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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人物

人工智能感知器 —— 罗森布拉特

陈关荣    香港城市大学

他在划船庆祝自己 43 岁生日那天溺水身亡，把名字永远留在人工

智能科学发展的名人录里——弗兰克·罗森布拉特（Frank Rosenblatt, 

1928.7.11—1971.7.11）。

2004 年，IEEE 计 算 智 能 学 会 设 立 了 罗 森 布 拉 特 奖（IEEE Frank 

Rosenblatt Award），奖励在生物及语言启发计算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个人。

罗森布拉特出生于纽约州长岛海峡北岸的 New Rochelle 镇。罗森布

拉特去世后，坊间对这位英俊潇洒的科技精英常常在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校园飙车等小故事津津乐道。人们都说他兴趣极其广泛，白

天在实验室里解剖蝙蝠，研究动物大脑的学习机理，夜晚在自家后山搭

建的简易天文台上仰望天空，试图探索外星人奥秘。这些大体上都符合

事实。罗森布拉特多才多艺，他爱好并专长于心理学、计算机科学、数学、

神经物理学、天文学甚至音乐。但在性格方面，罗森布拉特的同事们都说，

他其实害羞内向，并不张扬。

1950 年，22 岁的罗森布拉特从康奈尔大学心理学专业毕业，然后留

在同一个系里跟随 James J. Gibson 教授于 1956 年完成博士学位。随后，

他离开了大学，到“康奈尔天文实验室”当一名心理学研究员。在康奈

尔天文实验室，他后来升职高级心理学研究员并成为“认知系统”研究

部门主任。在那里，他于 1958 年模拟大脑进行图像识别而设计了成名作

品“感知器”（Perceptron）。这是人工智能发展史上一块不可或缺的里程碑。

罗森布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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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布拉特和他的感知器

他的感知器 Mark I Perceptron 就是现在人工神经网

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的雏形装置，基于

生物神经网络原理设计而成，在一台 IBM-704 计

算机上实现。感知器包括一个含有 400 个光敏元件

的输入层以模拟视网膜、一个由 512 台小型步进

电动机组成的隐藏层以模拟细胞兴奋和抑制，以

及连接 8 个执行器单元的输出层。在这个单隐藏

层网络结构的装置里，层间连接均带有可调的加

权参数。罗森布拉特为它设计了一套相应的感知

算法，让它基于“back-propagating error correction”

反复迭代而自动调整参数，直至能正确识别输入

的图像为止。罗森布拉特在理论上证明了，这种

单层神经网络在处理线性可分离模式识别问题时

是收敛的。因此，这台机器被认为具有某种初步

的自我学习能力。

罗森布拉特的研究得到了美国海军经费资助。

成功后，罗森布拉特为他的感知器举行了新闻发

布会。《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以“电子大

脑教导它自己”为主题报道说 ：“海军透露了一种

电子计算机的雏形，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它能够走、

说、写、看、自我复制并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同时，

《纽约客》（New Yorker）也发文宣称“这个卓越的

机器能够思考。”

今 天， 这 台 历 史 性 的 智 能 机 器 Mark I 

Perceptron 陈列在华盛顿的国家博物馆（Smithsonian 

Institute）。

1959 年，罗森布拉特回到了康奈尔大学，在

他毕业的心理学系当讲师并成为认知系统研究室

主任。1966 年，他加盟神经及行为科学学院的

生物科学教研室并升职为副教授。期间，他出版

了后来成为经典的著作《神经动力学原理 ：感知

器及大脑机制理论》（Principles of Neurodynamics: 

Perceptrons and the theory of brain mechanism, 

Sparton Books, Washington DC，1962）， 并 以 之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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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布拉特的成名之作，至今已获得近三千次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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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开设了为期一年的课程“大脑机制与模型”。

这门交叉学科的修课学生来自工程学院及文理学

院。

专业知识驱动罗森布拉特关注人类智能、人

工智能以至可能存在的外星人智能，因而他有兴

趣于天文学是很自然的。1961 年，他在家后的小

山顶上建造了一座简易天文台，安装了一部价值

三千美元的大型 Fecker 12 英寸反射式天文望远镜，

开始了非常认真的业余天文学研究。他提出了测

定某些恒星的卫星存在的一种新方法，为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NASA）采用。罗森布拉特以设计

恒星相干仪（Stellar Coherometer）为主题向 NASA

递交了一份科研提案并获得了七万五千美金的项

目资助，条件是这项经费必须由康奈尔大学管理。

可是那时学校对他这项业余科学研究毫无兴趣，

NASA 最后把经费收了回去。

1966 年，罗森布拉特的研究兴趣扩展到动物

的学习行为。他和昆虫系的同事合作了几年，用

经过和没有经过训练的老鼠来试验动物行为的“记

忆传递”。他的试验证明了当时流行的一些相关理

论是错误的。

罗森布拉特一生的学术论文不多，但大都发

表在广受关注的杂志上，如 Nature, Science, 

PNAS, Psychological Review, 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 Proceedings of the IRE（即

今天的 Proceedings of the IEEE）。

罗森布拉特谦虚内向，但不是一个沉默寡

言的人。他爱好古典音乐，弹得一手漂亮的钢

琴。他当研究生的时候，有一次和几个同学深夜

到了 50 英里外的 Gibson 市镇，偷取了市府名牌

“Gibson”，然后挂在了导师 James Gibson 教授的

办公室门上。第二天，系主任 Robert MacLeod 教

授看到了，笑着对秘书说 ：“看，James Gibson 会

不会觉得太夸张了哈？”

罗森布拉特是个广受学生欢迎的模范老师。

他十分关心学生事务，特别是热心帮助新生适应

大学的读书生活，被学生们视为幽默风趣的良师

益友。他除了积极参与学校议会的立法活动之外，

还热衷于社会政治活动，特别是参与了在华盛顿

进行的一系列反越战示威活动。

罗森布拉特一生最富戏剧性的经历是和数

学家、人工智能大师马文·明斯基（Marvin Lee 

Minsky, 1927.8.9—2016.1.24） 的 论 战。 明 斯 基 是

人工智能的奠基人之一，是著名的人工智能启

航会议──达特茅斯会议（Dartmouth Workshop, 

1956.8.31）的组织者。争论的焦点是由生物启发

的计算方法的价值。罗森布拉特认为他的人工神

经网络几乎可以做任何事情。明斯基则不以为然，

认为人工神经网络不能解决人工智能问题。明斯

基比罗森布拉特年长一岁，他们 1945—1946 年间

在中学（Bronx High School of Science）是同学。明

斯基做事十分果断，他和麻省理工学院的 Seymour 

Papert 教授合作，从理论上证明自己的观点，发表

了后来影响巨大的著作《感知机 ：计算几何学导

论 》（Perceptrons: An Introduction to Computational 

Geometry, MIT Press, 1969）。书中论证了罗森布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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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这个单层神经网络不能解决很基本的逻辑“异

或”（XOR）运算问题。书中评说道 ：“罗森布拉

特写的大部分内容……毫无科学价值”。作为第一

代的人工智能机器，罗森布拉特的感知器有这样

那样的缺陷是难免的，而且他还没来得及把感知

学习算法推广到多层神经网络。当时权威人物明

斯基这种直截了当的负面评价，对罗森布拉特来

说是致命的。

一年多后，罗森布拉特 43 岁生日那天，在

Chesapeake Bay 独自划船溺水而亡。

参考文献

[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rank_Rosenblatt.

[2] http://csis.pace.edu/~ctappert/srd2011/rosenblatt-

contributions.htm.

[3] https://www.researchgate.net/scientific-

contributions/2792569_Frank_Rosenblatt.

[4] Melanie Lefkowitz, Professor’s perceptron paved the 

way for AI, Cornell Chronicle, Sept. 25, 2019.

【作者简介】 陈关荣，1981 年获中山大学计算数学硕士

学位，1987 年获美国 Texas A&M 大学应用数学博士

学位，目前是香港城市大学电机工程学讲座教授，致力

于复杂网络和非线性系统动力学分析与控制方面的研

究。

2021_No2.indd   192021_No2.indd   19 2021/12/8   11:45:132021/12/8   11:4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