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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核心技术之一，深度学习在近年来的研究和应用层面都取得了显著进展。本文从技

术演进、学习范式对深度学习进行哲学角度审视。首先梳理深度学习的发展脉络，然后深入讨论了深度

学习的学习范式，探索了深度学习面临的现实问题。深度学习作为一种强大的机器学习方法，引发了许

多哲学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通过对有关深度学习哲学思考的文献进行梳理，思考如何使用哲学对深度学

习技术进行指导，同时反思深度学习技术又如何影响现代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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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core technologies in the fiel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ep learning has made sig-
nificant progress in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deep 
lear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y evolution and learning paradigm. Firstly, the develop-
ment of deep learning is sorted out, then the learning paradigm of deep learning is discussed, and 
the practical problems faced by deep learning are explored. As a powerful machine learning method, 
deep learning has aroused the attention and thinking of many philosophical issues. By combing 
the literature on philosophical thinking of deep learning, this paper considers how to use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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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guide deep learning technology and reflects on how deep learning technology affects modern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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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深度学习正聚焦着全球目光，各国纷纷制定并推行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力图在未来科技竞争

中占据优势地位。但是，随着深度学习的高速发展，它所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很多学者开始对深度

学习进行反思，通过对相关哲学观点和最新研究成果的综合分析，展示深度学习与哲学的交叉点，为进

一步探索深度学习的哲学意义提供启示。 

2. 深度学习的技术演进与哲学意蕴 

(一) 深度学习的发展脉络 
深度学习的发展经历了感知机的失败、反向传播算法与万能近似定理的突破以及深度信念网络的提

出。 
深度学习的技术渊源可追溯至早期的感知机，它是一种可以模拟人类感知能力的机器。然而，以感

知机为代表的第一次神经网络浪潮很快就被证明存在局限，导致了神经网络研究的第一次低谷期。后来，

反向传播算法和万能近似定理被提出。反向传播算法是一种适用于多层感知器的学习算法，万能近似定

理则证明了多层感知器的表达能力和图灵机是等价的，消除了对神经网络表达能力的质疑，推动了第二

次神经网络研究热潮。然而，由于高维非线性模型的复杂性，神经网络在训练过程中遇到了梯度消失、

运行速度慢和泛化困难等问题，再次陷入低谷。为突破这一困境，深度信念网络的快速学习算法应运而

生。这种方法通过逐层预训练和最终微调的方式，成功实现了多层神经网络的有效训练。这一突破不仅

打破了深度神经网络训练的难题，更推动了深度学习第三次热潮的兴起。 
(二) 深度学习的学习范式与认识论取向 
研究深度学习的哲学基础，首先要厘清深度学习在人工智能领域中的定位。目前，学界对人工智能

的分类并没有达成一个统一的共识。依据 UCLA 统计学系与计算机系朱松纯教授的划分，人工智能主要

包含计算机视觉、机器人学、机器学习等六大方向。在此分类体系中，深度学习是隶属于人工智能研究

领域中的一种机器学习技术，而机器学习本身又可被视为人工智能的基础方法论。机器学习的学习技术

是由数据驱动的，数据是机器学习的一个核心要素。根据所处理数据种类的不同，机器学习主要分为四

种范式：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半监督学习以及强化学习。深度学习作为机器学习的重要分支，同样

具有这些学习范式。 
第一种主要学习范式为监督学习，即通过学习带有标签的数据来发现其中规律的机器学习策略。这

种学习策略体现了实证主义认识论观点，即认为知识来源于可观察的经验证据。然而，监督学习高度依

赖人工标注数据，这一过程不仅耗时费力，还可能存在主观偏差，暴露了“观察负载理论”的科学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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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数据的意义并非中立客观，而是由预先设定的标签体系所决定。 
无监督学习是机器学习的另一重要范式。无监督学习与监督学习的区别在于数据采样过程中是否对

样本进行了标签化处理。无监督学习是通过学习未标注数据来找到其中的隐藏规律，这与建构主义认识

论相呼应。然而，无监督学习因缺乏明确标签的指导，难以保证学习结果的准确性。 
第三种学习范式为半监督学习。半监督学习的特点在于学习的数据中仅有部分数据具有标签而其他

数据缺少标记。这是一种将监督学习与无监督学习相结合的机器学习策略，展示了辩证法中矛盾的统一

与转化的哲学思想。针对监督学习在标注数据稀缺时泛化能力受限的问题，半监督学习能显著提升对未

见过的新数据预测准确性；针对无监督学习因缺乏样本标签引导而导致准确率不高的缺陷，半监督学习

通过引入部分标注信息加以改善。半监督学习利用有限的标注和通过未标注数据的内在结构来增强学习，

既克服了纯经验主义的局限性，又避免了纯粹理性主义的空泛性，实现了经验归纳与理性推理的辩证统

一。 
第四种学习范式为强化学习。强化学习主要通过“交互–试错”机制，与环境不断进行交互，根据

环境的反馈来修正行为，进而提升机器学习水平的学习策略。[1]受到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理论的启发，

该理论认为个体在奖励或惩罚的刺激下会逐渐调整行为以获取最大利益。强化学习包含智能体、环境、

状态、动作和奖励五大核心要素。智能体通过与环境的交互，在试错过程中依据奖励信号指导行为，实

现奖励的最大化。当智能体执行某个动作后，会进入新状态，环境随之给出正负奖励信号，智能体据此

修正行为并执行新动作。鉴于人类与环境的交互也遵循类似机制，强化学习具有广泛的适用性，被认为

有望解决通用人工智能问题。 

3. 深度学习的进展困境与哲学反思 

(一) 深度学习技术突破引发的哲学议题 
深度学习技术的突破性进展引发了深刻的哲学思考。从 2016 年 DeepMind 基于深度学习开发的

AlphaGo 战胜国际围棋冠军李世石，到 2017 年 AlphaGo Zero 通过自我对弈实现超越，再到 2022 年

ChatGPT 的全球风靡。这一系列标志性事件展现了人工智能从专用领域向通用领域拓展的演进路径。Al-
phaGo Zero 不依赖人类先验知识和棋谱的自主学习机制，挑战了传统知识获取的观念，促使我们重新思

考“经验”的本质。 
ChatGPT 的崛起则将这一哲学讨论推向新高度。ChatGPT 的上下文理解能力和记忆机制实现了连贯

对话。同时，ChatGPT 通过人类反馈强化学习技术显著提升了生成内容的创造性和多样性。系统通过算

法实现了对人类语言、常识和价值观等方面的高度模拟，一方面展现了技术的突破性进展，另一方面也

挑战了人类对“理解”和“意识”等核心概念的独占性地位，引发了关于智能本质的新一轮哲学论辩。 
(二) 深度学习技术局限的哲学分析 
尽管深度学习已在多个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但现有研究表明其仍存在局限性。通过对国内现有文

献的梳理，可归纳出两大核心问题： 
第一，深度学习存在“封闭性”问题。当前深度学习在围棋、电子游戏等领域的卓越表现，本质上依

赖于封闭性场景。封闭性场景具有三个关键属性：降射不是无尽的、场景不含难解变元、应用不存在致

命性失误。而唯有在封闭性场景中，深度学习可以取得显著的应用成效[2]。在这样的环境中，深度学习

能够高效建模输入与输出之间的映射关系，并通过明确的评估标准优化模型性能。然而，一旦应用于开

放、动态的现实世界，面对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全或突发干扰因素时，深度学习的表现往往会显著下降。

封闭性问题的哲学根源在于形式系统与真实世界的差距。深度学习在封闭场景中的成功依赖于明确的规

则和奖励信号，这反映了逻辑实证主义对确定性和可计算性的追求。然而，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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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我们超越这种刚性框架，转向更具适应性和包容性的认知范式。 
另一个局限在于模型的鲁棒性缺陷。深度学习的性能表现高度依赖于训练数据的完备性和质量，当

面临有异常点入侵、类别不均衡等数据异常情况时，其可靠性会显著下降，甚至产生远低于人类认知水

平的错误结果。这就导致深度学习的脆弱性与不安全性[3]。这种鲁棒性缺陷不仅制约了深度学习在医疗

诊断、自动驾驶等安全敏感领域的可靠应用，更暴露了纯粹数据驱动方法的固有局限。这反映了归纳法

基于有限观察的概括难以应对异常情况的固有局限，因而需引入因果推理等演绎机制，实现归纳与演绎

的辩证统一。 
尽管深度学习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然受制于上述两大核心问题。这使得现有深度学习在可靠性、

可解释性、可信度和安全性等方面面临严峻挑战，难以满足关键领域对人工智能系统的严格要求。 

4. 深度学习的范式突破与哲学探讨 

目前，人工智能领域尚未就其核心概念、定义及研究范畴形成普遍共识。一方面，概念定义的弹性

空间有利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因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取决于现在的研究成果，充分发挥创新精神，不断尝

试新的研究方向，才能推动人工智能更好、更快地发展。另一方面，许多专家认为与其耗费精力界定“智

能”或“人工智能”的精确含义，不如聚焦于技术突破，主张认为概念的明晰化将随研究深入自然显现。

但实际上，概念的混乱降低了学术对话的质量，导致研究成果难以有效整合。由于人工智能在基本理论

框架上的模糊性，它必须保持高度的学科开放性。而哲学作为最具包容性的知识体系之一，恰恰能够为

人工智能提供必要的概念反思。 
(一) 深度学习与因果学习融合推动因果科学哲学新一轮模式转换 
ChatGPT 是一种基于深度学习技术语言生成模型，由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公司 OpenAI 于 2022 年 11

月底发布后迅速火遍全球。但其存在着可解释性缺陷，主要表现为难以判断因果关系、推理受限等。为

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因果科学哲学的新一轮范式转换，即深度学习与因果学习的融合[4]，以建立可解

释人工智能。此时哲学的角色就变得至关重要，因为哲学研究的正是因果关系和解释性。因此，建立可

解释性人工智能需要哲学与深度学习的交叉融合，这将为深度学习算法提供更加准确的解释和理解，也

将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开辟一条新路。 
(二) 通过深度学习为机器人道德能力的构建提供新技术路径 
在自动驾驶、工业自动化和智能医疗等关键应用场景中，人机交互引发的伦理问题日益凸显。如自

动驾驶中的事故责任界定和机器伤人事件的道德归因等。正如人类的道德直觉在日常道德实践中具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人工智能机器人中的道德直觉问题始终关乎人工智能机器人的道德地位及其与人类关系

的未来发展方向。[5] AlphaGo 通过深度学习复制了人类对弈的直觉网络，而索菲亚机器人获得公民身份

的案例则表明，基于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系统可能具备获得道德主体资格的技术基础。要谈论人工智能

的道德直觉问题，就必须在哲学上对道德直觉进行清晰的分析与表述。未来的人工智能哲学研究中，“人

工智能机器人的道德直觉”将成为热点议题之一。 
(三) 深度学习的发展对传统“经验”概念提出了深刻的哲学反思 
深度学习以“从数据学习”和“从经验学习”为特点，“数据–经验”被视为智能体经学习算法创造

的新经验类型，它并不是知识论意义上的经验类型，而是具有记忆特性的经验类型[6]。深度学习中的数

据与经验并不等同于人类的经验。人类经验是在真实世界中通过感官和思维活动获得的，包含了情感、

意识和主观体验等方面的内容。而深度学习模型获取的经验主要源于数据，这意味着数据成为经验的新

来源。从本体论视角审视，“数据–经验”的生成机制挑战了“生命存在作为经验前提”的传统命题。该

命题预设了经验积累必须依附于生物性生命载体，而深度学习系统通过算法架构实现了对数据经验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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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建构。如果人工智能能够从数据中学习，是否意味着某种新型“生命”形式的出现？哲学视域中经验

概念的边界得以拓展，形成生物经验与数据经验并存的认知图景，这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经验生成机制与

生命形态之间的本质关联。 
(四) 深度学习追问学习本质的哲学叙事，既是对人工智能技术逻辑的哲学理解，又是对人工智能时

代认识论的哲学探讨 
学习作为人类智能的核心发展机制，不仅是个体认知能力的形成途径，更是智能系统自我演进的内

在动力。受生物智能体学习方式的启发，深度学习结合了系统论、概率论、神经科学以及数字神经网络

等理论，实现了人工智能领域的突破性进展。深度学习的关键技术逻辑包括层次化的概念、反向传播算

法以及大规模数据的泛化处理。这些技术逻辑不仅实现了从无理到非线性的理性转化，更以技术现象学

的方式揭示了如何通过学习实现对象世界的概念化、实践干预的原则化以及感性经验的科学化。深度学

习在探索学习本质的哲学逻辑方面，既是直面人工智能存在论难题的前提性工作，也是理解学习构建智

能本质的基础[7]。 
当前，深度学习作为第三次人工智能热潮的主流研究内容仍处于蓬勃发展期，而第四次人工智能热

潮初现端倪，对深度学习展开哲学层面的反思与探讨显得尤为重要且恰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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