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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ꎬ人工智能领域取得了技术上的重大突破ꎬ类脑、具身与共情是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的三大

趋势ꎬ也对于包括新闻传播学在内的各其他领域产生了正面的外部效应ꎮ 在传播的“后人类”时代ꎬ智能技术与

各环节融合ꎬ催生了复媒体的传播业态、微粒化社会以及分布式的信息传播结构ꎬ这不仅重塑了人们的交往场景

和传播行为ꎬ还对人类行为协同、信任机制、生存方式等等都产生了新的要求ꎮ 面对不断发展的人工智能现实ꎬ
传播学研究应该站在多学科交叉的视角下ꎬ以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为技术手段ꎬ在不同领域的对话中推动理论范

式创新ꎬ探索机器与人的交互及其边界ꎬ并制定出一套适用于面对人工智能与新闻传播学科相融合的发展路径ꎮ
因为人工智能与媒介技术发展的最终落脚点ꎬ依然是使得人类自身能够不断获得自由度的扩展和新的可能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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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人工智能领域取得了技术上的重大

突破ꎬ也对于包括新闻传播学在内的各其他领域

产生了正面的外部效应ꎮ 例如ꎬ搜索引擎类产品

中无偏公平排序模型的应用ꎬ缓解了排序性能的

马太效应ꎻ谷歌和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基于对比学习技术

提出的算法ꎬ实现了在无标注数据上学习图像数

据表征ꎻ全脑接口的最新进展ꎬ描绘了一幅人脑

和人工智能共生的“超人类”的发展愿景图ꎮ
类脑、具身与共情是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的三

大趋势ꎮ 早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ꎬ赫胥黎(Ａｌｄｏｕｓ
Ｈｕｘｌｅｙ)就在«美丽新世界»一书中预言了未来技

术发展的格局ꎬ如婴儿的试管培植、机器的心理

操控、植入电极模拟人类情感的感知器具ꎮ 如今

书中的部分想象已经变成了现实ꎬ从生物克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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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机接口、基因编辑以及人工智能ꎬ人与机器的

深度融合与共生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ꎮ 在

海量多模态信息的训练之下ꎬ机器不断模拟人脑

在模式识别、语言处理以及选择感知等方面的运

行机制ꎬ可以探知大脑意识的脑机接口能否让记

忆代代传承ꎬ使得“超人类”( ｔｒａｎｓｈｕｍａｎ)成为现

实ꎻ在传播的“后人类”(ｐｏｓｔｈｕｍａｎ)时代ꎬ机器与

人的交互及其边界应该如何审视ꎬ都是未来研究

需要关注的议题ꎮ
从本质上看ꎬ人工智能是对人类大脑运行机

制以及行为模式的模拟ꎬ也就是一项可以“让机

器变得更加智能” 〔１〕 的活动ꎮ 在互联网发展领

域ꎬ已经由最初的网络化、数字化传播逐渐演变

到当前智能化与多元场景的泛在传播ꎮ 内容网、
物联网共同构筑了社会连接的基础ꎻ人与人、人
与物、物与物的通联形成了社会运行的神经脉

络ꎮ 在新闻信息生产领域ꎬ人工智能颠覆了传播

技术发展的模式ꎬ也为传播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

课题ꎻ智能技术与各环节融合ꎬ并催生了新的传

播业态ꎬ这不仅重塑了人们的交往场景和传播行

为ꎬ还对于后人类时代的行为协同、信任机制、生
存方式等ꎬ都产生了新的要求ꎮ

在此背景下ꎬ本文梳理 ２０１６ 至 ２０２０ 年五年

间ꎬ Ｎａｔｕｒｅ 、 Ｓｃｉｅｎｃｅ 以及 ＰＮＡＳ 这三本国际顶级

期刊中关于人工智能的研究议题ꎬ旨在聚焦国际

前沿领域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动向ꎬ尝试为传

播学研究扩展思路、寻找新的突破口ꎮ

一、类脑、具身与共情:三大刊聚焦的人工智能议题

自图灵测试以来ꎬ将机器赋予人类智能的研

究逐渐成为全球性的议题ꎮ 人工智能ꎬ是对人类

认知以及行为决策的高度符号化的抽象描述ꎬ其
出发点也是对脑神经系统结构以及机器运行机

制的初步拟合ꎮ 一般认为ꎬ人工智能是一种模拟

人类智能ꎬ并复制、重现人类智慧的过程ꎮ 不过

从控制论(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的角度看ꎬ人工智能并不

是一种单纯呈现人类智慧的第三方控件ꎬ而是通

过重复学习来捕获人类的感知、认知以及决策控

制能力ꎬ并将这些人类独有的能力与机器相互嵌

合ꎬ形成人机一体的“高智慧设备”ꎮ〔２〕 多层次的

类人脑感知与自我进化式的决策ꎬ是人工智能的

重要标识ꎻ不断趋近人脑的意念控制ꎬ是人工智

能发展的未来趋势ꎮ
目前ꎬ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的发展可以划分为

基础层、感知层和认知层这三个层面ꎮ〔３〕第一ꎬ基
础层ꎬ即底层框架ꎬ由算法、机器学习等技术基础

共同搭建ꎬ人与机器相互协作补充是这一阶段的

重要特征ꎻ第二ꎬ感知层ꎬ即模拟感知ꎬ包括图像

识别、语音识别、人机交互以及体感检测等模拟

技术ꎬ这一阶段意味着人工智能的辨识能力已经

从物体识别发展到人体机能的外化感知ꎻ第三ꎬ
认知层ꎬ即类脑认知ꎬ涵盖了语义理解、知识图谱

等类脑思考以及学习能力的技术ꎬ如何做到使机

器以人类大脑运作的方式来进行思考ꎬ为机器

“赋智”ꎬ是这一阶段的关键议题ꎮ
(一)基础层:弱人工智能时代ꎬ技术重返具

身性ꎬ探索人类主体性和机器自动化之间的“创
造性协同”

目前研究者将人工智能划分为通用人工智

能(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ꎬＡＧＩ)以及狭义人

工智能(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ａｒｒｏｗ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ꎬＡＮＩ)两个层

次ꎮ 前者又被称为强人工智能ꎬ是一种拥有本身

意识ꎬ可以实现自我决策、自主学习的智力创新

系统ꎮ 近年来ꎬ从 ＡｌｐｈａＧｏ 发展到 ＡｌｐｈａＺｅｒｏꎬ科
学界对大脑神经系统的认知实现了重大突破ꎬ但
是由于技术局限ꎬ强人工智能时代尚未到来ꎮ 后

者为狭义人工智能ꎬ又被称为弱人工智能ꎬ是一

种人类智力仿真系统ꎬ主要通过智力嵌入式的方

式来模拟人脑决策解决现实问题ꎮ 以深度学习

网络为例ꎬ其灵感来自大脑皮层的结构ꎬ目前可

以做到识别语音、文字和图片ꎬ并以较高效能进

行信息处理和翻译ꎮ 然而ꎬ在那些对人类生存和

决策至关重要的大脑区域中ꎬ究竟还有哪些可供

机器借鉴的能力ꎬ目前研究仍尚未明晰ꎮ〔４〕

在基础层ꎬ“具身”是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

趋势ꎮ 按照唐伊德的说法ꎬ技术处于个体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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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环境的中介位置ꎬ融入身体并延伸了人的知

觉ꎮ 正如电子视听媒介的演进延伸了人们五官

的感知范畴ꎬ运输交通系统的发展替代了人们四

肢的劳动ꎬ图像识别、语音识别、音视频识别以及

各类的人工智能体感技术ꎬ成为了人体器官另一

种可能的扩展方式ꎬ但也会同时造成身体的忽视

或者割裂ꎮ 因此ꎬ基础层人工智能技术目前亟需

解决的依然是“离身”问题ꎬ即完全脱离了“身
体—主体”ꎬ试图用虚拟性替代物质性的身体ꎮ
这也是即便深度学习网络尚处于智力仿真阶段ꎬ
人类依然对于人工智能技术产生焦虑甚至恐惧

的来源之一ꎮ 有研究认为ꎬ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

和自动化技术已经在逐渐替代人类的劳动力市

场ꎮ 学者依据美国就业统计数据对民众的工资

水平以及各职业的市场份额变化进行分析发现ꎬ
在人与机器共存的就业背景下ꎬ机器不仅提高某

些领域的生产率ꎬ同时也在某些领域替代人类的

工作ꎮ 人类低收入和高收入职业的市场份额正在

增加ꎬ而中等收入职业的市场份额却在减少ꎮ〔５〕

一些持技术乐观主义的学者认为ꎬ即使技术

取代了某些产业工作人员的就业ꎬ这种“创造性

取代” 〔６〕也会同时创造新的需求和新的机会ꎮ 人

工智能技术正在逐渐改变人类的社会属性和职

业性质ꎬ政府机构或者决策者有责任和义务对社

会数据进行系统化建模ꎬ建立市场就业决策框

架ꎬ预测社会整体的就业趋势ꎬ对不景气的行业

及时作出战略性调整ꎬ满足市场对某种职业的需

求ꎬ平衡劳动力就业情况ꎮ 同时ꎬ人工智能的发

展结果应当是促进社会职业的丰富性ꎬ减轻那些

重复且繁琐的工作负担ꎬ挖掘人的真正智能潜

力ꎬ最终寻求一种人类能动性与机器自动化之间

的“协同状态”ꎮ〔７〕 正如 Ｑｕａｒｔｚ 机器人实验室的

研究者所言ꎬ与其谈论记者这个职位是否会被人

工智能替代ꎬ不如开始思考如何进行人机协作ꎬ
从新闻从业者能动性的实践出发ꎬ“部署人工智

能去开展新闻报道”ꎻ与其担忧自己的工作被抢

走ꎬ不如以积极的态度拥抱变化ꎬ “与机器共

勉”ꎮ〔８〕

(二)感知层:从情绪检测的识别到人体机

能的镜像感知ꎬ从探测情感到共鸣情感转向

在感知层ꎬ情绪识别与分析是人工智能发展

的重要趋势ꎬ目前亟需解决的是“共情” 问题ꎮ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能够做到的是对人体

情绪感知的镜像感知ꎬ以及细微情绪的探测ꎮ 未

来需要从情绪监测到人工智能共情 (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ｅｍｐａｔｈｙ)ꎬ从“探测情感”到“共鸣情感”的转向ꎮ
共情意在将和人类相似的共情机制嵌入机器运

行的系统之中ꎬ主客体之间产生同感或者一致感

(ｏｎｅｎｅｓｓ) 〔９〕的能力ꎮ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ꎬ人工神经

网络研究兴起ꎬ揭示大脑神经元之间突触联结机

制的赫布理论(Ｈｅｂｂｉａｎ ｔｈｅｏｒｙ)为机器的非监督

学习打下基础ꎻ７０ 年代ꎬ感知器(ｐｅｒｃｅｐｔｒｏｎ)成为

浅层神经网络发展的重要突破方向ꎻ〔１０〕９０ 年代ꎬ
卷积网络开启了深度神经网络发展新的时代ꎮ
当前阶段ꎬ基于感知层的人工智能已经能够模仿

识别人类的知觉体验ꎬ实现了从识别到感知的跨

越ꎮ 人工智能时代ꎬ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类脑信

息处理ꎬ可以模拟人脑运作方式构建出听觉、视
觉、触觉等多通道高协同的人类感知与处理功

能ꎮ 从单层感知器到多层感知器ꎬ基于大规模数

据训练的人工神经网络学习让机器愈发趋近人

脑的运作ꎮ
一方面ꎬ机器识别技术精确度的提升ꎬ使得

人工智能实现了从 ０ 到 １ 的突破ꎮ 从历史发展

的角度ꎬ人类社会信息爆炸真正始于 ２０１０ 年ꎬ被
技术赋权的用户高度活跃于社交媒体平台上ꎬ网
络场域中每秒都会产生海量的多模态异构数据ꎬ
人工智能图像处理和自然语言处理的算力也随

之发展ꎬ革命性地提高了后台数据处理能力ꎮ〔１１〕

当前机器识别技术已经能够实现人机传播的实

时多通道交互ꎬ从二维的图像识别进化到三维的

人脸识别ꎮ 例如在每年举行的 ＩｍａｇｅＮｅｔ 挑战赛

中ꎬ研究团队可以实现在超大规模的可视化数据

库中ꎬ精准地运用视觉对象识别技术来检测目标

信息与场景ꎮ
另一方面ꎬ从机器识别到机器感知的跨越ꎬ

—０１１—

　 ２０２１. ８学术前沿



使得人工智能发展进入到第二个阶段ꎬ即感知人

或物的存在状态ꎮ 这种感知不仅可以识别外在

的形态ꎬ还能够监测甚至干预内在情绪的变化ꎬ
其精确性和实时性甚至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感知

能力ꎮ Ｎａｔｕｒｅ 在 ２０１８ 年刊登的文章显示ꎬ研究人

员正在开发人工智能腕带和应用程序ꎬ通过可穿

戴式传感器和移动终端数据ꎬ不仅可以追踪识别

目标用户的情绪波动和精神疾病征兆ꎬ甚至可以

对用户的情感进行预测ꎮ〔１２〕 除去自下而上的数

据采集与识别之外ꎬ人工智能技术还可能自上而

下地自动模拟ꎬ实现情绪干预ꎬ如通过脑机接口

提供调节和早期治疗的传播方式ꎬ用来改善用户

情绪ꎬ使其重获健康状态ꎻ〔１３〕 或者通过计算人类

的面孔情绪、对话语调等社交线索ꎬ识别人类的

情绪ꎬ并反馈相应的情绪唤醒与情绪应对ꎮ〔１４〕 未

来ꎬ此类“情感型人工智能”的开发将具有更大

的研究意义与社会价值ꎮ
(三)认知层:从人工神经网络到类脑强化

学习ꎬ多学科协同理解人脑智能的“黑箱”
在认知层ꎬ“类脑”是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

趋势ꎬ也就是用人工的方式来构建人脑一样的神

经网络ꎮ 从理解脑的结构到理解人的智能ꎬ变
“黑箱”为“白箱”ꎬ制造有意识的类脑机器ꎬ解决

如何可以使得机器以人类大脑运作的方式来思

考问题ꎮ “除人脑以外ꎬ没有任何一类人工系统能

够具备对新环境与新挑战的自适应能力、对于新

信息与新技能的自动获取能力ꎻ也没有任何人工

系统ꎬ在进行复杂多任务处理时ꎬ能够媲美人脑的

低能耗”ꎬ〔１５〕 人工智能如果能够达到分层意识加

工的程度ꎬ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真正被称为“有意

识”ꎮ
在处理不同性质和不同深度信息时ꎬ人类大

脑具有阶段性特征的差异ꎬ产生的意识也有所差

别ꎬ因此将主观的经验体验与客观的计算过程完

全分开ꎬ即 “过度理智化” ( ｏｖｅｒ －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ｉ￣
ｚｉｎｇ)的路径是不可取的ꎮ〔１６〕 在认知层的研究阶

段ꎬ基于大脑信息处理系统所提出的“类脑强化

学习”ꎬ〔１７〕以及基于不同神经元之间的信息传递

机制提出的“分层时序记忆”(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ｔｅｍｐｏ￣
ｒ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ꎬ〔１８〕 进一步推进了脑信息处理机制

的进展ꎮ
多脑区、多模态、多通道和多任务协同ꎬ微观

刺激调控和宏观动态演化ꎬ长时短时记忆与决策

等等具有自主学习能力的智能系统ꎬ都代表着人

工神经网络研究向更类脑的方向演进ꎮ〔１９〕 在新

闻传播学领域的以往研究中ꎬ阈下媒介信息加

工、媒介环境中周边信息的无意识处理、说服与

记忆效果的启动等等领域ꎬ均属于这种分层意识

加工的研究范畴ꎮ 在认知层ꎬ我们不仅要从实践

层面探索如何利用人工智能系统来提高社会生

产的效率ꎬ比如远程会诊、智能服务以及无人机

物流运输等等ꎬ更需要探索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来

改善人机交互中用户的学习、记忆、感知和决策

等方面的能力ꎬ〔２０〕 这是目前尚被忽视的研究领

域ꎮ
在类脑感知的议题之下ꎬ三大刊近年来还发

布了关于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交叉学科的研究ꎮ
例如ꎬ如何利用算法模型分析社交平台上人身攻

击类信息的特点ꎬ〔２１〕 如何发现人工智能语言表

达中暗含的性别偏见ꎬ〔２２〕 如何用智能算法探测

公众情绪ꎬ〔２３〕 如何运用人工智能提高科学研究

的可重复性以及透明性ꎬ〔２４〕 如何使人工智能像

人类大脑一样加工视觉图像、训练机器从过往的

经验中产生自主学习的技能ꎬ〔２５〕 以及人工智能

的伦理框架〔２６〕 等等ꎬ这些议题的选择也在某种

程度上体现了国际前沿研究的潜在关注点ꎮ

二、既是“富媒体”也是“复媒体”:人工智能技术

与传媒业融合的核心逻辑

　 　 人工智能不仅是自然科学领域关注的前沿议

题ꎬ也在实践中为传媒行业带来了革新式的发展

契机ꎮ 当前媒介的发展趋势ꎬ是从“互联网 ＋ ”
到“人工智能 ＋ ”的进程ꎻ如果说“互联网 ＋ ”是

媒介发展的平台ꎬ那么“人工智能 ＋ ”则是具有

无限开发可能的载体ꎮ〔２７〕 当下ꎬ多通道传感器技

术的信息收集、机器辅助写作和编辑、虚拟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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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交互界面呈现等技术ꎬ拓展了内容生产“输

入—处理—输出”的框架ꎬ以及信息内容的来源

图景与校验机制ꎻ基于感官系统与认知逻辑的沉

浸媒介ꎬ拓展了人类感知的空间维度ꎬ为受众打

造身临其境的在场感ꎮ
因此ꎬ我们可以说ꎬ未来“人工智能 ＋ 媒介”

既是“富媒体” ( ｒｉｃｈ ｍｅｄｉａ)也是“复媒体” (ｐｏｌｙ
ｍｅｄｉａ)ꎬ将成为传媒业的突破口ꎬ承载着多线索、
多模态、多通道、多样化的信息流ꎬ给用户带来高

选择性和高智能性ꎻ更重要的是ꎬ在技术发展之

上ꎬ可以搭载一种新型的情感、道德和社会关系ꎬ
有助于技术的“再社会化”ꎬ〔２８〕 以及协商式人机

传播的新发展ꎮ
(一)在内容领域ꎬ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全面

革新了新闻采编环节ꎬ还以“拟人化”的呈现形

式创新了内容与生产者之间的交互形态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不仅实现了内容生产

自动化、分发形态的多样化ꎬ还成功地以“交流

者”形态参与到人机传播中ꎬ如亚马逊的“Ａｌｅｘａ”、
苹果的“Ｓｉｒｉ”、微软“小冰”以及虚拟偶像“洛天

依”等机器智能体ꎬ以“语音交流”的形式实现社

会嵌入ꎮ 从行为上来看ꎬ人们使用语音信息查

询、听新闻或是视频聊天ꎬ是在用语音或者视频

的介质替代文字ꎻ从本质上看ꎬ这其实是从“人机

界面交互”向“人机感官对话”方式的一种转变ꎮ
一方面ꎬ在人工智能的合成语音方面ꎬ机器

合成语音与真人语音相比ꎬ并不会显著降低用户

对内容的信任度以及喜爱度ꎬ但是受众对合成语

音同样存在着性别的刻板印象ꎬ〔２９〕 即男性合成

语音的说服力要显著高于女性合成语音ꎬ〔３０〕 并

且合成语音传播也会呈现出异性相吸的现

象ꎮ〔３１〕另一方面ꎬ在人工智能的虚拟形象方面ꎬ
应用于商业领域的虚拟偶像以及专注于新闻生

产的 ＡＩ 合成主播ꎬ创新了与用户之间的交互形

式ꎬ并且能够依托后台大数据为用户提供个性化

产品ꎬ如央视网 ＡＩ 主播“小智”、新华社 ３Ｄ 版合

成主播“新小微”、人民网“小晴”以及澎湃新闻

“小菲”等ꎮ 不过ꎬ人工智能的信息内容生产并

非全然带来正面效果ꎬ也对内容的真实性带来挑

战ꎬ如借助深度合成伪造(ｄｅｅｐ ｆａｋｅ)ꎬ视频或者

图片中的传播者面孔可以被替换成任意对象ꎬ而
管理者对这类虚假信息的防范和治理难度也大

幅度提升ꎮ
(二)在受众层面ꎬ人工智能技术为受众提

供了个性服务的基础ꎬ但算法本身携带的“隐蔽

偏见”也进一步增大了受众识别真实内容的难度

信息过载影响着个体决策和判断ꎬ也激化了

个体有限的认知能力和无限的信息资源之间的

矛盾ꎮ 一方面ꎬ算法实现了“千人千面”的个性

化内容分发ꎬ让社会信息实现了“整体—群体—
个体”这三个层面的传播变化ꎬ满足了分众化个

体的信息需求ꎮ〔３２〕另一方面ꎬ技术虽然还不具备

人类的情绪与思想ꎬ但并非是毫无意识、完全中

立的主体ꎬ定制化的信息也会因为算法架构者的

主观因素而导致传播的内容带有某种“内生性偏

见”ꎬ〔３３〕导致一些错误信息(ｍｉ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与虚

假信息(ｄｉ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的产生ꎬ即前者被认为是

错误的、具有误导性的内容ꎬ而后者是传播者为

获得利润或者追求政治目标而恶意制造的内

容ꎮ〔３４〕在机器的信息分发机制之下ꎬ不管是无意

为之的错误信息亦或是隐含编码者偏见的恶意

内容ꎬ都有可能在潜移默化之间触达并影响用

户ꎻ而用户在接受和传播的过程中ꎬ也越来越难

以对其察觉和分辨ꎮ
除此之外ꎬ从个人层面上看ꎬ一种被称为“天

真现实主义”(ｎａｔｉｖｅ ｒｅａｌｉｓｍ) 〔３５〕的现象也广泛流

行ꎬ即当人们看到与自己认知不一致的意见时ꎬ
会怀疑发布者是带有偏见或者不知情的ꎬ并很容

易将这些包含相反观点的内容贴上“虚假”的标

签ꎮ〔３６〕因此ꎬ受众自身既有的认知基模在某种程

度上也会阻碍真相的流行ꎮ 近些年研究者开始

使用文本分析、机器学习等计算科学的方法来辨

别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ꎮ〔３７〕 也有相当一部分

学者认为这些技术所带有的隐蔽偏见ꎬ在某种程

度上进一步增加了受众与真实之间的距离ꎬ将大

众包裹在由机器技术所呈现的拟态环境之中ꎬ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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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精确化匹配和个性化推荐也会带来其他的

负面效应ꎬ比如传播者有可能存在有意的信息操

纵过程ꎬ〔３８〕 造成对个体虚拟空间数据足迹甚至

隐私的侵犯ꎬ〔３９〕 或者加深社会民众对于某些群

体的刻板印象ꎮ〔４０〕

(三)在分发途径层面ꎬ人工智能技术完成

了从分发渠道到内容平台的升级ꎬ多渠道多场景

触达受众

从渠道向平台的演变ꎬ并不仅仅是字面上的

变化ꎮ 渠道是内容触达到用户的单一通道ꎬ用户

仅仅是渠道的端点ꎬ不同的个体之间多数时候是

相互分离的ꎬ内容生产者与用户之间也被渠道所

间隔ꎬ无法产生实时的互动ꎻ而平台则是一种“集
置”ꎬ是内容到达用户的多元路径和复合生态ꎬ用
户被聚集在平台上ꎬ用户与用户也在平台上相互

连接ꎮ〔４１〕 例如社交媒体平台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旗下的

Ｎｅｗｓｆｅｅｄꎬ该技术的引入深化了用户在社交媒体

上浏览信息的媒介接触习惯ꎬ也扩大了信息的传

播途径ꎬ间接印证了拥有分发渠道对于个体话语

的赋权ꎻ在国内ꎬ新华社智能平台“媒体大脑”、
人民日报联合百度公司成立的“人工智能媒体实

验室”、光明日报与封面传媒共建的“智媒技术

云平台”等等ꎬ均集合了自然语言处理以及音频

语义理解等多项技术ꎬ有助于促进智能化内容的

生产ꎬ加快媒体的深度融合ꎮ

三、后人类时代人工智能领域的交叉学科

协同研究趋势

　 　 关于后人类时代的愿景ꎬ研究者们尚有不同

的阐释ꎮ 即便如此ꎬ对“后人类”的探讨仍有一

个共同的主题ꎬ那就是人类与机器的深度融合与

协同共生ꎮ〔４２〕“赛博格”是后人类时代的特征ꎬ意
为“一个控制论的有机体ꎬ一个机器与生物体的

杂合体ꎬ一个社会现实的生物ꎬ同时也是一个虚

构的生物”ꎬ〔４３〕人类可以通过与技术的深度耦合

来追求自身的增强甚至是超越ꎬ人与机器之间是

一种关系性而非对立性ꎮ〔４４〕

因此ꎬ在后人类时代的人工智能议题研究

上ꎬ学科交叉能够带来理论上的融合创新以及方

法上的取长补短ꎮ 不同的学科视角能够扩展对

同一问题的更多解读路径ꎮ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Ｎａｔｕｒｅ 与

ＰＮＡＳ 三大刊均在杂志的办刊目标与发文要求中

提到ꎬ鼓励学科交叉(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的研究ꎮ
例如ꎬ Ｓｃｉｅｎｃｅ 上先后刊发了关于人工智能意识

产生与人类语言传播的两篇综述ꎬ〔４５〕 其中都提

到了采用脑电等认知神经科学方法完成的研究ꎬ
探索人脑在信息传播、精神交往、人机互动中的

认知加工机制ꎬ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交叉学科研究

方法应用的广泛性与可行性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这
种交叉性不仅仅体现在研究方法的扩容ꎬ还包括

研究议题的转向以及创新驱动的探索ꎮ
(一)人工智能正在朝向多通道、多模态异

构数据的深度学习发展ꎬ具身化机器的信息处理

以及传播机制将对人的认知产生更深入且难以

觉察的影响

技术发展阶段对应着人类认知变迁的历史ꎮ
媒介形态可以根据“身体参与传播活动的完整

度”划分为“身体媒介”“无身体媒介”“身体化媒

介”及“类身体媒介”这四个阶段ꎮ〔４６〕从身体在场

到未来虚拟在场的“类身体媒介”ꎬ脑机接口、纳
米芯片等技术将实现从对人类肢体的拓展到对

神经系统以及意识层面的延伸ꎮ 在此过程中ꎬ具
身人工智能的发展扮演着一种具有“主体性”的
角色ꎬ以非表征性、具身化的形式自主处理与外

部环境交互与传播过程中产生的信息ꎮ 而后人

类主义下的具身人工智能ꎬ并非是否认了身体物

质性的存在ꎬ而是承认了如伊德所说的在技术中

再次具身化的身体ꎮ 一些学者提出可以将人脑

的类比思维能力复制到 ＡＩ 处理器中ꎬ以人类的

元认知逻辑为基础ꎬ建立人工智能的转换学习框

架ꎬ〔４７〕以增强人工智能完成新异任务的能力ꎬ从
而进一步反哺人类的创新洞察ꎮ〔４８〕 与此同时ꎬ人
工智能亦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类的行为决策ꎮ
在边界消融、人机协同的传播场域之下ꎬ建立在

人工智能技术之上的“类身体媒介”既能够对现

实进行复制ꎬ也能放大、缩小甚至是扭曲现实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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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再现”的效果都终将反作用于人的内在认

知ꎮ
深度学习是人工智能进化的重要渠道ꎬ主要

通过多模态异构数据来精确模仿人类多感知通

道的认知结构ꎮ 机器学习过程中的信息传达ꎬ包
括声音、面部表情以及身体姿势等要素ꎬ本质上

是一个多场景传播要素相融合的问题ꎬ即通过调

用视觉模态、听觉模态、触觉模态等人体感知器

官来表达具有丰富语义的情境ꎮ 目前ꎬ已有丰富

的研究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讨论人工智能的

视觉信号处理机制ꎮ ＰＮＡＳ 期刊在 ２０２０ 年刊登

了一篇关于人工智能视觉信息处理的综述文章ꎬ
总结了人工智能在视觉空间推理以及相关领域

的最新进展ꎬ包括人工智能如何学习视觉转换ꎬ
如何通过格式塔原理学习像人类一样了解视觉

关系的相似性、连续性和对称性ꎬ如何通过模仿

人类的视觉处理机制去实现相关感知通道的信

号处理等ꎻ〔４９〕 而人工智能此类功能的设计和实

现ꎬ还可以与人类类似行为的认知机制联系起

来ꎬ实现机器与人的关联互补ꎮ
(二)从感知层到认知层ꎬ仿真技术创造类

人化的虚拟形象ꎬ通过情绪模拟提升交互过程中

的共情感

人工智能不断发展演进ꎬ其中一个重要趋向

是从外在的行为维度向内在的情绪维度的拓展ꎮ
这不仅仅体现在机器程序与人类交互过程中真

实感的提升ꎬ还表现在拟人化虚拟形象对传播共

情性的营造ꎮ 这是人工智能领域新一轮技术变

革的核心所在ꎮ
一方面ꎬ人工智能可以模拟类人的情感、态

度等一系列内在认知要素ꎬ在技术“脚本”之下

赋予用户更强的真实感以及在场感ꎮ “脚本”
(ｓｃｒｉｐｔ)的概念是学者拉图尔提出的ꎬ最早是用

来描述技术产物对行动者行为决策所产生的影

响ꎮ 人类在不同场景下的行为需求、行为方式均

会受到这种脚本的影响ꎮ 例如ꎬ互联网的虚拟

性、连通性以及匿名性ꎬ放大了微粒个体的力量ꎬ
但同时也模糊了社会规则以及界限ꎬ类似人肉搜

索以及网络暴力等侵犯他人权利的行为时有发

生ꎬ这时的互联网已经超越了工具属性而进入了

价值属性的阶段ꎬ这些失序行为均是在互联网价

值属性下所产生的负面脚本ꎮ 对于智能技术而

言ꎬ其本身具备的属性和运行规则在某种程度上

也为传播行为定制了脚本ꎮ 例如ꎬＡＲ / ＶＲ 等逐

步接近成熟的虚拟技术创造了逼近真实的“第三

世界”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外化我们的身体ꎬ用虚

拟精神层面的互动替代肉身的真实接触ꎬ让人类

拥有更真实的与外部世界交流的能力和条件ꎮ
这一切均是人工智能为虚拟世界乃至真实世界

所带来的新的传播“脚本”ꎮ
另一方面ꎬ从面孔、表情、声音到体态的合成

与仿真ꎬ人工智能打造高度拟人化的虚拟形象进

一步提升人机传播的共情能力ꎮ 技术的发展使

得人工智能越来越具备和人类相似的情绪感知

能力ꎬ即能够通过用户发出的指令或反馈信息进

行情绪判断ꎬ并给出相应回复ꎮ 人类的决策方式

可以划分为中心路径和边缘路径两种途径ꎮ 精

细加工可能性模型(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ｍｏｄｅｌ)
认为ꎬ人们在评价观测对象的时候ꎬ其认知过程

既不会周全思虑ꎬ但也不会毫无思考ꎮ〔５０〕 当受众

需要对信息要素进行有意识的、深入思考的精细

加工时ꎬ中心路径在起作用ꎻ但是当个体只是通

过一些浅层的、非内容信息作为判断标准时ꎬ则
采用边缘路径进行认知加工ꎮ 当个体进行精细

加工的可能性较高时ꎬ中心路径发挥作用ꎬ这将

进一步促进用户的情绪启动ꎻ当精细加工可能性

较低时ꎬ个体将保存自身的认知资源或将其应用

于其他观测事物的理解中ꎮ 除此之外ꎬ来源于中

心路径的理性决策通常会占用个体大量的认知

资源ꎬ因此在日常生活中ꎬ人们常常调用边缘路

径中的感性系统作为主要决策方式ꎮ〔５１〕 未来ꎬ研
究者们认为有可能提高人工智能的共情能力权

重ꎬ弥补人类在边缘路径决策上的缺陷ꎬ〔５２〕 比如

在不同的情境之下ꎬ借助机器对面孔、表情、声音

以及体态等要素进行分析计算ꎬ通过场景类型以

及情绪的一致性来识别出符合当下情境的行为ꎬ
—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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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此作出反映以及调控ꎬ产生“共情反应”ꎮ〔５３〕

由于机器学习是在数据训练中的自适应过程ꎬ而
人类共情能力是在不断与外界进行信息交互中

发展的ꎬ二者有许多共通之处ꎮ 因此ꎬ提炼出人

类共情系统的核心数据ꎬ并让虚拟形象对此进行

深度学习ꎬ将有机会进一步提升人机交互的共情

能力ꎮ〔５４〕

(三)“人工智能 ＋ ”将建立传受者之间的直

接联系ꎬ通过“代理人”机制重构社会信息交流

模式ꎬ制定更稳定有效的运行准则

人通过各种终端、依托各种技术进行具身化

实践ꎬ媒介技术则成为行动的“转译者”ꎬ以中介

“代理”的形式在不同时空中对人的行为决策施

加影响ꎬ从而进一步改变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互

体验以及交流习惯ꎬ对传播活动施加影响ꎮ 传统

意义上ꎬ这一类筛选并加工信息ꎬ控制信息传播

的维度的主体主要是由“把关人”来承担ꎮ 从最

初的新闻从业者ꎬ到后来的机器核查程序ꎬ把关

人的主体范围进一步泛化ꎬ实现了从“把关”到

“代理”的转变ꎬ传受者双方有可能跳过“中介”
建立直接联系ꎮ 在智媒时代ꎬ“人工智能 ＋ ”与

各行业、各领域相融合ꎬ重新塑造了社会信息的

流动模式ꎮ 例如ꎬ人工智能与区块链相结合在传

播领域的应用ꎬ赋予了内容平台更高的透明性以

及被大众审查纠错的可能性ꎬ区块链的泛中心分

布模式可为人工智能提供多方联合决策路径的

支持ꎬ使得整个社会的决策系统朝着更加公平与

普适的方向发展ꎮ
更进一步来说ꎬ未来传播技术中最为前沿的

“人工智能 ＋ ”量子互联网也已经被提上议程ꎮ
Ｓｃｉｅｎｃｅ 上近期刊发的一篇文章定义了量子互联

网发展的不同阶段ꎬ提供了一个可供讨论的共同

话语框架ꎮ〔５５〕 量子互联网的愿景是在达成两个

点之间的量子通信的基础上构建新型的互联网

架构ꎮ 与区块链不同的是ꎬ量子互联网是一种更

加安全的网络结构ꎬ任何窥探量子信息的企图都

会留下痕迹并被监测到ꎬ用户将有望在一个绝对

安全的通讯网络上发送信息ꎮ 除此之外ꎬ量子处

理器将拥有经典互联网所无法具备的信息加工

能力ꎬ这也是对人类信息传播方式新一轮的迭代

升级ꎮ

四、结　 语

从传播技术的角度来看ꎬ如麦克卢汉所言ꎬ
媒介是人的延伸ꎬ物质性作为连接万物网络的基

本媒介ꎬ主体被纳入万物网络不断重新编织的时

空过程ꎬ〔５６〕人类这一主体“深植在复杂的物质世

界”ꎮ 因此ꎬ我们对于人工智能的探讨ꎬ无法遮蔽

真正的问题ꎬ“离身性超人类面临的困境ꎬ只能通

过重回具身性的后人类加以解决”ꎻ〔５７〕 后人类的

境况ꎬ并非是人的偏移和终结ꎬ而是人与人工智

能技术的互补、协同与共生ꎮ 我们对于后人类与

人工智能的前景讨论ꎬ归根到底是要反思人类自

身存在的边界ꎮ
传播学诞生于 ２０ 世纪ꎬ在多学科的整合与

分化中逐渐寻找到本学科关切的主要研究方向ꎬ
即一切与传播本身相关的主体、客体和中介物ꎬ
都是传播学关注的研究对象ꎮ 随着媒介技术的

智能化发展ꎬ人机传播的意涵进一步丰富ꎬ不断

扩展着人与外部世界对应关系的边界ꎮ 传播学

研究从关心信息传播与媒介ꎬ拓展到关注传播与

人的具身性、媒介技术与流动性的社会之间日益

切实的连接ꎬ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意义在此基础

上也有了更深的扩展ꎮ
当下ꎬ纳米芯片、脑机接口、无人汽车、社交

机器人等新技术产物的诞生ꎬ意味着传播业迎来

新的拐点ꎮ 人工智能让人们想象中的“未来”变
得可预见、可感知、可参与ꎬ未来传播的实践走向

是“微粒化”社会和“分布式”的社会信息传播结

构ꎮ 一方面ꎬ媒介物已经超出原有的承载、传播

以及连接的功能ꎬ开始参与改变人的情绪认知、
内隐态度以及行为决策ꎬ重塑人的知觉、听觉等

多通道加工过程ꎬ从这个层面来看ꎬ人工智能技

术既是“富媒体”也是“复媒体”ꎬ变革了人与人、
人与物以及物与物之间的共生和交互模式ꎻ另一

方面ꎬ后人类“将感性知觉重新整合进传播主

—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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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ꎬ〔５８〕未来人工智能与人之间的关系ꎬ将呈现

一种复调的共情ꎬ人工智能逐渐发达的“自我意

识”及其与人类“情感共鸣”之间的关系ꎬ依然需

要我们谨慎思考ꎮ 面对不断发展的人工智能现

实ꎬ传播学研究应该站在多学科交叉的视角下ꎬ
以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为技术手段ꎬ在不同领域的

对话中推动理论范式创新ꎬ并制定出一套适用于

面对人工智能与新闻传播学科相融合的发展路

径ꎬ因为人工智能与媒介技术发展的最终落脚

点ꎬ依然是使得人类自身能够不断获得自由度的

扩展和新的可能性ꎮ
(本文感谢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创新

平台、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传播学创新

实验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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