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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半个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沿着辩证综合的方向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以信息论论证

物质统一性的原理及人工智能对辩证唯物主义意识论与认识论充实与深化的内容，论证当代

科学技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证实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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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个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沿着辩证综合的

方向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新科学技术革命的

一个突出特征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了既

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且以高度综合为主的一体

化趋势，科学知识的综合性，交叉科学、横断科学

的产生和相应的一系列的新概念，如系统概念、信

息概念、反馈概念；新方法，如系统方法、控制方法

的出现，集中体现着综合性、整体化这一基本趋

势、突出特征。

现仅以直接体现这些总体特征的有关重大科

技成果为例，从基本表现上论证当代科学技术对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证实与发展。

一、信息论进一步论证了辩证唯物主

义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

信息论的产生与发展使人们逐步认识到信息

广泛地存在于人类社会、生物世界、物理世界以及

它们的相互联系中，使人们发现了一个信息世界。

所以有人提出：数字地球是 !& 世纪认识地球的方

式。建立“数字地球”就是把分散在地球各地的从

各种不同渠道获取得到的数据，按地球的地理坐

标组织起来，联结整合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地球

信息模型。这样既能体现有关地球的各种信息的

内在有机联系，又便于按地球坐标进行检索和利

用。总之，随着信息世界的发现，在人们面前相应

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信息世界与物质世界的

关系如何？换句话说，信息是否根源于物质世界、

统一于物质世界？

以往科学与哲学的发展成果一再表明，世界

上的一切事物、现象都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具体形

态、具体表现或具体属性，精神就是人脑这块复杂

的物质的机能、属性；宇宙万物以物质为本体，而

不是以实践为本体，更不是以精神为本体，世界的

真正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

信息论的科学成果不但没有否定这一结论，

反而进一步论证了这一结论。信息论不是用把信

息机械地等同于物质、等同于能量的办法来论证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的，而是通过揭示信息的特殊

本质来表明信息世界根源于物质世界、统一于物

质世界的。

在这方面，美国的数学家控制论的创始人诺

伯特·维纳在其《控制论》一书中的论述颇有代表

性。他说：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

不承认这一点的唯物论，在今天就不能存在下去。

说信息不是物质，不是指信息可以脱离物质，不根

源于物质，因为没有电磁波广播电台就不能传送

信息，没有语言文字人们就不能交流思想，没有物

质载体信息就无处存身；而是指另一层含义，这就

是信息具有不同于其他属性的特殊本质，信息以

外的任何其他属性与其物质载体是统一的不可分

割的，它就是载体的属性，是自己表现自己，即表

现的是直接存在性，而信息所表征的恰恰不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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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载体的属性，而是通过载体表征他物的属性，物

质载体本身不决定和改变信息所要表征的内容。

这种属性的“职责”是表现他物，要把别的属性再

现出来，即表现的是间接存在性，比如，点烽火为

号，烽火是载体，它传输的信息不是火的特性，也

不是火燃烧所需要的能量，而是点火反映出来的

敌兵来犯的消息；山雨欲来风满楼，风满楼是载

体，它传输的信息不是风的特性也不是刮风所需

的能量，而是风满楼反映出来的要下雨的信息；

!"# 是遗传信息的载体，它传输的不是 !"# 的结

构性质，也不是 !"# 传输时所需要的能量，而是

!"# 经 $"# 的转录以后，反映出来的生物在生态

结构方面的遗传特性；电磁波是天体信息的主要

载体，它所传输的信息，不是电磁波本身的特性，

也不是电磁波传输所需要的能量，而是不同电磁

波反映出来的不同天体的特性。

说信息不是能量，也不是指信息可以脱离能

量、不依赖能量，信息既然是一种运动形式，信息

过程的实现就不能没有一定的能量；而是指另一

层含义，这就是信息具有不同于其他运动形式的

特殊本质，信息以外的任何其他运动形式都与一

定种类的能有固定的对应联系，比如，无规则的实

物粒子运动与热能相对应、电子运动与电能相联

系、化学运动与化学能相匹配，而信息运动却没有

与自己对应的特定的能，一般来说，它所需要的

能，视其载体而定，能量的形式与大小对于信息的

实质不起任何作用。

上述两个方面只是表明了信息作为一种属

性、一种运动形式区别于其他属性、运动形式的特

殊本质，即它是以再现它物的形式而存在的一种

普遍的属性、一种特定的运动形式，是物质间接存

在性的表征。

信息的特殊本质不但丝毫没有表明信息可以

脱离物质、不根源于物质，反而从一个新的角度进

一步表明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这是因为，既然

第一个信息都是它所表征的对象的再现，而所有

信息的总体构成了整个宇宙的完整的“模型”，信

息世界是原型世界的“投影”，根植于原型世界。

因此，原型世界与它的影子世界实为一体，是客观

世界的两大层次，世界的直接存在性、间接存在性

都根源于它的物质性、统一于它的物质性。可见，

信息论进一步否定了柏拉图的理论、笛卡儿的二

元论、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外化论，进一步论证了马

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

二、人工智能对辩证唯物主义意识论

与认识论的充实与深化

人工智能是对人类智能而言的。而人类智能

是指人们在认识、改造世界过程中，用脑力活动表

现出来的智力。主要表现为：感知观察力、记忆

力、逻辑判断力和语言表达力等综合性的心理能

力，与此相对应的人工智能是指用机械或电子装

置模拟和代替人的某些智能，也叫“机械智能”或

“智能模拟”，也可以说是人的智能在机器中的再

现。

人工智能发展主要有两条途径。

其一，利用电子技术成果，从脑结构方面模拟

人脑的智能活动。即采用仿生学的方法（就是用

模仿生物来制造先进技术设备的方法），用电子元

件制成神经元模型和脑模型来模拟人的某些智

能。比如，%&’( 年美国康乃尔大学罗森布莱特教

授等设计的“感知机”、%&(’ 年日本福岛设计的

“认知机”（自组织多层神经网络）。这就是人工智

能中的脑模型研究。这条途径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由于一方面生物学家、脑科学家目前对人脑的

思维机制还远远没有搞清楚；另一方面，从结构上

模拟人脑，需制造一个上千亿个神经元组成的自

组织系统，这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也是难以做到

的。因而人工智能的发展主要是沿着另一条途径

进行的。

其二，以控制论、信息论为理论基础，采取黑

箱的方法（把人脑当做一个打不开的黑匣子，不管

其内部结构如何），根据所有系统共同的信息与控

制规律，用电子计算机从功能上（或叫行为上）模

拟和代替人的某些智能，即功能模拟，有人把它叫

做计算机应用前沿。计算机是实现功能模拟的技

术手段、物质工具，这里讲的就是这条途径。

计算机之所以能模拟人的部分智能，从硬件

来说，它有由五个与大脑功能相似的部件组成的

电脑（基本部分）：（%）输入设备：模拟脑的感受器，

接收信息；（)）存贮器：模拟人脑的记忆功能；（*）

运算器：模拟人脑的计算、判断与选择功能；（+）控

制器：模拟人脑的分析综合功能；（’）输出设备：模

拟人脑的思维结构和对外界刺激的反应。其中存

贮器、运算器、控制器为主要部分，叫主机。

人工智能作为对人脑智能的模拟，它的产生、

发展与辩证唯物主义意识论、认识论联系最直接

最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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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看看它对意识论的证实与发展，这集中

表现在它对意识论的充实与深化上，具体说有几

个方面。

（!）它进一步表明了意识是人脑的机能、物质

的属性。

考察电脑对人脑某些智能活动的模拟，不难

发现人脑起码包括以下四种与电脑相对应的功

能，即感受、记忆、演绎、选择。当然，人脑的思维

能力决不限于以上四个方面。这只是说，目前人

脑思维这四种基本功能已在电脑中得到了物化，

可以用精确的物质手段来加以再现和验证。随着

人工智能的发展，人脑思维功能的更多的方面还

会得到物化，思维的奥妙还会得到更全面、更深刻

的揭示。既然电脑逐步地在不同的范围内、不同

的程度上，把人的思维模拟出来、再现出来，使思

维物化。这就具体表明了意识并不是神秘不可捉

摸的东西，不是寄居在肉体之中脱离人脑的灵魂，

也不是人脑分泌出来的一种特殊的物质，而是人

脑的机能。这就进一步充实了关于意识的本质的

原理。

（"）它深化了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的原理。

人工智能是人类意识自我认识的产物，电脑

的出现意味着人类意识已经发展到意识活动部分

地从人脑这个原来唯一的意识器官中分出来，物

化为机械的物理的运动，延长了意识器官。也可

以说这是按照某种意识去思考人脑，并创造着人

脑。可见，这是意识对人脑的一种巨大的反作用。

意识与物质的相互作用包括两个不同层次的内

容：其一，是浅层次的意识与外界客体的相互作

用；其二，是深层次的脑内神经与意识的相互作

用。电脑的出现是意识对人脑的巨大反作用的体

现。这就是从意识与人脑的相互作用的深层的关

系上，进一步深化了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原理。

（#）它引起了意识论结构的变化，扩大了意识

论的研究领域。

电脑作为人脑的延伸，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是

一种新形态的意识的机器，它已进入意识器官的

行列。它能够帮助人完成一部分意识活动，而且

在某些功能上还优于人脑，突破了人类自然器官

的许多限制，弥补和克服了人类思维的许多短处。

如人脑处理信息和采取行动的速度慢，记忆和动

作的准确性差，人的记忆会随着时间变迁逐步消

失，记忆中的信息相互干扰，相似的事物往往会张

冠李戴，造成判断的错误。因此，可以说，在现代

科学认识活动中，没有人工智能，就不会有人类认

识能力的突破性发展和认识范围的不断扩大。从

这个意义上说，不仅电脑依赖于人，而且人也依赖

于电脑。这就使得在意识论的结构上增加了对人

工智能的探讨这个部分，并出现了人工智能与人

脑功能的关系问题以及研究这一关系的人机互补

原理，这就扩大了意识论的研究领域。

（$）思维模拟突出了思维形式在思维活动中

的作用，为意识论的研究突出了一个重要课题。

电脑只能“理解”信息的形式，模拟思维的形

式，把问题的描述形式化，把求解问题的方式机械

化。它实质上只是一架符号代换机，只是表现脱

离思维内容的纯形式的方面。但是，正是通过这

些形式化的作用活动，按照信号与意义之间严格

的一一对应的关系，把一种形式的符号链输入进

去，经过变换，又把另一种形式的符号链输送出

来，不仅能成功地模拟人脑进行逻辑演算，而且能

重新发现物理学定律。这就充分揭示了思维形式

和思维规律在思维活动中的重要性及其对思维内

容的相对独立性。

思维形式和思维规律不是先验的头脑里固有

的，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客观事物之间

的相互联系在人脑中有条理的复写。它们一经形

成就成了人们进行思维的工具，反过来为人们的

思维活动服务。众所周知，人们只能借助于概念、

范畴，运用逻辑规则，进行判断推理，才能反映事

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客观必然性。思维是思维形

式和内容的统一，没有思维，不仅思维成果无法保

存，而且根本不能思维。

思维模拟的产生和发展，把思维形式在思维

中的作用问题突出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为意识论

的研究突出了这个重要的课题。

其次，再谈人工智能对认识论的推进。人工

智能对认识论的推进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虽说电子计算机没有主观能动性，不能

与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相提并论。但是人工智能的

出现却开始了从外部模拟人脑思维活动的进程。

这一进程，与脑科学、神经生理学、心理学的发展

相结合，就能进一步揭示人脑思维活动的“秘密”。

因此，它的产生意味着人类的认识开始深入到认

识主体的新阶段，也就相应地推进了认识论的深

化。

第二，在认识过程中，在主体系统与客体系统

之间存在着中介系统。在中介系统中又有物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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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系统与精神工具系统。电子计算机的出现意味

着原有的各种作为延长感觉器官的物质工具，如

望远镜、显微镜等以外，又增加了作为延伸思维器

官的思维物质工具，这意味着引起了中介系统的

变化，扩大了认识论的研究领域。

通过以上粗略考察，我们可以看出，这场方兴

未艾的新科学技术革命中的许多重大科技成果和

科学发现都在很大程度上证实和充实着辩证唯物

主义世界观的若干基本观点，对辩证唯物主义的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同

时告诉我们，作为对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最

一般规律的正确反映、有着严密而完整的科学体

系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由于它时刻严格地以客

观事实为依据，始终以开放的姿态面对实践、付诸

实践，在实践中接受检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因

而没有也不可能过时。它正以其建立在实践基础

之上的高度的科学性和彻底的革命性相统一的鲜

明特色而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保持着蓬勃的发

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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