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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数学家图林早 在本世纪幼年代就提出了"智能机"

的设想。当时电子计算机还处于幼年时代，图林的许多天才

设想都没能实现。他留给后人的结论是:即使能设想和制造出

最有效的计算机，也始终存在着无法弥补的漏洞。后来，人

们发现这个结论与数学中的集合悖论有很大的相似性。 人工

智能研究中，学者最感兴趣的就是把一大堆严格形式化的逻

辑规则搭配在一起，告诉不灵活的机器如何变得灵活起来。

但是，什么样的"逻辑规则" 才能控制智力行为呢?这些规则一

定可以分成不同的等级。有许多规则是"简单明白"的，还有

一些规则是修改简单规则的元规则，然后还有元元规则。人

工智能的灵活性就来自大量的不同规则和这些规则所划分的

不同层次。这些层次的自我缠绕就成了人工智能中的怪圈，

它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人工智能的核心。 图林的结论并不意

味着机器是不可思维的。事实上，人的思维究竟是一种什么

过程，现在还无法完全说清楚。人们对于自己的大脑研究得

越深入，对于思维过程了解得越多，就越感到原来的想法是

多么错误。 有一种理论认为，人的大脑实际上只使用了不足

五分之一，或者说还有80%的潜力没有被开发。如果把这80%

的潜力开发出来，人将变得聪明得多，或许智商会达到500。

其实从进化的角度来说，如此不经济的事情是很难想象的，

再者也没有见到过这种成功开发的实例。而且如何计算人脑

的"潜力"也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如果这个理论的根据是人脑



只有一小部分模块处于工作状态的话，那么结论显然是错误

的。因为如果把所有模块 "开发"成可以同时工作的话，那就

完全破坏了整个系统的协调性。此外，由于人在一 生中不断

学习的需要，大脑中必须准备相当数量暂时 似乎多余的空白

模块，否则人将进人一种不能再学习 任何新技能甚至不能再

吸收任何新信息的状态。 思维是最复杂的现象之一。人们在

思维过程中往往改变自己的思维规律，甚至改变那些使这些

规律变化的规律。但是这些"规律"都是指软件的规律，在最

低层次的规律是永远不变的，神经元总是按照同样简单的方

式进行操作。"正是大脑中硬件的这种固定件 造成了软件的灵

活性，这就是智能约有趣结构，即可以自我改进的软件与固

定不变的硬件以差异为基础的互动。 大脑的活动是以神经细

胞为基础的。但是仅仅在 这个层次上是无法理解大脑思维活

动的。人工智能的研究启示我们，在思维过程中存在着错综

复杂的层次，这些层次的自相缠绕很可能在思维过程中起着

关键性作用。其实人的思维早就开始探索思维本身，这也是

一个绝妙的怪圈!像所谓"对认识的认识"、"对思维 的思维。等

问题，由于自我层次与间题对象层次缠绕在一起，总要陷人

与罗素悖论相同的境地。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的绪

论中说:"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人类的精神活动的主要部分

是认识，所以也可以说，哲学是对认识的认识，对于认识的

认识，就是认识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认识之，这就是认识

的反思。"这句话颇有道理，与认知科学的精神一致。但是如

果有一百个哲人，可能就会有一百种 反思，我们应该接受哪

一种呢?我们以同样的逻辑标准怎样反思对象依赖的逻辑是正

确还是错误的呢? 哲学家往往对此无能为力，或陷于争辩之中



。而认知科学家们却回答得十分干脆:如果我们对认识的认识

是充分的，那么这种认识应该能够指导我们制作一台能进行

认识的机器，或者找到充分的理由说明制造这种机器是不可

能的。否则不能认为对认识的认识 是成功的。 认知科学的研

究应该说对人类逻辑推理本身的传统认识提出了挑战。认知

科学中常提到所谓"智力模 型"，即当我们能够对某一类事物

的各种变化作出相对可靠而全面的预测时，我们就可以认为

我们的头脑中己经对该事物形成了"智力模型"。而智力模型

的形成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方面预测的可能性。 我们试用一

个实际例子来说明使用智能模型进行思考与通常所谓的按逻

辑思考的区别。有这样一个问题:有A，B与C三个人，A在B的

左边，B在C的左边。问:那么A是否在C的左边?这个问题如果

用逻辑解决的话，首先要考虑"在左边"的关系在逻辑上是否

可以递推，就像A,B，B,C，则A,C那样。如果可以递推，则A

在C的左边.如果不能递推，则从逻辑上是得不到解答的，因

为问题中这个关系是否能递推是不明确的。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