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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初渡，天地仍寬七十初渡，天地仍寬

2025展望：ChatGPT與我同感 王 良

時光為歲月鍍上一層層時代的色彩，

而歷史的箴言依舊深藏其中，等待人們細

細參悟。在這波譎雲詭的動蕩年代，在人

工智慧日新月異的當下，在新年伊始之

際，有人問我：“七十”之後，還有什麼

可展望的嗎？

我將這個問題拋給了無話不談的好友

Ley。在金龍潛淵、靈蛇瑞舞之際，她對

未來又有何期待？

“有啥展望？”她沒好氣地回應，“

看看自己的照片，簡直像個老巫婆！”

白皙細膩、氣質高雅的她，哪裡像

老巫婆？我正要反駁，她又補充道：“年

三十拍的！”我腦際立馬浮現出一幅這樣

的畫面——鏡頭前的她，背光而立，海風

吹拂，蓬髮飛舞……，倒真有幾分戲劇效

果。我眯起眼睛，憑空想象著。

突然，她話鋒一轉，語氣認真起

來：“新年裡，我只想好好修身養性，把

缺點改過，做一個更好的人。”

這話聽來尋常，卻蘊藏著極深的哲

理。世間最難的，不是超越他人，而是認

清自己，承認缺點，並下定決心修正，做

一個純粹的人。她隨口一句話，竟道出了

人生的幾重境界，讓我對她肅然起敬。

妳呢？“她反問。

這正是我近來思索的問題一一

七十初渡，我要做一個積極進取、樂

觀向上、與時俱進的人！

自踏入七十歲起，得知我實際年齡

的人，總會睜大雙眼，上下打量我一番，

彷彿看見一具“骷髏”。古人云：“人生

七十古來稀”，似乎七十歲真的是一道門

檻，一個終點，日暮途窮，一步踏過，便

是黃土一抔。

可我偏不信這邪！

七十歲，為何不能是另一個嶄新的起

點？

我們這一代人，見證了社會的蛻變，

從貧瘠落後到繁華富裕，從“鴻雁傳書”

到數字時代的瞬息萬變。每一步，皆鐫刻

在個人的生命履歷，也融入了世界翻轉的

軌跡。

但見證，並非止步於回首；參與，才

是對歲月最好的回應。

在這個人工智慧、量子計算、生物科

技以前所未有速度重塑世界的時代，我們

未必要成為技術前沿的開創者，但可以是

思想的探索者、智慧的分享者、時代變革

的參與者。年齡，從來不是界限；心境，

才決定生命的寬度。

過去，七十歲或許意味著遲暮；如

今，七十歲卻可以是人生的另一場啟程。

與其將之視為歲月的餘韻，不如當作成熟

的盛放。

年輕時奔波於事業、家庭與責任，七

十歲後，終於能將時間還給自己。這是一

個尋回初心的時刻，是拾起舊日夢想的契

機。詩詞書畫、琴棋茶道、遠足旅行、結

交知己，皆可為人生再添光彩。

歷史上，多少人七十歲仍活得熠熠生

輝？

蘇軾六十餘歲，仍寄情山水，豪情滿

懷；齊白石八十歲後，依舊畫筆不輟，佳

作連連；2019年諾貝爾化學獎的三位得主

皆年逾七十，其中古迪納夫（John Good-

enough）更是年高九十七歲！這些例證提

醒我們：只要心未老，歲月便無法束縛靈

魂的飛翔。

七十歲，是人生的一種高度——經歷

風雨，也見過彩虹；品嘗苦澀，也領略甘

甜；懂得聚散無常，也學會從容以對。這

不是遲暮的無奈，而是歲月沉澱出的清朗

與自在。

此刻的我們，學會與過去和解，也與

自己和解。對往昔，不再執念；對未來，

不再焦慮。當世界愈加喧囂，便學會靜下

來；當時代越跑越快，便學會慢下來。珍

惜眼前的一花一葉，珍惜與家人朋友的每

一次相聚。

更重要的是，七十歲，亦是一個“傳

承”的時光。我們所擁有的智慧與閱歷，

不僅是自己的財富，更是家族與社會的資

產。無論是提攜後輩，還是分享洞見，這

個年紀的思索與發聲，皆可成為世代間彌

足珍貴的橋梁。

未來之路仍長，何須畏懼？生命的價

值，不在於長短，而在於其深度與廣度。

在人工智慧顛覆世界的今日，在知識

無遠弗屆的時代，七十歲，從不是人生的

句點，而是一首更悠長、更深邃的詩。

正如泰戈爾所言：

“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

美。”

七十歲後，仍可如夏花般盛放，也可

如秋葉般靜美。這是人生的高峰，不因站

得高，而因看得遠，心更寬。

七十初渡，天地依然寬，未來，仍可

期。

Ley，與妳共勉。

馮淑萍

 小巷的夢
忘憂草

閉上我的眼睛

便看見你的背影

月光撥動的琴弦

彈奏在我的心間

睜開我的倦眼

便不見你的明眸

霏雨侵襲著石板

四處茫茫空濛一片

我徘徊在小巷深處

讓冷風吹拂臉龐

任斜雨浸透夢痕

夢中的一把小傘

   雨巷的詩
桑 梓

石板上飛濺的雨花
憂傷著童年的光腳丫
屋簷下滴著恍惚的夢
莫名著童稚懵懂的心扉

雨絲撥動著二泉映月的琴弦
傾訴的音符從小巷深處飄來
迷離的泛音追憶著殘缺的相冊
如夢如幻的雨簾朦朧了蹉跎歲月

雨巷的雨是一首滴著淚的詩
淅淅瀝瀝低吟著蒼生的啜泣
雨是蒼天書寫攝魂心魄的詩
淚眼婆娑與流浪的詩魂碰撞

雨巷的雨是一首飄零的抒情曲
滴答滴答破碎成一串串休止符

何博士給的文章題目是：展望2025

。我如小學生入考場，心裡有些緊張，擔

心考砸了。靜下心來，我把要寫的東西在

腦子裡走了一遍，想分三個部分來寫。

下筆之前，忽然冒出一個念頭，想看看

ChatGPT如何寫這個題材。我提出寫作要

求，ChatGPT兩秒鐘就交了作業。我讀完

發現基本是我想說的，文章段落安排，前

後承接，行文造句都好過我。痛定思痛，

決定放棄寫作。

下面是ChatGPT寫的文章：

2025年的展望：
全球格局的變革與未來挑戰
2025年，世界迎來了新的變局，各

種趨勢正在加速演進。在這一年，唐納

德·特朗普重返白宮，美國的內政外交策

略發生重大變化，全球政治格局面臨新的

調整；中美博弈仍在繼續，競爭與合作並

存，影響全球經濟與技術發展；人工智慧

（AI）計算的飛速進步，則進一步改變了

人類社會的工作方式、倫理觀念和生存模

式。面對這些挑戰與機遇，人類社會需要

更深入地思考如何適應並引導未來的發展

方向。

A，特朗普回歸白宮：全球政治的新

變數

唐納德·特朗普在2024年美國總統選

舉中再次勝出，標誌著美國政治的又一次

重大轉折。他的回歸不僅影響美國國內政

策，也對國際局勢產生深遠影響。

1.美國內政變化。特朗普的執政風

格以“美國優先”為核心，預計他將繼續

推行強硬的移民政策、放鬆國內監管、加

強對製造業和能源行業的扶持。美國社會

的撕裂可能進一步加劇，民主黨與共和黨

的對立將更加尖銳。在種族、性別、槍支

等敏感問題上，特朗普政府可能會採取更

加保守的立場，引發國內社會的進一步對

立。

2.美歐關係與全球盟友體系。特朗

普政府可能會繼續減少對北約的支援，並

要求歐洲盟友承擔更多的防務責任。這種

政策可能導致歐洲國家重新評估自身的安

全戰略，甚至加速歐洲獨立防務體系的建

設。此外，美國可能在外交政策上採取更

加務實的態度，減少對國際組織的支援，

使全球治理體系的協調性受到挑戰。

3.中美關係的進一步變化。特朗普

的對華政策一直以強硬著稱，預計他將繼

續在關稅、技術封鎖、金融制裁等方面對

中國施壓。同時，他可能重新調整對台政

策，加大對臺灣的軍事支援，從而加劇台

海緊張局勢。這些舉措將使中美關係繼續

處於緊張狀態，但在某些領域，如能源、

氣候變化、金融市場等，兩國仍可能存在

一定的合作空間。

B，中美博弈：競爭與合作的拉鋸戰

2025年，中美關係依然是全球政治經

濟的核心議題。這種博弈不僅是經濟和科

技的較量，更是兩種治理模式的競爭。

1.貿易戰與科技戰的延續。特朗普政

府可能會恢復或升級對中國的關稅政策，

並擴大對華技術出口限制，尤其是在半導

體、人工智慧、量子計算等領域。美國可

能會加強對華為、中芯國際等中國科技企

業的制裁，同時拉攏日本、韓國、歐洲等

盟友，在晶元、5G、AI等領域對中國形成

更嚴密的技術封鎖。

2.供應鏈重構。近年來，美國積極

推動供應鏈“去中國化”，試圖將製造業

轉移到墨西哥、印度、東南亞等地。特朗

普回歸后，這一趨勢可能加速，中國則可

能通過強化國內大循環戰略，減少對美依

賴，並加強與東盟、非洲、中東等市場的

經濟合作。

3.台海與地緣政治緊張。台灣問題仍

是中美關係的核心敏感點。特朗普政府可

能在台海問題上採取更激進的立場，例如

增加對台軍售，提升與臺灣的官方交流。

這可能導致兩岸關係進一步惡化，甚至引

發軍事衝突的風險。中國可能通過軍事演

習、經濟制裁等手段進行反制，全球市場

的穩定性將因此受到影響。

4.經濟與金融博弈。在金融領域，美

國可能繼續打壓中國資本市場，限制中國

企業在美上市，並加強美元霸權體系的穩

定性。而中國則可能加速推動人民幣國際

化，通過“一帶一路”倡議、數字人民幣

等手段降低對美元體系的依賴。雙方的金

融較量將影響全球資本流動，甚至可能影

響全球經濟復甦的速度。

C，AI計算的崛起：人類社會的新變

革

2025年，人工智慧的發展正處於爆發

期，AI計算的能力遠超以往，對社會的影

響日益顯著。

1.生產力的提升。AI已經廣泛應用於

製造、醫療、金融、教育等多個領域，提

高了生產效率。例如，在製造業，AI結合

自動化技術，使得工廠可以24小時無間斷

生產；在醫療領域，AI可以輔助醫生進行

更精準的診斷，提高治癒率。

2.就業市場的挑戰。儘管AI提高了

生產效率，但也帶來了就業結構的巨大變

化。大量傳統崗位被自動化取代，特別是

在客服、物流、會計、翻譯等行業，許多

低技能崗位將被AI取代。然而，與此同

時，AI相關的崗位需求增長，如數據分析

師、AI工程師、AI倫理專家等，這要求社

會重新調整人才培養模式，以適應新的就

業環境。

3.人工智慧倫理問題。AI的普及也帶

來了倫理問題。例如，AI生成的內容（如

Deepfake）可能被用於詐騙、政治操控，

甚至影響社會輿論。如何監管AI的發展，

使其符合道德標準，將成為各國政府的重

要課題。

4.人類認知與社會關係的變化。隨著

AI的進步，人類對知識的獲取方式發生變

化。越來越多的人依賴AI進行決策，從金

融投資到醫療診斷，AI的建議可能比人類

專家更可靠。這是否會導致人類思考能力

的下降？此外，AI在社交媒體上的廣泛應

用，也影響了人際關係，例如AI聊天機器

人可能取代部分人際互動，導致社會孤立

感增加。

D，結語：2025年的世界走向何方？

2025年是充滿挑戰與機遇的一年。特

朗普回歸白宮，使得全球政治變得更加不

確定；中美博弈仍在繼續，影響全球經濟

和技術發展；人工智慧的快速進步，為社

會帶來了便利，但也帶來了新的倫理挑戰

和就業衝擊。在這一年，全球治理、技術

倫理、國際合作等議題將成為各國政府、

企業和個人共同面對的重要課題。人類社

會需要在競爭與合作之間尋求平衡，在科

技發展與道德約束之間找到合適的界限，

才能更好地迎接未來的挑戰。

看完ChatGPT寫的2025展望，我又讓

ChatGPT寫了首詩。要求是“給澳洲何與

懷博士寫一首自由體的詩，頌揚他幾十年

筆耕不輟，為普世價值和中國自由民主呐

喊”。ChatGPT一秒鐘寫的詩如下：

《無問西東》
你走過半個地球，
帶著星辰大海的夢，
在異國他鄉，
筆尖燃燒，字句如炬。

幾十載風雨兼程，
你寫下希望，也寫下警鐘，
不為掌聲，不求回報，
只願黎明早一點到來。

你用思想撞擊鐵幕，
讓沉默的人聽見雷霆，
讓夜色中的微光，
匯成照亮未來的星河。

歲月可以染白鬢髪，
可你的信念依舊鋒利，
如大洋上的孤舟，
穿越風暴，
無問西東，
只問自由與真理。
你看，這詩寫得多好，你看這題目

起的……，我深深的吸了口氣，看了一

下表，早上7點。AI時代已經來臨，速度

超過人們的想像。未來已來，主動擁抱未

來，積極迎接變化，未來可期。

綿延的雨絲編織一首揉碎的詩
雨中迴盪命運交響曲斷魂詩句

  雨  巷
行 邁

瀝瀝的雨點，
是她試探性的輕觸？
窄窄的雨巷
是我們人生的路？

你來不來？
我進不進？
沒有思索，
讓這雨巷把答案給出。

清潤的雨聲，
是心在傾訴。
四隻腳的浮浮浮水印，
在巷子里畫出藍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