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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语境化：智能机似人思维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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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自语境化是未来智能机发展的方向，也是判断其是否能够似人思维的最终判据。 

   

    智能机能够像人那样思维吗？判断的标准是什么？这是自计算机产生以来，人工智能专家、认知科学家和

哲学家一直关注的问题。“深蓝”战胜人类棋手、科幻电影中机器人控制人类的情景使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更为

迫切。 

  上述问题实际上蕴含了机器与人之间的一个深刻类比，即人能够思维，而智能机仅能够模拟人进行思维。

那么智能机在什么意义上能够模拟人的思维？它能够在不依赖人操作的情况下自己思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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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能否理解它所计算的东西 

  在17世纪，笛卡尔就曾假想一种认知通用机，其控制结构不仅能捕捉他所致力寻找的机器的内在具身性，

而且允许机器刻画自身内在状态的动态性。不过，笛卡尔认为这种机器对人的意图的实现极其有限，因为当时

没有哪一个可设想的单一的机器能整合庞大数量的意图，以再现人类行为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18世纪的拉美特里宣称受笛卡尔动物—机器类比的影响，提出“人是机器”的思想，旨在说明心理状态和

物理状态之间的对应关系。他认为人和机器在结构和功能上非常类似，但他没有说明人造机器如何能有心理能

力，或者可以像人那样思维。 

  20世纪30年代，图灵提出计算机能够思维的观点，主张凡是能够通过“图灵测试”的计算机就能够思维。

所谓“图灵测试”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能判断与之对话的隐藏主体是人还是机器，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即便是机

器也能思维。“图灵测试”能否判断机器的思维，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思维。如果将思维定义为计算过程，那

么计算机当然能够思维。这就是著名的“计算机隐喻”，即人是计算机，思维就是计算——这是计算表征主义

的核心思想。20世纪中叶，麦卡洛克等为了解释认知过程，提出了心的计算理论，主张心理能力可以通过大脑

中所进行的计算得以说明。 

  如果从理解的角度定义思维，那么计算机就不会思维，因为计算机不能理解它所计算的东西。这正是塞尔

的“中文屋论证”要表达的观点。塞尔曾设想某人在封闭的房间里单纯通过符号操作其所不理解的某种语言—

—比如中文——而与外面懂中文的人交流时的情形。在中文屋系统和计算机系统之间存在一种同构关系，而屋

内的操作者不理解中文，说明计算机程序仅通过运算仍不能思维。“中文屋论证”的前提是，思维意味着人对

所谈论的东西的理解，而如果一个思维主体不能理解其所思的东西，它就不能算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思维。根据

该论证，智能机如不能理解它所操作的东西，便不能思维。 

  如果再换角度界定思维，我们还可以给出许多定义。比如，思维是基于情感的，没有情感就没有思维；思

维是基于意向的，没有意向就没有思维；思维是基于意识的，没有意识就没有思维；思维是基于身体的，没有

身体就没有思维，等等。情感、意向、意识都与人生物性的身体相关，也就是说，只有具生物体的人能够思

维，而非生物体的东西不能思维。这种具身认知的观点，排除了非生物物质如“硅基”思维的可能性。 

  这种具身认知观与认知科学中的“硬件要紧”的观点极其相似。“硬件要紧”是说，一个主体能否思维与

构成它的物质成分密切相关，生物体如人能够思维，物理体如机器则不能思维。人类能够思维，是因为人类是

由生物物质如基因、蛋白质等构成的，在分子层面是碳水化合物；机器不能思维，是因为机器是由物理物质如

硅、各种金属部件构成的，在分子层面是非碳水化合物。也就是说，由碳水化合物构成的生物体蕴含了思维的

可能性，而由非碳水化合物构成的物理体不具有思维的可能性。 

  智能机应像人那样融入新语境 

  难道非生物物质的智能机一定不能思维吗？假如人类能够制造出与人脑相同数量级（约1011个）的人造神

经元集成的智能机，它以人脑神经元连接的方式运行，情形会怎样呢？这种智能机能够涌现出意识而像人一样

思维吗？人类目前还不具备这种技术能力，当然也无从判断这种智能机能否思维了。但从人类技术水平发展的

速度来看，在未来这样的智能机能否产生意识或者形成思维，恐怕不能过早下结论。 

  这里还可以提出一种判断智能机能否思维的标准，即自语境化。此判据如下：智能机若能像人那样思维，

它就应该能像人那样自主融入新的语境。我们知道，人类是目前自然界唯一能够使用语言特别是抽象语言的生

物。并且人无疑是语境化的，即处于一定的语言、历史和文化系统之中。同时，人也是自语境化的，即能够自

己主动地融入另一种语境中。没有脱离语境而存在的人，就如同人不能脱离空气而生存一样。当进入另一个语

境中时，尽管这个新语境可能是陌生的，但我们总是能够运用种种手段融入其中，比如，当我们由母语系统进

入另一种陌生的语言系统，尽管不懂这种语言，但仍然可以通过声音、图画、眼神、手势等进行简单的沟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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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这就是自语境化过程。 

  人的自语境化显然是包括思维在内的认知过程，而认知是一个“自主融入语境”进而实施行为选择的过

程，具体说就是通过自主性将认知主体与认知客体在语境中加以融合的过程。此过程以语言为媒介，以自寻

优、自组织、自学习、自适应、自进化的方式存在。如果我们能通过某种技术，使智能机实现自语境化，那么

有自己语境的智能机便是能思维的。 

  自语境化是未来智能机发展的方向，也是判断其是否能够似人思维的最终判据。目前从技术层面实现这种

智能机的自语境化还不可能，但这不妨碍我们从哲学层面对此加以思考。在这个意义上，任何能够自语境化的

物体，包括生物体和非生物体，都将具有思维能力。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哲学社会学学院认知与分析哲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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