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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表达，“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要表达清楚。但

当面对“二律背反”这样的悖论时，人类思维是可以辩

证的思维，但对于计算机来讲，只能将悖论拆解为抽象

的各个方面，才不至于出现程序混乱，这就有很大的不

同。此时，思维方式的差异便暴露出来。

（二）人工智能思维揭示事物的“外在”联系

人工智能对事物的认识只是基于事物的表象，基于

事物与事物之间、及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孤立联系，

例如关于树的定义，我们告诉计算机“树叶是绿色的”

“树是活的”，这里面其实包含着辩证的意涵，树叶等

于 绿 色 的 树 叶 ， 这 里 面 便 包 含 着 共 性 和 个 性 的 辩 证 关

系，树等于活，这里面便包含着树的活的、死的相关因

素，包含了事物内部的矛盾关系、各要素的差异关系。

即事物实现“自我否定”的可能性的辩证关系，在实际

上实现事物的自我否定，实现发展，这是人类思维可以

理解的层次，可以理解形式逻辑所透射出的“自否定”

的辩证本性。而对于计算机来讲，遵循着逻辑的形式，

逻辑的法则，无法认识事物的“本身”，无法理解对事

物之间，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

（三）从有限性与无限性来理解

客 观 存 在 的 事 物 “ 本 身 ” 的 内 容 是 无 限 丰 富 的 ，

而从有限性与无限性来讲，人工智能只能对有限的特定

内容进行运算，无法跨越有限对无限的“内容”进行运

算。徐英瑾教授在《人工智能哲学十五讲》一书当中谈

到：“但很明显的是，形式逻辑研究乃是一种在规则层

面上起效的规范设计活动，与事实无关。因此，基于逻

辑思维的符号AI研究就会面临着‘经验事实输入不足’

的麻烦。”[4]认识想要达到客观性，需要经过感性具体到

抽象再到理性的具体，这需要将事物的各方面规定性在

思维中具体的、有机统一的再现出来，而人工智能对事

物的“认识”具有片面性，有限性，难以达到同客观存

在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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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了“自主”的探索能力及构造模式、创造模式的能

力，人工智能展现出了学习能力。再如，通过编程一些

学习算法，再“告诉”计算机游戏规则等信息的情况，

使计算机玩一款游戏，计算机会通过不断“学习”“训

练”“积累”“总结”，去找到更有利于结果的游戏策

略，从而表现出比一般人更高的游戏水平。这表明，人

工智能具有一定的学习能力，但是研究发现，计算机只

是在发现模式上更有优势，但是它不懂得概念是什么？

就比如，人工智能能通过识别像素来识别狗的图片，但

是将图片稍稍改变一些像素，但在人类看来依然是狗，

并似乎没什么改变，但像素的改变便会使计算机无法准

确 识 别 ， 说 明 计 算 机 识 别 的 只 是 像 素 ， 而 根 本 不 知 道

“狗”究竟是什么，不理解狗的概念。

与人工智能不同，人类智能是基于事物本身的辩证思

维方式，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对客观世界的主观

反映，即便是错误的认识也是基于对客观世界的反映。

人工智能同人类智能的思维方式差异分析

人 类 智 能 的 基 于 实 践 基 础 上 的 “ 主 客 ” 统 一 。 人

工智能的思维方式之所以不同于人类思维方式，不能辩

证看待事物。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人工智能对事物的认

识不直接来源于客观世界，不接触客观世界，而是来源

于人类的思维内容，就类似于康德认为人的知识来自于

现象界，并将现象界和物自体界划上一条不可逾越的鸿

沟。

（一）人工智能只是停留在思维的领域

首先，从根本上讲，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最大的差

异，即是是否真正的接触、了解“此在”，实现主客的

统一问题，人工智能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实践这样客

观物质性、自觉能动性，社会历史性的活动。不能感知

客观世界，就不能理解客观事物本身的“概念”及事物

之间内在的辩证关系。人工智能只是停留在主观思维的

领域，虽然有学习功能，但也只是思维领域内所进行的

模式扩展。

其次，在真理领域，不能辨别真假，因为不会“实

践”。实践是思维主体接触客观世界的中介、途径、桥

梁，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人工智能可以

通过奖励模型来使运算结果更符合人类主体的习惯。但

人工智能不能“实践”，便脱离了客观世界，便始终不

能 对 照 的 客 观 标 准 ， 来 矫 正 自 我 ， 始 终 停 留 在 思 维 领

域。但还好，人工智能可以接受一些间接经验，构成思

维的原料，但是却没有一个自主的检验认识正确性、真

理性的机制及途径。

（二）人工智能不具备能动意识

人 工 智 能 只 是 停 留 在 思 维 的 领 域 ， 没 有 实 践 ， 因

此，人工智能不具备主观能动性。人工智能不具备人类

主体所具有的意识，人类意识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物质

劳动、及社会化的产物。没有实践劳动，人类恐怕难以

产生意识，而是像动物一样本能的生存着，不可能有更

多的选择性，也不能在选择的基础上产生道德感及尊严

意志，精神的力量。关于人工智能能否产生主体意识，

需要考查人工智能是否具备主体意识所产生的条件。需

要考查人工智能是否“劳动”，以及是否进行社会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