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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2年年底美国OpenAI发布的聊天机器人程序ChatGPT展现出人工智能空前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它

的出现不仅将人工智能在自然语言上的开发进程大大推进一步，还在语言学、文学、教育教学等众多领

域掀起了使用狂潮。但在使用的背后，欢喜与隐忧并存，因此了解ChatGPT的机器语言表达本质显得尤

为重要。本文立足于“体认语言学”的语言观，以对话交际、文学创作、教育教学中的语言运用为例，

通过对比自然语言以探讨ChatGPT语义表达的本质和影响影响，并提出相应解决策略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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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atGPT, a chatbot program released by Open AI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end of 2022, demon-
strates the unprecedented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capabiliti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s 
emergence not only greatly advanc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na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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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but also has been a craze for use in many fields, such as linguistics literature education 
and so on. But behind the scenes, joy and worries coexist, so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under-
stand the nature of ChatGPT’s machine language expression.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language 
view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taking the use of language in conversational communication, literary 
creation, and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s examples to explore the nature and impact of ChatGPT se-
mantic expression by comparing natural languages,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olution strate-
gies and out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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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ChatGPT 是以深度学习和人类反馈强化学习等技术为基础的大型生成式人工智能语言模型[1]，可以

与人类实现语言互动，能够完成人类一般的文件处理、文案撰写、代码编写等社会工作，还具有多元输

入和输出模式，所以它拥有前所未有的语言处理能力以至于它能胜任多领域的工作，尤其是语言文字领

域方面。所以针对它超强的语言能力，有人认为该人工智能已经具备了和人类同等的语言能力，但也有

人认为，它绝对不可能拥有自然语言般的语言能力，因此如何正确地认识 ChatGPT 的语言，既是机器语

言与自然语言之争，也是我们对自然语言语义表达的一次再认识。 

2. 体认语言学的语义表达 

“体认语言学”是四川外国语大学团队的王寅等学者创建的语言学理论，它建立在认知语言学的基

础上，是认知语言学的本土化。该语言理论的创新之处在于引进了唯物辩证主义的哲学基础解释语言的

生成，明确提出“语言来自人们对现实世界的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2]，并构建了“现实–认知–语言”

的核心原则，这一理论有极强的逻辑性和解释力。 
在核心原则链条中的三者是彼此联系的，王寅先生认为这个链条从左往右是基础关系，从右往左是

影响关系[3]。即现实是认知的基础，认知又是语言生成的基础，反过来，语言影响认知，认知又影响现

实，这三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其中“现实”对应“体”，即自然外物，是我们认识的对象，“认

知”对应“认”，是我们对自然万物加工后的心理认知，需要将认知和现实的互动体验结合起来，才能

得到语言的“义”，再同特定的“音”结合起来，才能最终形成“语言”。 

3. 体认语言学视域下的 ChatGPT 语义表达 

ChatGPT 拥有丰富的数据存储和强大的算法基础，涵盖多个语种，能够借此根据上下文进行流利对

话，在使用中，给我们制造了一种人工智能也会语言的假象。但是如果我们从体认角度进行审视，那么

机器语言的本质就一目了然了。 
如上所述，在体认语言学视域下，语言的生成以“现实”和“认知”为基础，这两者的互动体验

是生成语言的基础。但以 ChatGPT 为代表的机器语言却走了捷径，我们用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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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语言生成，能够清晰地看到 ChatGPT 的语言只具备最后一环节，即现成的“语言”符号，而缺

乏“现实”和“认知”，因此机器语言的本质是对现成的、有限的语料库中的材料和规则的机械组

合。 

4. 体认语言学视域下的语义表达差异 

以下选取对话交际、文学创作、教育教学等三种场景下机器语言与自然语言的对话，可以发现，自

然语言虽在不同领域的名称表述上有专业领域性质，但始终贯穿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具有相当一致

的平行对应关系。反观机器语言，它没有语言形成的阶段，因此正是这一本质区别，ChatGPT 的语义表

达相对于自然语言也就缺乏灵活性、创新性，呈现出模式化特征。 

4.1. 对话交际中的语义表达 

在对话交际中，自然语言的对话过程可以从信息编码角度进行概括为“接收–解码–编码”三个阶

段。其中“接收”是基础，然后联系文化知识背景等明白词义，有时还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言外之

意，因此接受信息常伴随着“解码”[3]。然后建立在个人言语系统和理解基础上进行编码，因为言语具

有个人性，所以表达也有差异，且语境不同，语言表达也迥异。因此整个自然语言中“接收–解码–编

码”的对话过程，刚好印证体认语言学的“现实–认知–语言”语言生成过程。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 semantic expression diagram of conversational communication  
图 1. 对话交际中的语义表达关系图 

 

为了更具体地感知机器语言和自然语言在对话中的语义表达差异，以《十二维度》中，主持人朱梓

橦与两位受访者关于“成功”话题的深刻对话和交流，并以相同语句提问 ChatGPT。现将部分对话摘录

如下： 

(《十二维度》中的对话)1 

主持人：您觉得您成功吗？ 

受访者(马清运)：我觉得我很顺，但也不见得成功，“成功”，我觉得这个话一定要问我儿子。 

主持人：那你觉得你的成功是必然的吗？还是偶然性比较强？ 

受访者(熊亮)：我觉得自己挺成功的，就是你自己其实即便是在一个非常小的垂直领域里，就是比如

绘本很多很多，不是说绘本中你是最强的行列，就是说，这一类绘本中你最强，你就觉得自己很红，就

是，只是你这一小类的绘本，你就很强，你就觉得自己特别红，别人在不在意、别人好不好跟你没关系

的，就不做比较的，因为你就找到了自己，你有幸福感。 

(与 ChatGPT 的对话) 
输入：您觉得您成功吗？ 

ChatGPT：作为一个 AI 聊天助手，我的成功与否应该以我的表现和用户的反馈为准。因此，我不能

确定自己是否成功，但我将一直努力工作，以便能够尽可能准确地回答用户的问题。如果您有任何意见

或建议，欢迎随时告诉我，让我能够不断提高自己，为您提供更好的服务。 

输入：那你觉得你的成功是必然的吗？还是偶然性比较强？ 

 

 

1《十二维度》是 2022 年新出的一档人物纪实访谈节目，在爱奇艺播出，文中的引用部分摘自该栏目第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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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我是一个程序，因此我没有情绪和意识，所以无法感受或评价我的成功。但是作为一种

人工智能工具，我的程序设计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准确地回答用户的问题。我的成功是取决于我的准确性

和用户的体验，如果我能够满足用户的需求，那么我的成功就是必然的。当然，有时候也会发生偶然性

的情况，比如我的回答过程中可能会遇到问题或者难以理解的问题。但是我会努力解决它们，并继续提

高我的表现，以尽可能更好地服务用户。 

在自然对话中，主持人面对不同受访者，提问不同：一是称呼不同，前者年龄较大，于是用第二人

称的敬辞“您”，能体现出对长者的尊敬，后者用第二人称的“你”，因为主持人和受访者间几乎为同

辈，且第二人称还能拉进与受访者的距离；二是提问的具体性和句式还不同，前者是短句和是非问句，

以引出这位大家更多对于“成功”的看法。而后者用长句和选择问句，契合自学成才的绘画家熊亮，因

此这样的提问更贴合受访者。同时，两位受访者的回答都各有特色，如在用词上，前者用“顺”，后者

用短语“挺成功”，前者谦虚说自己还没有儿子成功，后者以自己领域为例，说明对成功的理解。因此

不同受访者，思维方式、所处领域等不同，表达方式和内容也各异。 

但是 ChatGPT 却体现出很多人工痕迹。比如在回答中，重复使用“用户”“服务”等词，这是源于

设计者出于礼貌的设置。它的对话已经模式化，在正反向提问下，它都会先表明对“成功”或“失败”

的看法，最后表明服务态度。且对语言结构理解错误，它把后一句拆分为“成功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因此正如乔姆斯基说“ChatGPT 就是高科技的剽窃，在语言理解和认知方面没有任何价值。”它还是人

类有限言语库的高仿者，却永远没有人类建立在现实认知上的语言创造性。 

4.2. 文学创作中的语义表达 

任何艺术作品的创作都有一个过程，文学创作也是如此，董庆炳先生说这个过程可概括为艺术积累

–艺术构思–艺术表现三阶段[4]，正好对应文学创作的三要素，即生活、思想和技巧，其中“生活”是

创作原料，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没有对生活的感知，文学创作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思

想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社会生活中的材料需要在作家头脑中经过过滤和筛选，所以“素材

积累”和“艺术构思”是文学创作的基础。可见文学创作的过程也与“现实–认知–语言”相对应。如

图 2 所示： 
 

 
Figure 2. The semantic expression diagram of literary creation  
图 2. 文学创作中的语义表达关系图 

 
ChatGPT 下的文学创作，根据董先生的创作三阶段来看，缺乏“积累素材”和“艺术构思”两个环

节。 

现将李白诗歌中常见的意象“月亮”和常见风格“浪漫飘逸”，以及“近体诗”的格式要求作为三

个关键词，两次输入该程序对话筐，将所得两首是个摘录在下： 

李白创作的诗句：“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俱怀逸兴

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常照金樽里”

等。 

ChatGPT 系统生成的诗：(第一首)月亮浪漫如梦幻，飘逸光华照人间。晶莹剔透如水墨，夜空星辉守

候间。皎洁明月寄思念，迢迢天际勾心弦。浪漫之情永留存，近体诗中展宏愿。(第二首)月亮浪漫飘逸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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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莹剔透照人间。夜幕降临银景映，微风吹拂拂心间。宛如仙子轻纱舞，芳华岁月尽倾泻。静谧夜空添

灵感，近体诗篇抒心愿。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到李白的诗歌是灵动的，“月亮”作为他钟爱的意象，不同心境下，对月亮

有不同寄予，或是酒酣交谈的朋友、或是传递思念的信使、抑或是人生感慨的倾诉者、又或是美好生活

的憧憬等，所以他笔下的月亮意象有众多的关联意象，如明月、月光、月影、月宫等，这些丰富的意象

都与李白自身的境遇、游历等丰富生活体验息息相关，再加上他自身的表达风格，以至于李白诗歌中虽

月亮意象很普遍，但每首诗歌的月亮都不同，同时在不着一字中又处处都能见到他的潇洒与豪迈。 

反观 ChatGPT，它没有留白意识。且由于没有生活体验和认知，只靠前后文和数据库进行推断，所

以“会话合作原则”能力弱，会话临时性和公共性突出。例如它会把“月亮”“浪漫飘逸”“近体诗”

这些关键词字眼放入到诗歌中，并且表达都很相似，因此这种刻板性正体现了著名文学创作家莫言的评

价：缺乏生活体验和认知构思的人工智能是“没有独创性，更没有感情色彩。”的。 

4.3. 教育教学中的语义表达 

在自然语言下的教育教学尤其是基本教育阶段，现实和认知对于语言表达的基础性体现得尤为明显。

正如洛克“白板说”，学生的社会实践有限，社会认识也很有限，因此在上课时对语言中的词、短语、

语句等的理解是很受限的，但小学教育又是培养学生语言表达的关键期，所以教学环节涵盖了“课前导

入–创设情境–表达交流”三环节。其中前两个环节是表达交流的基础，教师做好课前导入和情境创设，

让学生通过图像等形式，获得具体体验，进而有所思考和感受，然后表达欲望和冲动。且整个教学活动

是鲜活的，老师根据学生学习情况会做调整，还会做即兴延伸，学生的想象力和品德素养等能力也在其

中得到提升。所以科学的教学过程也体现了体认语言学中的“现实–认知–语言”的核心原则。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The semantic expression diagram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图 3. 教育教学中的语义表达关系图 

 
ChatGPT 下的教学相对于传统教育确实有颠覆性，它有惊人储备量，且能随时调动和展示各种形式

的具象资源，但它没有创造性，在教育教学中不会利用教育实际中给学生创造性和思想上的提升，而只

会在导入和创设情境中因循守旧、千篇一律，这是人工智在教育领域不能取代教育者的致命缺陷。下面

以部编版三年级上册的《父亲、树林和鸟》第一课时为例，看教育家薛法根老师和人工智能的教育区别。 
(薛法根老师的部分课堂实录)2 

师：今天我们学习第 23 课。(生齐读课题：《父亲、树林和鸟》) 
师：课文里写了树林，是怎样的树林？读。 
生：雾蒙蒙的树林。 
师：就像今天的天气，看不清楚，有点神秘。读。 
生：雾蒙蒙的树林。 
师：还是怎样的树林？ 

 

 

2薛法根老师部编版三年级上册的《父亲、树林和鸟》第一课时的部分教学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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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幽深的雾蒙蒙的树林。 
师：幽深的、雾蒙蒙的，加上这样的词，让我们能想象出是怎样的树林，再读。 
生：幽深的雾蒙蒙的树林。 
师：树林里还有草木气息，怎样的草木气息？ 
生：苦苦的草木气息。 
师：这种“苦”味道不是鼻子闻到的，而是用舌头品味出来的，用它形容草木气息，就很生动了。读。 
生：苦苦的草木气息。 
师：苦得怎么样呢？ 
生：浓浓的苦苦的草木气息。 
师：很浓，其他的气息还闻得到吗？ 
生：闻不到。 
师：读。 
生：浓浓的苦苦的草木气息。 

(ChatGPT 系统生成的部分教学稿)  

教师：大家好！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一篇有趣的文章，《父亲、树林和鸟》。这篇文章讲述了父

亲在树林中与鸟儿互动的故事。我们将通过这个故事来感受语言的形象，让我们一起开始吧！(导入) 
教师：请大家看一下这幅插图，你们能看到什么？ 
学生：父亲、树林和鸟儿。 
教师：对的，这幅插图展示了父亲在树林中与鸟儿的情景。现在，请你们想象一下自己在树林中与

鸟儿的互动，以及父亲的样子。假设你们正在这个场景中，请你们用一两个形象的词语来形容一下。(情
景交流) 

学生 1：树林是绿油油的，鸟儿在树枝间跳跃。 
学生 2：父亲有短发，穿着蓝色的衣服，他笑得很开心。教师：非常好！你们的描述非常生动！通

过这些形象的词语，我们可以更好地想象父亲、树林和鸟儿的样子。接下来，我们将进行角色扮演。(角
色扮演)教师：请组成小组，每个小组选择一位同学扮演父亲，其他同学分别扮演树林和鸟儿。现在，大

家展示一下你们的角色扮演，尽量表达自己对于树林和鸟儿的感受。 
学生 3 (扮演父亲)：孩子们，这棵树真美，树冠茂密的遮阳，让人感到清凉舒适。看，那只小鸟在树

枝间欢快地跳跃，好像它在与我交流呢！ 
其他学生(扮演树林和鸟儿)：(通过动作和表情表达自己的角色)教师：非常好！你们的角色扮演非常

出色，通过这样的互动我们更能感受到这个故事中的情景。接下来，我们进行分组合作。(分组合作) 
教师：每个小组请选一位发言代表，其他小组成员为其提供反馈和建议。发言代表以诗歌、短文或

口头表达的方式，描述他们所扮演的角色的形象和情感。 
学生 4 (发言代表)：在青翠的树林中，父亲微笑着和鸟儿对话，树枝轻轻摇晃，欢快的鸟儿歌声让我

忘记了时间，仿佛置身于一个鸟儿的家园。 
其他学生：(给予发言代表反馈和建议) 
教师：非常棒！你们用诗歌、短文或口头表达方式，生动地描述了自己扮演的角色的形象和情感。(创

作绘画) 
教师：现在，请大家使用彩色纸、铅笔和彩色笔，绘制自己印象中的树林和鸟儿。同时，在纸上写

下一段短小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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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部分教学对比，薛法根老师的教学更能体现教育智慧。薛法根老师在教学中虽不能像 ChatGPT
生成式人工智能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自动化生成文本、图像、视频、音频等多模态数据[5]，不能给学生以

丰富的具象体验，但薛法根老师从最本质的语言入手，让学生从读中悟，更能培养学生的鉴赏能力。且

善于因势利导，在教学中抓住实际环境让学生得到真切感悟，并通过追问的形式，敦促学生思考，以培

养学生的思辨能力，让学生不仅了解了这篇文章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学会了抓住字词理解文意的学习方

法。 
而反观 ChatGPT，在教学中也很直接和模式化，如教学导入惯用总结内容式、绘画启发式等切入，

教学环节常常是角色扮演、小组合作等模式，它还有一个不能与自然语言中教学不能比的就是不能掌握

教育实际，对学生创新能力、思维能力等进行培养。这也是它缺乏对现实的体验认知所限制的，这决定

了它只能告知知识，而不能理清知识间的逻辑，因此这是它在教育教学中的局限之处。 

5. 小结 

在语言系统里，在语言符号产生之初必定少不了体验和认知的参与，在进入交际后才成为我们可选

择和提取的对象。复杂的语言单位，如短语、句子等虽然在句法规则下可以构成合理的单位，但语境错

综复杂，具体的言语也具有复杂性。因此人工智能的机器语言，即使拥有先进算法，但缺乏体验和认知，

就只能接近自然语言，而不可能具备自然语言的能力。 
ChatGPT 是一柄双刃剑，必须承认它能弥补人类在计算和记忆上的局限，但它缺乏自然语言生成中

最基础的“体验”和“认知”环节，因此 ChatGPT 在对话交际、文学创作、教育教学中会出现字词理解

偏误、创新性不够、复杂计算无法执行等问题。所以 ChatGPT 就像任何新出现的科学技术一样，要正确

认识它，并充分利用它，发挥它在自然语言处理上的储量优势，不断提升我们人类自身进行更多创新性

思维能力，只有能把 ChatGPT 机器语言的高效和人类思维的创新有机结合，才能更好作为交际工具服务

于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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