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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讨论·

再谈机器有没有心理

——兼答叶建华先生

王 志 超

　　 笔者在 《自然辩证法研究》 1996年第 5期上发

表了《机器有没有心理?》。文中讨论了一个心理学研

究因计算机发展而面临的重大问题 , 同时也是哲学

面临的重大问题。叶建华先生在 《自然辩证法研究》

1996年第 10期上发文 ,对拙作提出质疑 ,笔者认为

有必要对有关问题再做阐释。

1　什么是 “心理”
叶建华先生首先提出了一个 “心理的普遍定

义”: 是感觉、 知觉、 记忆、 想象、 思维、 情感、 意

志、 性格、 兴趣、 气质等心理现象的总称。叶文从这

个定义出发 ,说 : 它 (心理 )包括认识 (感觉、 知觉、

记忆、 想象、 思维 )、 情感、 意志 (即知、 情、 意 )心

理过程和性格、兴趣、气质等个性心理特征这两个方

面。然后 , 叶文称: “心理” 是一个复合整体 , 有着

不可分割性 ,不能说有了某一方面的 “心理现象” ,就

是具有了心理现象。

实际情况是 ,在心理学的总框架下 ,人们对心理

现象这一客观事物进行了分层次、多角度的研究 ,例

如:

以桑代克为代表的动物心理学

以华生为代表的行为心理学

以纽维尔为代表的认知心理学

这些心理学都是研究 “某一方面的心理” 的。

对于动物 ,人们不知道它们有什么 “个性心理特

征”。但是对动物心理的研究 , 的确是当代心理学研

究中不可缺少的领域。 只要是系统学习过心理学课

程的人 , 不会不知道阿米巴原形虫对灯光为条件刺

激、 针刺为无条件强化刺激形成的回避条件反射是

心理学。

现代认知心理学已明确地回避人的个性心理特

征 ,甚至不研究人的意志、情绪等心理过程 ,而只研

究人的感知 (即认识和判断 )。

2　关于动物心理
为了进一步地说明心理学的对象 , 有必要对动

物心理学的历史进行简略的回顾。

1872年 , 达尔文出版了 《人类和动物的表情》 ,

开拓了一门学科研究动物心理的学科〔1〕。要注意 ,达

尔文并不是先探讨动物有没有意志和情感 , 而是先

讨论动物的表情。 1882年 , 罗曼尼斯出版了 《动物

的行为》 , 论述了关于动物行为的许多材料 , 为日后

的讨论奠定基础。 1883年 , 罗曼尼斯出版了 《动物

心理的进化》。 1890年 , 摩尔根出版了 《动物生命与

智慧》 ,后来增订再版 ,改称 《动物的行为》。约翰·

卢波克爵士、贝蒂等学者研究蚂蚁、黄蜂等小动物的

行为。比纳则研究了微小动物的精神生活。行为主义

者桑代克以他那有特色的迷笼开创了实验的动物心

理学研究。 1900年 , 斯莫尔出版了他对白鼠的心理

过程的研究 ,将迷津法引入了动物智力的研究。1907

年 ,华生完成了一系列论文 ,从动物行为推论动物意

识〔2〕。二十世纪 30至 40年代 ,许多学者研究大鼠的

学习 , 并建立起了理论。现代 , 则从原生动物、 腔肠

动物、 涡虫类动物、 环节动物、 软体动物、 节肢动物

等无脊椎动物到脊椎动物的学习研究都搞得非常细

致 , 并且有了丰富的成果〔3〕。

总之 , 心理学界并没有认为 , “心理是一个复合

体 , 有着不可分割性”。 而是承认有了某一方面的

“心理现象” ,就是具有了心理现象。草履虫、涡虫之

类的动物虽然没有什么意志 , 但它们也可以有心

理。〔4〕

3　关于棋手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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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文说: 计算机棋手 Chess4. 8在弈棋时的表

现 , 并不是人们发现它产生了 “惊慌失措”、 “急躁”、

“慌乱” 等错误 , 之所以说它犯了这些错误 , 仅仅是

一种人为的拟用。

叶先生这是说 , 从计算机棋手在比赛中走出的

一步错棋中 , 是不能断定它在计划这步棋时的心理

状态的。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奕棋理

论。所有棋类大师在评点棋谱时 ,都是从谱上记录下

来的着法中 , 发现棋手在此时的心理状态。 大师们

说 , 某步是 “急躁之着”、 某步则是棋手 “慌乱” 的

表现。大师们甚至能够根据棋谱说出 ,某局棋的失败

是由于 “惊慌失措” , 而某场比赛的失败则是由于心

理素质差。 可以肯定地说 , 从一个棋手的下棋记录

中 , 完全能够了解他 (它 ) 的心理状态。

棋手的心理状态蕴涵在他 (它 )的下棋记录中。

除非你人为地给他 (它 )硬性地戴上 “人类棋手” 或

“计算机棋手” 的头衔 , 否则 , 你无法断定: 棋手张

三在走这步错误的着法时犯了 “操之过急” 的错误 ,

棋手李四在走那步错误的着法时只是犯了 “拟人的

操之过急” 的错误。

叶建华先生把逻辑倒转过来了: 计算机没有心

理状态 , 所以在它的下棋记录中也体现不出心理状

态 ;人有心理状态 ,所以在他的下棋记录中体现出心

理状态。

4　关于科学的研究态度
叶文说: “作为科学的研究态度不应当是人们公

认什么 , 不否认什么 , 就认为它是正确的”。

但是他又说: “首先 , 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什么

是心理。对心理的普遍定义是: 是感觉、知觉、记忆、

想象、 思维、 情感、 意志、 性格、 兴趣、 气质等心理

现象的总称。”

这里有一个明显的矛盾。既然叶先生反对 “认为

人们公认的就是正确的” ,为什么又认为人们公认的

“对心理的普遍定义” 是正确的呢? 这里恐怕有了科

学逻辑的错误: 他既反对又遵守着一个原则: 公认原

则。

科学哲学对于科学的划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

究。 一门科学学科的建立 , 应具备三个基本条件:

( 1) 有在现阶段人们的认识范围内所公认存在的客

观对象 ; ( 2)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特的研究方法 ;

( 3)有一套完整的描述性的概念体系。这三个条件缺

一不可。

科学的发展是有继承性的 , 人类的知识永远不

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科学发展史表明 ,无论多么伟

大的发现 ,都是在前人的研究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

史上绝对没有什么空穴来风。

5　关于科学研究方法
叶建华先生说: 绝对不能因动物也有心理 ,就类

推出 “机器也有心理”。否则 , 我们利用这种推理形

式还可以推出 “宇宙也有意志” , 进而推出 “上帝也

存在着”。

类比是科学认识的一个重要方法。康德说“每当

理智缺乏可靠论证的思路时 , 类比这个方法往往能

指引我们前进。”〔5〕应用类比方法 , 是提出科学假说

的一条重要途径。 类比方法的模式是: 〔6〕

A对象具有 a、 b、 c、 d属性

B对象具有 a′、 b′、 c′属性

所以 , B对象可能也具有 d′属性

1872年 , 达尔文就应用了类比方法: 人和动物

具有许多共同的特性 ,这些特性是心理现象 ,人具有

心理 ,所以 ,动物也可能具有心理。现在我们也可以

应用类比方法: 人和机器具有许多类似的行为 ,这些

行为是心理现象 , 所以 , 机器也可能具有心理。

类比推理方法是依据事物之间的类同点从已知

推向未知的有效手段。 科学史上的很多重要的发现

是由类比开始的。只要遵照正确的模式进行推理 ,不

妨从 “人有心理” 推到 “动物有心理” 推到 “机器也

可能有心理” , 这样做是绝不会推出 “宇宙也有意

志” 的。

叶先生还认为 ,用现在所使用的术语、概念来理

解心理 ,就可以得出动物、机器有心理这个事实是不

符合逻辑的。 其实不然。

概念是高度抽象的反映形式 , 同时也是可以具

体化的。 某事物表现出的现象符合某概念的内涵和

外延 ,就可以用这个概念来描述它 ,除非人们重新定

义这些概念。面对一新事物 ,如果还没有新的概念出

现 ,也可能用已有的概念来定义了。现行的心理学术

语同样是用于描述同一类具有相同特征的客观现

实 , 所以也不例外。

6　最后几个问题
叶文说: “其实 ,关于心理概念的定义并不存在

什么大问题”。 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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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 ,心理学界对什么是心理 ,什么是心

理学、 心理学的研究范围的限定、 心理学的研究方

法、心理学的研究体系等还未有一个 “公认”的定论 ,

潘菽说 “关于心理学的对象问题 ,有一种意见认为这

个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7〕。人们真实地感到 “心理”

的存在 ,但是还不能确切地定义它。例如 ,人的行为

算不算心理?完全没有外显语言、行为时 ,又有没有

心理? 叶先生所承认的人工神经网络所表现出的思

维能力算不算心理? 这些都需要不断研究和探索。

叶文提出一个惊人的论断: “但是心理就是具有

一定意志和情感 , 然后才是具有一定认知能力 (感

觉、 知觉、 记忆、 分析、 想象、 思维等等 )的生命体

的特有现象。”

关于这个问题 ,哲学和心理学早有定论 ,认识是

所有心理现象的基础 ,当然也是情感和意志的基础。

就连自我标榜是唯心主义的学者也都承认这一点 ,

争论的焦点只是在认识的活力从何而来。 意志以及

人的个性心理特征都是人对外界认识的结果。 如果

认为意志和情感先于认识 , 那么这个意志只有来自

上帝。这是唯意志论、 意志自由论、 灵魂论的体现。

从原生质、低等动物、高等动物直至到人 ,他们

的生理发展水平的层次不同 , 因而他们的心理发展

水平的层次也不同。 并不是任一水平层次上的生命

体都具有知、情、 意完整的心理过程 ,更不一定具有

个性心理特征。只是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 ,才发展和

体现出高一级的心理能力。但是 ,无论如何 ,生命体

的心理水平的发展 , 都遵循认识、情绪、意志的发展

顺序。很多低等动物只有微弱的学习能力 ,而没有情

绪 , 更谈不到意志。

8　 “问题” 的问题
其实 , 关于 “机器有没有心理?” 的问题的争论

由来已久。心理学界 ,哲学界早就热热闹闹了。西蒙

说 “如何知道某人在思维呢? ……我们给他一项任

务。基于他在完成任务中的活动 ,我们便认为他在搜

寻问题的答案时进行了思维。同样 ,我们能给计算机

这样的任务。那么 ,在我看来 ,假如拒绝计算机有智

能的话 , 便是一种的庸俗偏见”〔8〕。西蒙的观点可以

说是代表了很多现代认知心理学者的看法。 这些看

法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哲学 ,心理学界的争论。反对

一方以前苏联的学者为代表。 大量的论文从人的意

识的社会属性的角度讨论心理的发生和发展 , 认为

机器绝对不能有心理。 但是从心理的自然属性的角

度来看 , 对使用类比方法所得出的 “机器可以有心

理”的结论却显得无能为力。仅有个别人从自然科学

的角度对机器有心理的论点进行反驳。 伯鲁什林斯

基从生物体的整体性出发 , 认为心理是动物生理的

整体功能 ,而机器的构成是分离和分散的 , 因而 ,不

可能产生和生物体一样的心理功能。〔9〕

心理学史表明 ,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自 1879年从

冯特将心理学从哲学那里分离出来那天始 , 其研究

方法就是从具有时代精神的学科那里移植过来的。

化学、 物理学、 数学、 生理学、 医学等学科的发展 ,

都大大地影响了心理学的发展。今天 ,计算机的飞速

发展 ,更大地影响了心理学的发展 ,这种影响已经不

仅限于研究方法 ,而且 ,已经波及到心理的主体和心

理的实质。 今天的认知心理学完全是用计算机语言

建立起来的心理学。笔者认为 ,这可能会重蹈冯特的

化学心理学、勒温的心理物理场论、高尔顿的心理统

计主义、 佛罗依德的泛性论及华生的行为主义等的

唯心主义或机械唯物观。所以 ,笔者认为应该区分心

理的本质和时代科学的本质 ,不应将人、 动物、机器

的共同表现出的某些特征混为一谈 , 不应因计算机

表现出与人有某些类似的表现特征 , 而将人的心理

等同于 “机器心理”。笔者同时认为: 之因为会出现

关于 “机器有没有心理?” 的争论 , 就是因为原有的

心理学定义不准确 ,其外延过大 ,甚至有不符合逻辑

的地方。例如 “心理是心理现象的总称” , 如翻译成

形式逻辑的语言 , 就成了 “ A是 AB的总称”。心理

学概念的不严谨 , 以至 “心理” 的概念被滥用。应当

重新建立“心理”概念体系去描述动物和机器 ,并且

用“机器心理学”所发展的成果去丰富人的心理学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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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

人是大自然的最高精华。 人与自然界的血肉相

连意味着人在各个方面都离不开自然界的恩译 , 自

然对人来说 ,不仅有经济的、更有文化的、精神的价

值 ,这就是生物多样性的人文意义。纵观历史 ,各种

各样的宗教思想家、 诗人、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已

经以积极的方式运用了自然这一主题 , 而生物多样

性的损失恰恰会削弱人们叩开灵感源泉的能力。 这

种灵感的精华品质来源于对未被扰乱的自然境地的

体验 ,而对博物馆、 庭院、动物园的游览是远远无法

激发出这种灵感的。

最后 ,作者并不仅仅局限于对现状作出描述 ,而

是力图提出各种建设性的对策 , 以挽救濒危物种和

维持生物群落的多样化。 作者认为必须通过各方面

的专家 (生态学家、 房地产专家 )来共同设计和建立

自然保护区 ,在这一过程中 ,社会更需要林耐、达尔

文式的一流博物学家。 当今的分子生物学家大多在

实验室的培养皿或试管里研究生命。 他们看得更细

了 ,但视野也更狭窄了。生命的欣欣向荣、物种彼此

之间以及与环境的相互依存、 生物群落的依次演替

等宏观气象很难在实验室狭小的天地中得到反映。

所以作者认为 ,通过多种渠道 ,加强这方面专业人员

的培养以及在公众中普及博物学知识至关重要。

从本书丰富的案例中 ,我们还可体会到 ,生物多

样性的保护与全球经济态势、政治格局密切相关。对

于发展中国家环境资源的破坏和生物多样性的丧

失 ,作者不是单纯地归罪于这些国家的贫穷和落后 ,

而是认为应归罪于发达国家对当地资源的开发掠夺

和高消费的需求 ,从而导致灾唯性的破坏。所以 ,如

何促进国际间的有效合作至关重要。与此同时 ,作者

的卓越的自然保护观还表现在他始终主张在保护与

利用上谋求折哀 , 兼顾和尊重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利

益 , 即在开发与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

值得一提的是 , 书中精美的彩图中所反映出来

的各种栩栩如生的珍稀动物的画面 , 令身处闹市的

读者 , 对保护生物学油然而生一种亲切生动之感。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 ,人与自然唇齿相依。对

环境问题的讨论 , 说到底离不开扎实的生态学知识

作为基础。我国幅员辽阔 ,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极为

丰富的国家之一 , 同时又是一个生物资源大量丧失

而亟待保护的国家 ,保护生物学 ,对于我们来说是一

项任重而道远的事业。愿本书的问世 ,能唤起更多的

人来关心、 扶持这项事业。

(本文责任编辑　范勤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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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由于非线性系统的复杂性 , 目前在这方面的研

究工作有一定有困难 , 因此研究成果还远不能满足

实际需要 ,在这方面有待研究的问题还很多。近年来

由于工程实际的需要以及人们对提高控制系统智能

化程度的重视 , 研究工作者对非线性系统理论给予

很大的关注 , 希望能够取得新的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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