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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工智能时代是人类最自我(自我意识最强)的时代ꎬ也是最失去自我(对抗最为凶险)的时代ꎮ
人与智能的对抗开辟了人类时代对抗的新形态ꎮ 智能的异化预示人类文明正处于危险之中ꎬ人类作为物种的抽

象整体性和神圣性可能被玷污与摧毁ꎮ 人工智能以“人为自然立法”的终结而显示其“野蛮”的个性ꎮ 智能时代

以与更高的自我交往、双向自由选择生命周期、类整体的强联结性和新感性的大爆发构造了智能时代人的意义

世界的新筑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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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拥有意义世界ꎮ
动物由于不能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

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ꎬ因而无法建构自己

的意义世界ꎮ 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就是意义世

界的全面重塑ꎮ 人与智能的可能冲突以及人类

面临的危险已经来临ꎬ受到学术界和全社会的广

泛关注ꎬ并从技术、伦理和法律层面提出一系列

论证和应对建议ꎬ但尚未对智能时代人类的对象

世界的“失范”做出整体性哲学解释ꎬ对智能带

来的人的意义世界的深刻变革更尚未论及ꎮ 人

与智能对抗的时代是信仰被颠覆的时代ꎬ智能重

创了人的自信ꎬ也铸就了人新的天性ꎮ 强大的

“天性”构筑强大的意义ꎮ

一、对抗:意义世界建构的主轴

人类文明史亦是数据扩张史ꎮ 数据急速扩

大的原因在于人类知识体系是树状延展的ꎮ 知

识树越巨大繁茂ꎬ人类越失去对知识的掌控ꎬ因
为人类在知识树壮大的过程中逐步陷入知识叶

的深处ꎬ难以回到知识的干ꎬ特别是知识的根和

原点ꎮ
哥白尼通过观察行星意识到地球不可能位

于这些行星的中心ꎬ但没有大量的数据ꎬ无法证

明日心说ꎮ 布鲁诺以空间无穷无尽则不存在中

心提出了宇宙无中心说ꎬ并超越了哥白尼的日心

说ꎮ 第谷穷尽一生精确记录和积累了大量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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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ꎬ但也只有数据ꎮ 只有开普勒用数据证明了

日心说的正确性ꎮ 因为开普勒的三大定律ꎬ人们

才真正掌握行星的运动规律ꎮ 今天我们处于大

量新数据产生的时代ꎬ并不缺少统计和利用数据

的人ꎬ但缺少像开普勒这样的卓越思想者来解读

和统觉数据ꎮ 大数据反映系统的本质ꎬ可以预见

系统的未来ꎮ 大数据时代人的最重要的能力不

是挖掘数据、计算数据和运用数据ꎬ而是集成数

据、统摄数据和发现数据中的系统性ꎮ 可以说ꎬ
快速学习能力、知识集成能力和执行力是大数据

时代最重要的三种能力ꎮ
人类的意义世界分为生的意义世界和死亡

的意义世界ꎮ 人对死的恐惧是因为生命是看得

见的消逝ꎬ死亡是没有现实功能的事件ꎮ 人类对

待死亡的基本态度是用回避、遗忘和否认死亡以

及非死亡的功利主义争夺来抵消对死亡的恐惧ꎮ
人类不仅对待自己的死亡会恐惧ꎬ还会对身边人

的死亡难以释怀ꎬ是因为我们痛失亲友不仅让我

们意识到死亡就在我们近处ꎬ而且还会让我们同

时失去一部分自己ꎬ即失去和他们交往的可能的

活动ꎬ失去和他们分享未来的快乐和痛楚ꎮ 面对

死亡的人觉得被活着的人抛弃了ꎬ而活着的人也

会觉得被离去的人抛弃了ꎮ 对生的焦虑或恐惧ꎬ
使得一部分人选择自杀ꎮ “世界卫生组织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４ 日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ꎬ全球平均每 ４０
秒就有一人自杀ꎬ每年自杀死亡人数已经超过战

争和自然灾害致死人数之和ꎮ” 〔１〕 “我国有超过

１３ 亿的人口ꎬ每年自杀死亡的人数至少是 １３
万ꎬ再加上 １０ 至 ２０ 倍的自杀未遂人数ꎬ采取自

杀行为的人或有数百万之多ꎮ” 〔２〕 对生的恐惧是

因为其意义世界对其对象世界的不可解ꎮ 自杀

是非理性对理性的灭绝ꎬ不道德对道德的溶解ꎮ
生与死的意义都是通过人与自然、人与人、

人与自身进行对抗与斗争生成的ꎮ 斗争与对抗

是意义世界的单子ꎮ 马克思说:“宗教里的苦难

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ꎬ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

的抗议ꎮ” 〔３〕在宗教里ꎬ人类的生命犹如水中的泡

沫ꎬ十分脆弱ꎮ 赫拉克利特在«赫拉克利特著作

残篇»中说:“一切事物都通过斗争而存在ꎬ并
如此被注定ꎮ” 〔４〕 尼采说:“我劝你们不要工

作ꎬ而要斗争ꎮ” 〔５〕即没有斗争的工作是悲剧的诞

生ꎮ 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的发现进程说明了人类

是在与自然、与自我的斗争中ꎬ掌握了自然理性ꎬ
也建立了自己的意义世界ꎮ 在马克思看来ꎬ对抗

是世界的自然理性ꎬ生产力是在对抗中发展的ꎬ
资产阶级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

展它的对抗性质ꎬ“博爱学派是完善的人道学派ꎮ
他们否认对抗的必然性ꎻ他们愿意把一切人都变

成资产者ꎻ他们愿意实现理论ꎬ只要这种理论与

实践不同而且本身不包含对抗ꎮ 毫无疑问ꎬ在理

论上把现实中随时都要遇到的矛盾撇开不管并

不困难ꎮ 那样一来ꎬ这种理论就会变成理想化的

现实ꎮ” 〔６〕无产阶级在解放生产力中解放了自己ꎬ
并建构了自己的意义世界ꎮ

马克思人的解放实际上就是人的意义世界

的扩大ꎬ共产主义处于人的意义世界的最高端ꎮ
在马克思看来ꎬ现时代人生的意义在于成为一名

与旧世界斗争的战士ꎮ 斗争就是战斗、奋斗ꎬ内
涵包括斗智、斗勇ꎮ 烈士面对死亡的无所畏惧是

因为赋予死亡以永生的意义———为有牺牲多壮

志ꎮ 叛徒把生物学死亡理解为社会学死亡———
世上没有一种信仰能防止人变成叛徒ꎮ 人对衰

老、疾病和死亡的恐惧本质上是因为把生物学死

亡看作意义世界的终结ꎮ 赫拉克利特把死亡的

意义理解为新的生:“火之死是为了空气的诞生ꎬ
空气之死是为了水之诞生ꎮ” 〔７〕人对生的厌烦、绝
望与自我终止生命则是因为在人与自然、人与

人、人与自身的对抗中感到生命的挫败、孤独、苍
凉ꎬ即意义世界的虚无ꎮ

意义世界的建构蕴含在主体与对象世界的

双向互动时主体形成的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之

中ꎬ尽管中介是历史的ꎬ意义世界的内容也很多

元ꎬ但根本上是以三类对抗为主轴的自我超越ꎮ
尼采说:“生命本身把这个秘密告诉我ꎮ ‘瞧’它
说ꎬ‘我就是总是不得不超越自我的东西’” 〔８〕

“总是不得不超越”表达了人的意义世界是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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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存在ꎬ是人的类本质的规定ꎮ 人不仅像动物

一样可以通过保留自己的基因留下痕迹形成意

义ꎬ还可以通过留下知识形成意义世界ꎮ 死亡可

以结束一个人的生物体ꎬ但不能结束这个人与世

界的关系ꎮ 留下你创造的知识和关系意味着死

对生的超越ꎮ 要活到未来是对现在的超越ꎮ 何

惧漫漫征途中渊深峰险是对未来生的艰难的超

越与宣誓ꎬ是对生的意义世界的诠释与守望ꎮ 然

而意义世界的建构是伴随人的一生和人类的全

部历史ꎮ 人的本质是理解人生意义的全部线索ꎮ

二、人工智能:“人为自然立法”的终结

对象世界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ꎮ 马克思

关于“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ꎬ改造无机界ꎬ人证

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 〔９〕 解释了“对象世

界”的本质ꎮ 在实践过程中ꎬ人以“人的方式”改
造“物的方式”ꎬ形成了实践的对象性与目的性ꎮ
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性与目的性产生了人的意

识的二重化ꎬ即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ꎮ 人的对象

意识建构了人的对象世界ꎬ它表达了人对于与自

我相对立的外部世界的全部把握ꎬ是主观世界的

“客观世界”ꎮ “对象世界”概念蕴含三个要素:
人的实践、人的对象意识、人的类本质ꎮ

对于人与对象世界的关系ꎬ普罗泰戈拉的

“人是万物的尺度”、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奥
古斯丁的“信仰先于理解”、贝克莱的“存在即被

感知”和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都直述了人类

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ꎮ 尽管ꎬ“人为自然立法”
受到现代认识论的批判ꎬ但由于人在生物界中处

于食物链和智力链的最高端以及人类在近代与

自然的对抗中不断取得令人惊叹的胜利ꎬ使得人

的实践理性愈来愈成为自然理性的最高原则ꎬ再
次显现“人是万物的尺度”和“万物皆备于我”的
回归ꎮ

自我意识与客观性的悖论决定了人类永远

无法知道世界的全部真相ꎮ 客观性是指不依赖

于主体、不依赖于人、不依赖于人类生活的内容ꎬ
但人只能从人的主体性的内在尺度去把握ꎮ

宇宙给予人类的认识ꎬ是基于人类对世界的

提问方式ꎬ怎样的提问就会有怎样的回答ꎮ 人是

什么ꎬ人是地球上的一个物种ꎮ 地球是什么ꎬ地
球是宇宙的一个普通星系ꎮ 宇宙是什么ꎬ大约

１３７ 亿年前ꎬ宇宙从一个体积无限小、密度无限

大、引力无限大、时间和空间都不存在的“奇点”
爆炸开来ꎬ然后急速膨胀ꎮ 那么这个点是从哪里

来的ꎬ急速膨胀的宇宙外面是什么? 世界是由物

质构成的ꎬ而物质只占宇宙的 ５％ ꎬ另外的 ９５％
是什么? 人类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ꎬ解释了宇宙

间的运动规律和物质的内在属性ꎮ 物质是由粒

子所组成ꎬ粒子因为引力所组合ꎬ但粒子间的引

力从何而来ꎬ为什么引力常数是 ６. ６７２５９ ×
１０Ｎｍ / ｋｇ?这些都不能从人类现有的提问方式

中得到回答ꎮ 人工智能带给人类惊奇的不是生

产方式的变化和智慧生活的全面展开ꎬ而是对于

世界不同于人类的提问方式ꎬ也意味着世界给予

智能人和自然人新的解答模式ꎮ 人工智能打破

了人的物种局限、民族局限、个体局限、语言局

限、体系局限、阶级局限、情节局限、论证局限等

尺度ꎬ动摇了自然人为自然立法的根基ꎮ
对世界客观性的确认从根本上来说ꎬ来自于

人类的感觉经验ꎮ 我们的一切意识都是对象世

界在人的大脑中形成的感觉映像ꎮ 科学已经证

明ꎬ人的感觉是生物电流在大脑皮层的映像ꎮ 而

这些生物电流通过虚拟现实也可以实现ꎮ 即是

说ꎬ我们外部的客观世界也许并不存在ꎬ仅仅是

虚拟的幻象ꎮ 这样ꎬ以人的感觉为自然界客观性

立法也不复存在ꎮ
人类对于死亡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历程ꎮ

远古时代ꎬ人类并没有死亡概念ꎬ死亡仅仅是神

话中人的一个情节ꎬ属于生命的一次远行ꎮ 到了

宗教的诞生ꎬ死亡才意味着生命的断裂ꎮ 而人类

畏惧死亡ꎬ渴望永生则是文明人类的产物ꎬ因为

此时人类意识到生命的生物学基础ꎮ 人类追求

永生实际上是追求“大脑自我意识”的永生ꎬ并
不追求身体的永生ꎬ因为ꎬ一方面我们身体中不

危及大脑意识的身体部分损害是相对容易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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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ꎬ局部损伤、截肢、各类身体移植并没有觉得身

体的整体性、神圣性受到亵渎ꎻ另一方面ꎬ身体本

身是由各类物质的粒子所组成ꎬ从宇宙大爆炸以

来从没有消失过ꎬ以后也不会消失ꎬ仅仅是以另

一种物质形式存在ꎬ而且生命存续期间身体的物

质形态也在不断发生变化ꎮ 因此ꎬ某个人的年龄

并不是身体的物质年龄ꎬ而是自我意识的年龄ꎮ
这样ꎬ追求永生意味着追求自我意识的保存ꎮ 过

去人类通过建立死亡的意义世界ꎬ跨越生物学死

亡ꎬ实现人为自然立法ꎮ 然而ꎬ一旦到了智能时

代的高级阶段ꎬ不仅可以把人的大脑信息转存在

以机器为载体的物种中ꎬ还可以基于大数据掌握

ＤＮＡ 序列的全部工作原理和密码ꎬ通过控制人

的免疫系统ꎬ让人实现疾病的自愈ꎬ实现永生ꎮ
还可以以量子重建形式的玻而兹曼大脑ꎬ即漂浮

在宇宙中具有自我意识的大脑ꎬ实现人的永生ꎮ
这又似乎在说ꎬ人为自然立法的升级ꎮ 但是ꎬ人
一旦获得了永生ꎬ新人类诞生的物种结构超出自

然人的占有能力ꎬ人自然也就失去了对自然立法

的可能ꎮ
在马克思看来ꎬ人类历史是在物质生产、人

口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关系生产中自我进化

的ꎮ 而人与动物在生产与进化方面的区别在于

“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ꎬ而人的生产是全面

的”ꎮ〔１０〕动物只生产自身ꎬ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

界ꎮ 动物只是按照动物自身的尺度来生产ꎬ而人

可以按照人和任何一种动物的尺度来生产ꎮ 人

工智能出现将使人工智能也能自我繁殖、自我进

化和自我生产ꎮ 那时ꎬ人类于人工智能就相当于

动物于人类ꎬ即人的生产在人工智能生产面前也

是片面的ꎬ人生产的整个自然界也是低级的ꎮ 或

是说ꎬ人只能按照人的尺度和低于人的动物的尺

度进行生产ꎬ而人工智能既可以按照人的尺度、
动物的尺度ꎬ也可以按照智能的尺度进行生产ꎮ
这样ꎬ人工智能生产自然界的能力就超出人类的

理解力和承载力ꎬ人为自然立法则让位于人工智

能为自然立法ꎮ 人工智能不仅是人进入意义世

界之前的原初欲望ꎬ也是人类原初欲望和意义世

界的中介ꎮ 这个进化过程也形成了人类新的对

抗ꎬ即人与人工智能的对抗ꎮ

三、智能时代人的意义世界的“天工开物”

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分别揭示了人的内在

尺度与物的尺度ꎮ 从意识的层次来看ꎬ由于两种

意识的结构与指向性不同ꎬ形成了对象意识的一

级反映和自我意识的二级反映ꎮ 不同于人类ꎬ动
物只有一级反映ꎬ没有针对自身的二级反映ꎮ 所

谓一级反映是人对对象世界的感性并予以抽象

加工到最后输出的过程ꎮ 二级反映是对“主体反

映客体”的过程再进行反映ꎬ是对反映本身的认

识ꎮ 因此说ꎬ一级反映是反映客观世界的规律与

知识ꎬ二级反映是知识的内在逻辑与运动规律ꎮ
在此基础上ꎬ人类对“一级反映与二级反映总

和”再进行反映ꎬ形成第三级反映ꎬ内容包括一

级、二级反映的动机、目的和价值等观念系统ꎮ
第三级反映被称为意义世界的形成ꎮ

意义世界的建构并非个人主观的想象ꎬ而是

存在于主体之间(ｉｎｔｅｒ －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ꎬ存在于共同

体的共同想象之中ꎮ 在放射线被发现之前ꎬ人类

就已经想象到宇宙中可能存在放射线ꎮ 人工智

能既是对对象世界“非理性的劈裂”ꎬ也是意义

世界的“天工开物”ꎮ 它劈开了生命的神圣性和

完体性ꎬ建立了新的生命共同体和对抗形式ꎮ 不

同于以前的传统对抗ꎬ人与智能对抗使人类从一

级意义世界跃入二级意义世界ꎮ
(一)与更高的自我交往

面对欧洲文明的急速衰弱ꎬ在尼采看来ꎬ如
果没有战争使这类民族退回到野蛮状态ꎬ就真的

无可挽回了ꎬ因为这类民族处处显现的是萎靡不

振、狭隘、卑劣、厌倦和似是而非ꎮ 只有战争涌出

的巨石、垃圾、格斗、追捕才能让这类民族唤醒地

震般的震颤、激情和狂热ꎮ 不仅对于欧洲ꎬ对于

整个人类也是这样ꎮ 因此说:“如果人类不再懂

得要进行战争了ꎬ那么仍然对人类有很多(甚至

非常多) 的期待就是纯粹的幻象和一厢情愿

了ꎮ” 〔１１〕然而ꎬ由西方列强发动的第一次、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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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战并没有使欧洲获得新生ꎬ原因在于战争

并没有让西方民族的灵魂得到清洗ꎬ尼采所希望

的战斗精神不但没有得到升腾ꎬ反而被泯灭殆

尽ꎮ 也许有所预料ꎬ尼采再次发问:要形成与更

高的自我交往ꎬ即对自我的超越ꎬ“人们要在哪里

寻求更强大的天性ꎮ” 〔１２〕尼采的发问直到人工智

能深度发展之前ꎬ并没有得到实质性回应ꎮ
抑郁是人对生命本身的一种原始化意义的

紧迫感ꎮ 康德在«哲学学科与医学学科的争执»
中对抑郁症做了自己的阐释:“胆怯地沉溺于自

己一般而言病态的感觉ꎬ而没有一个确定的客体

(因而不去尝试通过自己的理性去控制它们)ꎬ
这种软弱就是癔症(ｈｙｐ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 ｖａｇａ〔游移不定

的抑郁症〕)ꎬ它在身体中根本没有确定的位置ꎬ
是想象力的一个造物ꎬ因而也可以叫作虚构性癔

症ꎮ” 〔１３〕患有这种疾病的人并不能要求他通过纯

然的决心来控制自己的病感ꎬ否则他就不是抑郁

病人了ꎮ 康德建议ꎬ一个有理性的人可以通过转

移自己的注意力来控制它ꎬ特别是以脑力劳动形

成“生命感的提升”ꎮ 爱因斯坦进一步认为:“提
高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并且丰富其本性的ꎬ不是科

学研究的成果ꎬ而是求理解的热情ꎬ是创造性的

或者说领悟性的脑力劳动ꎮ” 〔１４〕 基因增强技术、
脑机接口技术、虚拟技术、精准医疗技术等通过

改变人的自身和感知环境ꎬ建立了人与对象世界

一种新型构成关系ꎮ “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取

决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

出来ꎮ” 〔１５〕这些智能技术为人类寻求更强大的天

性、与更高的自我交往、生命感的提升奠定了技

术基础ꎬ是在生命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双重超越

意义上人的自我解放ꎬ是新型意义世界的诞生ꎮ
(二)双向自由选择生命周期

人类在自我解放的过程中ꎬ永远无法摆脱疾

病和死亡的降临ꎮ 在爱因斯坦看来:“头脑清醒

的人总会深切地体会到人生是一种冒险ꎬ生命永

远必须从死亡中去夺取ꎮ” 〔１６〕即生的意义大于死

的意义ꎮ 生物学死亡与社会学死亡的关系始终

是哲学家们的重点课题ꎮ 通过扩大死亡的社会

学意义一直是人类意义世界的建构任务ꎬ也是人

类战胜死亡恐惧的主要方法ꎮ 鲍德里亚批判现

代人排斥死亡ꎬ驱赶死亡ꎬ亦即是解释现代人对

死亡意义世界的拒绝与贬低ꎮ 随着对宇宙的进

一步认识ꎬ人类在宇宙的宏大与神奇中感受到人

的渺小与悲凉ꎮ 人类在生命的有限与宇宙的无

限之间的对抗中既感受到死的意义的无ꎬ也感受

到生的意义的微弱ꎮ 面对生命的无常ꎬ宗教强调

应把每一刻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刻ꎬ每个机会当作

人生最后一次机会ꎬ人应珍惜当下ꎬ看淡尘世的

浮光ꎮ 这看似对死亡采取的主动与预备ꎬ实际上

也是面对宿命的“生灵的叹息”ꎮ
智能技术让“生命”永生ꎬ尽管可能不是传

统身体的永生ꎬ但都是对死亡的超越ꎬ是生命的

新形态ꎬ是生的意义世界和死的意义世界的根本

性转换ꎮ 人类从此失去对死亡的恐惧ꎮ
但是ꎬ一旦人类可以永生ꎬ对于大部分人将

可能变得不可接受ꎬ追求死亡成为人类新的意

义ꎮ 不同于传统的自杀(属于生命的下降)ꎬ“从
永生中求死”属于生命的上升ꎮ 人类也从此进入

生死关系的全新意义世界ꎮ 到那时ꎬ人类可能自

主地双向(缩短和延长)选择自己的死亡时间和

生命周期ꎬ甚至可以选择暂停和复活ꎬ真正从必

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ꎮ
除了死亡ꎬ疾病也一直是思想家们关注的一

个重要问题ꎮ 对于疾病的意义ꎬ尼采说:“一切患

病状态的价值在于ꎬ它们以一种放大镜显示出某

些常规的、但通常难以看清的状态”ꎮ〔１７〕 疾

病是人类自我完整性和自我意识的重要部分ꎮ
而对于治疗的意义ꎬ列维 － 斯特劳斯在«结构人

类学»中说:“治疗术的本质在于使某一既定局

面首先从情感方面变得能够被想象ꎬ使肉体难以

忍受的痛苦变得可以被思想接受ꎮ” 〔１８〕 人类对疾

病及其治疗的意义的理解一直是人类文明的重

要内容ꎮ 列维 － 斯特劳斯阐释了人类在与疾病

对抗过程中ꎬ是通过一种自为的意义建构消解人

类在疾病面前的无能为力ꎮ 人工智能以综合性

精准医疗技术ꎬ改变治疗术的本质ꎬ赋予“生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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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求”全新的理解ꎮ 或许“永生”并不可能或者

还很遥远ꎬ但在智能技术下大幅度提高人的期望

寿命和生命质量是确定的ꎬ这也是人类迈向自由

王国的重大跨越ꎮ
(三)类整体的强联结性

人类从动物中分离出来ꎬ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是其群居性和整体反思性ꎮ 但是ꎬ这种整体性反

思能力及其形式是不断进化的ꎮ 从西方思想史

来看ꎬ在苏格拉底时期ꎬ古希腊神话统治的知识

世界受到怀疑ꎬ万物的决定物是什么ꎬ人在宇宙

中究竟意味着什么等自然哲学问题进入人类思

想者的视野ꎮ 到了启蒙时代ꎬ对人的主体性和人

类政治制度的整体性反思成为霍布斯、洛克、孟
德斯鸠、卢梭和马克思重点研究的内容ꎮ 在现代

科学支撑下ꎬ人类对自身物种的整体性有了进一

步理解ꎮ 在爱因斯坦看来ꎬ人总有一死的命运是

多么奇特ꎬ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只作一个

短暂的停留ꎬ目的何在ꎬ只要从日常生活中就可

以明白:“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

样一些人ꎬ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关系着我们自己的

全部幸福ꎻ然后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ꎬ他
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

起ꎮ” 〔１９〕爱因斯坦进一步认为ꎬ除非人类面临整

体灭亡的危险ꎬ否则世界各国不可能团结起来ꎮ
爱因斯坦在发现美国曼哈顿计划研制出原子弹

给予人类带来整体性的威胁后ꎬ１９４５ 年 ９ 月(日
本原子弹爆炸后一个月)提出只有建立一个各国

让渡部分权力的世界政府ꎬ人类才能摆脱核危

机ꎮ 世界政府的设想反映了人类对类存在的关

怀及其对政治制度的反思ꎮ 尽管爱因斯坦的世

界政府未能建立起来ꎬ也不可能建立起来ꎬ但
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ꎬ在美国旧金山通过签订生效

的«联合国宪章»ꎬ成立了致力于促进各国在国

际法、国际安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权及实

现世界和平方面合作的国家间协调机构———联

合国ꎮ 对此ꎬ尼采也认为:“以‘权利平等’为目

标的等级斗争和阶级斗争ꎮ 如果说这种斗争差

不多完成了ꎬ那就开始了反对非群居人格的斗

争ꎮ” 〔２０〕即在人类发展的高级阶段ꎬ人类的整体

性诉求会愈加强烈ꎮ 人与智能对抗让人类置于

从未有过的危险之中ꎬ是人类诞生以来第一次作

为整体所处的最大共同威胁ꎮ 这种不确定性的

处境必将促使人类在更高层次上进行整体性反

思ꎬ并获得从未有过的人类团结和集体行动ꎮ 这

也是对人类意义世界有史以来最富有革命性的

建构ꎮ
(四)新感性的大爆发

如果说人工智能是人类数千年理性的产物ꎬ
那它也是人类数千年疯狂的产物ꎮ 疯狂是对历

史的颠覆ꎬ也即意义ꎮ 马克思说:“任何一个对象

对我的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ꎮ” 〔２１〕

即马克思把感性理解为意义的奠基和限度ꎮ 尼

采说:“生命是由最有意义的罕见而个别的时刻

和数不胜数的间歇所构成的ꎮ” 〔２２〕 即是说ꎬ历史

至今ꎬ除了极个别时刻外ꎬ人类几乎全部的时间

都生活在无意义的世界之中ꎮ 而人工智能将给

人来带来新感性的“疯狂”爆发ꎬ必将给人类的

意义世界带来最深刻的革命ꎮ
在虚拟技术下ꎬ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自由

切换ꎬ超真实的感性不仅是对现实世界的否定ꎬ
也是对传统“感性确定性”的否定ꎮ 虚拟、物联

网、卫星通讯、量子通讯等代谢了人的“本质”ꎬ
扩大了人的“感性界面”ꎬ实现了人的“感性大解

放”ꎮ 坐在巨幕前面ꎬ清晰明亮、细节饱满的画面

充满了整个眼球ꎬ这种体验“无与伦比”ꎮ 以药

物干预、基因编辑技术、仿生技术、光遗传学技

术、人机一体技术以及智能体综合(检测、管控、
提示)技术为代表的(体能、智力、情感、道德)增
强技术ꎬ通过改变人的“自然感官”、本性和感性

方式实现“感性再创造”ꎮ 人类的注意力ꎬ我们

的意识世界在时间上的一种特殊流动ꎬ其原理并

没有在神经生物学得到科学化解释ꎮ 面对大量

的数字化生产ꎬ信息已不构成一种稀缺ꎮ 反过

来ꎬ处理信息的注意力则成为一种新的“竞争引

擎”ꎮ 机器在人脸识别上的准确度(注意力)已

经远超过人类ꎮ 机器深度学习技术的脑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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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ꎬ人类将拥有更高的注意力ꎬ必将克服人类“原
初感性”的“先天不足”ꎮ 在两性关系方面ꎬ拥有

智力、情感和性格优化的智能机器伴侣将化解人

性的内在冲突和人类在大悖论时代的“感性紧

张”ꎮ 如果说人类机器化和被人工智能替代是危

险的ꎬ那么智能作为人类的继承人将会更危险ꎬ
因为人类与智能是迭代式发展的ꎬ即在智能发展

中ꎬ人类不是被动和停滞的ꎮ

四、余　 论

智能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ꎮ 人工智能

将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魔法师ꎮ ＡＩ 赋能让一切

皆有可能ꎮ 终生学习就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最高

赋能ꎮ 学以成人不仅针对自然人ꎬ对于智能人都

有“最高价值”的含义ꎮ 人工智能研发最终将走

向产业化、商品化、公共化并深入民众生活ꎮ 大

数据与人工智能产业的风险度明显高于传统产

业ꎬ怯于风险ꎬ能源、环保、医疗、农业、教育、智慧

城市等将是人工智能最先突破的领域ꎮ 中国、美
国与欧洲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第一方阵ꎬ印
度、以色列等为第二方阵ꎬ日本、加拿大、澳大利

亚、韩国等为第三方阵ꎬ非洲等其他国家和地区

为第四方阵ꎮ 类似冷战时期的太空竞赛ꎬ人工智

能领域的竞赛会更趋激烈ꎬ因为它不限于各方阵

内部ꎬ而是跨越方阵和涵盖人类生存的所有领

域ꎮ 中国试图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领跑者ꎬ
就必须充分把握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对象世界的

新特征ꎬ通过类脑智能、自主智能、混合智能和群

体智能等领域的重大突破ꎬ形成全球领先的人工

智能理论与技术体系ꎬ并构筑具有中国人独特精

神性的意义世界ꎮ

注释:
〔１〕«世卫组织:全球每 ４０ 秒一人自杀 每年自杀人数超过

战争和自然灾害致死之和»(新华社供本报特稿)ꎬ«郑州晚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６ 日ꎮ

〔２〕«我国每年自杀身亡人数下降 ６ 成 但仍超 １３ 万»ꎬ人民

网ꎬｈｔｔｐ: / / ｂｊ.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５ / ０９１４ / ｃ２３３０８１ － ２６３７３２２９.
ｈｔｍｌꎮ

〔３〕〔６〕〔９〕〔１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１ 卷)ꎬ北京:人

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５ 年ꎬ第 ２、１５４、４６、４６ 页ꎮ
〔４〕〔７〕 〔古希腊〕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ꎬ

〔加〕罗宾森、楚荷译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７ 年ꎬ第

９０、８５ 页ꎮ
〔５〕〔８〕〔德〕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ꎬ杨恒达译ꎬ南

京:译林出版社ꎬ２００７ 年ꎬ第 ４８、１３２ 页ꎮ
〔１１〕〔２２〕〔德〕 尼采:«人性的ꎬ太人性的»ꎬ杨恒达译ꎬ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２５６、２７３ 页ꎮ
〔１２〕〔１７〕〔２０〕〔德〕尼采:«权力意志»ꎬ孙周兴译ꎬ北京:商

务印书馆ꎬ２００７ 年ꎬ第 ５６４、９７２、５６４ 页ꎮ
〔１３〕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 ７ 卷)ꎬ北京: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ꎬ第 ９９ 页ꎮ
〔１４〕〔１５〕〔１６〕〔１９〕〔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 (第 ３

卷)ꎬ许良英等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４９、４８、２０４、５５
页ꎮ

〔１８〕〔法〕列维 － 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ꎬ张祖建译ꎬ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年ꎬ第 ２０９ 页ꎮ
〔２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４２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７９ 年ꎬ第 １２６ 页ꎮ

〔责任编辑:刘　 鎏〕

—８８—

　 ２０１９. ３学科前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