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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面向对象和思维、混沌间的关系 
The ReIationship betwee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Object—Oriented and Thinking·Chaos 

董军 19 1 
(浙江大学CAD~CG卣 砥 实验室 ’杭 310027) 

摘 要 Artificial 1n托l1 gence(AI)and object—oriented method(()OM)·which have plentful think— 

inz scienee intension．are t~,VO branchs having inseparable re]ation tO thinking·In this paperttaking 

A1 and OOM as centralized aspects．the relationships hetween AI and O0．O0 and thinkingtO0 

㈣d fr ctaI．fractal and chaos．and  chaos and A】are described lt is henificiaI to mterd1scipImary 

blending and using for reference． 

关键词 Artificial intelligence．Object oriented·ThinkingtChaostFraeta] 

人工智能就是计算机执行某些与人的智能有关 

的复杂功能的能力【”，是对人类智能的一种模拟和 

扩展。面向对象方法以类、对象、消息和方法为最基 

本的特征脚．追求的是求解空间与问题空间的直接 

模仿，B口认为数据模型是与概念模型相对应的(数据 

模型是抵念模型在数据世界的抽象描述)．且两种模 

型各 自间的关系也是对应的。人工智能与面向对象 

是计算机科学中与思维联系紧密的两个分支，有着 

丰富的思维科学内涵．思维科学的基础科学是研究 

人类意识思维的规律的科学．即思维学【 。智能模拟 

的核心是思维模拟．机器对思维模拙的实质在于借 

助于 厦型所拥有的任何特性和功能进行数学描述 

(模拟) ]。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的差别除了人脑是 

自然界长期发展和社会实践的产物以外，还在于，① 

结构不同，如脑内神经网络井不迭代，@运动过程不 

回．前者是机械，物理、电子的·后者是生理，心理、反 

映的 ． 

本文以人工智能和面向对象方法为中心．阐述 

人工智能与面向对象、面向对象与思维，面向对象与 

分形、分形与混沌以及混沌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 

有利于学科间的交融和互相借鉴。 

1．人工智能与面向对象 

董军 博士生，主要从事面向对象方法、分布式人工智能、混沌应用，计算机支持协同工作 ． 

以描述智能体的动态特征和研究智能体性质亦是人 

们所关心的。最后．理论研究的目的是推动和促进实 

践，如何将智能体的理论研究成果应用于实践，尤其 

是应用于面向智能体的程序设计是目前人们关心的 

研究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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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和面向对象可互补某些不足，其结合 

有着诱人之妊L5 J。从认识论的立场看．两者都企图 

模仿人脑的思维，只是前者研究具体的思维过程，后 

者是从宏观上把握一种思想方接。 

随着面向对象方法的发展及其应用翎域的扩 

大，人们开始把注意力投向了面向对泉方法与人工 

智能的棱心问题之～ 知识表达领域。面向对泉方法 

能在不同层次表达知识。在高屡次 ．对泉能封装复杂 

的行为．而具体细节对该层知识又是透明的；还可构 

造相关信息并把它们保持在一起，灵活性又好，所以 

用面向对象方法处理知识表达，其优越性是明显的。 

例如·面向对象系统提供封装和对象的局部存贮机 

制．而基于规剐的程序设计语言缺乏这种高级的结 

构化概念，使得开发大型基于规则的系统很困难。 

目前较多的面向对泉的知识表达方法是基于框 

架构成类，并将规则作为一十槽嵌人到类中。因为框 

架与面向对象方莹有类{l；c之处。而产生式规则用于 

推理则较直观． 

框架可使知识的表达由低级到高级，形成复杂 

的层次结构，但没有方法和封装概念，这使推理跨越 

整个系统，与面向对泉方{圭是相悖的．但框架可看作 

一

种特殊的对象，因为方法可以被包装-也可存在于 

环境当中．AI使用规且 和推理．形成复杂的逻辑链， 

而面向对象方j击使过程代码模块化。但应用往往包 

古大量知识和复杂的决策．使方法变得极为复杂。将 

对象和过程化规则良好地结台是较好的方珐。 

使用面向对泉的知识表示．概念化的对象可表 

示某个特定领域的知识，它们闻保持同样的层次关 

系．相对具体的概念可由一个或多个相对抽象的概 

念所蕴涵。一个子类可以有多个超类，其特性可由多 

个超类的特性组台而成。在子娄对泉中只需表达其 

特有的属性井处理知识，从而减少知识表示中的重 

复。 

AJ使面向对象方珐更灵活，面向对泉方法使AI 

更便于描述．当然，A]【可能增加复杂性．所以它们的 

结合往往在较高层次。面向对泉方法在人工神经网 

络、自然语言理解和机器人等AI领域得到重视。在 

操作系统(如灵巧检查)，数据库(如灵巧搜索) 程序 

设计语言和类库(如对象 Prolog)．以硬网络和客户 

机／朋务墨结构、实时仿真，CAD等方面也已有鞍多 

研究，有的已商品化。 

然而，面向对泉方接也有其不足 -类及其层次结 

构适合反映有序世界，对无序世界并不台适}它能很 

自然地表达分层知识，但不便表达启发式知识等。尽 

管如此，面向对象方珐和 AI的结合是富于吸引力并 

具有诱人前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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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面向对象与思维 

辩证思缝有归纳与演绎，舟析与综台．从具体到 

抽象，从抽象到具体” 等方法。 

归纳是从个别事实走向一般的结论和概念，是 

从十别到特殊、从特殊到一般的思维运动．归纳推理 

是认识的基础；演绎是从一般原理和概念走向个别 

的结论，是从一般到特殊、从特殊到个别的思维运 

动。』、粪的认识运动，就是由个别和特殊到一般，再 

由一般到特别和十别，不断循环、不断擦化的过程。 

面向对象方拄中类的设计体现了从特殊到一般的过 

程．而继承则体现了从一般到特殊的过程。 

归纳是摘绎的出发点，但是，仅仅用归纳的方法 

并不能由大量经验材料概括出它们的共同的必然本 

质 要为演绎提供可靠的前提，还必须运用分析的方 

珐。然而．只靠分析还不能为演绎提供确实可靠的前 

提。螭绎不仅要依靠归纳和分析为它提供一个确实 

可靠的的提，而且考虑到个别或特殊都是具体的．是 

有着多方面本质的相互联系的整体，只有借助于综 

合方法，把各方面的本质联系起来，才能比较垒面她 

把握十别和特殊的多方面本质的、具体的，真实的联 

系．分析是综合的基础．综合是分析的完成。 

类的构造，是首先对现实世界备种具体对象进 

行分析，然后将对象的特征综台起来的过程。分析的 

过程也是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 ；综合的过程也是从 

抽泉到具饿的过程。与分析和综台l蜃密相联的，是从 

具体至 抽象和从抽泉到具体的方法。 

作为认识对象的客观事物都是具体的。所谓具 

体·可分为感性的具体和思维的具体。感性的具体是 

指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具体事物。感性的具体是认 

识的起点，思雏的具体则是认识结果。人们的认识． 

从感性具体开始．通过分析，经过科学的抽象，概括 

出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形成概念．反映事物的本质。 

但是一认识从感性具体上升到思堆的抽象，只是反映 

了事物本质的某一方面，是对于事物某一方面的认 

识。为了获得关于客观事物的多方认识，掌握思维的 

具体，人们的认识就必须深化。通过综合，由抽象的 

规定达到思雏的具体，这就是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 

程，也就是把事物各方面的性质概括出来综台成一 

个整体-形威对客观事物本质的深刻的全面的认识 

的过程．这是～个 具体一抽象一具体 的否定之否定 

的过程。思维的抽泉是对感性具体的否定 ，它离开了 

具体，但是抽象又是走向具体的一个步骤和阶段，因 

而它又包含着对自身的否定，它在接近着具体，思维 

的具体就是由一系刊的抽象构成的。 

类的形成即是从具体到抽泉的过程．而由类报 

生．组织类的屡次结构并获得宴佣，则是从抽象到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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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过程。将问题实体抽象成各种概念从而形成类， 

对应的思维方式是由感性的具体到思维的抽象的过 

程 

爱因斯坦说： 从特殊到一般的道路是直觉的， 

而从一般到特殊的道路则是逻辑性的。 。也就是 

说，这一阶段的工作带有较多试验性。 

思维的抽象只是整个认识过程的中间环节，这 

样 认识，还只是对事物某一方面本质的认识，只是 

有关事物的一个抽象规定。要真正达到对具忙事物 

的全面具体的认识，还必须运用综合的方法把对事 

物各方面的本质的认识 系起来，形成关于事物统 

一 曲整体的认识，使抽象的规定在思维的具体中再 

现出来。这就是具体思维的过程，它要离开表面的感 

性具体，只是为了接近清晰的、深刻的思维的具体 

这种具体并不是现实的具体对象，而是思维中的具 

体，是对具体事物的具体认识。其本质就是要把握对 

象的各种内在联系，确定对象所包含的各种具体规 

定的地位与作用，以便垒面把握对象 。在此阶段，类 

进一步组织成类、超类、子类的屡次关系，从而更为 

完整地描述问题领域中的对象。 

经过归纳、分析、综合，由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 

到具体思维的过程所得到的类及其层次结构仅仅是 

一

十抽象的规定，但这样的规定性是否体现了具体 

对象自身的各方面的本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 

系，还磐须通过实例化等过程来硷验其正确性和有 

效性 ，进而达到与客观对象相符合。这时，对问题的 

认识，抽象思维的过程，也才经过了一个完整的历 

程。 

我们从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域开始，分析、抽象出 

类，到类的实例的获得，中心的东西还是闸题域 中某 

一 具体的对象，只不过经过从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 

到具体的过程，使这样的对象达到了多样性和个别 

性的和谐统一。 

应该指出的是，从抽象到具体不是把各个抽象 

的规定性任意组合 ，在通过继承形成类的层次结构 

的过程中，派生出的类可以继承父类的各种属性和 

行为，也许这些属性和行为并非它必需f同时它又可 

靖加许多父类所没有的属性和行为。 

3．面向对象 、分形 、混沌与人工智能 

可以发现，面向对象的抽象机制实际上是将对 

象看成了客观世界及其映射系统的分形元，因而事 

物都可由这些分形元嵌套而成。分形是一种几何语 

言，它由算法及数学程序而不是由原始形状来表达， 

算珐中多有递归、选代的特点，是对自然现象的一种 

不同于经典几何学的描述 。分形的特征可归纳为 具 

有无限精细的结构，比例自相似性质，一般分雏数大 

于它的拓扑维数 ，可由非常简单的方法定义并由迭 

代产生，没有特定的比侧和尺寸等。分形几何适于自 

然形态的描述。 

因此，对象类间的继承机制实质上是其分形特 

征的表现形式，即整体与局部的自相似性}对于没有 

特征尺度的客体，即不存在各自专用的处理方法，要 

寻找统一的处理范式，面向对象方法正好是这样一 

种统一方式f可将客观世界的复杂对象看成一个广 

义分形 ，由于其复杂性，必需用封装技术，复杂性与 

简单性的统一是封装机制的理论依据。 

自六十年代洛伦茨发现混沌的第一个侧子以 

来，塌沌的研究不断深人。在数学上混沌指在确定性 

系统中出现的随机现象。混沌可由简单的确定性规 

则产生，其运动状态可容易地由控制参数改变，并可 

使初值的微小差别加以扩大 ，表面上的非周期性背 

后隐 蘸着有序性⋯ 。 

混沌研究的是无序中的有序 ，混沌在不同的时 

间标度下表现出相似的变化模式，与分形在空间标 

度下表现的相似性十分类同}混沌讨论非线性系统 

的发散过程 ，但系统状态在相空间中总是收敛于一 

定的吸引子(即相空间的某部分，从它附近出发的任 

何点都趋近于它)，达与分形的生成过程相似。 

混沌和分形都依赖于计算机科学技术的进步． 

分形与混沌的一致并非偶然 ：分形集就是动力学系 

统那些有不稳定轨迹的初始点的集合 ，即混沌集，混 

沌暧引子就是分形集0∞。几何学在混i屯中附属于动 

力学，而在分形里则居统冶地位。 

近年来，人们发现，脑中存在着混沌现象，混沌 

理论可用来理解脑中某些不规则的活动，混沌耗散 

动力学范型能用作人对外部世界建模的工具 ，可用 

来描述人脑的信息处理过程 “．从而 沌动力学为 

人们研究神经网络提供了新的契机，用神经网络研 

究或产生混i屯以及构造混沌神经网络成为摆在人们 

面前的又一新课疆。因为从生理本质角度出发(这里 

并不是单纯提倡纯粹意义上的生理模拟，因为人类 

认识自然和社会的规律并非是一种 照抄照搬 的过 

程，只是应该有客观的依据和明确的目的)是研究神 

经网络的根本手段。神经网络理论研究中引人混沌 

学思想无疑是必要的，有助于揭示人类形象思维等 

方面的奥秘，进而为合理手 用神经网络的混沌行为 

指明方向 ]。也就是说，混沌与智能是相关的。 

分布式人工智能中的多主体系统(Multi-Agent 

systems，MA)是互相耦合的强非线性系绕，其本质 

是动力学演变过程。它的动力学行为，包括最后的决 

策过程时而是混沌的。我们根据 MA的揭沌特性．基 

于混i屯时间序列和混i屯神经网络，提出了一种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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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论人工智能的整体观 

弋 ＼8 v r jfI 
里鲻 型星堕 陈火旺 高宏奎 j 

摘 要 人工智能研充 中分析方法 的应 用造成 7许多因难；整体砚原理是 椅成事物复 杂性 的一个 

一

、 引言——人工智能的困难 

从人工智能(A1)的研究方法论上来看 ，人们很 

自然地拿自然智能即人类智能作为类比和研究的模 

型。人们通过分析 自然智能的各个方面，从表现形式 

上把智能分为如下几种能力t语音识别、语言理解、 

图形图敏识别与理解、博奔、规划、推理、综合、类比、 

记忆和学习等等。于是人们对 A1的基本要求是能有 

相应的系统来模拟人的相应能 力。然而除了很少几 

方面取得成功外，AI高这个目标还很遥运 ．因此 AI 

长期以来受劐各方面的责难，是什么造成 A1的困难 

呢? 

长期以来， 分析 一词在最广泛的范围内被使 

用-人们习惯上，毫不怀疑地把一十问陋拿来进行分 

解，然后将分解的子问陋再分解，如此下去，直到子 

问陋还原为可以被把握的对敏为止 。西方人精于分 

析的思维方式，分析方法的思想在 西方 占有统治地 

位 ，故极大地推动了近代科学技术在西方的发展，侧 

出克 服 困 难 

) 

如对基本粒子研究中分析方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认识论上-分析方法的思想主要表现为，往往 

将系统的性质或能力简单地归结为郭分性质或能力 

之和，即还原论。不可否认-这种方法是一个重要的 

思维方j击一对一个未知对象的研究，分析的重要性是 

有 目共睹的·然而它不是万能的。正是它的过度使 

用·使人们在研究一类具有整体特性的问陋时，造成 

了认识上的屁乱和困难，特别是分析方法在 Al研究 

中的应用-使 AI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分析方法应用到 AI系统中产生了如下的后果t 

通过对自然智能的分解，把人类智能分化为若干方 

面，并相应地在一些比较容易的方面作出诸如；语音 

识别、国际象棋、图像识别、推理 系统和专家 系统 

(Es)等 AI系统。这些 AI系统在许多狭窄领域的应 

用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并获得很好的经济效益． 

但往往与人类的自然智能相比 ．却显得太肤浅太幼 

稚。伪如目前最好的人类面部识别AI软件的能力还 

远远不及一个两岁的儿童。我们认为这是分析方法 

MA 冲突 的预铡 一 一决策方 法，并 将 其应 用于 

CSCW 的资积冲寞的解决。 

小结 众多学科间有着共同之处，而学科的交 

融又是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特征和趋势，对共性的 

把握无疑有益于学科本身的发展和人们对它的认 

识。人工智能和面向对敏是计算机领域的两太热点． 

它们都有着思维科学基础‘面向对敏又和分形有关 ． 

分形和混沌是密切联系的。从而，这些学科直接或间 

接相关，这对于它们互补或借鉴是十分有益的l同 

时，我们也可以从中概括共性，总结规律 ，指导进一 

步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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