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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解放
黄欣荣,张魏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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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劳动是人类的特有属性,是人类改变世界的一项重要活动,也是创造财富、分配财富的重要手段。随着

人工智能的兴起,智能机器将逐渐获得劳动属性,从劳动工具变为劳动者并逐渐取代人类的劳动,特别是重复、繁
重、危险的人类劳动。从短期来看,智能机器取代人类劳动,挑战了人类的劳动权,带来部分人的失业,特别是在社

会福利尚未提高的阶段,失业必然带来人类幸福感的下降。但从长期来看,人类的大部分体力和脑力劳动逐渐被

智能机器取代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人类解放的过程。当所有体力和脑力劳动都交由机器完成后,人类就获得了真正

的自由和全面的解放,身心将获得更加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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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与劳动相伴随,劳动成就了人类,人类也离不开劳动,相互成就彼此。人类通过劳动,让自己与其他

动物告别,成为独一无二能够依靠自我创造财富来生存的动物物种。其他动物只能直接接受、享用大自然的

馈赠,生活状态严重依赖于自然,只有人类可以通过劳动来创造大自然本身没有的财富,并通过劳动贡献的

大小来分配财富。对人类来说,劳动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恩格斯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①但是,随着科

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劳动不断受到挑战:各种工具、机器的出现,人类的体力劳动逐渐被取代,人类向智力

劳动后退;如今的智能机器不但要取代人类的体力劳动,而且要取代人类的智力劳动。这样,人类是否会失

去存在意义呢? 会不会因此失去创造和分配财富的重要手段呢? 失去劳动的人类会不会因此失去进步的动

力? 对人类来说,人工智能技术究竟是福音还是恶魔?
一 作为新型劳动者的智能机器

劳动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一项最基础、最重要的活动,但也长期束缚着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于是人类不断

地尝试着发明新技术、新工具来减轻人类的劳动强度。传统的工具、机器在一定的程度上减轻了人类的劳

动,但没有从根本上挑战人类的劳动权。近年来的人工智能技术的重大进步,让人类第一次感到了劳动权可

能彻底被剥夺的威胁,甚至人类的存在意义都受到了质疑。人工智能究竟是怎么回事? 它是怎样威胁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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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权和生存意义的?
(一)人工智能的兴起

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简称AI,通俗来说就是通过人工的方法将人类智能植入机器之中,让
机器像人一样具有思维、判断能力。用更加学术化的话来说,人工智能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

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的一门新科学、新技术。① 目前比较热门的研究领域有语音识别、图像识别、机器

翻译、无人驾驶、专家系统以及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机器人等。
自古以来,人类除希望减轻体力劳动负担外,也一直想方设法通过技术手段来减轻脑力劳动的负担。笔

墨、纸张、算盘等工具的发明就是为了减轻人类的记忆或计算负担。但是,在计算机特别是人工智能之前,人
类虽有愿望,但技术上却无法实现,因此人类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在脑力劳动上。由于电子技术的发展,
特别是集成电路、芯片技术、编程技术的发展,计算机、人工智能最终得以出现,将脑力劳动交给机器才有了

现实的可能。
计算机刚刚出现不久的1950年,阿兰·图灵就提出了机器智能问题。1956年机器智能研究的先驱们

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召开会议,正式提出了人工智能的概念和理论。随后人工智能发展进入了以机器计算

与推理为代表的第一次热潮。经过10年左右的衰落之后,20世纪80年代人工智能又进入了以专家系统为

代表的第二次热潮。经过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近20年沉寂,2014年左右在互联网、大数据的推

动下,人工智能又焕发青春,进入了基于大数据和深度学习的第三次人工智能热潮。过去的人工智能主要是

通过人工编程来实现搜索和推理,第三代人工智能则在开放的网络空间中,通过大数据挖掘来实现深度学

习,这样智能机器不但能够学习、掌握人类的经验,而且可以通过自我学习来不断演化、进步。
(二)人工智能的本质

人类劳动除劳动者和劳动对象之外,还必须要有劳动工具。一开始人类只能利用自己的手、脚、躯体等

人体器官来进行劳动,就像猿猴等其他动物一样,最多只能利用自然界已有的一些东西,例如树枝、石头等。
人类一直梦想将自己的各项功能外化为工具,以便解放人类自己的器官。于是人类开始打制石器和其他物

件,开始了器物、工具甚至机器的制造过程。这些技术延长或放大了人体器官,让人体得到了适当的解放或

放松,并提高了劳动效率。正因如此,作为技术哲学的两位创始人,马克思和卡普都将技术与人体器官联系

起来。马克思认为,技术的本质是人体的延伸,是为了放大人体的功能或减轻人体器官的劳累等。② 与马克

思同时代的德国技术哲学家卡普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技术的本质就是人体器官的投影。③

人工智能是一种对人的意识、思维的模拟,它将人类的大脑作为技术延长或投影的对象,从而让机器具

备人的思维能力。过去只有人类才有智能和智慧,如今人工智能技术将人类的思维能力和智慧能力移植到

了机器,这样机器不但能够延伸、放大人类的体力,还能够进一步放大人的智力。因此,从本质上来说,人工

智能仍然是人类器官的延伸或投影,但智能机器投影的是更高层次的人类思维能力和智慧能力。具体来说,
人工智能用电子芯片来模仿人类的大脑结构,用程序来模仿人类的思维过程,用数据来刻画人类的实践经

验,也就是投影了人类的大脑这一更加高级的人体器官。人工智能虽然没有人类的大脑组织,但它却能像人

类那样思考甚至超过人类的智能。
(三)人工智能作为新型劳动者

制造并使用工具是人与动物分野的重要标志。但是,按照马克思、卡普的观点,在人工智能出现之前,各
种工具、器械或机器,只是将人体的手、脚、躯体等各种人体器官模仿放大,有些是结构模拟,有些是功能模

拟,但无论哪种都只是人类体力的放大。④ 这些工具或机器仅仅只是劳动工具,它们不可能自主地完成劳

动,必须与劳动者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因此离不开劳动者。虽然有了工具或机器,人类在体力上不再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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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一样劳累,效率因此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人类在体力上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但在人工智能之前,只有人类才

是劳动者,其他任何动物或器物都只能是劳动工具。离开了人类这个主体,工具或机器不可能独立去创造财

富,即使是现代化的机器也必须有人类为其编程,机器只是按照人类的意图,根据程序来运作。
人工智能的出现给机器带来了第二次革命。①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各类工具、机器被智能化,也就是说

给工具、机器安装上了人类的大脑。如果说过去的工具、机器仅仅只是人类躯体功能的延伸与放大,那么,人
工智能则将人类的大脑及其思维进行延伸和放大,机器由此有了智慧能力。这样,机器更像一个完整的人,
既有了比人更强大的体力,也有了比人更强大的智力。如果说过去的工具、机器仅仅只是劳动工具,还必须

有劳动者来使用才能发挥其效益,那么智能机器则变成了劳动工具和劳动者一体化,不再必须有劳动者的参

与,机器也能够自主劳动,并且具有强大的劳动能力。
劳动能力主要是指作为劳动者的指挥、协调、决策、控制等能力,它与劳动工具一起作用于劳动对象,由

此产生出劳动成果。过去只有人类才具备这种能力,只有人类才能作为主体的劳动者,但是人工智能打破了

人类对劳动者的垄断,已成为一种新型劳动者。人工智能将取代人类去指挥、协调、控制各种机器,并做出各

种决策,因此也就具备了人类作为劳动者的能力。这就是说,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劳动工具不再需要人类

的操控,只需要人工智能的配合就可以胜任甚至超过人类这个劳动者。由此可见,人工智能具备了人类的劳

动者属性,能够取代人类作为新的劳动者。人工智能让机器从仅为劳动工具变成了劳动者与劳动工具的一

体化,这样,智能机器开始具备了人一样的自主劳动能力。人工智能让机器有了自组织能力,能够通过学习

把各类工具、机器组织起来进行自主劳动。更为重要的是,智能机器能够与人类进行语言、肢体等交流,可以

通过各种信息载体甚至在云端中搜索、挖掘信息,并且可以创新、创造,形成新的理论和知识。这样,智能机

器不但能够自主地完成体力劳动,而且能够像人一样学习思考,自主地完成脑力劳动。
二 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权的挑战

作为一种颠覆式创新,人工智能成为了新型劳动者,这将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挑战,其中最重要的是它对

人类劳动权的挑战。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千千万万的人类将面临失业,从而失去其最基本的劳动权。
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是人类第一需要。② 本来,人类与其他一切动物的最大区别就是人类是通过劳动来获

取生活所需的各种资源,而且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来分配劳动成果。如果劳动权一旦被剥夺,人类是否还成其

为人类? 人类将按什么来获得或分配其财富?
据李开复预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普及,未来10年估计有50%的人类工作将会受到人工智能

的影响,其中从事翻译、助理、保安、销售、客服、会计、司机、家政等几种职业,预计将有90%的人被人工智能

取代。③ 2016年世界经济论坛上发布的报告称,未来五年,人工智能技术将使全球劳动力市场出现颠覆性变

革,全球15个主要国家的就业岗位将会减少710万个,上千万人将面临失业。④ 牛津大学K·B·费雷和

M·奥斯本检验了702种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可能性,按照被取代的风险大小进行了排序,最终认为美国会有

47%的工作面临被智能机器取代的风险,英国则有35%的职业可能被取代,而日本则高达49%。⑤

有哪些工作未来最可能被智能机器取代呢? 李开复提出了“五秒钟准则”,即“一项本来由人从事的工

作,如果人在5秒钟以内对工作中需要思考和决策的问题做出相应的决定,那么,这项工作就有非常大的可

能被人工智能技术全部或部分取代”⑥。有人列举了未来容易被取代的职业:会计、服务员、司机、文员、裁
缝、保姆、车间工人、保安、快递员等等。⑦ 归纳起来,从劳动特征来看,第一,简单、重复、机械;第二,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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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的情感交流;第三,不需要太多的人类灵感、智慧做出综合判断。凡是有上述特征之一的劳动都容易被

智能机器所取代。
从表面上看,人工智能让人类失去的仅仅是工作,但从本质上来看,这是人工智能对人类作为唯一劳动

者的挑战。
首先,人工智能挑战了人类的存在方式。人与其他动物的最大区别是人类通过劳动来创造自己所需要

的生存条件,而“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

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①。人类在劳动中锻炼了自己的体魄、创造了自己

的语言、创造了生活所需的财富。人类一旦失去劳动,那么可能失去自身存在的基本方式。虽然人类不可能

会像其他动物一样完全依赖自然,但人类也可能会像其他动物一样成了不劳而获者。过去人类是世界上的

唯一劳动者,而人工智能却让智能机器成了劳动者,人类反而可能从劳动者中排挤出去成为单一的消费者,
这样就可能动摇人类的基本存在方式。

其次,人工智能挑战了人类的劳动价值观。人活在世界中必须找到自己的定位,体现出自己在自然和社

会中的价值。恩格斯认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它将自然界所提供的材料转变为人类生活所需要的财

富。②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更是强调劳动对财富创造的重要性,认为一切财富都是由劳动而来,“每个商品的

价值都是由物化在该商品的使用价值中的劳动的量决定的,是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的。”③。因此,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最终都归根于人类的劳动。这就是说人类主要是通过劳动并创造财富

来体现自己的价值。但是,随着智能机器取代人类劳动,人类的价值就难以通过劳动来体现。此外,劳动作

为人类的基本活动并通过劳动与社会的各类成员进行交流、交往,人类一旦失去劳动就可能变为无所事事,
以至在社会中被边缘化,因此失去人的存在感,失去自我实现的通道,更由此失去个人的社会价值。

再次,人工智能挑战了人类的财富分配方式。劳动创造了价值,在资源没有极大丰富到按需分配之前,
人类分配财富的最公平、最合理的办法就是按照劳动付出量来分配,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按劳分配”原则。
按劳分配就是按照某人劳动时间、数量或质量,即他在劳动中的付出来分配劳动所获得的财富,多劳多得,少
劳少得,不劳不得。人类的劳动被智能机器取代后,人类就失去了按劳分配这一财富分配方式,必须寻找出

新的分配方式。
最后,人工智能挑战了人类的进步方式。人类身体的进化以及智力的提高,都与人类的劳动息息相关,

可以说劳动是推动人类自身进步的基本动力。一方面劳动创造了社会财富,由此推动了社会进步;另一方

面,劳动让人类不断改进劳动工具、劳动方式,由此推动着技术的进步。智能机器代替人类劳动之后,失去劳

动的人类会不会由此就失去进化发展的推动力呢? 一旦推动力消失,人类的进化、社会的进步会不会因此停

止,甚至退步呢?
由于技术的进步,人类失去原来的劳动,或者被机器取代似乎并不稀奇,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事实已经

难以计数。从大的方面来说,人类从丛林采摘走向耕种为生、从田野走向城市、从手工场走向机械化生产,曾
经失去原来大多数的劳动。例如,丛林中的采摘能手未必就是种植能手,田野中的种植能手未必是城市中的

好工人,工场手工业中的师傅在机器面前也可能失业。每一次重大的技术进步,都可能带来严重的失业,所
以这次人工智能浪潮带来技术性失业是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也是技术进步的必然代价。但是,仔细分析就

会发现,这次的取代与往常有很大的不同之处。以往的失业可能是暂时性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转型,失去劳

动的人们可能又找到了新的劳动,比如失地农民很快变成了熟练的工人,手工业者很快变成了机器操作能

手。他们从落后的劳动形式很快就转换为更先进的劳动形式。当农业难以为继的时候,人们从第一产业转

向第二产业;工厂中大量采用现代化机器的时候,人们从第二产业走向第三产业。但是,这次的人工智能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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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559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550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18页。



术却把过去难以被机械化、自动化的服务业、知识产业实现了全面的智能化、自动化,人们已经被逼得退无可

退,也许将永久性地失去劳动者的资格。也就是说,这次失去的也许是永久性的劳动权,而不再是暂时性的

劳动权。人们失去服务业、知识产业之后,不知道再转向哪一个产业,再找到什么样的工作。过去只是重复

性的体力劳动被机器取代,而这次则是个性化的服务业以及需要智力的脑力劳动也被取代。这似乎触及到

了人类的底线,人类作为劳动者的资格可能被人工智能彻底剥夺。
面对咄咄逼人的人工智能,人类怎么办? 是捣毁智能机器还是提高自己? 历史上的每一次技术进步,虽

然长期来说是人类的福音,但短期来看,特别是对劳动权由此被剥夺的那部分人来看,可能是灾难性的阵痛。
在庄子的年代,人们就担心机器可能带有“机心”,人类可能由此变坏,所以庄子号召人们要学会拒绝机器,坚
持纯人工。① 在机器大面积走向工厂之时,英国的卢德分子带头捣毁机器,由此来保住自己的工作和劳动权

利。但是,新技术一旦出现,其进步的力量就会十分强大,以至于任何阻挡进步的力量都像螳臂当车。历史

的车轮还是滚滚向前,碾压的只能是没有随时代进步的那些人。这次的智能革命也像历次的技术革命一样,
人类很难阻挡其发展、前进的脚步,改变的只能是我们人类自身。

人类的第一种应对是提高自身智慧,寻找更加智慧的劳动。从目前来看,智能机器在智能方面的确超出

人类一大截,在数据采集、存储记忆、数据计算、数据推断等方面,我们人类已经大大落后于智能机器,人类不

是机器的对手。例如,近几年的围棋人机博弈,机器完胜棋手就可见一斑。棋圣聂卫平说,人类战胜机器的

唯一可能就是拔去机器的电源。② 被AlphaGo打败的围棋冠军柯洁更是把 AlphaGo当做神一样的存在。
但是,机器毕竟是机器,在体力、智力方面胜过人类,但在情感、意志等方面,机器还无法匹敌人类,因为人工

智能目前仍是有智力没智慧。在数据丰富的情况下,机器可以通过学习快速获得经验,通过因果性或相关性

快速做出决策。但是,在数据不足的情况下,机器则不如人类。人类凭着自己特有的智慧,即使数据不足,也
能靠直觉做出判断与决策。哲学家康德把人类的能力分为知、情、意三大类,并对应于其“三大批判”。康德

认为,科学可能在认知方面所向无敌,但面对情感、意志则无能为力,因此留下了两个没有被科学侵占的地

盘。③ 人工智能正好以此相应,在智能方面人类已经无可匹敌,但在情感、意志方面,机器还是傻瓜。所以,
人类未来应该利用自身智慧,从过去的体力、智力领地撤到利用情感、意志的智慧领地。李开复预测:“如果

你的工作涉及缜密的思考、周全的推理或复杂的决策,每个具体判断并非人脑可以在5秒钟的时间内完成,
那么,以目前的技术来说,你的工作是很难被机器取代的。”④比如需要利用自身智慧、创新能力的教师、医
生、律师、导演、设计师、心理学家、大法官、科学家等等,虽然重复、枯燥部分可能会用智能助手来做,但这些

工作还是人类的地盘,很难被机器彻底取代。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必须发挥自身的智慧优势,从事更

加智慧的工作。
人类的第二种应对是提高社会福利,改变分配制度。面对汹涌的人工智能浪潮,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

应对,特别是从事简单、重复、机械工作的人们,本来其文化程度就偏低,学习能力偏差,因此他们很难实现成

功转型,很难转变为需要更加情感、智慧的工作。这些人的失业可能是永久性的,从此其劳动权彻底被剥夺。
这些人的未来生活只有靠提高社会福利、改变分配制度来解决。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广,生产力将快速增

长,虽然不少人的工作被智能机器取代,但生产力反而将大幅度增加,因此为社会福利的提高提供了坚实的

物质基础。过去的按劳分配的财富分配制度在生产力强、社会财富多的智能时代就不太合适,必须逐渐走向

全民保障、共享财富的新分配制度,并逐渐向按需分配过渡。将劳动与分配分离之后,失去劳动权的人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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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在《庄子》的“天地”篇中,庄子讲述了一个抱瓮老翁的故事,他借用老翁之口说“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参见:《老子·庄

子》,傅云龙、陆钦校注,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页。

2017年5月聂卫平在观看AlphaGo与柯洁的围棋大战后表示:“阿老师的招太牛了,这个我下辈子都想不到。……柯洁想赢估计只能靠找

到bug,或者我们派人去拔个电源什么的。”参见:《聂卫平叹AIphaGo招数下辈子都想不到 尊其老师》,搜狐体育,2017年5月25日发布,

2019年1月11日访问,http://sports.sohu.com/20170525/n494429417.shtml。
康德说:“我不得不悬置知识,以便给信仰腾出位置。”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

22页。
李开复、王咏刚《人工智能》,第155页。



会因此而失去财富分配的权利。即使不再从事繁重的劳动,人们仍然无需担心生活,担心未来。这样,人工

智能对人类的伤害将被降到最小。
三 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全面解放

劳动是人类的基本标志,也是人类的基本权利,但是劳动只是生产财富的基本手段和分配财富的基本尺

度,它并非人的必需。虽然劳动在人的进化过程中曾经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人类进化到现在,以身体进化

为主的“内进化”已经基本停止,人类社会的进化主要靠以技术进步为主的“外进化”。因此,劳动对人类进化

的意义已经减弱,而技术进步对人类进化的意义在不断增强。人工智能虽然将剥夺许多人的劳动权,但人类

社会依然将不断进步,人类因从千百年来的劳动束缚中解脱出来,反而获得了一种全面的解放,由此可以完

全按照自己的心愿去从事自己愿意从事的事业,从而得到更加全面的发展。
劳动是需要消耗人类大量体力和脑力的活动,对人类来说并非有多么愉悦,大部分时候反而是沉重的负

担。例如采摘果实、耕种土地、在工厂三班倒、漫长的知识学习等等,对大部分人来说都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

事情。有学者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将劳动分为四种:奴役劳动、谋生劳动、体面劳动和自由劳动。① 原始社会

的劳动被生活所迫,奴隶社会的劳动被奴隶主所迫,这些劳动都是被迫劳动,是对大多数穷苦人的残酷奴役。
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等私有制社会阶段,劳动者与所有者往往是分离的,劳动者的辛勤劳动换来的是

劳动者自身的更加贫穷,这是劳动的异化,马克思将其称为“异化劳动”。马克思曾说:“‘劳动’,按其本质来

说,是非自由的、非人的、非社会的、是被私有财产所决定的并且创造私有财产的活动。”②由于劳动的异化及

其对人类的奴役性,因此“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已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③。人类

大部分时候的劳动都属于谋生劳动,连体面劳动都谈不上。现在的白领、金领阶层虽已部分进入体面劳动,
但不属于自由劳动。从历史上来说,可能只有古希腊的自由民才享受了自由劳动,而他们的自由劳动却是建

立在对大量奴隶的奴役劳动基础之上。
技术进步的过程就是人类逐步解放的过程。刀、斧、锄头等劳动工具的发明让人类的肢体得到了解放,

提高了效率。各类机器的出现则让人类得到进一步的解放,劳动效率也由此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是,在人

工智能来临之前,任何劳动基本上都还脱离不了人类,人类是唯一的劳动者,只有人工智能成为新型劳动者

后才让人类从奴役劳动和谋生劳动中解放出来。
第一,人类将从危险、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过去由于机器缺乏智能,必须有人类的配合,而且有

些工作极其个性化,很难使用机器,因此仍然存在危险、繁重的行业。例如,采矿、建筑、设备安装、检测等行

业,极寒、高海拔、地下挖掘甚至核辐射区域,对人类来说,这些都是既危险又繁重的劳动。智能机器的使用

让人类得到了解放。
第二,人类将从机器般的枯燥劳动中解放出来。进入机器文明之后,虽然机器代替了人类不少繁重的劳

动,但机器因缺少智能仍然需要人类的配合甚至侍奉,例如为了配合机器,人类不得不三班倒或流水线作业,
人类被退化为机器,这就是技术哲学家温纳所说的“逆向适应”。④ 机器智能化之后,智能机器既是劳动者也

是劳动工具,可以自动操作运行,人类从逆向适应中解放出来,人恢复为自由人。
第三,人类将从简单、重复的服务行业中解放出来。大量的服务行业由于难以实现机械化、自动化,大量

的人类被束缚其中。这些服务工作简单、重复,很难体现人类的创造性,也不一定能给人类带来愉悦感,因此

人类从第一、第二产业中转型到第三产业,虽然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放,但仍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放。人工

智能时代的到来,大量的服务机器人进入并从事服务业,从事着业务咨询、售后服务、家政服务、病人照顾等

工作,人类逐渐从第三产业中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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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何云峰《人类解放暨人与劳动关系发展的四个阶段》,《江淮论坛》2017年第1期,第12-1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4-255页。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所谓逆向适应指的是目的被反过来适应手段。温纳说:“技术手段的引进带来了一系列的变革,最终导致了目的的变化。我将这一过程称为

逆向适应。”参见:LangdongWinner,AutonomousTechnology(Cambridge:TheMITPress,1977),238。



第四,人类将从繁重的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机器时代的来临虽然将人类从大部分体力劳动中解放出

来,但人类仍然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在脑力劳动中。脑力劳动看似比体力劳动轻松,但人们依然皓首穷

经、苦苦思索,因此并不轻松。人工智能技术让智力活动逐渐实现机器化、自动化,大量的记忆、计算、推理等

智力工作都可以由智能机器去完成,让机器代替人类去完成智力劳动,人类终于可以从最后一块束缚人类的

领地中解放出来,由此得到了彻底的解放和自由。
获得全面解放和自由的人类,不再需要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人类是不是就彻底失去了存在

的意义了呢? 人类存在的意义还能够体现在哪里? 在计算机、自动化刚刚出现的20世纪50年代初,控制论

的创始人诺伯特·维纳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提出在自动化全面取代人类劳动之后,人依然有人的用处。①

虽然从猿到人的演化过程中劳动起了巨大的作用,即恩格斯所说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但人类已经从猿变

成人之后,劳动主要是创造社会财富。如果机器能够替人去创造财富,人类又何必被劳动所奴役、所束缚呢?
所以劳动并不是人类的本质需要,只是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的重要手段而已。机器一旦能够自动为人类创

造财富,人类也就没有必要对繁重的体力、脑力劳动恋恋不舍。当智能机器全面代替人类的全部体力和脑力

劳动并自动创造大量财富之后,人们不再担心生活资料以及其他一切物质所需,并且将逐步实现按需分配、
不再担心不劳动者不得食等财富分配问题,这个时候的人类将获得全身心的自由和放松,于是有心情来从事

过去不敢想象或不敢尝试的事情。人类完全可以去从事其他更轻松、更愉悦、更能体现人类价值的活动来替

代繁重的劳动。全面解放之后的人们获得了一种全面自由,于是可以去从事过去被劳动束缚,以至于没有机

会去从事的享受、旅游、好奇、艺术及创造等活动。②

享受生活是人生的本质需求。过去迫于生计往往无法真正享受生活,大自然之美、人类社会之美以及各

种艺术之美都没有心情来慢慢体验和享受。大部分人忙忙碌碌,在各种劳累中匆匆走过了一生。如今有了

财富又不需要劳动,可以放松心情来享受美好生活。只有无需担心劳动,无需担心财富,人类才能天天好心

情。这时,什么都不干,对着天空发呆不再是一种奢望。
旅游在过去是人类的奢望,基本上没法享受,只有极少部分人才有休闲旅游的资本。更多的人被束缚在

各种岗位、各种劳动中,甚至法定节假日都无法在家休息或外出旅游。在奴役性劳动和谋生性劳动阶段,有
些人更是从儿童开始就没日没夜地劳动,一年到头不敢休息一天,直至生命的最后。不需要劳动之后,人类

无需早起晚归,可以尽情地放松心情,不再被闹钟强迫闹醒,不再需要为五斗米折腰,可以尽情去旅游休闲。
人类天生就充满好奇心,从小就仰望星空、俯瞰大地,对万事万物都充满着好奇。但是,随着年龄的增

大,好奇心慢慢被泯灭,逐步走向了对万事无动于衷的麻木状态。这是为什么呢? 主要是劳累与贫穷限制了

我们的好奇心与想象力。当人类从劳动中解放出来,有了闲暇和财富,人类就可以重拾儿时的好奇心。我们

可以尽情去旅游探险,可以去仰望天空,探索大自然的奥秘,于是人们做事不再仅仅从功利出发,可以仅仅为

了好奇心。
人类天生就是艺术家,每人都有一颗审美之心。但在人类被人工智能全面解放之前,我们虽然有想当文

青的念头,但生活不允许我们放任。因为对大部分人来说,艺术爱好并不能给我们带来功利,不能给我们带

来财富,于是我们不得不放弃文艺爱好,更多地选择理工农医或者会计金融等等更加功利的职业,干着也许

自己根本不喜欢的各种工作。智能机器把人类从功利劳动中解放出来,我们可以尽情地放飞我们的艺术梦

想,或写作诗歌小说,或绘画摄影,或唱歌表演等等,我们完全可以为文艺而文艺,不必再操心功利之事。
创造是好奇心的延续,通过人类的思维进行创新和制造出世界原本不存在的东西。人类的发展、社会的

进步就是人类创新创造推动的。但是,在没有获得全面解放之前,人类的好奇心和创造能力都被沉重的生活

所磨灭,干得更多的是重复、繁琐、沉重的体力或脑力劳动,根本没有心思去创新、创造。在获得全面解放之

后,人们可以为科学而科学,为技术而技术,可以完全在好奇心的驱动下去创造新东西,为人类文明添砖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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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伯特·维纳《人有人的用处》,陈步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06-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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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真正把心思用在从事更加具有创造性、挑战性的活动之中。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告诉我们,人类满足低层次物质性需求之后,就会提出更高层次的精神性需求,例

如社会交往、相互尊重,跳出功利层面,去实现认知和审美的高层需求,直至去完成自己的远大理想,实现自

我价值。① 中国哲学家冯友兰也提出人类四境界说,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过去的

人们更多地停留在自然境界、功利境界,最多上升到道德境界。② 人们在全面解放之后,才能花更多精力去

追求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才能进入自由劳动阶段。
虽然人工智能时代才刚刚来临,人类的全面解放也才刚刚开始,摆脱劳动重新获得全面自由的人们究竟

会过上怎样的生活,没有劳动束缚的人们会不会因无所事事而无聊,甚至长期缺乏劳动而退化以至丧失人的

本性? 我们的论述似乎都过于理论化和预想性。但是,古希腊时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情形。在古希腊,社会

被严格分割成自由民和奴隶,奴隶们只有像机器一样长年累月不停劳动,而自由民们则基本上不从事劳动。
虽然自由民的全面解放和自由是建立在奴役奴隶的基础上,但他们的生活则类似未来人工智能全面取代人

类劳动,人类获得全面解放和自由的后劳动生活。古希腊的自由民虽不从事体力劳动,但处于闲暇中的他们

自由自在地参与各项政治活动和社会交往,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从事文学、艺术、宗教、社交,进行哲学探索和

科学研究,由此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希腊奇迹,以至于现在我们在谈到各种科学和文化的来源时不得不“言
必称希腊”。古希腊的自由民们没有因不需要劳动而无聊,也没有因为不需要劳动而丧失人的本性,反而由

此享受着美好的生活,并创造出灿烂的文明。我们相信,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帮助下,人类一定会创造出更加

辉煌灿烂的文明,享受更加自由美好的生活!③ 这不正是人类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理想吗?
四 结语

具有思维能力的人工智能获得了人一样的劳动能力后,成为人类之外的新型劳动者,因为机器从劳动工

具变身为劳动者与劳动工具一体化,从而具有更加强大的劳动能力。人工智能这个新型劳动者具有更强的

竞争能力,许多人在人工智能面前将可能因缺乏竞争力而失去工作。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取代是一把双

刃剑,一方面在短期内必然会给一部分人带来失业的痛苦以及幸福感的下降,甚至带来人类存在感的危机。
但是,另一方面从人类解放的长期事业来看,人工智能对人类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的全面取代,正好让人类

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中彻底解放出来,从而获得真正的自由,并有条件享受生活、全面发展。因此,
从表面上看人工智能似乎是恶魔,但从本质来看可能是人类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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