启蒙
36、由简单公设推出各种有趣的定理。各种意外根本就不可预料。
37、两篇压轴大作就值回票价了
38、这些科幻大作家真的很可怕了⋯明明是科幻作品为什么比那些纯爱小说更让人⋯感伤啊！想起了
基地前传两本还有大魔王丹尼尔和以利亚伙伴的探案系列⋯作者总是能把这些机器人还有一些人类写
的很惹人怜爱！
39、最后的阿西莫夫。
40、鲍尔与多诺凡，可爱啊啊啊啊啊啊_(:3」∠)_
41、大师之作
42、标注一下：这是可以当成短篇推理小说集来读的短篇科幻小说集。
43、很好看！准备刷阿西莫夫全集
44、这样的剧情拍成电影一定很棒   画面感很好  虽然是短篇但是完全不比永恒的终结差  这样的机器人
也是能够预见的机器人 带有人性 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45、三大法则的诠释和反思最为吸引人，人和机器的定义被不断冲击。更聪明，更像人的机器人和恐
惧被超越，被吞噬的矛盾从未停止。一方面是孤独的，一方面又害怕真正的陪伴，人类看起来着实好
像一个高傲的小姑娘。
46、<双百人>
47、《双百人》不愧是压轴！显得据其改编的电影令人失望:(
48、扬图
49、关于机器和心灵的伟大探索
50、前面几篇都有种故事刚开始就结束的感觉。后面的故事也都一般般吧。如果不是阿西莫夫的名头
，大家还会打五分么？

Page 6



《阿西莫夫：机器人短篇全集》

精彩书评

1、容简介······ 机器人学三大法则：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因不作为而使人类受到伤害。
除非违背第一法则，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在不违背第一及第二法则的情况下，机器人必须保
护自己。——《机器人学手册》第56版，公元2058年阿西莫夫是天生的写作机器，不可思议的博学之
士、无所不写的通俗作家、无可救药的自恋狂、全能的科学推广者、理性主义的代言人、二十世纪最
伟大的科幻小说家。而《机器人短篇全集》则是他所有奇思妙想的总和。正是在本书里，阿西莫夫以
其天才的头脑创立了“机器人学三大法则”，并构思出一系列游离于“三大法则”的机器人短篇故事
。每一篇都以极端天才的的奇妙创意，挑战着读者的思考极限。《阿西莫夫：机器人短篇全集》，一
部“现代机器人小说之父”阿西莫夫最完整的机器人短篇小说典藏集，一部启发过无数科幻作家和好
莱坞电影的经典巨著。
2、9/7  「真爱」当机器人跟人类变得一样，或许也会成为了我们资源的分享者，竞争者，我们的敌人
。这是一篇有趣的短篇，机器人被慢慢的调教成与主人性格相同，这中间机器人的心也发生了改变，
它或许正是沿袭了主人的某种性格，才会最后举发主人，使自己，得到真爱。然而想问的是，这样，
到底有没有违反了机器人三定律呢？9/7读书笔记:《阿西莫夫机器人短篇合集》2「无心的胜利」三个
来自木卫三的zz型机器人奉命去调查木星上的科技发展，以查看其对木卫三上人类的威胁有多大。它
们发现木星人有着十足的优越感，对地球人是不屑和鄙夷的。在参观了木星人的所有技术前沿之后，
机器人感觉到木星人的科技发达之处并为地球人的处境感到担忧的时候，木星人的态度却发生了一百
八十度的转变。究其原因，是因为木星人把 刀枪不入、在真空中洒脱自如的机器人们也当做是人类了
！这篇短篇有点有趣幽默，在描写机器人的刀枪不入和面对此的火星人的惊恐真是让人忍俊不禁，机
器人有一种理性派的美，单纯的，机械化的，但又让人觉得可爱。这个短篇让我想起了老舍的《猫城
记》，里面同样是一群大惊小怪，动不动就激动的猫城人，假装聪明其实又蠢得可怜。全书读后太喜
欢鲍尔和多诺凡了！宇宙最幽默的实地测试员！每次有他们出现的时候，我总是更有兴趣读下去。他
们对逻辑十分了解，常常对出现故障的机器人进行第一定律的逻辑行为推理，但是日常的他们又带着
一点市井气息，阿西莫夫将他们描写得很逼真，像个跟我们同生活在一起的，有血有肉的青年。阿西
莫夫在在理性中为他们加了点幽默，加了点叛逆，加了点聪明，于是两个活宝出现了。——2015 9 10
3、本书提出了很抽象的“机器人三大法则”，每个人的理解或者说机器人的理解都不同，出现了三
大法则下各个人与机器人不同的想法做法。在“保证满意”的故事中，机器人按照第一法则尽力满足
女主人的一切需求，既包括肉体，也包括心理，机器人在其中可以做到绝对理性，而人类呢？我们会
因为嘴咧开而觉得高兴，眉毛下垂感到悲伤，我们在绝对理性的照顾下，我们会爱上机器人或者以为
机器人爱上了我们。这是“爱”吗？ps，我认为本书提出的问题，我们所造的机器人会不会遵循它要
工作而自己造工作得以工作的逻辑？机器人可以生机器人宝宝吗？机器需要休息吗？目的何在？机器
是否有是非观？是否会传播民主、平等？机器人是否可能认为它高于人类？（像猫一样，人类照顾我
，是因为我是神）人类与机器人的区别是什么？正子脑吗？
4、不可否认，篇尾的《双百人》是本书无可置疑的高峰。无论是阿西莫夫本人、读者或是电影《机
器管家》的观众，无不为安德鲁传奇的经历所感动和折服。自1953年发现DNA结构以来，生命科学带
给人类的不光是医学的进步，更是将人类的视角提升到上帝的高度来俯视自身。一串并不复杂的双螺
旋分子，20亿对碱基对，构成了全部的生命奥秘，曾经神圣的生命、定义人类灵魂本源的自由意志，
一时间摇摇欲坠。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的地位被一次次贬低再贬低。西方思想家们不断到东方寻求
天人合一思想的庇护，也无不反映出时代进步给人类在宇宙中整体定位带来的影响。回归本书，阿西
莫夫利用第三者视角，描述了被创造的机器人一步步抛弃蒙昧，向往人类文化，最终因为感情和尊严
而选择自我毁灭的故事。这个故事并不罕见，只需要把机器人替换成任何一个人类，都会是历史上被
演绎了无数遍的文艺作品。然而，这个故事本身另我们深思的是人类自身的追求和生存的意义。如果
说万事皆有生有灭，那么生命的意义在何处？理性的宇宙为何进化出拥有感性的生命，如果说主观感
性是个体生命为了应对世界而进化出来用以维持生存、抵抗死亡的武器，那么人类数千年间创造出来
的文化财富是否都是毫无意义的自我安慰?感性存在的意义是否仅仅为了维持种群的生存和繁衍，它对
个体可能是终极的追求，而对人类总体来说可能是影响自身发展的精神鸦片？安德鲁选择了自我终结
，可能是走完了成为人的最终一步，达到了个体的完满。有人说驱动他的行为的动力，却依然是对人
类文化的向往，对自我感情的追求。这是我们人类最希望看到的结局，任何强大的势力，终将为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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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所同化，本质上依旧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展现。我们从未曾平等地看待机器人的生命形式和生命意
义。想象下整个宇宙，万事万物皆有诞生、存在和死亡。人类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源，在自由意志这
块遮羞布被彻底扯掉后，漂流在无尽的荒漠中找不到心灵的依靠。在理性的宇宙法则中，一个灵巧的
逻辑成就了独一无二的智人，他们在满足了生理需求后，毅然投入感性的怀抱，不断探索、超越自身
，甚至仿照自身创造出了智能机器人，那么有什么理由不为它装上感性的灵魂呢？即使这很可能意味
着人类自身的灭亡。安德鲁的结局，暗示着人类和机器人技术的结合，从而进化为新一代的生命形式
。即使这种崭新的生命依旧无法逃脱宇宙的法则，最终归于死亡。但是，推动这一切开始的地方，依
旧是我们人类千万次演绎和歌颂的感觉，那些爱恨情仇、悲欢离合的情感。也许这就是阿西莫夫选择
这篇人性化的小说作为他最喜爱作品的原因之一吧。
5、作者认同机器人的发展，同情机器人的二等人类甚至机器的命运，却又时刻暗示机器人的发展迟
早会导致机器人挣脱人类的束缚，甚至带来人类的毁灭。虽然是短篇合集，但是书中始终贯穿的三个
问题：三大法则的运用和实际问题、机器人与人类的关系以及机器人的觉醒。差的一星是因为翻译，
全书的翻译给人两个感觉：第一，前三分之一的翻译非常生硬，看着很累；后面部分的翻译流畅了许
多，加之情节连贯，阅读起来顺畅了一些。第二，译者对人名、一些词汇的翻译和现在的用语格格不
入，虽然能看出来译者对一些词汇的翻译上下了功夫，但是整体阅读起来总是有很别扭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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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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