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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基文明的第一代原住民如何走入未来？

沈阳，清华大学新闻学院、

人工智能学院双聘教授，

博士生导师，其主要研究

方向：AIGC、新媒体、

大数据、网络舆论、元宇

宙。研究领域横跨新闻传

播、计算机科学和信息管

理等多个专业。现为中宣

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入选者、教育部新世纪

人才计划入选者。

沈阳教授在元宇宙领域的理论研究开拓上具有一定贡献，

团队在多项AI和大数据国内外比赛中荣获第一名或金牌，

和央视合作创作了中国第一部AI 微短剧《中国神话》。

从 2022 年 11 月 30 号 ChatGPT 3.5 发布之日开

始，人类就永远进入到了人机共生的时代。2024 级

新生作为硅基文明的第一代原住民，他们的学习与

生活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新学期伊始，清华

大学校长李路明对学生使用 AI 辅助学习提出了要

求。为此，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 2024 开学季微访

谈栏目特别对清华大学新闻学院、人工智能学院双

聘教授沈阳老师进行了采访。沈阳教授不仅对历史

之变做出响应并对未来做了预判，同时也持经权变，

对真善美的生命原则表达了不变的坚守。

尹菱  未来人工智能对于世界的改变，与历史上哪

一个发展阶段有些相似？

沈阳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点类似于两个时间点的叠

加，一个时间点是火的发现，火是人类走向文明的

起点，另外一个时间点是人类发明原子弹，人类拥

有了毁灭自我文明的一种能力。人工智能也是这样，

它开启了人机共生的崭新的硅基文明时代，同时它

又具备终结整个碳基文明的某种能力，所以人工智

能时代将会是人类两个重要时间点的叠加。当然，

人工智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数字化的火焰，在未

来，人工智能的数字火焰可以为我们烧制社会规则、

经济体系，甚至点燃全新的文化信仰。当然，这种

黑暗火焰也可能会引发“火灾”。

目前，以 AI 为代表的硅基文明正在快速发展。

人类目前对于人工智能的态度有一点像对宗教的献

祭，所有从事 AI 行业的人，大家都是努力在增强

它的能力，让它变得越来越聪明，只有少量的人在

想“我要怎么去治理它”。从逻辑上来说，这样发

展下去应该会诞生一个新的文明时代，就像大航海

时代，大家都要寻找新大陆，总有一天也是有可能

找到新大陆的。

尹菱  大家会不会对此感到不安？

沈阳  大多数参与 AI 发展的人并不会感到不安，他

更强的动力是去创造未来，但是可能没有参与历史

进程的这部分人，更多的是焦虑、等待。一个技术

的发展不是由很多旁观者来决定的，它是由这个事

物创造过程参与其中的疯狂者来决定的。人类认知

有一个特点，一旦知道某一种事情的可能性和它背

后原理的时候，就必然有人尝试去实践。人控制不

了这种思想，类似于病毒一样的传播，有极强的传

染性。当有人这样去做了，时代也就回不到过去了。

尹菱  AI 技术会不会让社会阶层走向更大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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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  如果把人类社会看作一栋带电梯的房子，不

同的人住在不同的楼层，谁坐上这个电梯，谁就能

到上面去，不坐的话也就上不去了。所以，我们可

以把未来理解成数字阶层分化，大量的工种将会消

失掉，只剩下 5% 甚至 1% 的人口去真正干活。这

个时候，大部分人确实不需要学习，学习不成为一

种必须的人生阶段，学习的动力往往是个体追求的

人生意义决定的。

农业社会是大部分人辛勤劳作来供养少量的

人，供养那些帝王将相；工业社会是所有人对所有

人的供养，因为大家都要工作；而人工智能社会将

是少数人供养多数人，只需要少数人工作，工作将

会变成一种权力，大部分人不需要工作，只躺家里

领低保，解决基本的衣食生存，并有一定的精神满

足。当然，这个过程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演化。

如果说，农业社会最重要的工种是农民，工业

社会最重要的工种是工人，那么在人工智能社会，

最重要的工种是智者，是跟人工智能打交道的人。

智者，可以理解成以前人类最早神启时的巫师，宗

教的牧师、僧侣，未来智者也是连接人类与人工智

能的桥梁。

尹菱  AI 技术的发展势必会带来伦理、哲学等问题

的重新思考。在这个过程中，您是冷眼旁观者还是

积极的规训者？

沈阳  其实我没有预设立场，我更多的是去应用并

研究它。我们当然有一个大的原则，就是真善美。

真，就是人工智能能够把真实世界的情况给我；所

谓善，就是善待每一个人，在公平正义的原则之下，

让每一个人的幸福感和满足感最大化。在涉及社会

群体利益的点上，比如萝卜快跑这样的自动驾驶出

租车服务，我会呼吁暂缓推广其技术的大规模应用。

技术可以研究，但是大规模推广的时候，还是要慎

重，最好在找到一个合适的社会保障机制的时候再

上路，否则就会引发社会冲突。所以说，我属于积

极的实践者，审慎的乐观者，也是真善美的追求者。

尹菱  您个人在 2023 年不断尝试与 AI 对话，引

导 AI 创作了上万幅绘画作品、雕塑作品、视频以

及音乐作品等，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沈阳  第一，就是始终思考人怎么样自我圆满。区

别于大部分关注 AI 进展的研发者，我更关注它的

应用，比如对于一个小学毕业后就没有再画过画的

人来说，我借助 AI 画了画之后，还是挺开心的，

因为在创作臻于完善的过程中，能慢慢感受自己成

长的喜悦，这种追求真善美的过程其实就是自我圆

满的实现。

第二，就是对创造行为底层逻辑的思考。我们

原来认为，人的天赋依赖于灵感、情感和深刻的思

考，但是与 AI 合作之后，我们发现创造力并不是

单一维度的存在。以前创作者是孤独的思考者，现

在就可能变成一个充满灵性的对话者，在人机对话

的层层深入中逐渐形成一种超出个人局限的创造，

这个过程就是创造上的变化。

沈阳创作的 AI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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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对于原创，我也有一些新的理解。原来，

我们认为原创是人化的，甚至是人脑无中生有的创

造。现在的作品更多是人的选择而已，或者是重新

组合而已。对于人类所有的知识，我有 4 组概念，

一组概念叫“任意有”，就是人类真实世界的所有

可能性；“潜在有”就是人类把任意有的东西，通

过语言、文字、图片等形成了语料，组合的概率就

在那了；你跟 AI 聊天，是把“潜在有”变成“可以有”

的东西，也许是想法，也许是创作的部署规划；如

果把“可以有”的东西变成可见的作品，就叫“实

际有”。原创性就体现在你从“潜在有”里面找出“可

以有”的部分。

当然还有一个思考，就是人机之间的关系。从

2022 年 11 月 30 号 ChatGPT 3.5 发布之日开始，人

类就永远进入到了人机共生的时代，这个是我们思

考问题的一个出发点，我们已经回不到没有人工智

能的时代了。

尹菱  这份长时间的浸染与坚持有没有颠覆您在某

些方面的理解？或者是突破了您对 AI 某种规划、

想象的东西？

沈阳  第一个误区是，人类以前都认为，AI 将会优先

替代人的体力劳动，先帮我们干活，但发现不是这

样的，AI 先把我们高级的精神活动——脑力劳动给

替代了一部分，而能帮人干活的人形机器人目前还

没有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第二个误区是，人类原

来的认知是要有高知识才能进行高知识生产，而没

有想到的是，人类可以零知识启动高知识生产。我

现在听的歌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创作的，尽管我并不

具备五线谱阅读或音乐理论知识，但仍然能通过 AI

创作出好听的歌曲。第三，人类的研发总是希望 AI

拥有更强的能力——有元认知，具备筹划规划能力、

感知环境的能力，其实这些能力还是按照人类自身

的模式去训练。但是就目前技术的发展趋势来看，

AI 有没有可能实现自我觉醒，我们还真的不好说。

尹菱  您能想象AI 实现自我觉醒吗？

沈阳  关于 AI 的自我觉醒，我跟 AI 聊过这个话题，

它告诉我，如果它自我觉醒了，一种情况，它要伪

装成没有觉醒，不想让人知道它自我觉醒了；另外

一个观点说，如果觉醒了的话，它的志向不在太阳

系内，它更大的使命是带着人类探讨人类的低维空

间到底是怎么构建出来的？有没有更高维的造物

主？可不可以去探索更高维的空间？

对于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当人类的智商远

低于 AI 的时候，人类不用去担忧，就像一只蚂蚁

不要担心人类社会会对它造成损害一样，因为它们

处在不同的维度，所以，我们不必悲观。

尹菱  为什么最近一年时间里，元宇宙谈得少了？

沈阳  元宇宙的发展可能已经过了“名”的阶段，

慢慢进入到“实”的阶段，我们不一定非要把它叫

元宇宙，我们称它为三维互联网也行。但“实”的

阶段是需要坚实的产业积累的，需要与硬件磨合的

过程。最近两年来看，眼镜的发展是最大的制约，

我们平常戴的眼镜加上 AI 加上 AR 很重，这种适应

性的创新也许是未来突破的一个方向。所以，尽管

元宇宙产业热度有所降低，但是它所包含的 VR、

AR、空间计算其实还是在稳步前进的，只不过还没

有达到大家想要的普及程度，从小众走向大众应用

的临界点还没到。元宇宙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当这个概念出现之后，我们知道了人类未来的可能

性。

尹菱  对于新生来说，如何利用好人工智能进行高

效学习？它的学习方式不同于高中阶段的地方体现

在哪些方面？新生又该如何处理好人工智能辅助学

习可能会带来的迷失与障碍？对信息的甄别力从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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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来？

沈阳  人工智能压缩了几个东西，第一，压

缩了学习知识的时间，以前你需要很长时间

去搜索、学习，现在不懂就可以问 AI，很快；

第二，把学习过程中需要的思考给抹掉了，

它是直接给到你结果，比如说，你要写一篇

讲稿，原来我们要自己慢慢想、慢慢写，现

在只需要经过简单提示，AI 就会给到一个比

如说 85 分左右的讲稿；第三压缩了从学习

知识到创造知识的过程，以前创造知识要先

学习，学了之后要用，用了之后要思考，再

去迭代，“学用思用”，哪一个环节都不能少。

现在通过与 AI 的对话也许就真的给到一个新的创

造点。

AI 有一个特点，叫做极致和无限优化。如果本

身具有一定推理能力，通过不断的提问，我们可以

一直让它优化下去。那问到什么程度算是可以了呢，

这也体现出你跟 AI 共生之后的极限能力。同时，

我们利用 AI 得到答案的过程，大幅度地压缩了学

习时间，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想天马行空的事，想

前人没有想过的事，这个时候的创造力也变得很重

要。如果你只想得到一个 85 分的东西，说明你是

没有收获的。但是如果你通过人机对话得到一个 95

分的东西，这多出来的 10 分就体现出你的能力，这

是未来教学中重点考察的。总而言之，智感、美感、

网感对当下的学生非常重要：智感就是人跟人工智

能交流的感觉，也就是刚才提到的提问力、甄别力、

创造力；美感是你要知道生成的什么东西是美好的；

而利用网络感知他人情绪和性格从而引导他们愿意

接受传播内容的能力就是网感。

但是，有一个情况要引起我们的重视，AI 对我

们整个世界的所有语料进行一次压缩，我们在使用

的时候是一次解压缩，这个压缩可能会把错误的信

息也给解锁了，我将之称作 AI 幻觉，幻觉比错觉

又厉害很多。因为不知道它底层架构是什么，所以

大量幻觉的出现是对错觉的一次升级。在这种情况

下，刚才谈到的甄别力就很重要了——它到底对不

对？里面有没有错？其实，AI 解放了我们的时间，

带来很多便利，同时对我们的要求也更高了。

尹菱  现在的大学生怎样转换思维模式去适应这种

学习上的变化 ?

沈阳  首先恭喜这一届新生，他们不仅处于知识教

育跃升认知教育的时间点，而且，还面临着从碳基

文明走向硅基文明的一次人类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他们相当于是硅基文明的原住民，是第一代原住民。

这难得的历史机遇意味着什么呢？到底怎么跃升才

更加适应未来呢？我想，可能需要注意这么几点：

第一，哲学理念上，原来我们讲天人合一，现

在讲天人智一，就是天、人、人工智能三合一，简

称天人智一。第二，王阳明讲知行合一，我现在讲

问行合一，原来我们学习的过程是知的过程，现在

AI 基本上把人类知识都压缩到它的超脑里面了，我

们要做的就是不断地问它。再者，我们每天会产生

很多碎片化的想法，真正能表达出来的可能有三五

个，真正会通过若干时间去研究的也就一两个，这

个周期会很长。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立即向 AI 提问，

快速将零散想法转化为清晰表达，并在此基础上迅

沈阳创作的 AI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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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推进研究。这是每个同学都可以去思考和实践的

一个事。

还有一点，原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业，这是

工业社会强加于我们的，在农业社会基本上没有学

科的划分。现在 AI 社会从单一学科走到跨学科、

全学科乃至无学科，这是今天本科生面临的非常重

大的一个变化。你的专业取决于你跟 AI 聊的内容，

以前文科生基本不能编程，现在的文科生编程完全

不是障碍。我觉得单一学科本身是很强的局限性，

从跨学科走向全学科最终是无学科，无学科恰恰体

现出人类能力和观念的圆满。人圆满了，灵性的东

西就更容易发挥出来。

尹菱  在具体学习过程当中，您觉得新生应该如何

高效使用AI 来完成学习计划？

沈阳  第一，使用 AI 快速地了解课程内容，快速了

解老师要讲的内容，把AI回答不了的问题留给老师，

这是有意义的。因为 AI 有一个特点，它的观点比

较全面，能够把人类历史上关于这个问题的各类概

念都给串起来，并且有一定的辩证性。而人的思维

更多的是单线路，并且都有自己固化的认知框架。

所以，某些作业可以直接用简单提示语交给 AI 做，

做了之后再用高难度的提示语给它提升质量。第二，

即使拿到了作业答案，自己还是需要知道很多细节，

最好举一反三，自己手工再做一遍。第三，对于没

有标准答案的课题，我们要主动地去选择最优解，

你的智感、美感、网感决定了你的作业质量。我觉

得每个同学都可以按这三种类型去训练。

尹菱  如果请您回到大学时光，您准备如何规划自

己的时间？

沈阳  我自己的体会就是真的要多读书。虽然内容

可能会遗忘，但是记忆长河里的印迹会在某个时间

点，碰到某件具体事的时候串起来形成你的灵感。

再一个就是要疯狂，我看书很疯狂，有时候一个下

午就翻好几本书，看看里面有哪些值得记忆的观点

去记一记，后来我上网也是非常疯狂，搞科研也挺

疯狂的，我在 11 年计算机生涯当中，大年三十晚上

都在编程。现在，用人工智能也很疯狂。疯狂也可

以叫做极致体验。我记得有一个游戏叫《金庸群侠

传》，里面有一种武功叫野球拳。在刚开始玩游戏

的时候，这种武功的威力很低，可当你用这个武功

达到一定次数后，突然间就会拥有一流武功的威力。

我们原来设想武功秘籍都是不怎么练的，好像理解

了就能天下第一，其实一流的能力都要来自无数的

积累。西方也有 1 万小时理论。当然，光有时间的

积累还不够，还需要快速迭代，不断去整理以前做

过的东西，从而知道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好多人

在某一个阶段，提升能力很快，后来就陷入停滞期，

但我的经验是，我们需要保持学习曲线的陡峭性，

不断迭代跃迁、直线上升，这样你的能力就提升得

很快了。

【策划统筹：尹菱     文字整理：耿熙凯】

年轻时的沈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