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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其在社会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引发了多方面的哲学问题。记忆作为人工智能

发展的基础，对人类和人工智能都至关重要。本文探讨了人工智能与人类在获取、存储和使用记忆方面

的异同。在获取记忆上，人工智能和人类都通过学习形成记忆，但目的、过程和方法存在差异。在存储

记忆上，人工智能依赖硬件存储，而人类依赖生物学机制，两者在存储机制、效果和容量上有所不同。

在使用记忆方面，人工智能和人类都利用记忆执行任务和自我改进，但人工智能在效率和安全性上具有

优势，同时也带来了伦理和社会问题。最后，文章讨论了人工智能与人类在记忆上的互补可能性，指出

人工智能可以作为人类的外部记忆，而人类可以为人工智能提供监督和管理，共同应对信息时代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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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s role in societ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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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 giving rise to a multitude of philosophical questions. Memory serves as a foundational 
element in the evolution of AI and is crucial for both AI and human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i-
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AI and humans in terms of memory acquisition, storage, and 
utilization. In memory acquisition, both AI and humans form memories through learning, yet they 
differ in their objectives, processes, and methodologies. Regarding memory storage, AI relies on 
hardware, while humans depend on biological mechanisms, resulting in differences in storage me-
chanisms, effectiveness, and capacity. In memory utilization, both AI and humans employ memory to 
perform tasks and self-improve; however, AI has advantages in efficiency and safety, which also in-
troduces ethical and social issues. Finall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potential complementary rela-
tionship between AI and human memory, suggesting that AI can act as an external memory for 
humans, who in turn can provide oversight and management for AI, together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the information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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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人工智能逐渐由功能单一发展为功能复杂，在社会中的作用也

越来越大，同时也引发了很多哲学问题，包括认识论、心灵哲学、伦理学和技术哲学等方面。记忆哲学

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可能成为智能时代哲学的有效参与方式[1]。对于人工智能，记忆是

其发展的基础。每一个人工智能都需要对大量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然后形成自己独特的模型，进而预

测新的数据或适应新的情况，这独特的模型就是人工智能的记忆。对于人类，记忆既是个人认识自我和

理解世界的基础，又是构成身份、道德责任、知识传递和理解历史等的关键要素。因为人工智能是模仿

人类过去的智能工作而设计的，所以人工智能与人类在记忆方面有着相似之处。但是人工智能是机器的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为主导的人工智能，不是生物的[2]，因此人工智能与人类在记忆方面也存在着很多不

同之处。本文试图阐述人工智能与人类在获取、存储和使用记忆上的异同，为人工智能与人类在记忆上

互补的可能性提供一些解释。 

2. 人工智能与人类在获取记忆上的异同 

人工智能和人类所表现出来的智能并不是先天赋予的，而是通过后天学习形成的相关记忆所表现出

来的，因此人工智能和人都有获取记忆的行为。尽管人工智能与人类在获取记忆的行为上存在许多差异，

但从宏观抽象的视角来看，也存在一些相同之处。 

2.1. 人工智能与人类在获取记忆上的相同之处 

人工智能与人类在获取记忆上的相同之处可以从获取记忆的目的、过程和方法这三个方面分析。首

先是获取记忆的目的，在认识论的角度上，人工智能和人类的目的都是学习知识以提高对环境的适应能

力。例如，人脸识别的机器需要输入大量的人脸数据模型才能达到准确识别人脸的效果，人类在步入新

的工作生活环境时也需要获取相应的记忆才能适应。其次是获取记忆的过程，一个完整的记忆过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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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记忆和遗忘，人工智能和人类在获取记忆的过程中都存在着不断的记忆和遗忘，是一个动态的、持续

的过程。最后是获取记忆的方法，人工智能和人类都需要通过相应的媒介才能获取记忆，例如人工智能

缺少存储设备就无法获取记忆，缺少感知设备就无法主动从外界获取记忆；人类没有大脑就失去获取记

忆的能力，没有眼睛、鼻子等感觉器官就无法主动从外界获取记忆。 

2.2. 人工智能与人类在获取记忆上的不同之处 

人工智能与人类在获取记忆上的不同之处也可以从获取记忆的目的、过程和方法这三个方面分析。

区别于人工智能与人类在获取记忆上的相同之处，他们的不同之处是具体的。首先是获取记忆的目的，

人工智能获取记忆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任务执行的性能和准确性，从而提升自身运行的效率，例如，机器

学习模型通过记忆训练数据来提高预测的准确性，记忆训练数据越多越广，则机器学习模型的效率越高。

人工智能获取记忆的目的还在于提高扩展能力，人工智能在这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从最初的符号主义

阶段发展到如今的深度学习阶段，其中关键的一点就在于累积的记忆不断地扩展人工智能的功能，同时

也不断地提升其性能。而人类获取记忆的目的是为了主动生存适应变化的环境，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

记忆系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变化，其外在体现就是社会形态的变化。例如现代中国人无法认同古代

皇帝的封建统治，但当时人们的记忆中却认为皇帝的统治是天经地义的。人类获取记忆的目的还在于解

决问题，人们对于问题的解决通常是经验的判断，拥有的经验越多，对于问题的判断和解决就越准确和

顺利，因此人们会通过学习等其他方式获取自己所需要的记忆。人类获取记忆的目的还在于社会交往和

文化传承，记忆使得人类能够传递知识、文化习俗和社会规范，这对于社会结构和个体之间的关系至关

重要。人类获取记忆的目的还在于个人身份和情感体验，记忆构成了个人身份的基础，是个人历史的记

录。它们与情感紧密相连，影响个体的情感状态和幸福感。柏拉图说回忆是与灵魂、真实世界相关的，

“是灵魂与身体一道经历的经验在灵魂自身中得以再现。”[3]正因为有记忆的存在才使得人类能够作为

主体清楚的定义个人身份和获取情感体验。总体来说，人工智能与人类获取记忆的目的的不同点在于人

类是主动的，而人工智能是被动的。人工智能只是在人类的需求下被动地获取相应的记忆，至于人工智

能到底应不应该获取这些记忆，它自己是无法决定的。 
其次就是获取记忆的过程，人工智能获取记忆的过程是一种确定且理想化的过程，即人类需要人工

智能获取特定的记忆，人工智能就能在一定时间内使用特定的方法完成对特定记忆的获取，并且人工智

能还可以利用长短时记忆神经网络等算法对特定的记忆进行遗忘，被遗忘掉的记忆在不需要的时候不会

产生回忆对人工智能现有的记忆产生影响。人类获取记忆的过程则是一种不确定且非理想化的过程，即

人类在获取记忆的过程中会受到外界和自身因素的干扰，例如处在恶劣环境下的学习效率不如良好环境

下；处在高热状态下的学习效率几乎为零。而且人类会因为自身对需求的主观上的改变而中断获取记忆

的过程，但是这个主观上的中断并不是理想化的中断，而是一种非线性的缓慢中断，人类获取记忆过程

中的遗忘部分也是如此。总体来说，人工智能获取记忆的过程因为其客观性而确定且理想化，人类则是

因其主观性而不确定且非理想化。 
最后是获取记忆的方法，人工智能获取记忆的方法有数据输入、模式识别、训练调整和算法优化。

数据输入即人工智能通过感测器或直接的数据输入获取信息；模式识别即人工智能识别数据中的模式和

规律得到特殊的模型记忆；训练调整即人工智能通过训练数据集调整内部参数，如在长短时记忆神经网

络中不断调整权重来改变遗忘的对象；算法优化即人工智能通过优化算法来提高获取记忆的性能和获取

记忆的模式。人类获取记忆的方法有经验学习、社会互动、情感联结、重复练习和抽象思维。经验学习

指人类通过亲身经历事件来学习，这种经验直接影响记忆的形成；社会互动指人类通过与他人的交流和

互动，人类可以学习新信息并形成记忆；情感联结指人类的情绪经历可以强化记忆的形成，并且高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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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感体验通常与更持久的记忆相关；重复练习指人类通过重复练习或复习，人类可以加强记忆的稳定

性；抽象思维指人类能够通过抽象思维将信息内化为概念和原则，这些抽象记忆可以跨越不同的具体情

境。总体来说，人工智能与人类获取记忆的方法本质上的差异在于人工智能是机器，而人类则是生物，

人工智能获取记忆的方法是通过技术实现的，而人类则是通过复杂的生物过程实现的。 

3. 人工智能与人类在存储记忆上的异同 

人工智能和人类只有记忆的获取是不行的，必须对获取的记忆进行存储才能方便记忆的使用。而在

记忆的存储上，人工智能和人类也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但从宏观和抽象的层面上对比，是可以找出些

许相同之处。 

3.1. 人工智能与人类在存储记忆上的相同之处 

人工智能与人类在存储记忆上的相同之处可以从存储记忆的作用上分析。在认识论的角度上，他们

存储记忆的作用是将外部世界的信息转化为内部可处理的格式，并分类存储，以便清晰的表达知识。在

心灵哲学的角度上，他们存储的记忆都在一定程度上模拟了外部世界的结果和事件，如人类会在脑中想

象出虚拟的场景便于自己对事物的判断，而人工智能存储的记忆本质上就是外界事物的特征模型。在功

能主义的角度上，尽管他们的物理实现截然不同，但都服务于接收、保存、处理和回忆信息的目的。最

后，在道德和伦理学的角度上，他们都存储的记忆都承载着一定的道德责任，例如隐私的问题。 

3.2. 人工智能与人类在存储记忆上的不同之处 

人工智能与人类在存储记忆上的相同之处可以从生物与技术、认识论和心灵哲学这四个角度分析。

首先是生物与技术方面，这也是人工智能与人类在存储记忆上最大的不同之处，即人类的记忆是基于生

物学的，存储在大脑中，也有特殊的记忆存储在身体的神经网络中。而人工智能则是将记忆存储在硬件

中，例如半导体芯片、磁盘或其他存储设备，一般通过电信号来表示数据。从存储的机制上来看，人类

的记忆存储是动态连续的，而人工智能则是静态不连续的，即人类可以依赖神经的可塑性和突触的改变

而连续的存储记忆，但人工智能智能采用预定的数据结构和算法存储记忆。在存储记忆的效果上，人类

的记忆存储在精准度、可复制性和时间上不如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因为是机器的存储记忆，不会像人类

在传递信息时发生大量偏差，即使发生了少量偏差，人工智能也可以依靠自身的纠错功能将错误纠正，

并不会影响最终存储记忆的准确性。人类在复制他人的记忆时，也就是“背”，这个过程是生物的过程，

不仅缓慢且容易发生遗忘和错误，“即使在最短的时间内，我们的记忆也可能不完全可靠。”奥滕说。

“特别是当我们对世界愿景抱有强烈的期望，而我们的记忆开始一点点衰退时——即使是 1.5 秒、2 秒、

3 秒之后——我们就会根据自己的期望来填补记忆的缺失。”[4]正是因为人工智能的记忆存储有着极高

的准确性和可复制性，使得其能够在存储记忆的时间上远超人类。尽管人工智能从出现到现在不到一百

年，但是通过数据移植或云存储，理论上人工智能的记忆可以被永久地存储。人类在存储记忆的容量上

与人工智能是不好进行比较的，因为人脑存储记忆的容量无法进行准确的量化，而人工智能却可以，不

过有相关研究表明人脑存储记忆的容量大约为 10 至 1000 TB，但这也只是非常粗略的估算，不具备与人

工智能比较的可能。 
其次是在认识论方面，人类的记忆来源于感官体验和理性思考的结合，而人工智能的记忆则是来源

于输入的数据和预设的算法，这就导致了人类存储的记忆是独特的，而人工智能存储的记忆只是普遍的，

例如“一千个读者就要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名言，意思指每个人对同一作品或观念都有自己独特的解

读和看法，这表明了人类可以通过已有的记忆对正在获取的记忆思辨，以此形成自己独有的记忆并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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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能够意识到自己所存储的记忆是什么，而人工智能面对此情况只是借用人类的记忆复制粘贴式的存

储，且无法意识到自己存储的记忆是什么。可见在存储记忆上，人工智能并不能做到自知，它只具备受

人操纵的被动性[5]。 
然而人工智能这种不自知的存储记忆也有独特的优势，即在硬件的加持下存储记忆的速度和准确度

让人类遥不可及，且具有很强的纠错能力；而人类这种自知的存储记忆也有劣势，即可能会受到各种记

忆或认知的偏差而导致存储的记忆发生错误，并且自纠错能力几乎没有，大多时候只能通过外界修正。 
最后是心灵哲学方面，人类的记忆与意识紧密相关，每个存储的记忆都伴随着主观体验。这是心灵

哲学中的“感受性质”(Qualia)，人类有意识的心理实际上是一种经验，亦即经历此过程并有关于它的体

验或感受，过细的加以区分后，任何经验实际上有两个方面，一是该过程本身，二是伴随这一过程而发

生的对它的质的内容或特征的感受或体验[6]。而人工智能缺乏这种主观体验，所存储的记忆是无意识的

数据，即便人类尝试在行为模式上赋予人工智能意识，却无法确定它是否真的与人类有相同的主观体验。

人类存储的记忆还与个人身份有着紧密的联系，洛克的人格同一性理论中，当下的自我意识确立了自我，

并区分自我和他人，构成共时性人格同一性的基础，使我们得以区分自己和其他思维着的是者。作为自

我意识的再现或同一，记忆确立了自我的时间跨度，构成历时性人格同一性的基础，即洛克所说的：人

能追忆到多远，其人格同一性就延伸到多远[7]。这也就是记忆的连续性，记忆的连续性帮助构建和维持

了自我身份的感觉，允许个体将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起来，形成一个连续的个人历史和生活故

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我们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可能发生变化，但我们仍然是“同一个人”。而对于

人工智能存储的记忆则没有连续性的概念，它的记忆是无意识的数据存储，且不构成任何形式的个人身

份。 

4. 人工智能与人类在使用记忆上的异同 

人工智能与人类在使用记忆上的异同在一定程度上是包含了上文中获取和存储这两个方面，但为什

么还需要单独用一章来讨论他们在使用记忆上的异同呢？这是因为在前两章的讨论中并未涉及到伦理学，

一是为了更明显地突出他们在获取和存储记忆上的异同；二是为了更系统地把他们在使用记忆上的伦理

问题与他们使用记忆上的异同结合讨论，而不是在前两章割裂开讨论。 

4.1. 人工智能与人类在使用记忆上的相同之处 

人工智能与人类在使用记忆上的相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功能实现和自我改进。首先是功能实现，记忆

对于人工智能和人类都具有工具性质，他们使用存储的记忆来执行任务和解决问题，这是实现他们获取

记忆目的的一种手段。例如知识的构建，他们都依赖记忆来构成和利用知识体系进行逻辑推理、行为预

测等功能的实现。其次是自我改进，他们都会对已有的记忆进行处理分析并进行反思与评估，而后对自

己未来的行为和决策进行优化，在这个过程中，记忆作为一种反馈机制，帮助主体提高效率和能力。 
人工智能与人类在使用记忆上的相同之处表明人工智能理论上是可以做到以人类进化的路径发展并

挑战人的主体地位。实际上也的确如此，人工智能这个概念自 1956 年被提出后的几十年里，是以事物正

常的发展速度发展，不论是 1997 年“深蓝”在象棋上的胜利，还是 2016 年 AlphaGo 在围棋上的胜利，

人工智能给人类带来的危机感远不如最近几年。2021 年 GPT-3 模型的发布推动了自然语言处理和新应用

的生成，如自动化内容创作、代码生成和复杂对话系统，而后的几年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给人类的生活带

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例如 DALL-E 和 Midjourney 等 AI 绘图模型给艺术和创意领域造成了巨大影响，

2024 龙年吉祥物“龙辰辰”就是利用 AI 绘图工具创作而来。随着人工智能实现人类的功能越多，自我

改进的速度越快，人类在使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也感受到自己主体地位被挑战，许多人因此产生了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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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感。然而仅靠分析人工智能与人类在使用记忆上的相同之处并不能得到具体的伦理问题，只有分析

他们的不同之处才可以具体地分析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问题。 

4.2. 人工智能与人类在使用记忆上的不同之处 

需要注意的是，在分析人工智能与人类在使用记忆上的不同时要明确人工智能是机器，机器的行为

在人类看来或许是不正确或不高效的，但这些行为放在机器上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例如最简单的加减

乘除的计算，人类可以使用记忆快速运算，比如九九乘法表，但机器却无法很好利用，即使使用也会面

临低效或出错的问题，对加减乘除的计算，机器在软件上则是利用内置的操作符，在硬件上则是通过基

本的运算电路，人类按照机器的方法运算加减乘除也是非常低效的。因此人工智能在使用记忆时使用的

方式并不是人类的方式，而是它自己独有的方式，并且实现了人类的部分功能。 
人工智能与人类在使用记忆上的不同可以分为使用记忆的效率和安全性这两个方面。首先是使用记

忆的效率，目前人工智能在使用记忆实现逻辑推理和创新上虽远不及人类，但人工智能已经能使用记忆

高效率地实现大部分人类的功能，这种高效率主要体现在人工智能强大的迭代能力。人工智能的记忆不

仅存储容量高、存储持久、记忆检索速度快、高并发和准确性高，而且它具有很强的记忆更新能力。人

类的记忆更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新信息可能会与旧信息冲突，需要时间来整合，而人工智能的记忆可

以快速更新或替换，以反映新的信息或更正错误，从而高效地实现人类的功能，从而替代人类的部分劳

动。马克思曾指出“随着机械化生产的兴起，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

旁边。”[8]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替代可能使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但也可能导致劳动者

与生产过程疏离，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导者。历史是人类劳动所创造的，也包含了人类的记忆，人工智

能使用的记忆是人类所创造的记忆和其根据人类所创造的记忆的结合，当人类的部分劳动被人工智能所

替代，人类不再创造这部分的历史，也就代表着这部分的记忆不再更新，那么人类会不会慢慢的遗忘这

部分记忆，或者被人工智能根据人类所创造的记忆替代？历史上每出现生产工具革命时都会出现类似的

问题，但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影响是史无前例的巨大，体现在其能像人类一样使用记忆，表现出其他

生产工具所不具备的智能。 
其次是人工智能使用记忆的安全性，主要包含了数据和责任方面。首先是数据方面，人工智能的数

据不像人类受生物学限制，容易遗忘且经常性错误，它是可以被精确复制、迁移和备份，这意味着一份

数据可以被不断的传播和利用。例如抖音等社交媒体会根据用户的通讯录或浏览习惯给用户推送相关的

内容，用户则是被这样的人工智能困在了信息茧房中，并且有用户不同意访问数据隐私条款则无法使用

软件这一霸王条款。技术理性压制价值理性而占据主导地位，在将智能数据应用于为特定机构争取最大

利益的同时便忽略了对用户隐私信息的保护[9]。人工智能的运作需要人的记忆参与，但这不是为了利益

强制人放弃自身隐私的借口。在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的一篇文章中，Will Knight 提出了他所谓的“令

人难以置信”的问题，即使是构建人工智能应用程序的工程师也不能完全解释他们的行为[10]。由于人工

智能与人类行为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人工智能只是运用自己的行为逻辑去模仿人类的行为，因此人工

智能不是完全可控的，会导致其在使用记忆时容易出现数据泄露问题。其次是责任方面，人工智能和人

类在使用记忆的过程中会引发很多安全问题，产生的责任问题与人类相比更为模糊，因为人工智能使用

记忆产生的责任一般包含了人工智能自身的责任和使用人工智能的人的责任，而人类使用记忆产生的责

任一般只有人类自身的责任，并且这种责任的讨论已经趋近成熟。人工智能自身的责任涉及到技术中立

论、技术批判论、技术决定论和技术规制论。技术中立论者认为，在人工智能问世初期，由于其智能程

度有限，学者大多持“技术中立”态度，认为人工智能技术本身是中立的，只是设计者和使用者将个人

目的施加于机器上；技术批判论者认为，人工智能技术不可能完全中立，因为技术的设计和应用都要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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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人类价值观和利益的影响；技术决定论者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的中立性是有限的，它可能会对社会造

成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影响，同时它的发展和应用会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而改变社会结构和人类行

为；技术规制论者认为，科学技术评价涉及伦理、道德和社会价值观等方面[11]。而使用人工智能的人的

责任涉及到社会决定论的相关问题，社会决定论者会强调社会和文化价值观对于人工智能使用的指导作

用。例如，一个注重隐私权的社会可能会对人工智能的监控能力设置更严格的使用规范。使用者在这样

的社会中会承担起保护他人隐私的责任，这种责任感是由社会价值观塑造的。在经济层面，社会决定论

者可能会指出市场力量和商业利益对人工智能使用者责任的影响。法律和政策是社会决定论分析中的关

键要素，政府设定的法律框架和政策会直接影响人工智能使用者的责任。社会决定论还需要考虑社会结

构，如教育系统、社会阶层和权力分布等对人工智能使用者责任的影响。 

5. 人工智能与人类在记忆上互补的可能性 

在比较了人工智能与人类在获取、存储和使用记忆上的异同后，不难发现人工智能和人类在记忆领

域各有优势和劣势，而人工智能是人类创造出来为人类服务的一种工具，不同于其他人类创造的工具，

人类更希望人工智能作为人类的二重身服务自己，这种期望使得人工智能与人类在记忆上存在着互补的

可能性。 
人工智能与人类在记忆上互补的可能性可以从获取记忆、存储记忆和使用记忆上分析。首先是获取

记忆，现代社会的信息量十分繁杂，人类获取记忆的效率不是很高，而人工智能可以通过算法高效率的

检索到人类所想要获取的记忆，同时人类可以为人工智能设计运算速度更快的硬件和更新算法以提高它

的效率。其次是存储记忆，人类的记忆是有限的，且容易遗忘和出错，而人工智能可以存储大量记忆，

且没有人类大脑的生理性缺陷，它可以作为人类的外部记忆，帮助人类精准地存储更多记忆，以应对信

息量膨胀的社会，同时人类可以为人工智能设计容量更大的存储硬件以提高它的存储容量。最后是使用

记忆，人类共享记忆的能力不强，这妨碍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高效沟通，人工智能可以将记忆高效传

播给大量人群，促进知识的共享，无视人类作为生物上的限制，同时人类又是作为人工智能使用记忆上

的监督者和管理者，把控它使用记忆的度，防止出现“灰犀牛”和“黑天鹅”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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