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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虚拟认识论》从哲学的历史背景出发，系统深入地讨论了虚拟技术为哲学带来的变化，认为“
虚拟技术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感知觉世界，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人类实践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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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怡，女，西南政法大学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
1982年7月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2001年9月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
位。
　　现任西南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任世界税法研究会（itla）理事，中国财税法学教育研究
会常务理事，重庆市税务学会理事。
　　主要教学与研究方向：财税法及经济法的其他部门法；迄今完成各类学术成果60余项，获奖20余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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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从本体论意义上看，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的现象存在论对虚拟实在技术的形成和发展具
有重要价值。
海德格尔认为，在古代人们运用存在这个词并不是后来人们所理解的意义，其原始意义就是指“在”
，而且是从动词的意义上来使用的。
存在也就是physis，通常译作自然。
但从拉丁文起physis这个词已经背离了它的原意。
原始的physis的第二层意思为“自我展开之涌现”。
这并不是一种抽象认识的结果，而是对具体过程总体的描述。
例如，太阳的升起，大海的洪波涌起，植物的生长，动物从子宫中生出来，玫瑰花的开放，这些现象
都是physis。
Physis所指的这种展示、生成过程又不是混同于我们可观察到的对象的过程，而是指过程本身。
展示、生成过程才使事物成为事物。
也就是说，存在之为存在，在于它是怎么“在”，怎样“在起来”，如何显示自身的。
海德格尔认为，自我的存在是在先的，第一性的，外界事物的存在取决于自我的存在，要是没有自我
的存在，世界上其他万事万物的存在就失去了确定性，外部世界的存在是离不开人的自我存在的。
当代的虚拟技术其实也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认识主体在虚拟环境里认识和把握虚拟对象，也
就是在感受虚拟对象的存在时，首先是通过互动性的作用，意识到自我的存在、体验到自己的存在，
然而才意识到虚拟环境中虚拟对象存在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赛博空间对人类认知领域的扩展是空前的。
过去人们认为，人类对外部对象的认知必须在现实的时空条件下才有可能，至少要有这种现实时空条
件的经验基础，否则认识就滑入唯心或者超自然的轨道中去。
但是，赛博空间的存在却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人们的认识并非一定得处于现实的时空条件下，只要
有任何的现实经验基础，人们的认识原则上都可以在虚拟条件下进行。
过去被认为是难以理解的事，在虚拟条件下变得可以理解了，过去被认为是不可能认识的事，现在在
虚拟条件下也可以认识了。
而且，这些认识根本无需求助于唯心的或趋自然的方式。
从目前的虚拟技术发展来看，赛博空间的存在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拓展了人类的认知的领域。
　　首先，人类现有的知识在赛博空间条件下形成了一个共享的环境，它为人们重新组合和利用这些
知识创造了条件。
以往人类的知识受到主体认知能力的限制，只能在非常有限的条件下进行利用。
而赛博空间是计算机创造的维度，在这个空间的框架里，知识的各个要素，比如，文字、数据、符号
等都能得到精确的记忆、储存和控制，它让每一个认知的主体在其中可以随意地组合信息和知识。
一种“柏拉图式的认识论”在虚拟条件下实现了。
知识的共享既是人类对外部认知和理解的心理需要，也是认识论的本质要求之一，也只有在赛博空间
条件下，共享才有技术的基础。
在现代社会里，作为网络文化的亚文化现象黑客(Hackers)的出现就是强烈地反映了共享知识和信息的
要求。
Hackers的伦理在于通过赛博空间技术的参与来了解世界，所有的知识和信息都应该是“免费”的，不
能让它们浪费。
在黑客看来，技术性的知识进行自由交换是促进人类知识进步的重要途径。
所以，他们就用这种特定获取知识的方式进入那些禁止的领域。
黑客现象虽然给政府和企业带来许多麻烦，也出现了赛博空间中特有的法律问题，但是它从另一层面
揭示了赛博空间对人类知识本质的理解以及获取的方式所提供的新价值。
    其次，赛博空间的逻辑程序构造方式，导致我们的认知思维可以在其中作无限制的遨游。
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在《蒙娜莉莎的过度操劳》(Mona lisa overdrive)一书中认为，赛博空间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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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的牢笼，对一个有限的肉体而言，它是一个非物理的第二领域的囚禁地。
但是，对人类的思维来讲，这种无限的牢笼却打开了思想的空间。
在硅化的世界里面，在电子空间的条件下，人们的思维借助二元的数理逻辑，可以作没有尽头的思维
遨游，思维在逻辑的技术操作行为中表现它最大的功能。
过去在物理条件下，人们由于受到自身生理的制约，思维常常自动设置了一些障碍，它阻碍人们去探
讨那些所谓不可能的事。
而今天虚拟技术人员们共同认为，用电子的方式我们不仅能表现实际的物理世界，而且也能表现那些
可能的想象出来的世界。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在赛博空间条件下，就不是一种天方夜谭的事情。
　　所谓带宽假说，是指虚拟实在能够增加人类吸收信息的容量。
这条假设应该讲具有自明性，它是我们深层心理经验的反射。
因为从人类感知觉的发展来讲，人类早就意识到提高认识能力的基本经验是增强人类本身对外部信息
的感受能力。
在人类以往的发展历史中，还不能找到一种互动的机制来增强自我的感受能力。
立足于一般的心理学理论，虚拟实在要具有放大人的认知能力的功能，就必须增强人的感觉器官的感
知能力。
所以从这条假说出发，那么虚拟认识就是通过虚拟技术的手段将各种真实信息传递到认识主体的感受
器上，让主体得到各种易于理解的信息，增加主体感受信息的容量，增强主体对信息的感受能力。
　　感觉器官是人类传递思想的工具，它之所以能够具有这种特殊的功能，完全是因为感觉器官的生
理构造能够将外部信息转化为大脑能够进行处理和理解的电化学信号。
神经生物学关于精神和大脑如何工作的理论，揭示了人类的感觉系统主要是依赖于人类的神经系统中
的神经元来进行工作的。
从神经元的解剖看，那些在感觉神经末梢的神经细胞，也就是感觉神经元将物质信号转化成能传递的
电信号。
运动神经末梢的神经元，在生理学上称为运动神经元，它们终止于肌肉，产生收缩。
在感觉神经元和运动神经元之间还存在着一些中间神经元，它们既不属于感觉神经元，也不属于运动
神经元，而是一种混合体。
突触是神经元之间的沟通点，其中树突向细胞体传入信息，而轴突则从细胞传出信息。
神经系统的这些生理构造为我们揭示了人之所以能够感知觉的基本机理。
感知觉的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类的感觉受纳器就是特殊的树突，它将光、机械、化学、温度等能量转
换成神经信号。
通常特定的感觉受纳器只能对一种刺激最为敏感，不管受纳器的刺激属于哪一类，它都会产生一种受
纳器电位。
受纳器电位的大小与刺激的强度和持续的时间成正比，它经过突触的传递在感觉神经元的树突上产生
等级电位。
如果感觉神经元的等级大到超过了神经元的阀域限，那么就会产生动作电位。
而感觉神经元和运动神经元之间的中间神经元则允许事件和环境进行再现，并且通过学习对其更新。
神经生物学关于精神和大脑如何工作的这些理论为我们虚拟认识的感知觉方式奠定了基础。
　　虽然AI和IA都是想把我们人类从繁重的精神劳动中解放出来，但是两者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却有着
不同的价值。
AI的认识论价值没有摆脱传统的认识工具价值，而IA不仅具有传统的工具价值，而且试图超越工具的
价值。
从上面AI和IA的区别中，我们可以认为虚拟实在的认识论意义在于放大人的智力，技术上它主要是基
于这种媒体的沉浸功能。
人们在这种条件下至少可以获得三个认识论上的价值。
第一个是计算机静态和动态的3D图形能够更多地刻画自然环境的物理特征和感觉特征，从而超越人的
感性认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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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是让认识主体全身心沉浸的虚拟实在能够在虚拟环境和主体活动之间创造一个更加完美的反馈
机制，它通过连续地模拟物理运动和感觉反馈来实现人类自然环境中所能够发生的或不能够发生的活
动。
第三个是实现人类经验的感觉性再现。
前两个认识论价值我们把它称为具有创造感觉经验世界的能力，后一个我们称它具有再现感觉经验世
界的能力，而且这两个能力都具有虚拟世界感觉上的逼真性。
对于这种认识论功能，以往的技术是无法实现的，即使是AI技术也同样无法实现。
　　随着软智能体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虚拟主体的认知能力和自主性正在不断地提高，且人与虚拟主
体之间的交融也将更加紧密，这就需要我们对人在认识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重新加以审视和定位。
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对于人类而言，这种趋势究竟是能提高还是降低人的认知能力?或者说，
这种智能外化的结果是否反过来会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而导致人自身的认知能力的退化?对此，我们需
要就不同的情形进行具体的分析。
如果我们面对的是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的复杂问题，而单凭我们自身的才智不可能有效地求解或我们
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那么借助软智能体及其他智力工具，不但可以使得我们的才智能得到发挥，而
且能从整体上增强我们的认知能力，以加深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
反之，如果把那些原本由我们的自然智能就可解决的问题和可完成的任务交给软智能体或其他智力工
具处理，那么，这固然可以节约我们的时间和精力，但也存在着导致与此相关的认知能力退化的可能
，正如当我们经常用计算器进行加减乘除，我们自己的算术运算能力就会减退一样；如果我们能把所
节约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提高自己在其他方面的认知能力，则仍然有可能在整体上增强我们认识世界的
能力。
不然的话，要是人们过多地依赖外在的智力工具，确实存在着自身认知能力退化的危险。
由此可见，随着人类的认知能力的不断外化和虚拟化，如何更好地利用和发挥自身的认知能力，并实
现与外在智能的有机结合，从而提高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整体能力，确实是摆在认识论、认知心理
学和教育学等学科的研究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需要事先指出的是，在关于人的心智、行为的科学和哲学理论的指导下，人工智能和计算机工
作者所从事的研究和创建软智能体的过程本身蕴涵着深刻的哲学问题：人的心智和认知能力能够与躯
体相分离而完全地外化和虚拟化吗?若能，那么在虚拟世界中的软智能体是否最终会达到甚至超过人类
的智能?若不能，那么断定这种不可能性的理由又是什么?显然，这些问题触及到了人工智能和认知科
学的内核——认知的计算主义观。
我们将在下一节中详细讨论这些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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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张怡、郦全民、陈敬全三位朋友嘱我为他们的力作《虚拟认识论》写序。
出于友情，我勉为其难地接受了这一实难胜任的任务。
接到从上海寄来的这本《虚拟认识论》大样，我恰好因病住院。
在整整半个月的医院生活中，这本大样日夜伴随着我：白天她与我交流对话，夜间她与我共枕相眠。
伴之以几年前出国访问中见到的虚拟实在演示图景在梦中时时浮现，我被她深深吸引住了。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一个与物理空间相对应的新空间——赛博空
间(cyberspace)越来越显示其意义和重要性。
赛博空间和虚拟实在(vrinual reality)的新观念及它们所导致的技术力量正在加速改变人类的生活和文明
的进程，或许将形成一场新的科学革命，由此也将推动哲学认识论的革命。
　　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他的经典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阐述了由于“范式”的
变革而导致科学革命。
按照库恩的看法，科学革命是世界观的改变，是由观念驱动的。
几年前，理论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提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科学革命：一种科学革命如库恩所认为
是源于理解自然的新概念取代旧概念，而另一种科学革命则是产生于用来观察自然的新工具的发明。
戴森认为，这种由工具驱动所导致的科学革命，继分子生物学之后，下一波将发生在信息技术领域，
“以电脑存储、模拟处理、网络等技术与相关的工具为代表。
”(刘钝：《另一种科学革命》《中华读书报》2002年6月12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最具典型代表的
也许就是以网络为基础的虚拟实在技术。
　　这里所说的“科学革命”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技术革命不同，前者比后者更深刻、更基础，对人类
文明进步的影响更广泛、更深远。
因为它是由技术作为工具而导致新的基本原理的发现或重大理论的创建。
　　虚拟实在技术作为工具的性质与以往技术的工具性质已经大不相同了，正如本书作者们所提出的
那样：“以往的工具性质只具有单项的功能，它只能根据特定的功能来机械地帮助人类从事特定的工
作，因而以往的工具是人类感觉器官的延伸，然而，(人机互动)界面却是一种智能性集成工具，它具
有多种功能，特别当软件富有智能时它还能互动地帮助人类提高和修正思想。
”说到底，虚拟技术与传统技术的差别在于：“虚拟技术能够建构实在，创造实在，其过程总是蕴涵
着创造性的行为。
”　　虚拟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不但有可能导致如预示的伟大的科学革命，也将引起认识论上乃至整个
哲学的重大转变，这后一方面正是这本《虚拟认识论》所要阐明的主题。
本书作者们以他们丰富的知识，亲身参与的实践，刻苦勤奋的钻研，从哲学的历史背景出发系统深入
地讨论了虚拟技术为哲学带来的变化，认为“虚拟技术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感知觉世界，创造了一种
全新的人类实践方式”。
虚拟技术，不只是一种认识方式和解释世界的方式，它本身就是人类的实践方式。
虚拟实践是一种创造性的实践；它不只是解放人的体力，更是一种解放人的脑力的实践。
虚拟实践能把人的理性活动与感性活动连接起来、融合起来，使“人创造环境和环境创造人”合二为
一。
实践方式的重大改变同时也孕育着一场社会革命。
　　一项重要的技术发明，一项重大的科学发现，它的社会意义和认识意义常常一时难以为人多数人
所认识。
虚拟技术的出现，也许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这就需要先知者们做宣传阐述。
我的上述三位朋友和同事不失时机地写出了这本可读可圈的内容丰富的著作，让我们对虚拟认识论有
一个全面的认识。
我向他们表示敬意和感谢，我相信读者也会有着与我同样的心情。
　　是为序!　　金吾伦　　2002年6月25日于北京农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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