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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划船慶祝自己 43 歲生日那天溺水身亡，把名字永遠留在人工智能科學發展的名人錄

裡──弗蘭克·羅森布拉特（Frank Rosenblatt, 1928.7.11 - 1971.7.11）。 

2004年，IEEE 計算智能學會設立了羅森布拉特獎（IEEE Frank Rosenblatt Award），獎

勵在生物及語言啓發計算領域和系統做出卓越貢獻的個人。 

 

 

Frank Rosenblatt 

 

羅森布拉特出生於紐約州長島海峽北岸的 New Rochelle 鎮。羅森布拉特去世後，坊間對

這位英俊潇灑的科技精英常常在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校園飙車等小故事津津

樂道。人們都說他興趣極其廣泛，白天在實驗室裡解剖蝙蝠，研究動物大腦的學習機理，

夜晚在自家後山搭建的簡易天文台上仰望天空，試圖探索星外人奧秘。這些大體上都符合

事實。羅森布拉特多才多藝，他愛好並專長於心理學、計算機科學、數學、神經物理學、

天文學甚至音樂。但在性格方面，羅森布拉特的同事們都說，他其實含羞內向，並不張揚。 

1950 年，22 歲的羅森布拉特在康奈爾大學心理學專業畢業，然後留在同一個系裡跟隨

James J. Gibson 教授於 1956年完成博士學位。隨後，他離開了大學，到“康奈爾天文



實驗室”當一名心理學研究員。在康奈爾天文實驗室，他後來升職高級心理學研究員並成

爲“認知系統”研究部門主任。在那裡，他於 1958 年模擬大腦進行圖像識別而設計了成

名作品“感知器”（Perceptron）。這是人工智能發展史上一塊不可或缺的里程碑。他的

感知器 Mark I Perceptron 就是現在稱爲人工神經網絡（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的雛形裝置，基于生物神經網絡原理設計而成，在一台 IBM-704計算機上實現。感知器包

括一個含有 400個光敏元件的輸入層以模擬視網膜、一個由 512台小型步進電動機組成的

隱藏層以模擬細胞興奮和抑制，以及連接 8個執行器單元的輸出層。在這個單隱藏層網絡

結構的裝置裡，層間連接均帶有可調的加權參數。羅森布拉特爲它設計了一套相應的感知

算法，讓它基于“back-propagating error correction”反複叠代而自動調整參數，直

至能正確識別輸入的圖像爲止。羅森布拉特在理論上證明了，這種單層神經網絡在處理線

性可分離模式識別問題時是收斂的。因此，這台機器被認爲具有某種初步的自我學習能力。 

 

 

羅森布拉特和他的感知器 

 

羅森布拉特的研究得到了美國海軍經費資助。成功後，羅森布拉特爲他的感知器舉行了新

聞發布會。《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以“電子大腦教導它自己”爲主題報道說：

“海軍透露了一種電子計算機的雛形，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它能夠走、說、寫、看、自我覆

制並意識到自己的存在。”同時，《紐約客》（New Yorker）也發文宣稱“這個卓越的機

器能夠思考。” 

今天，這台歷史性的智能機器 Mark I Perceptron 陳列在華盛頓的國家博物館

（Smithsonian Institute）。 

1959 年，羅森布拉特回到了康奈爾大學，在他畢業的心理學系當講師並成爲認知系統研

究室主任。1966 年，他加盟神經及行爲科學學院的生物科學教研室並升職爲副教授。期

間，他出版了後來成爲經典的著作《神經動力學原理：感知器及大腦機制理論》

（Principles of Neurodynamics: Perceptrons and the theory of brain mechanism, 



Sparton Books, Washington DC，1962），並以之爲教材開設了爲期一年的課程“大腦機

制與模型”。這門交叉學科的修課學生來自工程學院及文理學院。 

 

 

羅森布拉特的成名之作，至今獲得近三千次引用 



 

專業知識驅動羅森布拉特關注人類智能、人工智能以至可能存在的外星人智能，因而他有

興趣於天文學是很自然的。1961 年，他在家後的小山頂上建造了一座簡易天文台，安裝

了一部價值三千美元的大型 Fecker 12吋反射式天文望遠鏡，開始了非常認真的業餘天文

學研究。他提出了測定某些恆星的衛星存在的一種新方法，爲美國宇航中心 NASA 采用。

羅森布拉特以設計恆星相干儀（Stellar Coherometer）爲主題向 NASA遞交了一份科研提

案並獲得了七萬五千美金的項目資助，條件是這項經費必須由康奈爾大學管理。可是那時

學校對他這項業餘科學研究毫無興趣，NASA最後把經費收了回去。 

1966 年，羅森布拉特的研究興趣擴展到動物的學習行爲。他和昆蟲系的同事合作了幾年，

用經過和沒有經過訓練的老鼠來試驗動物行爲的“記憶傳遞”。他的試驗證明了當時流行

的一些相關理論是錯誤的。 

 

 

 

羅森布拉特一生的學術論文不多，但大都發表在廣受關注的雜志上，如 Nature, Science, 

PNAS, Psychological Review, 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 Proceedings of the IRE

（即今天的 Proceedings of the IEEE）。 

羅森布拉特謙虛內向，但不是一個沈默寡言的人。他愛好古典音樂，彈得一手漂亮的鋼琴。

他當研究生的時候，有一次和幾個同學深夜到了 50 英里外的 Gibson市鎮，偷取了市府名

牌“Gibson”，然後掛在了導師 James Gibson 教授的辦公室門上。第二天，系主任

Robert MacLeod 教授看到了，笑著對秘書說：“看，James Gibson 會不會覺得太誇張了

哈？” 



羅森布拉特是個廣受學生歡迎的模範老師。他十分關心學生事務，特別是熱心幫助新生適

應大學的讀書生活，被學生們視爲幽默風趣的良師益友。他除了積極參與學校議會的立法

活動之外，還熱衷於社會政治活動，特別是參與了在華盛頓進行的一系列反越戰示威活動。 

羅森布拉特一生最富戲劇性的經歷是和數學家、人工智能大師馬文·閔斯基（Marvin Lee 

Minsky, 1927.8.9-2016.1.24）的論戰。閔斯基是人工智能的奠基人之一，是著名的人工

智能啓航會議──達特茅斯會議（Dartmouth workshop, 1956.8.31）的組織者。爭論的

焦點是由生物啓發的計算方法的價值。羅森布拉特認爲他的人工神經網絡幾乎可以做任何

事情。閔斯基則不以爲然，認爲人工神經網絡不能解決人工智能問題。閔斯基比羅森布拉

特年長一歲，他們 1945-1946 年間在中學（Bronx High School of Science）是同學。閔

斯基做事十分果斷，他和麻省理工學院的 Seymour Papert 教授合作，從理論上證明自己

的觀點，發表了後來影響巨大的著作《感知機：計算幾何學導論》（Perceptrons: An 

Introduction to Computational Geometry, MIT Press, 1969)。書中論證了羅森布拉特

這個單層神經網絡不能解決很基本的邏輯“互斥或”（XOR）運算問題。書中評說道：

“[羅森布拉特寫的]大部分內容 ...毫無科學價值”。作爲第一代的人工智能機器，羅森

布拉特的感知器有這樣那樣的缺陷是難免的，而且他還沒來得及把感知學習算法推廣到多

層神經網絡去。當時權威人物閔斯基這種直截了當的負面評價，對羅森布拉特來說是致命

的。 

一年多後，羅森布拉特 43 歲生日那天，在 Chesapeake Bay 獨自划船溺水而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