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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机器：日常思维、
人工智能和人类的未来》
作者：（美）马文•明斯基

这是一部讨论人类自我思维、情
感与人工智能的著作，作者被誉为人
工智能之父，是人工智能领域首位图
灵奖获得者。大脑如何产生思维？情
感、情绪、信念、欲望这些又是如何形
成的？如果机器有一天能产生自我意
识和情感，那是不是意味着真正人工
智能的诞生？在书中，明斯基讨论了
人类思维的本质，并论证了自我意识、
情感和欲望只是人类的思维方式，而
人工智能技术或许在未来可以创造出
来真正的情感机器。

《神经漫游者》
作者：（美）威廉•吉布森

这是第一本同时获得“雨果奖”、
“星云奖”与“菲利普·狄克奖”三大科
幻小说大奖的著作。本书于 1984 年
完成，最大的成就是预示了20世纪以
后的电脑网络世界，并成为很多电影
拍摄主题的思想来源。在书中，影响
最为深远的三个概念是赛博空间、赛
博人和赛博庞克。作者在书中描画了
一个离奇、疯狂、似是而非的未来世
界。这些意象的批判性隐喻，意味着
未来世界错综复杂，耐人寻味。这部
小说在创作上的突破，开阔了科幻审
视社会的视野，给科幻小说带来了新
的活力。

《你的第一本哲学书》
作者：（美）托马斯•内格尔

作者用鲜活的语言，严密的论证
分析，以及深刻的洞察力向读者展现
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哲学思考、哲学的
真正趣味在哪里。书中的话题很深
刻，同时也很亲切，就好像发生在你身
边一样，比如我们怎么知道外部世界
的存在，怎么去判断一个行为的对错，
怎么面对死亡的恐惧，又如何寻找到
生活的意义。这本书的目的不是要给
出答案，而是以一种非常平易的方式
把人们引向哲学问题。

刘晓力说，最近几年的人工智能
的发展有革命性的趋势，人们很担心
机器会不会真的跟人一样，可以有意
识地跟人自然交流。甚至有一天，机
器人自我觉醒，操纵人类，毁灭人类。
这在现在看来并不是危言耸听，也不
是天方夜谭。

我们现在的医疗科技也很先进。
一个人耳背，可以给他一个人工耳蜗，
改善他的听力；一个人的视力有问题，

可以植入芯片；心脏不好，可以安装一
个起搏机；大脑某个部分受损，可以安
装一个电子设备。

我们可以一层一层地武装，直到
全身都变成机械。但是，这样全副武
装的人，还是他自己吗？

刘晓力说，未来的世界，可能我们
都是一个sample（标本）。 其实我们
现在就有被机器操控的趋势。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的

生活都离不开手机。如果一天没带
手机，感觉就像丢了魂一样。事实
上，手机已经成了人类心灵的延展。

试想一下，让一个年轻人断网断
电，放下手机，会是怎样的情景？是不
是他自己认知世界的能力，以及与外
界交流的能力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些都是在当下值得我们思考的问
题。

刘晓力：
人类智慧真的要被机器替代了吗
陈也喆

孔斓颖 摄

说起人工智能，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主题与生活离得很远，其实我们当下的生活里，处处都是人工智能。
会端盘子的机器人，会下棋的“阿尔法狗”，VR（虚拟现实技术）电影……那些在科幻电影里出现的画面，正一步步真

实地走入我们的生活。
为什么自然界会进化出像人一样具有意识的动物？人工智能真的能取代人类吗？为什么斯蒂芬·霍金如此“害怕”人工智能？
4月8日，刘晓力做客天一讲堂，主讲《人的自我和机器自我》，给我们分享了一些高科技的话题。

刘晓力说，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
霍金十分“害怕”人工智能，他曾发表过
一些公开的演讲，告诉大家不要去探索
外星人，如果外星人有一天真的来了，会
统治全人类。

霍金如此恐慌，是因为他几乎是
最靠近人工智能的一个人。他患有肌
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卢伽雷氏症），
全身瘫痪，不能言语，手部只有三根手
指可以活动。

他的身上安装了很多有助于身体
功能增强的技术设备，他靠眨眼睛和
动嘴唇来控制电脑屏幕。这个屏幕上
有很多特制的键盘，他用眼睛盯住键
盘上某一个键，这个键就会跳出来一

条命令，或者是一个小句子，或者是一
个短语。他还可以用声音控制前面的
键盘，然后把他的一些想法表达出
来。他的助手会通过他表达的内容，
整理出一篇论文。

斯蒂芬·霍金的担心不是多余
的。事实上现在的人工智能日新月
异，已经非常先进，只要再攻破一些难
点，超越人类已是指日可待。

人类有一个非常强的能力，就是
“同情共感”。我们对别人的痛苦，会
怀有同情和慈悲，机器有吗？目前还
没有，但是机器有一种镜像功能。

十多年前，科学家发现，人类的大
脑神经元，有一种功能叫镜像神经元

功能。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可能都
看过一个视频，一个3岁的小男孩，常
跟着奶奶去跳广场舞，结果时间一长，
跳得比大妈们都好。大家会说这个小
男孩的学习和模仿能力很强，其实这
种模仿能力就是大脑的镜像神经元所
控制的。所以只要能够从具象神经元
的原理去建构，机器人也会有这样一
个人际关系中的自我，它有模仿能力
和学习能力，就有可能更像人的自我。

刘晓力说，2015年，伦斯勒理工
学院声称制造了有自我认知能力的机
器人，他们的机器人其实就是能在镜
像实验中辨识自己。

人的意识是怎样逐步形成的

这是刘晓力第一次来宁波，她非
常喜欢这个城市，山清水秀，人杰地
灵，历史与文化底蕴深厚，气候宜人，
非常适合居住。

刘晓力是学数学出身，后来学了
逻辑，然后去做了科学哲学的研究。

“人工智能的发展极端迅速，我不一定
能跟上它的前沿，只是做一番哲学的
思考。”她谦逊地说。

刘晓力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些问
题：人的意识和自我认知究竟是怎样
进化的？为什么自然界会进化出像人
一样具有意识的动物？

机器是人造的，人跟其他动物最
大的区别，就是可以使用抽象符号，能

制造机器为我们所用。可是自然界为
什么可以进化出人的物种，也可以进
化出其他低等动物，就是没有进化出
机器呢？

那么，有没有可能机器有自己的
进化方式，造出来的东西，以后就不听
人类的指挥了？这个问题已经有人开
始思考了。

我们知道，虽然很多小动物都有
情感，但没有人那么复杂，也不像人类
一样有自我意识。

其实，人类的自我认知也是一个
进化的产物。人类最早也只是为了生
存，最初只是找找虫子，找找吃食，为
了便利，开始发明工具、运用工具，慢

慢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一步步进化
到我们现在这样的智能。

从“认知科学哲学”范畴的角度提
出“自我”这个概念的，是哈佛大学的
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威廉·詹姆斯
觉得“自我”包含三个方面：第一个方
面，是基因遗传，是一个身体的自我，
我这个身体的DNA跟别人是不一样
的，是独立的个体；第二个方面，是文
化遗传，我们在社会中跟人交流，能够
分清你我他，是一种人际关系中的自
我；第三个方面，是心理的自我，每个
人的心理世界是很丰富的，小时候怎
么样，长大了有什么爱恨情仇，有什么
思想体验，这是一种心理积淀。

手机成了人类心灵的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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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霍金“害怕”人工智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