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工智能（AI）擅长于模式分析，这为我们破译动物

语言提供了新的途径。 有朝一日，人类与猫、鸟类，甚至

鲸鱼等动物直接对话，将不再是梦想。 届时，人类与动物

的关系或将掀开新一页，而这将迫使人类重新思考和评

估自身在自然界中所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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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动物语言，构建物种间“互联网”
人工智能强大的模式分析能力，为人类与动物直接对话带来新希望

著名的迷幻药研究者约翰·李利曾

试图与海豚交谈。 他的这种想法无疑是

开创性的。 在坚持了几十年的实验中，

他给动物注射了一些他最为看好的药

物，并尝试通过心灵感应与他的动物朋

友们交流。

与其他许多尝试与动物对话的研

究人员的命运一样 ， 他的实验最终没

有成功 。 一直以来的正统观点认为 ，

语言是人类独有的———有了语言 ， 我

们能够就天气相互寒暄 ， 或讨论诸如

鱼价之类的抽象概念 。 但是 ， 如果你

认为自己曾经听到过鲸鱼讲述深海的

故事 ， 或者与你的宠物狗探讨过它为

什么要对着吸尘器吠叫的话 ， 那这只

可能是你在做梦。

不过 ，未来有那么一天 ，我们与动

物对话的梦想或许真能实现。 一些研究

人员认为，人类可能很快就可以突破与

动物之间的语言障碍了。 当然，这种观

点并非来自对迷幻剂的盲目乐观，而是

来自对人工智能强大数据处理能力在

语言模式分析上的新期盼。

如果未来我们真的能与动物对话，

那么我们与动物世界的关系将会变得

与以前截然不同。

理解动物语言
从抹香鲸的“咔哒”声开始

抹香鲸的大脑有着以种
群为基础的社交结构和复杂
的沟通系统，因此以理解其语
言来破除物种间语言障碍、实
现人类与动物交流的梦想，是
一个大有希望的突破口

AI 的语言能力令人惊叹 。 今天 ，

我们的电子邮件服务可以为我们 “代

笔 ” 完成句子 ， 浏览器可以自动为我

们翻译网页 ， 语音助理可以 “听懂 ”

我们发出的指令 。 一年多前 ， 一家隶

属于人工智能非盈利组织的研究公司

OpenAI 发布了一个名为 GPT-3 的系

统 ， 它甚至可以完全独立地写出一篇

引人入胜的散文。

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迈克

尔·布朗斯坦说 ， 破解动物语言 ， 让

人类可以与动物进行交流 ， 将会是

人工智能立下的一个令人振奋的里

程碑 ， 这也会是人工智能语言能力

发展合乎逻辑的下一步 。 开创人类与

动物交流的美好未来 ， “我认为现在

正是时候 ， 有了正确的数据和专业知

识 ， 人工智能很有可能可以解决这个

问题 。” 他说。

然而 ， 不得不指出的是 ， 最新的

人工智能虽然从大量人类提供的语言

数据中学习了语言模式 ， 却不知道我

们的语言实际上是如何工作的。 因此，

从本质上说 ， 人工智能创造的是一个

庞大多维的字集群 ， 它是由人工智能

解码出来的新的文本片段。

但是 ， 有研究人员在 2018 年发

现 ， 如果你把两种语言的数据集以正

确的方式 “结合 ” 起来 ， 把意思相同

的单词按正确的方式排列起来 ， 就可

以翻译出它们的意思。

布朗斯坦说 ，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

的突破 。 它表明 ， 我们也许能够在没

有预先设定好的翻译模板存在的情况

下， 破译各种语言。

布朗斯坦的研究计划从抹香鲸

（也叫巨头鲸） 开始。 抹香鲸的大脑有

着以种群为基础的社交结构和复杂的

沟通系统 。 它们发出的 “咔哒 ” 声 ，

就是用来互相交流的语言 。 因此 ， 用

抹香鲸的语言来作为破除物种间语言

障碍 、 实现人类与动物交流的梦想 ，

是一个大有希望的突破口。

布朗斯坦领导了一个鲸类动物语

言 翻 译 研 究 的 国 际 合 作 项 目

（CETI） ， 以尝试破译抹香鲸

“咔哒” 声的语言密码。 在

《科学报告 》 上的一篇

论文中， 他和同事对

约 2.6 万 份 鲸 类

“语言 ” 录音资

料进行了分析，

根 据 鲸 类 的

“咔 哒 ” 声

创 建 了 一

个 根 据

“字数 ” 、

节 奏 和

音 节 进

行 分 类

的 科 学

模 型 ，

用来预测这些 “咔哒 ” 声所表示的意

义以及鲸鱼所属的族群。

但要真正破译鲸类语言的含义 ，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为此 ， CETI

项目计划以布朗斯坦所称的 “工业化

规模 ” 开始启动 。 他们在加勒比海多

米尼加近海地区布置了大量水下机器

人和带有声传感器的浮标 ， 每年收集

的鲸鱼 “咔哒 ” 声多达 4 亿至 40 亿

条 。 同样 ， 带有传感器的示踪标签也

可用来帮助研究人员识别鲸鱼个体 ，

辨别出它们是 “谁 ” 、 和 “谁 ” 在

“交谈”， 这样可以帮助研究者重构与

某种模式 “咔哒 ” 声相关联的一些行

为模式。

AI并非“魔杖”
建物种间“互联网”任重道远

人工智能并不是了解各
种生物语言意义的 “魔杖”，

最终我们还是要求助于动物
本身， 通过与行为的对应验
证 ，来大致了解其 “话语 ”的
含义

与鲸类动物语言翻译研究项目同

时推进的 ， 还有 《地球物种项目 》 计

划 ， 它将类似技术运用于对灵长类动

物和鸟类的研究。

动物心理学家戴安娜·瑞斯、 计算

机科学家耐尔·吉尔森菲尔德、 摇滚明

星彼得·加布里埃尔和互联网先驱温

特·瑟夫一起 ， 组成了一个奇特的联

盟 ， 他们构想了一个极为雄心勃勃的

“物种间互联网” 计划。 在他们的设想

中 ， 未来 ， 属于不同物种的动物可以

通过动物友好型的视频聊天软件或者

水下触摸屏进行对话寒暄 ， 或是与人

类进行沟通交流。

但是 ， 德国灵长类研究中心研究

几内亚狒狒的朱利亚·费希尔告诫说 ，

利用人工智能来解决人类与动物的沟

通也许并不那么理想。

比如 ， 检测并梳理辨别鲸鱼叫声

的科学模型是建立在这些叫声的不同

声学特征上的 。 这确实是一项令人振

奋的 、 很了不起的成就 。 但问题是 ，

通常人们还是无法了解到这些叫声具

体代表什么意思。

“人工智能并不能解决任何生物

学问题， 或是了解各种生物语言意义

的魔杖 。” 费希尔认为 ， 要解决与动

物的沟通问题 ， 第一步还是需要通过

观察 ， 将它们的语言与它们不同的行

为模式联系起来———这类观察研究 ，

对于鲸鱼之类的深海动物来说 ， 是一

项极为艰难的任务 。 即使人类现在已

经拥有了高科技含量的机器人和传感

器 ， 构建物种间 “互联网 ” 仍任重而

道远。

英国伦敦玛丽皇后大学的丹恩·

斯图维尔认为 ， 人工智能还有可能会

误导我们 。 斯图维尔正在利用人工智

能创建鸟鸣声的模型， 以研究鸟类的

发展和进化 。 他从实验中得到的经验

是 ， 如果不加引导 ， AI 模型可能会

将许多与语言无关的声学特性也糅杂

其中 。

因此 ， 最终我们还是要求助于鸟

儿本身 。 斯图维尔和他的同事训练斑

胸草雀跳来跳去 ， 让它们自己来指出

哪些鸟鸣曲调片断是最为相似的 ， 然

后将这些信息输入到人工智能模型中

去 。 “这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 因为我

们需要知道鸟儿能明显分辨出声音上

的区别。” 斯图维尔说。

布朗斯坦则希望通过建立抹香鲸

“聊天机器人” 模型， 从而探讨与鸟类

如何分辨声音同样的问题 。 这个 “聊

天机器人 ” 可将学习到的抹香鲸叫声

的代码模式回放给鲸鱼听 ， 看它们会

如何反应。

布朗斯坦认为， 人类是否能够与动

物进行深度互动， 目前还无法确定， 特

别是像鲸鱼这种生活环境与人类截然不

同的物种， “也许， 我们对它们的 ‘话

语’ 只能达到大致了解的较浅程度”。

普遍种间交流
将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己

人类只要能与动物相互
了解彼此的一点点意愿 ，人
与动物的关系就将变得完全
不同。 普遍的种间交流将使
人类重新评估自己在自然界
中的位置

虽然 ， 我们也许永远无法与鲸鱼

谈论天气 ， 但是在动物语言探索中取

得的一些微小进展 ， 也将会给人与动

物的关系带来巨大飞跃。

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北美草原土

拨鼠研究专家科恩·斯洛伯德克夫认

为 ， 即使动物们的想法与人类有着天

壤之别 ， 但人类只要能够做到让它们

了解我们的一点点意愿 ， 同时也能了

解到它们的一些意愿 ， 人与动物的关

系也将与以往完全不同。

斯洛伯德克夫创建了一个名为

Zoolingua 的创业公司 ， 目标是开发一

种人工智能 ， 让人们能与他们的宠物

狗沟通交流 。 这种系统能通过宠物的

叫声 、 面部表情 ， 以及动作表现等 ，

判断出它们是否有行为上的问题。

无独有偶 ， 在位于美国佐治亚州

亚特兰大的乔治亚理工学院 ， 科学家

们也开发出一个人工智能系统 ， 可通

过对肉鸡发出的声音 ， 检测它们的

压力程度 。 而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

人员开发的一款人工智能算法软件 ，

则可通过绵羊的面部表情 ， 检测到它

们的痛感 。

如果牲畜能直接向我们表达它们

的忧虑 ， 未来的畜牧业可能将发生根

本性变化 ， 普遍的种间交流将让我们

不得不从伦理高度来重新审视我们与

动物的关系 ， 并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人

类的消费习惯是否合理 ， 从而重新评

估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

“我们目前所面对的许多问题 ，

如气候危机 、 流行病肆虐等 ， 都与人

类将自己与其他动物置于不平等的位

置有关 。” 哲学家伊瓦·梅杰尔在研究

种间交流问题时指出 ， “我们要学会

倾听它们的声音 ， 将我们视为自然界

的一部分。”

“种间互联网 ” 是值得我们去追

求的未来前景 。 如果未来有一天 ， 我

们能与动物交谈 ， 那么当你的宠物狗

对着真空吸尘器吠叫不停时 ， 你就可

以知道它究竟想要干什么 ， 知道如何

才能让它安静下来。

人工智能会发生自我意识觉醒吗？最近在英国亮相的 “世界最先进

机器人 ” 表情之丰富 ， 令人惊叹它仿

佛具有了思维与意识 。 而更有机器人

研制公司宣称 ， 几年内就会出现具有

完全意识的机器。

人工智能是否会拥有意识，是一个

热门话题。 一旦机器智能拥有记忆和自

我意识，按照自己的意念而非设定程序

行事，这是否就到达了人工智能的最高

阶段了？ 它真的可以通过硅与金属这样

的硬件来实现吗？ 或者，它真有可能在

游戏中产生吗？

人工智能会产生意识吗？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人工智能专

家阿伦德·欣茨曾将机器智能划为四个

阶段：第一阶段是反应机器 ，即只能进

行反应，但没有记忆能力 ，也无法利用

过去的经验来制定现在的决策；第二阶

段是有限记忆机器，它会存储一些过去

的交互，并使用这些内容来修改未来的

行为 ； 第三阶段是基于心智理论的机

器，到达这个层面 ，意味着机器不仅能

够理解特定任务，而且有能力更全面地

理解周围的世界；第四阶段可能是人工

智能发展的最后一步，那就是构建一套

能够形成自我意识的机器。

阿伦德认为，心智理论更强调对外

部思维体的感知，而自我意识则是向内

的感知，即生命能够意识到自我 ，知道

自己的内部状态，而且可以预测他人的

感受。 电影《失控玩家》所描述的男主角

盖伊所经历的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就

是从第一阶段逐步进化到了第四阶段。

然而， 人工智能会不会产生意识，

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

我国人工智能专家、中国工程院院

士李德毅在 《智能技术学报 》发表论文

认为，知觉意识是最初级的意识 ，只有

有了知觉意识，我们才能清晰地感受到

“我”这个本体的存在。 然而，智能和意

识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相关性。 自然界就

存在着大量无 （弱 ）智能却具有弱意识

的生物。

在他看来，当前的机器人都是无意

识的，却可以表现出一定的智能。 到目

前为止，任何机器或者机器人都还没有

知觉意识， 更不必说不断成长发展、甚

至脱离物理束缚的更高级别的自我意

识以及群体意识了。

不过， 图灵奖获得者曼努埃尔·布

鲁姆教授及其夫人莱诺尔·布鲁姆教授

却对“机器产生意识”有着不同看法。 他

们在最近发表的文章中提出，意识是任

何经过合理组织的计算系统所拥有的

一种性质。 无论这种系统由血肉还是由

金属和硅组成。

他们提出，意识包括全局工作空间

架构，还有一些关键的处理器———它们

能用一种丰富的内在语言相互沟通想

法、计划、图像、感知 ，并且存在一个由

预测、反馈和学习组成的循环动力学机

制———这就使得它们具有意识，甚至还

具备动机、欲望、最基础的认知能力等。

从他们的实验来看， 当一种机器具

有意识，它就会不断“成长”，随着各处理

器之间的连接不断增强， 它会从各处理

器相对独立的“婴儿期”走向“成熟期”。

AI 时代真正需要警
惕的是什么？

的确， 在对待人工智能的态度上，

人类显得犹豫不决。 我们既希望有更强

大的智能工具出现，又担忧它们会对人

类不利。

过去 25 年，尤其是近十年，人工智

能的进展非常迅猛，其性能提升的比例

几乎达到百万级。 而且，机器智能还在

不断发展。

布鲁姆夫妇就在积极发展意识图

灵机，试图让机器理解感质、情绪，乃至

痛感。 在他们看来，科学可以解释愉悦

和疼痛之类的感觉是如何产生的，无论

是在有血有肉的动物身上，还是在硅与

金属构成的机器人身上。

从生物化学层面来看，人体中控制

快感的多巴胺、 控制情绪的血清素，以

及控制兴奋的谷氨酸盐，它们发挥作用

的信号通路其实与通过描述信号代码

和对应效果的机器通路十分相似，或许

真的与机器的感觉有相通之处。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和

人工智能实验室的托马索·波吉奥教授

认为：“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人工智能

历史上的一些突破口来自神经科学，所

以我预计未来的一些突破性进展也将

来自于神经科学。 ”

布鲁姆夫妇相信，通过寻找能同时

解释动物和机器的感质，科学家会更接

近“计算机能否拥有意识 ”的真相 ，“我

们认为未来机器也能拥有感觉”。

未来， 当机器真的越来越接近人，

是否会如 《失控玩家 》里的非玩家角色

（NPC）一样，摆脱人类的控制呢？

在李德毅看来， 没有意识的机器

人肯定不可能成为人类的天敌 。 或

许经过漫长的进化发展， 机器人有

了自我意识， 但它们还得在个体

间发展出不同于人类的语言和文

字 ， 甚至要拥有不同于人类群

体的共同价值观， 到那时， 机

器人才会真正成为相对于人

类的异类。

不过， 他认为， 这不应

该被认为是人工智能的问题。

真正需要警惕的， 是将人工

智能反作用于生物， 哪怕是

只有感知意识的低级生物。

“当人类从人工智能进入生

命 智 能 时 代 ， 不是人工

智能具有了意 识 ， 而 是

有意识的生命拥有了强大的智能 ，

这才是人工智能可能产生的颠覆性

革命 。”

因此，人类要为自己的选择和

行为进行更加审慎的思考，

并作出道德决策———

它关乎我们人类

自身将会创

造的未来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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