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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AL 主编寄语

智能化是建构和打开客体的一种方式

一碰到“智能”或“智能化”这些词，我有

时设想，让最好的人工智能系统来把“情报智能”

或“智能情报”两个词语翻译成英文，将会怎样？

虽然在线翻译机器一点不纠结，立刻给出了两个

罗列同样的单词。这个在英语看上去说不通的事，

在汉语里，我们则可以用两个又联系又有距离感

的术语来合成表达。虽然作为一个新词汇尚未完

全说得通，但用起来在当下学术语境下倒也显得

无滞无碍。由此我更加相信了汉语的描述力和解

释力，并认为随着新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深入发展，

中文词的解释潜力和影响力还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一套历经了几千年的母语体系，她所涵盖的范畴

可能远超出当代人的想像。

智能化，同历史上诸多机械化、自动化、网

络化等“xx 化”相类似的术语一样，作为历史词

语，它能概述一段历史过程；作为实践词语，它

就是指建构和打开客体的一种方式。对人类总体

的认识而言，客体可大可小、可简可繁，小者简

者如一个单体，大者繁者如整个世界。历史上很

多哲学学说，总是想在至大至微这两端构建一个

通道，如佛家常说的“一花一世界”。人们还在

建构客体前，已经根据经验设想了一个无时限的、

无边界的、可在任意尺度、进行任意频次操作的

宇宙，然后在有限、有边界、可测度、可操作的

意义上来构建客体或世界。所以宇宙是怎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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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还只能想象；但与人类相关的这个人“世界”

怎么来的，我们基本上说得清。但世界的诡谲之

处在于，我们是在无限的宇宙中拿来部分的质料

来建构我们所接触的世界，但这其中部分的质料

就包含着无限宇宙的信息。对这一方面，人们还

不能实现完全的可度量或可控。今天的智能化，

本质上还在重复这一历史性操作。它确定会比机

械化、自动化、网络化建构一个更大、更复杂的

世界，但也将带来很多过去意想不到的挑战。

世界是以怎样的方式建构的，人们就要以怎

样的方式打开。这是当今科技世界、科技传统下

的最基本套路——科学界定义本体、技术定义操

作。既然正在进入智能化构建的历史进程中，那

么智能化也将是打开世界的有效方式之一，可能

对于很多体系或系统而言，它还是一个正确的方

式。但智能化不是人类构建世界的唯一方式，如

前面所讲，带“xx 化”的术语，只要是在历史上

持续过一段时期，都是参与了世界的构建，也会

提供打开世界的工具箱。在这一问题上，机械化

方式与智能化方式只能是相互补充的，不存在谁

比谁更正确的问题。过去世界留下很多迷团，主

要在于我们还没有找到其正确的打开方式。现在，

有很多问题指向“失控”，也是指我们对现有的

技术打开方式过于自信了。这问题在于：即使正

确“打开”也不代表必然的正确“运行”。想要

正确，就离不开情报的支撑与辅助，因为情报是

以“正确”为本义和初心的。

现在，智能化已然不再是学术的取向问题了，

而是实实在在的发展走向和路径：系统在开发，

平台在形成，软件在上线，方法在培训，方案在

体验。这就需要我们不仅要关注情报工程智能化

的发展趋势，还要设身处地地参与相关场景构建

和功能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