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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知识 - 机器互动机制的可能性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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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作者提出运用计算机系统对修正了的三个世界相互作用理论和逻辑推理进行模拟验证 ,使之臻于完善。

建议的实验方案是 ,在类似于虚拟现实系统的预设运算环境中加入非人为控制的知识或物理信息 ,期待某种新知识

产生。意义在于 ,从科学技术与哲学社会科学相结合角度提出一种解释人 - 机关系新理论 ,提出未来社会中知识生

产新机制 ,尝试运用计算机系统模拟验证哲学概念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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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根据修正了的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 ,提出

一种知识 - 机器互动机制 ,分析运用现代计算机技

术对这一机制进行模拟验证的可行性和具体方案 ,

并对有关问题进行讨论。

1

卡尔·波普尔 ( Karl Popper) 指出 ,“如果不过分

认真地考虑‘世界’或‘宇宙’一词 ,我们就可以区分

下列三个世界或宇宙 :第一 ,物理客体或物理状态的

世界 ;第二 ,意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世界 ,或关于活

动的行为意向的世界 ;第三 ,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

界 ,尤其是科学思想、诗的思想以及艺术作品的世

界。”〔1〕波普尔把这三个世界分别称为世界 1、世界 2

和世界 3。从 1960 年代初直到 1994 年他去世 ,波

普尔比较系统地发展了这一理论 ,尤其着重讨论了

世界 3 的存在方式、特点和它与其他两个世界的关

系。本文不可能全面充分地阐述波普尔三个世界理

论的全部内容和理论发展变化的过程 ,过去 20 年

来 ,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就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进行

过大量的介绍、研究和讨论。下面只就波普尔理论

中与本文主题密切相关的三个部分作简要介绍。

( 1)世界 3 的存在方式 　在与脑科学家约翰·艾

克尔斯 (John Eccles) 合写的《自我及其大脑》( The

Self and its Brain)中 ,波普尔谈到 ,“有些世界 3 客体

只存在于编码的形式中 ,如乐谱 (可能从来不会演

奏) 、或者唱片录音。其他的 ———诗 ,可能还有理论

———也可以存在于世界 2 客体中 ,如记忆 ,估计也以

记忆痕迹的方式编码而存在于某些人的大脑 (世界

1)中 ,并随着大脑死亡而消失。”〔2〕波普尔还提出 ,

“不仅地图和计划 (plans) 是世界 3 客体。行动计划
(plans of action)也是 ,这可能包括计算机程序 (com2
puter programmes) 。”〔3〕这意味着 ,波普尔认为世界

3 主要以语言或某种编码形式存在 ,承认这一点是

重要的。

( 2)世界 3 的编码特性与内容不变性 　波普尔

认为 ,内容是人类语言的产物 ,而人类语言反过来又

是最重要、最基本的世界 3 客体。语言有其物理的

方面 ,而所想或所说的内容则是某种更加抽象的东

西。“内容正是我们在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

言中想加以保存、保持不变的东西”〔4〕。在波普尔

看来 ,语言是一种载体工具 ,客观知识、内容在它之

中的体现 ,犹如理论或剧作在书本中的体现。同样

的思想 ,可以翻译为不同的语言 ,也可以采取不同的

编码 (从本质上说 ,编码就是一种翻译) 。“客观意义

的知识不包括思想过程而包括思想内容。它包括我

们用语言所表述的理论的内容 ,这一内容可以、至少

可以近似地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 ,客观思

想内容是在合理的优良翻译中保持不变的内容。或

者按照更加实在主义的说法 ,客观思想内容就是翻

译者力求保持不变的东西 ,即使他会不断地发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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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难得简直不能完成。”〔5〕简而言之 ,人们总是

可以从某种表现中抽象出一个思想或一段信息 ,这

个思想或这段信息不会因其语言或编码形式而有本

质变化。

( 3)三个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 　世界 1 与世界

3 之间以世界 2 为中介 ,这一点很清楚地包含在三

个世界的理论中。波普尔指出 ,科学猜想或理论能

对物理世界产生效果。波普尔进一步指出 ,“精神在

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建立了间接联系。这一点

极为重要。无法否认 ,这种由数学理论和科学理论

组成的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比

如 ,由于技术专家的介入确实能产生这种影响 ,技术

专家通过应用上述那些理论的某些成果而引起第一

世界的变化。”〔6〕“世界 2 作为世界 3 和世界 1 之间

的中介而发挥作用。但也正是对世界 3 客体的把握
(grasp)给予世界 2 以改变世界 1 的力量。”〔7〕

显然 ,波普尔所说的三个世界相互关系 ,是一种

简单的直线关系 ,即世界 1 与世界 2 可以直接相互

作用 ,世界 2 与世界 3 可以直接相互作用 ,但是世界

3 与世界 1 不能直接相互作用 ,世界 2 是两者之间

的关键性中介。基于此观点 ,我们可以推测 ,科学知

识的增长主要靠人的精神活动 (世界 2) 与知识 (世

界 3)相互作用 (例如 ,科学史研究) ,或者精神活动

与客观世界 (世界 1)的相互作用 (例如 ,一般意义上

的科学研究)实现 ,但是 ,知识与客观物质世界不能

直接相互作用。

无须否认 ,波普尔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对于我

们理解知识的增长和生产仍然具有原则性的指导意

义 ,波普尔规定的三个世界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发生

根本的变化 ,世界 3 与世界 2、世界 3 与世界 1 分别

相互作用仍然是今天的知识生产的主要形式。然

而 ,随着信息技术成为重要的知识传播和处理手段 ,

由于计算机技术的介入 ,三个世界及其相互关系出

现了新的情况。在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现代信息处理

系统中 ,作为人工自然的计算机裸机系统可视为一

种世界 1 ,而采用数字编码形态的、含有时间序列的

计算程序软件可视为一种世界 3 ,那么世界 3 与世

界 1 就可能发生直接相互作用。〔8〕在这种情况下 ,波

普尔的三个世界关系由直线形转变为环形 ,其中任

何两个世界都可以发生直接的相互作用。在计算机

技术日益广泛应用的今天 ,对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

尤其是他的三个世界相互关系理论进行修正 ,是十

分必要的。

2

本文的基本思想是对上述概念推理进行机器验

证 ,由于关键之点在于世界 3 与世界 1 的直接互动 ,

因而称为知识 - 机器互动系统。提出的基本设想包

括三个方面 : ①把上述机器 (计算机) 与程序的直接

互动推广为一般的知识 - 机器互动关系 ; ②体现这

样的关系的系统可以作为新的知识产生机制 ; ③对

上述关系与机制进行验证演示。

上述三个方面中的前两个已经作为哲学推理得

出 ,并获得一些科学研究实例的支持 (如虚拟现实系

统、发现洛仑兹吸引子的计算机运算系统等 ,详见注

释 8 文献) 。因此 ,本文重点在于阐述如何实现上述

设想中的第三点 ,即如何对知识 - 机器互动关系与

机制进行比较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模拟验证。

( 1)模拟验证的可行性分析 　鉴于以下三个方

面的进展 ,我们认为模拟验证设想已具备较充分的

可行性。

第一 ,Michael Heim 借用中国古老的“风水”概

念 ,专指虚拟现实技术中用于描述物理科学刻画的

本体论世界的信息之流 ,其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世

界与事件发生与进行的过程〔9〕。Heim 指出 ,虚拟现

实及其客体建构描绘了对于现实世界存在物的理

解 ,这种理解已经在 20 世纪后半叶哲学中准备好 ,

现代先进的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是检验这些存在物特

性及其运动的实验台。

2000 年以来 , 斯坦福大学知识系统试验室
( KSL) Thomas R. Gruber 等人将人工智能研究与下

一代万维网研究结合 ,提出所谓“本体论”(ontolo2
gy)〔10〕系统 ,利用高性能计算机对存储信息的内容

进行语义分析 ,实现机器智能 ,预期在电子商务等领

域将得到广泛运用〔11〕。有关思想和实验模拟代表

了有关研究的最新进展。

第二 ,人工智能研究证明 ,原则上可以用图灵机

模拟人类思维〔12〕,信息处理技术最终可以实现机器

对人类智能的模拟。我们对此一“强人工智能”立场

有一定保留 ,即不认为现阶段的机器模拟可以真的

模拟人脑思维机制 ,但认可机器模拟在科学研究上

的合理性。

第三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复杂性研究大量

使用的计算机模拟试验证明〔13〕〔14〕〔15〕,通过适当编

制程序 ,在适当的外部条件下 ,大量粒子或其他成员

组成的随机系统有可能实现自组织功能或表现出某

种智能。

上述所有例证中 ,计算机程序作为一种时间序

列相关的文本被引入世界 3 是关键性的 ,知识与物

质 (准确地说是人工自然或机器)的互动是核心。其

本质在于 ,机器系统 (包括人工智能系统) 与其说是

模拟人脑的思维机制 ,还不如说是运行人脑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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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在这里 ,重要的也许不是这样的机器系统能

否模拟人脑机制 ,而是这样的机器系统及其运行环

境能否真的实现知识与机器的互动 ,并创造出新的

知识产品。

( 2)模拟验证的具体设想 　本文提出的模拟验

证的具体设想是 ,尝试运用计算机系统对上述经过

修正的三个世界相互作用理论和逻辑推理进行模拟

和验证 ,并使之臻于完善。

进行模拟验证所运用的计算机系统表面上类似

于改进的虚拟现实系统或一般意义上的人工智能系

统 ,本质上却有较大区别。传统的人工智能系统 ,本

质上也是机器与知识的互动系统 ,其主要目的在于

揭示知识 (程序) 所蕴含着的未知知识 ,或者说揭示

已有的知识 (表现在编制好的机器的运行程序中)的

尚未展示给人的自主性。可以推断 ,新知识的产生

不会超过预设程序的蕴涵 ,机器的作用仅在于加快或

者尽可能充分地展示这一过程 ,当然 ,这样的过程一

般是人脑 (世界 2)不可能或者没有耐心加以揭示的。

然而 ,预设程序 (世界 3) 中包含的内容的自主

性或超越性 (波普尔术语)还不意味着未知知识的全

部 ,即使是最完美的程序 ,也不可能包含全部的未知

知识 ,甚至也不能包含全部的已有知识。因此 ,我们

所能够做到的仅仅是考虑来自两个方面的变化因

素 ,即在预设的运算环境中加入非人为控制的知识
(世界 3)和物理世界 (世界 1 ,非线性) 的信息 ,在这

种情况下 ,世界 3 与世界 1 之间发生相互作用时 ,我

们有理由期待更多的新知识产生 ,其形态为编码信

息 ,可以是概念、图形、数据 ,也可以是某种规律或事

实 ,甚至概念本身。

( 3)模拟验证的目标 　实现模拟验证的目标在

于 ,通过建立一个能够进行计算机验证和演示、适合

解释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知识、客观世界与思维主

体关系的相互作用以及新知识产生的理论和概念体

系 ,在高性能计算机系统上设计具备知识表达、概念

推理和运行结果演示功能的开放性系统 ,对修正了

的三个世界理论进行模拟和检验 ,并在实证和文献

研究的基础上对上述理论进行充分论述与发展。

为达到上述目标 ,需要重点解决两个关键问题 :

①设计一个精巧试验 ,在一个 (对物理世界和知识世

界)信息开放的系统中模拟知识与物理世界的互动

关系 ,该实验的关键部分是确定知识的产生机制及

其算法表达。系统的开放性通过输入某种信息实

现 ,途径之一是输入外部物理世界的非线性信息 ,拟

由外部传感设备通过模数转换接入计算机实现 ;途

径之二是直接输入某种知识。②设计、组建高性能

知识 - 机器互动系统 ,这包括较强大的运算环境 ,受

到编程控制驱动的外部设备 ,可以将外部世界信息

转化为知识或编码信息的传感设备等。图 1 是模拟

实验方案示意图。

3

本文提出的设想具有科学和哲学理论意义 ,表

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 ,从科学技术与哲学社会科学相

结合的角度提出一种解释人 - 机关系的新理论 ,实

际上是把传统的人 - 机关系研究转换为知识 - 机器

关系研究 ,可能将有助于人工智能与机器认知研究 ,

至少为虚拟现实研究提供一种新思路 ,作者将就此

另文专论。其次 ,为人 - 机系统嵌入一种新的人为

控制关系 ,即知识控制因素 ,提出未来社会中知识生

产新机制。第三 ,尝试利用计算机模拟哲学概念和

进行推理 ,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信息社会问题提供

一个可供选择的理论平台〔16〕。

从方法论角度来看 ,本文设想缘起于哲学理论

推理和概念分析 ,采用了一些来自科学研究 ,主要是

虚拟现实研究、复杂性研究、混沌学研究和计算机数

值模拟等方面的实例和证据 ,再通过引入一些新概

念廓清原先的一些概念 ,从而达到修正原有理论 (波

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 的目的。本文提出的模拟验

证的基本目的是从科学意义上检验这种修正 ,将这

种主要由哲学推理和概念分析得来的理论认识回归

到科学层面的实验模拟研究 ,其方法论上的主要依据

将是哲学推理与科学研究共同遵循的逻辑推理规则 ,

这种在方法论上合法性是本文设想的合理性的基础。

可以期待本文提出的模拟验证将出现积极的结

果 ,它将提示 ,在现代人 - 机关系研究中 ,哲学研究

成果 ,特别是充分适应了现代科学发展新形势的哲

学理论 ,有可能给予科学研究以思路上的帮助 ,有时

甚至是直接的指导。这种帮助或影响是客观存在

的 ,并不依某个人的意志和喜好而改变。众所周知 ,

在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人工智能研究领域 ,近几

十年来 ,虽然来自硬件和软件两方面的进展极为巨

大 ,但是仍然没有取得根本性的突破 ,迄今有关人工

智能研究还存在着乐观派 (例如“强人工智能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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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派 (例如“反人工智能派”) 两种极端的重大分

歧。对立双方都有相当多的实例和逻辑依据作为支

持 ,难以取得共识。我们相信 ,最终解决这样的问题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哲学理论的重大发展。

人工智能的本质在于模仿人脑的知识生产机

制。人工智能派的信念是可以制造这样一种机器系

统 ,利用它完全可以模拟人脑的思维 ;反人工智能派

则主张在人脑机制未充分明了之前 ,所谓机器模拟

无异于缘木求鱼 ,而人脑之复杂绝非今日之科学技

术可以穷究探底。显然争论的关键点在于对人脑思

维机制的认识和模拟上。本文另辟蹊径 ,建议采取

不同的思路 ,不直接触及人脑机制问题 ,而采取间接

方式 ,把人脑的思维能力通过编程即人的思维产品

来表达 ,也就是把直接模拟世界 2 转换为用世界 3

来代替这种模拟。由于世界 3 的客观性容易获得 ,

具有与世界 1 一样的客观性确认 ,这样的机器系统

的合理性至少相对易于获得论辩双方的接受 ,因而

它的实验结果也将相对引发较少争议。因此 ,在某

种意义上 ,本文提出的模拟验证应该能够作为一种

对于人工智能研究问题的解决方案来对待。

也许更重要的还在于 ,本文提出的实验检验结

果还将再次回归到哲学层面 :证实了 ,将表明哲学理

论的修正是正确的 ,因而这种理论获得重要的科学

基础 ;否证了 ,则将出现较为复杂的情况 ,它可能提

示哲学推理或概念分析有误 ,也可能表明引入概念

失当 ,还可能证明 (在这个理论修正中) 把科学研究

事实提升到哲学概念层面的认识中具体做法有重大

偏差 ,当然也不完全排除对于这种提升方法的全盘

否定。此外 ,模拟研究中的试验设计、编程说明甚至

编程本身乃至系统运行过程中都有可能出现差误 ,

导致验证失败。在这种情况下 ,将会提出许多新课

题。但是无论如何 ,哲学研究都会从中得到一定的

启发。

最后 ,还有一个机器系统产生的“知识”的认证与

鉴别问题 ,这将既包含知识形态的判断 ,也包含逻辑

判断 ,还包含价值判断等多种因素。我们以为 ,这个

问题不是目前可见的以及将来可预见的机器系统能

够自行解决的 ,它需要人脑的参与来解决〔17〕。正是

在此意义上 ,作者认为 ,人终归有人的用处。此外 ,有

关问题的解决 ,还依赖于信息处理技术的长足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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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ossibil ity of Knowledge - Machine Mutual Interactive Mechanism

WAN G Ke2di1 , FU Xiao2lan2 , HUAN G Bin3

(1. Philosophy Department ,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 Bejing 100091 ; 2.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Beijing 100101 ; 3. Philosophy Department ,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 Beijing 100091 , 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s suggest to modulate and demonstrate the modified mutual interaction theory between the three worlds of Karl Popper , using a

computer system , and make it a more accepted one. The demonstration scheme in planning would be to add some non2human controlled knowledge or

physical information to a prepared computing environment parallel to a virtual reality , and to expect some kind of new knowledge coming out . A new

theory to explain the human2machine relationship from a cross view between scientific and humanism , a new mechanism to produce knowledge in the

future society , and an attempt using computer to modulate and demonstrate the inference of philosophical conceptions , would be the meaning of the sug2
gestion.

Key words :knowledge ; human2machine relationship ; modulation (本文责任编辑 　刘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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