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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

01 知识和技术

1. 导论

2016 年 3 月，谷歌研发的人工智能 ——“阿尔法狗”（AlphaGo）以五局四胜的结果

战胜了人类顶尖围棋选手 —— 来自韩国的李世石九段。这一事件再次验证了在过去广泛

认为人工智能不可能替代人类的领域中，科学技术正在逐步超越人类本身。那么请问，

技术发展的潜力和边界到底在哪里呢？

围棋运动因其难度颇高，曾被认为是人工智能不可跨越的领域，而作为技术出现的

人工智能却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否是人类取得的成功？技术发展在多大程

度上将蕴含着潜在的威胁？

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始终以人类为中心，但却也深刻影响着人类自身的认知和整个

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技术作为一种视角，在意识到认知者的知识积累可能存在的选

择，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历史性影响的同时，也在不断提出新的反思课题。而这些课题为

我们认真审视技术与知识之间的互动和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科学技术不但在生活中随处可见，而且与知识的发展和不同知识群体密切相关。可

以说，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本身就是人类知识边界的拓展。相比具体的知识领域，其发挥

作用的时间、空间维度更加深远，在跨知识领域更加普遍，因此，“技术深远地影响着

人类”不但发生在过去，也发生在此刻以及未来。在这一讲中，我们将从技术的视角切

入，对知识、认知者及认知群体的不同层面进行探讨，并围绕技术的涵义范畴和相关知

识问题，探讨不同的知识群体在寻求知识过程中与技术建立的联系，以及技术如何影响

知识群体。此外，本讲还将从技术作为获取知识的重要工具的视角，分析、反思技术发

展中的伦理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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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范围：技术是什么？

技术是为达成特定目的一种专业技能，往往与工具相联系。对于不同时期、不同地

域的人类来说，某些技术曾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木工器具、车轮、镜子、玻璃、

火药、指南针、乐谱符号等工具背后就隐含着大量技术。例如，从人类文字演化和知识

传承的视角就能发现许多技术的存在。书写技术的进步伴随着一系列技术的产生和工具

的改进，而这种技术影响着可记录思想交流的范围和形式，从而产生了对文明传播的基

础性作用。语言对于人类文化传播的作用将在后续“知识和语言”一讲中继续讨论，但

语言文字作为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一种技术，其本身也应被视为一种工具。因此，技

术不仅局限于“物件”范围，为了适应我们的需要而改变外在世界的方式，都被视为

“技术”。

关键性的技术有着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影响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这些技术又作

为重要知识被一代一代传承积累，从而体现在我们今天生活的诸多方面。比如，“玻璃”

这项技术就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试想一下，如果没有玻璃，也就不会产

生玻璃窗、镜子，更不会产生实验中的玻璃器皿，科学研究中的所谓“观察”也就无从

谈起。玻璃望远镜、显微镜等研究工具作为重要基础技术，影响着人类对世界的理解。

在近代科学启蒙中，天文学得以突破的关键是望远镜技术的发展，这无疑是玻璃制造业

发展的一个延伸。

 ○ 雕版印刷的工具  ○ 古腾堡发明印刷机

2.1 技术与知识

根据上文对技术的定义，技术不仅作为一种工具影响个体认识者对世界的理解，它

甚至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类自身和世界的关系。而对于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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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而言，技术不但会影响集体记忆，从而影

响个体对于历史的认识和身份认同，而且在很

大程度上也决定着历史的进程。

知 识 、 信 息 与 数 据

当我们讨论知识、信息与数据之间存在怎

样的关系，以及区别三者之间的概念时会通过

“DIKW”模型来理解。这个金字塔形模型不

仅呈现了其中的联系，也尝试解释了三者的本

质和特性。数据本身是对基本事实和观察的描

述，因没有被组织加工过，故其意义和价值都

相对有限。信息与数据相比，是“有用的”，

是经过数据加工和组织而成的，而知识则是将信息进行处理和组织的结果。

然而，“DIKW”模型并没有完美解释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在一些应用中，比如在

知识管理应用中，该模型被附加了一些新的内容，使其更符合具体实践需求。但更多问

题随之而来。比如，数据与信息之间、信息与知识之间的界限是否明确？有人可能认为

外在世界本身就是由信息构成，因此信息和数据没有太大区别。而在 Fricke 的论述中，

信息也是一种知识，或称为“弱知识”。也有研究者指出，这个模型过分简化了数据、

信息和知识之间的关系，比如知识不只是由信息决定的等等。

无论人们对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阐释，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快速普及对

于知识的组织和排布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及诸多改变，我们将在下文中展开讨论。

活 动 与 讨 论

知识领域 数据 信息 知识

数学

自然科学

人文科学

艺术

历史

 ○“DIKW”模型

Wisdom

智慧

Knowledge

知识

Information

信息

Data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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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不同的知识领域中，数据、信息和知识的含义和所指代的范围相同吗？尝

试完成上表，思考上文中“DIKW”模型对数据、信息和知识的解释对于不

同知识领域是否都适用。

2	在不同的知识领域中，我们是否能够将数据、信息和知识划出明确的界限并

加以区分？请说出你的理由。

3	选择一个知识领域，针对这个知识领域中你对数据、信息和知识的理解，创

作一个图表并解释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4	在第一章中，我们所讨论的认识方法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数据收集、信息加

工和知识的形成？

2.2 技术及其影响

正如上文中提到的，技术进步在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不可替代。它作为一种重要

的推动力，不仅对特定产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影响着人类文化思潮的发展。以印刷技

术为例，其本身不仅是一种科技发明，更重要的是，它带动了其他技术的创新、知识的

传承和广泛的传播。首先，技术的发展依赖于以往的知识。印刷术与造纸术相关，造纸

术技术的突破为印刷术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从手抄到印刷，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知

识传播的效率，从而催生了新的行业，比如书商、印刷工人、作家等，因此推动了文化

的积累和传播。书籍的普及扩大了民众获得知识的途径，使得知识不再是高层精英的特

权，从而逐渐扩大了更广泛的文化需求。作家开始作为一种职业出现，并随之产生了版

税制度，使得印刷技术的应用和普及很大程度上帮助欧洲走出蒙昧和停滞，推动了欧洲

思想文化的发展。可以说，印刷术改变了欧洲社会结构，使得底层民众通过读书加速知

识生产，最终启蒙思想，并带来文艺复兴、建立民主社会等一系列社会变革。

活 动 与 讨 论

探索以下语言聊天 AI ：

中文：小冰；英文：Pandorabots 网站和 Mitsuku 聊天机器人。你也可以使用

Siri、小娜或者其他自动回复的语音系统。

1	与 AI 聊天和与真人聊天有区别吗？区别在哪里？

2	你认为 AI 能够学会人类语言并与人类正常聊天吗？这在现实中存在哪些难点？

3	文字对话与语音对话有区别吗？哪个对于 AI 来说更难一些？理由是什么？

请联系认识方法进行思考。

4	除了在线 AI 这些聊天工具外，商业使用的可对话机器人也“火”了。请在

视频或者直播网站中搜索“快宝”或者“小艾”，仔细观察它与人类的对话。

你觉得“快宝”是真的 AI 技术支持下的语音机器人吗？请说明你的判断依

据。如果它不属于 AI，为什么在“快宝”宣传中要使用 AI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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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系统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人类独有的一种体系。AI 是否能够学会人类语言、能

学到什么程度一直是人类关注的焦点。在前面的活动中，虽然 AI 能够较为自然地与人

对话，但一旦成为语音时，就会因发音、语调、语气等因素被认为不那么像真人了。其

次，在自然语言中，普遍存在多义、多音、歧义等问题，从而使得 AI 在理解特定文化时

会增加难度。机器翻译技术也是机器在学习人类语言中的另一大突破。机器翻译从试图

让机器学会人的自然语言到大数据收集已经取得巨大的进步和成就，对人类知识积累和

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它允许认知者从不同地域和文化中获取更多知识，甚至重塑

我们的生活。

对于人工智能而言，需要具有足够多的“常识”是发展这项技术的难点。互联网

技术的快速发展弥补了以往人工智能缺乏快速获取知识而出现的发展瓶颈，机器学习带

给了人工智能潜在的发展空间。通过机器学习，利用各种各样的分类方法和人工神经网

络算法，人工智能克服了自然语言的处理问题。人工智能通过深度学习，结合互联网技

术，可以实现依托海量数据寻找特征量、建立新的学习模型。已实现人工神经网络的人

工智能还具有非常强的非线性拟合能力和容错能力，能够从自然环境的不确定因素中提

取数据，并整理出符合条件的规则。通过这些技术和学习方式，我们是否可以认为 ：人

工智能已经知道并可以通过自主学习，成为和人类一样的认识者呢？

关键技术的发展使拓展知识边界成为一种可能，今天的人工智能技术就是一个例

证。1996 年，国际象棋特级大师卡斯帕罗夫曾经战胜计算机“深蓝”时，有人预言围

棋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国际象棋，计算机无法克服。围棋作为一种起源于中国的古老游

戏，虽然规则极其简单，但其难度仅仅用穷举法是无法解决的。围棋虽然入门容易，但

因其需要具备一定智能的多线程思考，兼顾局部和全局，实际上却是一项演算系统非常

复杂的智力活动。对于人类来说，围棋的思考模式也同样复杂。在一局对弈中，需要应

用不同的思考方式，无论是开局、中盘还是收官，这种灵活的、举一反三的学习方式是

机器无法做到的。但这一判断不断被打破，其更进一步所依靠的“深度学习算法”被应

用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不仅如此，机器还具

有其自身的独特优势。首先，它不知疲倦，围

棋对弈中的思考会使人类会受到体力、脑力消

耗的影响，从而影响棋手水平的发挥。其次，

人工智能不会受到情绪干扰。在人类棋手的比

赛中，我们经常看到人类会受到“杂念”影

响而且难以排除。再次，它能够高效学习。

人工智能能够通过自我对弈快速积累大量定式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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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这个问题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思考。如果人工智能能够作

为和人类相似的认识者，那首先会影响“知识”的范围。其次，如何算作拥

有知识和谁拥有知识的问题也需要重新思考。如果说以上两个问题我们可以

通过明确对知识的理解进行回答，那接下来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在人类认识

者之外是否存在知识呢？比如本讲一开始提到的“阿尔法狗”能够战胜人类

棋手是否可以说明它“知道”如何下棋？或者说它已经具备“学会下棋”这

个本领？如果这确实能被视为一种知识，这种知识或许是存在于人类认识者

之外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这种对于大数据和信息的加工处理暂时还

不能被称为“学会”。或许，将来人工智能发展到一定程度，“知道”和“学会”

这些概念都将会被重新定义，而知识、信息和数据的定义和关系也需要重新

理解。

3. 观点与视角

3.1 技术的产生与演进

生活中充满了技术，技术的核心在于解决问题。如果我们细心观察，会

发现生活中存在诸多技术。社会生活的历史越长，越是需要丰富生活史的技

术，所以技术的发展进程也受到地域文化和认识者群体的影响。比如中国江

南地区根据饮食需要而诞生的技术工具“蟹八件”，就具有典型的地域文化特

征。它反映了技术的实质是根据实际解决问题。

技术可以仅仅属于个人，比如魔术，我们将其看作一种技术 , 而由技术

衍生出的相关工具就是魔术道具。这些道具往往是魔术圈中的“核心竞争

力”，也是核心机密。由于传播方式特别，比如通过传承人（inheritor），因

此可能导致技术失传（lost technology），从而成为了个人知识。值得注意的

是，在这种技术普遍存在失传的现象中，部分原因是依靠传承人的模式可能

非常脆弱，极易导致信息丢失。因此，个人知识的技术可能存在着逐步的积

累和改进，也有可能无法顺利得到传承而被遗失在历史长河中，永远无法复

现。知识创造、发明创新需要借助技术及其产生的诸多工具才能进行和开

展。我们传递和分享知识时，需要借助特定的技术，比如互联网技术、硬盘

等。技术作为一种生产和应用知识的工具也给不同群体带来了不同影响。洗

衣机技术的使用就大大为家庭节省了时间，而导航仪技术的普遍应用也使出

思 考

请设想“语言翻译”技术的

发展将如何影响我们未来的

生活。可以在已有的知识、

认识世界、储存知识等方面

考虑这项技术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