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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工智能是运用算法进行大数据模拟人类思维模式的机器行为.人工智

能的技术内核和实现途径是机器学习,即一种对人来说“失控”的程序再编,形成一种相

对独立的自主性行为.机器学习的技术原理在于借助数据或以往的经验,运用归纳、综

合等方法对程序的自我优化,是一种相关性逻辑.从思维本质上看,人工智能与自动化

的根本区别在于人工智能拥有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人工智能丰富性的对象化世界验

证了人工智能的类本质的实现和人工智能时代新人类的类本质的矛盾性.马克思“对

象成为对象性的人”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共生提供了前瞻性和深刻性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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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６年,６位科学家在美国的达特茅斯召开了一次所谓“人工智能夏季研讨

会”(SummerResearchProjectonArtificialIntelligence),人工智能概念由此诞

生.然而,过去的６０年,这个概念直到最近几年才获得广泛的关注,而密切关注

的原因不仅在于人工智能已经悄然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
人工智能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次技术革命,它给予人类的认知、价值、关系、人的

定义及其本质都带来颠覆性的影响.从哲学上把握人工智能的类本质是我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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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代对于人类来说最大的挑战.

一、自然人的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

人是类存在物,在改造对象世界的实践中形成了强烈的类意识,包括人自身

的类意识和对其他物的类意识.作为人类(真正)的本质规定———人的类本质,
包括体力、精神能力以及相互关系方面,在费尔巴哈看来,是大自然预先设定的

和谐生活.马克思则指出:“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

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类的特性.”〔１〕不难看到,自由自觉的劳

动是马克思早期关于人的类本质的核心要素.
费尔巴哈认为,类本质使每个具体的个人能够在无限多的不同个人中实现

自己.部分人的痛苦和人类内部之间的敌对矛盾在于人的生活同人的类本质相

异化,但异化的原因费尔巴哈并未从历史主义中揭示.而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性

的异化劳动是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的原因,“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

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异化劳动把

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２〕,即异化劳动使人的类本质和现实的个人在

身体和精神上双重对立,人的类本质没有为人的发展服务,现实的个人表现也远

离人的类本质规定.
马克思不仅系统地揭示了异化劳动引发人的异化的历史逻辑,其历史贡献

更在于对于人的类本质概念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清算.马克思很快发现,人的

类本质并非是一个先验的固有抽象物,而是人的历史活动过程的基础与产物,即
人的类本质是一个历史概念.马克思通过批判费尔巴哈假定一种抽象的、孤立

的人的个体,“因此,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
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３〕,从此告别了人本主义思想.

自我意识是人对自我在客体世界中的地位、关系的一种认识或把握,属于人

对自身的一种内在尺度.对象意识是人对外部世界的属性及规律的一种认知

性,属于对“物的尺度”.在马克思看来,人之所以具有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二

重化,其根源在于实践的对象性和目的性.
生物有机体在生长过程中,具有接触、反馈、调节“自主性”功能,形成了对于

环境适应或排斥的“独立感”和“自主性”.一些较为高等的动物在此基础上还会

形成“自我认定感”,比如鸟能归巢,狼群的头狼的统治地位.但是这些经过长期

形成的“独立感”和“自我认定感”,远不是人所独有的“自我意识”.人的自我意

识是通过人的实践所形成的.由于实践是对象性活动,包括对外部对象世界的

认识、控制和改造,形成对象意识,同时,实践者也对自身进行认识、控制、改造,
形成自我意识.而这种对外和对内的二重活动和二重意识贯穿着人与人之间的

交往关系,因此,人的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具有丰富的社会历史性.因此,人的

“自我意识”与动物的“自我认定”的根本差异在于双向的改造意识和双向的社会

历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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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自我意识是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化而强化.在古代部落时期,人尚没

有独立能力,依靠部落种群集体从事生产活动.马克思指出:“我们越往前追溯

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

体”〔４〕.此时,相对于自然界人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对于作为客体的他者人,个
人独立性尚未形成,独立意识只是部落的群意识.一直到工业时代,自我意识和

对象性意识才真正建立起来并成为解释人的本质的核心范畴.马克思认为:“工
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

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５〕.不同于黑格尔把人的本质看

作抽象的、思维着的本质,即“一个绝对自为地存在的自我意识”〔６〕,马克思从人

的对象性关系及其实现揭示了人的类本质的秘密,使“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

来＝自我意识”〔７〕的思想史发生历史唯物主义转向.

二、人工智能思维的自我构成

一直困扰生物进化史理论的寒武纪无脊椎动物大爆发,在人工智能时代又

要上演.以大数据为动力的非生物人(人工智能)将以比寒武纪更多门类、更短

时间席卷地球,与生物学人类产生巨大碰撞与融合.确定人工智能是否具有原

初限定在生物人类才有的概念———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首先需要确定它的进

化过程与思维构成.
尽管目前人工智能至今没有一个精确的、被普遍接受的定义,但从整体上可

以把人工智能分为两个系统:系统Ⅰ是以没有生物新陈代谢为特征的智能机器

人或者语音识别或人脸识别等相关软件;系统Ⅱ是碳基生物的人类大脑和“硅
基”的人工智能算法对接实现人机合一.硅谷“钢铁侠”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致力于研究脑机接口技术,认为人类可以与人工智能高效融合.在人脑

中植入电极,将人类大脑和计算机相连,增强大脑皮层与外接数码设备间的神经

元联系,未来可以直接上传和下载想法,从而帮助确保人类进化能够跟上人工智

能不断加速发展的步伐.〔８〕系统Ⅱ人工智能可以有限元地被理解为增强型生物

人,人的意识、自我意识继续持有,仅仅是借助机器的运算能力提高生物人的各

种能力.这项技术目前已经获得初步成功.浙江大学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将

计算机的听视觉识别能力“嫁接”到生物体上,构建了听视觉增强的大鼠机器人.
在国内首例实现人意念控制机械手,回答了脑机融合是否能使生物体获得学习

增强的疑问.〔９〕澳大利亚国立大学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５日发布一项研究成果,成功在

半导体芯片上引导大鼠脑细胞的生长,并形成神经回路,即“芯片大脑”.这一研

究被认为开启了纳米材料技术和神经科学更紧密结合的新研究模式,将有助于

在事故、中风或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受到损伤的大脑恢复功能.〔１０〕目前关于人工

智能的哲学争议主要集中在系统Ⅰ.
系统Ⅰ的人工智能与自动化和机器的区别在于:过去自动化是执行人设计

的程序的命令,而人工智能会脱离人的束缚,自我编写计算程序,自己构成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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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 决 定 自 己.由 微 软 和 剑 桥 大 学 研 究 员 一 同 开 发 的 人 工 智 能 系 统

DeepCoder,完成了人类编程挑战赛所设定的基本挑战,DeepCoder能从其他程

序中“偷”代码,然后开始写自己的程序.〔１１〕人工智能研究团队 OpenAI最新公

布的报告指出,机器人已经学会了使用自创的新语言彼此交流并协同完成任

务.〔１２〕微软机器人框架(MicrosoftBotFramework)可以让开发者用任何编程语

言开发出能用自然语言与人类进行交流互动的智能机器人程序.智能机器人还

可以自己撰写新闻稿件、理解文章、写论文.系统Ⅰ人工智能与自动化的区别也

一定是系统Ⅱ人工智能与自动化的区别.
目前学术界关于人工智能的最大难题是系统Ⅰ人工智能与生物人的根本区

别究竟在哪里? 这个问题的解决才能回答人工智能与生物人的各自优势及其原

因.人工智能是否将来会统治人、代替人? 对此,中国科学院院士张钹认为:“人
类还有最后一道防线———自我意识.现在的所有人工智能系统都没有意识,一
切都是按照程序的安排,因此对于人工智能的危险不必过于担忧.”〔１３〕张钹还同

时强调,人的思维很多方面我们不能解释清楚,计算机也不能做,比如直觉、常识

等感知通常是“知道但不能清楚表述的”.我们认为,张钹的观点存在三个方面

的错误:一是直觉和感知不是永远解释不清楚的,不是不能,只是我们人类对自

身的思维活动目前还没有完全认识清楚;二是人工智能并不是一切都是程序的

安排,如果是这样就不是人工智能,仅仅是机器了;三是认为所有人工智能系统

都没有意识和自我意识,是因为他没有把握意识的本质.首先我们需要在技术

层面上厘清人工智能与生物人的智能界限.
人类大脑大约有１千亿个神经细胞,或称“神经元”,每个神经元和其他１万

个神经元连接在一起.神经元之间大规模的连接给予了大脑同时处理１千万亿

条信息的能力.这种大规模的内部关联也被称为“平行结构”,其运行模式并不

像电脑的中央处理系统.目前人工智能开发的神经网络系统实际上就是模仿人

的多个处理系统代替单一的中央处理系统,即“蜂群远比一头狮子更厉害”.“到
目前为止,神经网络还远远没有大脑复杂和广阔,它们还只有蟑螂脑力的十五分

之一而已,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它们确实复制了大脑的分散控制结构.”〔１４〕也就

是说,运用神经网络的系统Ⅰ人工智能与生物人的大脑在运行模式上并没有根

本区别,不同的仅仅是程度上的区别.但在目前人工智能尚处于初级阶段,又为

何人类在很多方面,特别是计算能力不敌机器人? 由于计算机是通过逻辑影射

方式运算的,就像灯光和影子的关系一样一一对应,因此是精确计算和记忆.而

人脑尽管有计算机(晶体管)无法比拟的神经元数量,但神经元本身并不是逻辑

门,人脑用了极大规模神经元才能模拟出比较可靠的逻辑和数理运算单元,不仅

速度慢,而且还会出错.
在系统Ⅱ人机合一后的合成系统里,其智能化总体水平则远高于生物人类,

它集生物思维与非生物思维于一身.它的高思维能力不是非生物思维对人的思

维的入侵,而是人的思维自身的潜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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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工智能的自我意识与类本质

在马克思看来,意识虽是人的主观形式,但具有唯物的本质,一是它的载体

是人脑(物质);二是它的对象是外部物质世界;三是它的形成过程是人脑网络神

经(物质)的信号传递.因此马克思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

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１５〕物质构成的思维,也一定可以运用物质

来重现.这是因为,数字化和电子技术的发展可以使人的思维实现思维行为化

和行为思维化.“自我意识”的载体既然可以是人的生物神经网路,模仿生物神

经的电子神经网络的平行分布系统同样可以成为“自我意识”的载体,那么,以前

只有人类才有的“自我意识”,机器同样会有,并且这种意识是透明的,任何人都

可以检查它们的代码.意识或人的自我意识并不神秘,并不需要所谓的“额外的

元素”或“内在密码”.特别是被称为神秘的人的情感活动,机器今后也会轻易地

再现.
人的大脑从思维过程来看,就是一台机器,过去人们并不知道这台机器是如

何工作,使得机器对人的模仿受到限制;反之,没有计算能力强大的电脑系统进

行模拟,也不可能认清人脑系统的工作机制.据２０１７年６月最新报道,日本研

究人员已经成功借助人工智能破译了人类的思维和想象,从而在理解人类思想

及其背后的大脑机制领域获得了重大突破.根据日本京都大学教授神谷之康及

其团队日前发表在«自然通讯»上的研究报告称,他的团队发现,可以利用人工

神经网络将人类个体的大脑活动破译和解读成可理解的信号.〔１６〕这不仅为全面

提升人工智能的思维水平,也为人工智能具有自我意识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对于自我意识的产生与发展,马克思指出:“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

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１７〕即人的自我意识只

有通过对他人的对象意识才能显现.人是通过对象性关系实现对对象的占有,
即对人的现实世界的占有.因为人对现实占有的多样性,所以才会出现人的能

动和受动.就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水平及可以确定的预期,系统Ⅰ人工智能所

呈现的自我意识可以通过它对对象的占有得到确证.
智能机器人具有像自然人一样对环境对象的触感,而传统的机器人和自动

化没有这种应对任意环境的自动反应.其技术方法不仅仅是给机器人安装类似

于人的眼睛、耳朵等传感器感知外部环境的变化,还在于感受到环境数据发生变

化后,智能机器人会自主地进行选择,对环境做出适当的调整,关键的是这种调

整并非人类已经设计的程序,而是智能机器人自己的临时设计.这使机器人为

人类做更多的服务提供可能,因为它可以应对难以预测的各种危险.为什么服

务机器人一直没有爆发,就是因为传统机器人避险能力和环境适应性弱.无人

驾驶汽车可以被认为是大爆发的一个开端.无人驾驶汽车决定转向、加快、放
慢、暂停时,汽车传感器收集的信息被直接传给庞大的人工神经网络,后者可对

数据进行处理,然后发出相应指令.然而,算法系统无法向人们,包括它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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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解释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或者为什么会失误? 说明这些无人驾驶汽车拥有

一种独立于人类控制的“自我意识”.
人类使用计算机、移动互联网、各种 APP,都需要人先去学习用法,人是主

体、计算机或软件是客体和对象.普通人为了适应外部世界的智能化处于被要

求学习使用方法的压力下.在人工智能系统里,反客为主,以人为对象,人工智

能自己通过学习和改造适应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需求,通过语音识别,更主动和

更自然地去和人进行交流.这是智能机器人“操控”人的第一阶段,把人作为认

识对象并认识到生物人在“外部对象世界”中的特殊性.在智能人“操控”人的第

二阶段,智能人会意识到生物人在主导世界中与自己的竞争.在与人的竞争与

合作中,人工智能将真正理解我们并与人共同设计合作型的共生模式和命运共

同体.

AI在学习人类语言的过程中,也学会了语言中所蕴含的偏见.２０１７年４
月１４日的«科学»杂志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英国巴斯大学的一个联合团队发

表了最新研究,证实了这一现象:AI也会表现出各种偏见和歧视,这些偏见涉及

种族、性别、年龄等.〔１８〕由于没有道德约束的 AI越来越多地承担人的工作,有人

担心这种危险会被扩大.尽管 AI的这种习性不是直接的程序设计的,而通过

深度关联学习被动习得的,但会形成一种固化和主动的对象意识,从而潜在地影

响自我意识.
尽管谷歌首席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RayKurzweil)提出在人体的血液中

植入纳米机器人,通过摧毁病原体纠正DNA错误,使得人的生物生命体在２０４５
年获得永生,但他的预测结论和技术路线更多地被认为是虚妄,然而,大幅度地

延长人的寿命或另一种意义上的永生并非不可能.通过人机融合,人类可以将

自己的意识存量下载到超级电脑或克隆到新生命内,人原来的生命体消失了,但
其生命的本质,即意识获得了永久性保存和更新.这是另一种不同于库兹韦尔

思路的“永生”.这样,载入生物人意识信息的超级电脑或“灵魂附体”自动获得

人的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
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是虚拟现实.目前它通过刺激视觉和听觉感

官,未来会扩展到包括触觉、嗅觉、味觉等其他感官,来获得现实所不能获得的

“真实”体验.未来还会在人的神经系统中直接构建虚拟现实场景,纳米机器人

可以阻断原初的感官信号,用虚拟信号代替,从生物体本身实现虚拟化.虚拟现

实从根本上打开了自然人的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的广阔空间.人的自我意识与

人的实践方式密切相关,受到实践对象、中介与人自身的客观实在性的制约.可

以说,历史进程到哪里,人的自我意识就发展到哪里.人工智能创造的虚拟现实

是“超越”现实的未来和不可能,因此,虚拟现实中人的自我意识就有向未来和不

可能穿越的可能.这是对人的传统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彻底革命,使人类“认
识你自己”这个古老的命题得到了全新的阐释.

我们认为,人工智能的自我意识是在其与对象关系不断深化的进程中,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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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确认.正是其丰富的对象性存在、创造和占有才是人工智能所获得的独立

性和独特性.在马克思看来,“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

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１９〕,因
此说,不断能动性地创造对象并使对象化现实成为人工智能自己的现实,这种自

我意识与对象意识构成了人工智能的类本质.这也是它与自动化、机器和传统

机器人的根本区别.

四、人工智能类本质的矛盾性

如果说人工智能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次人类进化的大事件的原因在于人类

的“类”从渐变发生突变,那么,代表其类本质的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也被注入了

不同于生物人类的异质,使生物人类对自己的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因失去了经

验的依赖而再一次丧失更多的独立性.
人工智能的突然大爆发,使得从技术界、管理学界、人类学界到哲学界都感

到无所适从.人类对智能的依赖一方面使人的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无法招

架”;另一方面,在加快吸纳中加快遗忘,对象意识到自我意识失去了连贯性和内

在性.从人类历史看,家务劳动社会化进程始终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具有自

我意识的服务机器人全面进入家庭代替人的家务劳动,是人的解放,特别是女性

解放最关键的一步.现阶段已经有了清洁机器人、教育机器人、陪护机器人、医
疗机器人,但这些机器人都没有情感,人们期待像人一样移动自如、有“精神世

界”的私人助理进入人类的日常生活.世界著名科技杂志«连线»的创始主编凯

文凯利(KevinKelly)２０１７年５月谈到,拥有人工肌肉组织、像人一样大小的

类人机器人从发明制造再到进入人类家庭至少还需三十年.〔２０〕一旦具有自主意

识的机器人大规模进入人类日常生活领域后,自然人与智能机器人因为彼此所

处地位、功能、社会意义的巨大差异,自我身份认定意识、改造对象意识的冲突不

可避免.智能机器人和自然人平行管理这个世界时,机器人自主地犯罪(违反人

间法律)或决策失误(给予人类带来灾难),人类将面临是否去逮捕它、给予它定

罪和如何定罪的问题,以及如果逮捕它,它是否会和人类发生战争的问题.
人机一体化后,尽管人的自我意识从生物体形式上看,并没有变化,但人机

合一会出现两种合一形态:一种是在人的生物体上加强机器的计算能力,附加部

分并没有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自然人原有的自我意识尽管没有受到外来自我

意识的攻击,但自身的自我意识会发生改变.比如,残疾人在连接功能性机器

后,视力、听力、体力等恢复了正常或增强后,他们感受到 AI给予他们过去从未

有的或曾经消失的自我独立性体验.这种独立的自我意识与过去依赖型的自我

意识形成反差.几十亿数量的微小纳米机器人通过毛细血管进入人脑,极大地

提高人的智力水平和认知能力,使纳米化人的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发生质的飞

跃并与原有意识形成冲突.另一种是自然人主体与智能机器人主体合并,形成

双主体自我意识,类似于双头连体人.对于第二种形态,两种不同的自我意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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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指挥同一个生物机器合成体,彼此的自我意识的认同、协调会变得十分困难,
而冲突应该是常态.

作为拥有弱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 AlphaGo,对于人类已经具有１００％胜率,
它的很多招法,对于人类的认识论、美学都提供了极度的震撼与美感,但弱人工

智能的 AlphaGo并没有获胜的情感表达,毫无疑问,未来拥有情感意识的强人

工智能会使人类更加束手无策.但是,如果让 AlphaGo与其他对于人类同样具

有１００％胜率的机器人展开“机—机大战”,结果会是如何? 智能机器人之间展

开激烈竞争,彼此会出现怎样的意识对抗? 应该看到,“机—机大战”给人类带来

的思考不仅是各自算法及其彼此弱自我意识的较量,更为值得考虑的是,人类是

否有可能成为地球新的领跑者之间竞技的附属物和旁观者?
人类目前或今后不长的时间就可以运用基因编辑技术改变人的身高、智力、

遗传信息,甚至道德,这种被称为“人类增强”(humanenhancement)技术为人类

战胜疾病,改善自身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但同时,也会因为设计和操作失误或某

些犯罪原因带来极大的人种灾难风险.无论哪一种结果,新的基因编辑人及其

后代对自我的意识与自然人的自我意识之间因为遗传基因的各自优势而形成在

人种主导方面的矛盾与冲突.
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就有一次机器取代人类的工作岗位而造成大规模

失业的担忧,但一次也没有出现,因为,每一次机动化在取代一部分人工岗位后,
又会为人类创造新的岗位.然而,这次人工智能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智能机器

人可以完全代替人力,人力不仅失去的是工作,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对象化劳动的

技能和改造世界的自我意识,正如马克思的预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

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２１〕

一方面,智能化读写使我们经过数百万年进化的自然能力逐步退化,即机器成为

人的时候,人也变成了机器;另一方面,普通人不再是劳动力,穷人对于富人失去

创造剩余价值的价值,所以,这是一场被称为富人对穷人种族灭绝的战争或者说

“一场智能机器密谋的金融抢劫”〔２２〕.基于人工智能时代“富人会变得越来越富

有,而穷人也会变得越来越贫穷”的担忧,欧洲议会提议对机器人征社会保障税,
比尔盖茨直接呼吁对机器人直接征收与人类工人水平相当的税金.〔２３〕不同于以

前增加的任何一种以人为收税主体的普通税种,这是从社会管理角度把机器人

置于与人同等的地位,给予机器人具有自我意识的认同.但目前尚没有机器人

直接拥有财富的法律即给予机器人拥有类似于人的直接支配财富的权利.现阶

段如果给予机器人名义主体收税,实际上仍然是富人与穷人之间的自我身份认

同意识的对立.
人工智能时代新人类的类本质的矛盾性反映了广义人类间所面临的彼此不

适应,如何化解“机器人将取代(消灭、统治、删除)人类”或“有机器人的地方,便
是‘杀戮地带’”〔２４〕等问题,马克思早已给我们预备了答案:“只有当对象对人来

说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中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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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２５〕马克思早已预料到会有“对象性的人”即“人工制造的人”的出现,并且

在与对象性的人交往中不至于被“消灭”,必须始终守护一种开放的对象不断人

化、人不断对象化的尺度.
人工智能的未来也许会消灭国家,但在人工智能的初级阶段,其发展仍需国

家的主导.准确地说,人工智能竞争大战已经在大国间拉开.时任美国总统奥

巴马提出,美国的流行文化使美国大众没有认识到人工智能的巨大意义,我们最

不想看到的是一系列官僚主义导致美国研究进度放慢.〔２６〕人工智能不仅涉及大

数据、物联网、云计算、新材料、生物医学等众多领域以及数学、物理、生物等基础

性学科,关键是每一个领域都需要创新驱动.因此,人工智能是当前检验一个国

家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最精密、最公正的尺度.中国有后发国家引进仿制、消
化吸收、集成创新的成功经验,但如何实现从跟踪模仿到综合集成,再到原始创

新的历史性飞跃,需要中国人掌握中国道路优势自我意识与外部竞争对象意识

之间的矛盾、人工智能类本质与人的本质之间的矛盾的双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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