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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虚拟现实是科技界新近涌现的技术
,

它借助计算机生成虚拟环境
,

通过视
、

听
、

触觉等作

用于主体
,

使之产生身临其境的交互 式视景仿真
。

虚拟现实技术的出现对人
、

社会
、

思维乃至哲学

观念的冲击是巨大而深远的
,

可以说
,

科学哲学在这场席卷全球的科技风暴中面临着新的挑战
。

本

文针对科学哲学所面临的这一新挑战进行 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

内容涉及虚拟现实与科技进步
、

虚拟

世界与现实世界
、

物质与
“

虚拟物质
” 、

实践与
“

虚拟实践
” 、

现实经验与
“

虚拟经验
”

等科学哲学难 以

回避的问题
,

并试 图加以论释
。

虚拟现实技术不是
“

洪水猛兽
” ,

它所带来的是人类思维和技术手段

的革命性变革
,

尽管它所引发的争议仍将继续
,

但人类自身终将会受益其中
。

[关键词 ] 虚拟现实
,

模拟仿真
,

物质
,

实践
,

形象思维

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终极 目标就是利用

科学技术造福于 自身
,

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

然而
,

纵观科技发展史
,

历次重大科技进步在给人类

带来物质
、

精神领域繁荣的同时
,

也对人类社会乃至

生存空间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

当代科学技

术发展的某些方面甚至演变成了乱伦
、

暴力
、

战争
、

对环境的无限度污染和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
。

有鉴

于此
,

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诸多学者对于新兴技术的

怀疑和批判
,

不难理解诸多学者对于新近涌现的虚

拟现实 ( v i rt
u al Real i*y

,

v R )技术的恐惧与担忧
。

正如我国学者在对待
c o l l l l〕 u t er 一词的翻译曾经

产生过
“

计算机
”

和
“

电脑
”

两种译法的争议一样
,

V R

也引起了众多不同译法的讨论
。

钱学森建议将其译

为
“

灵境技术
” ,

并将由它构成的信息处理环境称为
“

灵境
” ; 中国科学院金吾伦主张译作

“

虚拟实在
” 。

一项新技术名称的翻译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

源于

人们对于该项技术的密切关注
。

而对于虚拟现实技

术
,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它所引发的认识论
、

方法论

的变革
,

在于它所导致的技术与人
、

社会
、

思维乃至

哲学观念等问题的凸现
,

科学哲学自然无可 回避 的

面临着这一新兴技术的挑战
。

面对这一挑战
,

有的

人吹捧
,

有的人批驳
,

有的人迷茫
,

有的人仿徨
,

耐人

寻味的是
,

有的学者提出了
“

我们正面临着从现实哲

学向虚拟哲学转换
” 〔̀ 】的理念

。

虚拟现实与科技进步

引发人机系统革命性转变的虚拟现实技术的出

现决非偶然
。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
,

从数万年前旧

石器时代的岩画到敦煌的洞窟壁 画
、

雕塑和唐墓壁

画等
,

都可以说是古人尝试超越文字表现力的局限
,

用形象
、

色彩和周边条件创建的多维的
、

虚拟的信息

环境
。

18 世纪西方的全景画
,

创建了沉浸式的虚拟

体验景象的早期技术
。

20 世纪中叶以来
,

更进一步

发展起来的全景电影
,

提出了体验剧场
,

力图使人们

突破银幕的壁障
,

获得身临其境的效果图
。

当代的虚拟现实技术主要起源于美国
。

20 世

纪 60 年代初
,

美国 M仃 的 U ck U d er 教授预言
, “

用

不了多久
,

人脑和计算机将会非常紧密的结合在一

起
,

其结果将使两者之间的关系变成人类意想不到

的样子
,

处理数据的方法将与今天我们所知道 的信

息处理的方法完全不同
” 。

19 65 年
,

vI an uS ht elr
a刀 d

在其论文《终极的显示》中首次提出了包括具有交互

图形显示
、

力反馈设备以及声音提示的虚拟现实系

统的基本思想
。

随后的 1% 6 年
,

美国 M rr 的林肯实

验室正式开始了头盔式显示器 ( HM )D 的研制工作
。

第一个 H M D 样机完成不久
,

研制者又把能模拟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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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触觉的力反馈装置加人到这个系统中
。

1 9 70年
,

出现了第一个功能较齐全的 H M D 系统
。

70 年代

初
,

美国犹他大学博士生克鲁格创造出第一个虚拟

现实技术系统
。

80 年代初
,

美国加州大学 iM hc ael

eM 目吧 e
ve y博士在美国军方资助下创造了飞机场虚

拟环境并获得成功
,

由此轰动了科学界
、

工业界和军

事界
。

基于 60 年代以来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
,

19 89

年美国 V PL eR se ` h 公司创始人 Jaor
n L al l ie r

正式提

出了
“

vi urt al R e al i tr’
’

一词
。

从专业角度讲
,

虚拟现实技术就是
“

一种可 以创

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计算机系统
。

虚拟世界是全体

虚拟环境或给定仿真对象全体
。

虚拟环境是由计算

机生成
,

通过视
、

听
、

触觉等作用于用户
,

使之产生身

临其境的交互式视景仿真
”

图
。

它 的特点在于沉浸

性 ( 1
1l l l n e isr on )

、

交互性 ( 1
11忱 r a c t ion )和构想性 (玩哪i

-

n a t ; o n )
。

1酬灭) 年在美国 Dall as 召开的 S】(G二RA PH 国

际会议上
,

正式将虚拟现实界定为三维计算机图形

学
、

多功能传感器交互式接 口 和高清晰度显示装置

等三项基本技术的集成
。

虚拟现实技术为人机界面

的研究开创了新的领域
,

为智能工程的应用提供了

新的工具
,

为大规模数据的可视化描述展示了新的

方法
。

它以美国的军工需要为开端
,

逐渐应用到教

育
、

医疗
,

并以其巨大的商业功能向工业
、

服务业等

领域全方位渗透
。

从美国 国家航空航天管理局

( N SA A )为
l、 e s
研究中心虚拟行星探测实验室开发的

用于火星探测 的虚拟环境视觉显示器
,

到 NA S A 在
“

哈勃太空望远镜修复和维护
”

计划中用于仿真训练

的 V R技术 ;从美国休斯顿大学与 NA SA 约翰逊空间

中心合作开发的虚拟物理实验室
,

到美国斯坦福国

际研究所 ( S IR )的远程手术实验系统 ;从波音 7 77
、

欧

洲空中客车到 oF 记 和 c hysr ler 通用动力机车 ;从 日

本 M ast
u hs iat 公司的虚拟厨房设备生产系统到 日本

NH K 的虚拟演播室 ;从美国芝加哥的 Baul
e
eT

e l l 中

心到日本 N E c 的滑雪训练系统… …等等
,

虚拟现实

技术成功应用的范例数不胜数
。

然而
,

科学技术的两面性表明
, “

技术是一把双

刃剑
,

就看它怎么样被人利用
” ,

v R 技术亦是如此
。

其实
,

在 V R 技术出现之前
, “

电脑空间
” 、 “

赛博空

间
”

的说法就已盛行
,

只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

V R 的三度电脑空间才逐渐取代了互联网的虚拟空

间而占据虚拟技术的主导地位
。

也正是从这时开

始
,

珊技术受到了一些传统人士
、

团体
、

组织的极端

仇视
,

诸如罗马俱乐部
、

绿色和平组织
。

而英国的

氏w l 组织可以说是激进反对者的代表
,

它声称对英

国各家 v R 技术公司 199 7 年收到邮件炸弹的事件负

责
。

美国密西根大学数学博士卡赞斯基也采用了相

同的手段
,

他在过去的 17 年中 16 次邮寄炸弹
,

而受

害者无一例外的是生物工程和 v R 专家
,

他认为
,

“

科技的发展使人的尊严受到挑战
,

… …科技的进步

来源于力量的角逐而非人的幸福… …
” 。

针对这些
,

有的学者指出
,

VR 不断完善的同时
, “

也在不断的摧

毁时空的界限
、

行业的界限
、

社会群体的界限
、

男人

与女人的界限
、

理论与实践的界限
,

甚至还试图摧毁

灵魂与肉体
、

生命与死亡的界限
,

而这一切只有一个

目的
:
为主体追求无穷的快乐

、

最大的自由
” [ 4〕

。

这

也许过于危言耸听
,

但我们不得不重视这样一个事

实
,

那就是 V R 技术导致了一个
“

双重世界
” ,

一个是

人类依存了上百万年的现实世界
,

一个是人为构造

的虚拟世界
,

主体在这双重世界间频繁切换
,

原本可

以在现实世界中完成的物质
、

能量
、

信息的转换
,

在

双重世界中却产生了分化
。

在两种不同的世界中主

体必须尽快地完成心理调试
,

否则就会产生人格的

分裂
,

以至 于回到现实世界之中恍若隔世
,

迷失 自

我
。

为了找回 自我
,

主体必须重新借助于某一世界
,

获得心理整合与生活支撑
。

显而易见
,

虚拟世界最

能满足主体此时的需要
。

借助虚拟世界
,

主体可以

随心所欲地构造理想的自我
,

这里没有权利
,

没有竞

争
,

无所谓压力与挫折
,

这里可 以成为主体逃避现实

的乐土
。

美国加州的一位名叫乔纳森
·

伯杰的男孩

就是在玩了一整夜虚拟现实的游戏后死去
。

如今

v R 技术甚至衍变出基于虚拟现实环境的
“

虚拟犯

罪
” 。

谈论这些的目的并非否认科技进步
,

也决不是

抹杀 V R 技术的功绩
。

相反
,

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全

面的认识 妞技术
,

才能更好地驾驭它为人类服务
,

最大程度的消除科技负效应
,

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诸多学者对 V R 技术出现所产生的恐慌和忧虑
。

衣

不蔽体
,

居无定所绝不是人类的向往和追求
,

同时
,

一项新技术的出现也并不意味着一项旧技术的终

结
。

因此
,

我们完全有理由张开怀抱接受 V R 技术

这个高科技新生儿的降临
,

并期待着它一路走好
。

2 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

前面我们 已经提到了 V R 技术出现所导致的
“

双重世界
”

的产生
,

并粗浅地认识到两种世界所给

予人的感受上的不同
。

实际上
,

虚拟现实与客观现

实
,

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一直是当代物理学哲学与

科学哲学争论的一个前沿问题
。

虚拟现实技术从降

生的那天起就已经招致各派哲学家们的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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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讲
,

虚拟现实技术与模拟仿真技术属

于同源技术
。

我们知道
,

经典的模拟技术包括数学

模拟和物理模拟两大类
,

前者主要要求模型与原型

数学形式上的相似
,

而后者则要求模型与原型物理

或几何上的相似
。

随着控制论和现代计算机技术的

发展
,

一种全新的追求系统间功能和行为相似的功

能模拟技术应运而生
。

从早期的生物行为模拟到近

代人类智能模拟
,

直至基于虚拟环境的设计验证以

及虚拟现实环境本身
,

无不体现着功能模拟的思想
。

虚拟现实技术源于功能模拟
,

因而
,

无论虚拟世界还

是现实世界
,

其本原也就都是物质
,

但重要的是此
“

物质
”

决非彼物质
。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
, “

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

学范畴
,

这种客观实在是人们通过感觉感知的
,

它不

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
,

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
、

摄

影
、

反映
” ,

世界是物质的
,

物质是运动的
、

普遍联 系

的
。

在现实世界中
,

我们通过物质的属性来把握物

质本身
,

而虚拟世界中的
“

物质
”

则正是我们对现实

世界中的物质感知的反映
,

并借助于 VR 技术予 以

实现
,

它是人类认知与技术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产

物
,

不是
“

客观实在
” 。

同时
, “

为了创造各种
`

虚拟
’

的世界
,

人们必须先对我们 日常的世界如何运作这

一问题有一个深人的了解
” 。

通常
,

由于人类认知水

平和技术能力 的限制
,

只能将现实世界中物质的部

分属性赋予虚拟世界中的
“

物质
” ,

而此时
“

虚拟物

质
”

的属性只能是真实物质的某个时空段的写照
,

或

者是人为地捏造
,

它的存在只能是片面的
、

静止的和

孤立的
。

长期以来
,

人们无限度地期望虚拟现实能够带

来客观现实中的种种感受
,

希望通过 V R 技术创造

现实甚至超越现实
,

产生出现实的替代品
。

然而
,

由

于人类对客观现实认识水平的有限以及客观现实的

不断发展变化
,

创造和超越现实的梦想最终变为扭

曲与虚构现实
,

托夫勒所预言的 21 世纪
“

无法区别

真实与幻觉
”

将永远不会达到
, “

把握客体 自身的属

性
,

乃是一个无限逼近的永远不会完结的过程
” 。

有

的学者指出
, “

目前 V R 系统的临场感与现实感相距

甚远
,

就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
,

两者的差别也不可能

消失
” 。

至于虚拟现实技术对历史或者历史事物的

篡改与捏造
,

也仅仅停留于技术层面
,

决不会因为虚

拟世界呈现的情形而更改历史事件本身的客观事

实
。

总之
,

虚拟现实技术只能够愈发逼近地模拟客

观现实
,

而决不会创造出有悖于现实世界的第二物

质世界
。

当然
,

在虚拟世界里
,

人类可以通过基于传感信

息的 V R 与现实世界保持一致
,

也可 以通过虚拟实

践改造现实世界
,

如
:
遥操作

。

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

出
,

传感信息与遥操作均清晰地对应着现实世界中

的实践
,

虚拟实践仅仅是一种描述性过程
,

它也许能

够证明或证伪一些命题
,

但决不等同于实践
。

大量

实验表明
,

人类感知系统获得的信息往往靠不住
。

面对现实世界
,

人类尚且产生错觉
,

何况处于虚拟的

环境之中
。

物质
、

能量
、

认知
、

感知
、

虚拟经验
、

虚拟

实践等等最终还是要 回归到物理的现实世界中来
,

才能得到直接的满足和验证
。

虚拟现实只是一种辅

助手段
,

比特提高了物质世界文明
,

却不能最终决定

人类生理上的生存
。

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
,

这与科学哲学学说根本一致
。

倘若承认虚拟实践能

够检验真理
,

无限地夸大虚拟经验的作用
,

这与承认

纳粹头子希特勒的叫嚣
“

谎言
,

如果数量足够大
,

重

复次数足够多
,

也会产生出自己的真理
”

又有何异 ? !

3 结束语

尽管虚拟现实技术给科学哲学带来了巨大挑

战
,

但也正是这种挑战使得科学哲学得以进一步完

善与发展
。

最为可贵的是
,

虚拟现实技术极大地丰

富了人类认识世界
、

改造世界的手段
, “

虚拟现实最

伟大的贡献之一就在于它帮助我们更好地去理解我

们自己的现实世界
” 。

正如望远镜扩展 了人类的视

野
,

计算机增强了人类的脑力
,

虚拟现实技术通过对

时空的扩张与缩微使我们产生 了诸如漫游太空
、

黑

洞逃逸
、

纳米临场
、

历史回放等玄妙的感觉
。

从此
,

虚幻的意识变为虚拟的现实
,

人机本位发生转变
,

人

类的想象插上翅膀
,

自由地翱翔在幻想的空间
,

这种

无拘无束的想象更进一步推动了人类认知能力与技

术手段的进步
。

关于人类的思维
,

钱学森指出
, “

形

象思维比抽象思维 (逻辑思维 )更广泛
,

逻辑思维只

是解决科学间题
,

形象思维是把还没有形成科学的

前科学知识都利用起来
”

川
。

虚拟现实技术正是突

出了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 的结合
,

认知与感知的并

用
,

这些均将有助于人类更好地从事创造性活动
,

推

动社会的文明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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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 l) 国际气象学和大气物理协会 ( IA MA )S 第 8

届科学大会于 2X() 1年 7 月在奥地利召开
。

中国代

表团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其他部门的共同

支持下
,

经过努力争得了 认 M A S Z田5 年第 9 届科学

大会举办权
。

认M A S 大会每 4 年召开一次
,

是 目前

国际气象学和大气科学领域影响范围最大
、

学术水

平最高的大型综合性国际会议
,

被誉为国际大气科

学界的奥林匹克大会
。

家学会会员
、

剑桥大学康威莫里斯教授合作完成的

早期动物演化研究领域又一突破性成果—
“

中国

澄江化石库中发现新的后 口动物门
” ,

并将这一绝灭

类群命名为
“

古虫动物门
” 。

(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成果— 寒武大爆

发中新的后 口动物门 (古虫动物门 )的论文最近被两

院院士评选为
“
2田 1 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

”

之一
。

2X() 1年 H 月 22 日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了西

北大学早期生命研究所所长舒德干教授等与英国皇

( 3) 2朋 1年 12 月 12 日
,

中国政府正式批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代表中国加人国际应用系统分

析学会 ( nI emt iat
o l l a l l sn itt u et of A p p l ied xsS

et ms nA 吻
-

iss
,

简称 I认SA )
。

200 1 年 12 月 24 日
,

陈佳洱主任

向I认 SA递交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加人 I认SA

的申请
。
2X() 2 年 1月 28 日

,

IIA SA 致函王杰副主任
:

IIA SA现有的 12 个正式成员国一致同意接受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代表中国加人 1】A S A
。

(本刊编辑部 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