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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们学习说话的教育过程就像是在语言的超级棋盘暨形式化字符组成的单词矩阵中做各种选择。提
出一种必然涵盖所有言语（话语或术语）的新方法：构建语言的集合暨字符棋盘或词表；通过人机交互和协作，生

成大量的言语（话语或术语）大数据，涵盖代表知识本体的各种话语或术语；通过机器学习和人机交互过程，比

较、查询或重复使用这些话语或术语。结果表明，话语或术语的选取都可通过双语或多语转换以多种方式自动查

询。该方法不仅可用于创建大数据与人机对话的环境平台，还可用于智能化文本分析和知识模块精加工，从而搭

起大数据与知识大生产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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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本文的目的是介绍一种必须涵盖所有言语（话语

或术语）的新方法。因此，人们学习说话的教育过程

就像在语言的超级棋盘或形式化字符组成的单词矩阵

中做出各种选择。

从背景知识来看，最接近大数据技术应用前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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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学前沿的前沿科技可从最典型的应用实例［１－３］

开始，这是普通教师和学生的捷径。我们不能从学术

前沿的最新探索开始［４－９］（否则大多数教师和学生将

撤退），围棋软件击败人类的职业国际围棋选手（甚至

横扫欧洲和世界冠军）仅依靠基于大数据的新一代人

工智能，涵盖了基于统计的机器学习［１０］和基于神经网

络的深度学习［１１］。对于普通人甚至大多数专家来说

这些都是不可想象的。如何将这些大数据（前沿技

术）与教育（日常教学）联系起来（制作出原创成果），

对许多大学教师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本文

从最简单的算术二进制数和语言（仅以０和１两个单
音节符号作为基本成员）开始，回到图灵机［１２］、图灵测

试［１３］和塞尔中文屋［１４－１５］，及最新的间接形式化方法

和间接计算模型［１６］。新近发现并且宣布的形式化理

解模型的一系列基本原理［１７］，探讨适合不同学科知识

背景的两大类形式化方略［１８］，是另一种方便的大数据

处理方式（相当于流行的基于统计的机器学习），基于

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可以在这个干净的云平台上发

挥更好的作用（例如，做大数据采集、存储和分类计算

或统计，都更容易）。最重要的是，教师和学生能够尽

早开始参与“教育、管理、学习和应用”结合的社会化

系统工程［１９］。比较围棋和数字化字符棋即双字棋的

异同，这是本文选择实现其目标的方式。

１　大前提与大趋势

首先构建语言集合即字符棋盘或形式词汇表；然

后，通过人机交互协作，生成大量的言语（话语或术

语）大数据，涵盖代表知识本体的话语和术语；最后，

通过机器学习和人机交互过程，比较、查询或重用这些

话语或术语。它们共同遵循的基本原理和形式化理解

模型，这是其大前提。上述三个步骤涉及的则是其一

系列具体的小前提。

１．１　形式化理解模型
图１为三种形式化理解模型及各自的特点。模型

Ａ是在两个相同的图灵机之间建立全等关系，其统一
的输出输入基础是二进制数及其变体均遵循序位逻辑

而可物理实现的测序定位法则。模型 Ｂ从数字系统
扩展到符号系统（广义文本的基本单位），它们仍在两

个相同的图灵机（数字计算机）之间运行，所不同的仅

仅是广义文本的符号系统虽然也只是人机之间的转

换，但是，其所遵循的规则增加了用户协议，至少涵盖

两套形式信息和内容信息，在同意和不同意的理解方

式之间由于主体的介入而存在差异。模型Ｃ只是对汉
字系统进行间接正式化理解，可视为前者的收敛模型。

必须特别说明的是三类模型都只是形式化理解模型

（仅仅涉及棋法、棋盘和棋子的测序和定位、计算和统

计，不涉及对“是什么”和“为什么”的解释，而只涉及

怎么做暨形式化理解模型作为人机操作工具如何发挥

其作用的特定角色含义，一句话，物理与数理一致）。

图１　ＡＢＣ三类形式化理解模型

第一组选择是由一个用户（通常是专家）与系统

交互过程中设订的（不排除基于统计的机器学习和基

于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也介入其中）。随后可由机器

识别进行相应的重复选择（其关键是：如何明确告诉

机器如何为用户做出特定的选择）。机器可以进行基

于统计的学习、分析和形式化理解和基于神经网络的

深度学习。也就是说，可开发基于统计的机器学习软

件以及基于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软件植入其中的相应

部分，基本前提是拥有大数据和相应的计算资源及硬

盘存储空间。该形式化理解模型有别于以前的现有信

息处理范式，可以看作是大数据介入之后的新一代人

工智能的形式化解释。为此，有必要回顾信息处理、人

工智能和大数据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变

化趋势［２０］。

１．２　信息处理、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趋势分析
以下是以论文发表的主题信息处理、人工智能和

大数据三方面做的三类可检验的调查结果及分析。

（１）第一类可验证的结果及其分析。图２为信息
处理（ＩＰ）主题研究的发展变化趋势。从标题包含信息
处理这一主题词语而发表论文的数量及其发展变化趋

势，以及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可以看出１９６０年是一
个起点，而２０１６年则是一个具有很大波动起伏的转折
点。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如果孤立来看，是很难解

释得通的。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从图２所示ＩＰ趋势
及其对应的年份和发表的代表论著的研读来做判断。

如果没有人工智能（ＡＩ）和大数据（ＢＤ）的相继发展，
那么，人们也就只能根据图２所示ＩＰ趋势做与其相关
的一系列研究了。但事实上，不仅有人工智能（ＡＩ），
而且还有大数据（ＢＤ）的发展和相继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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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信息处理（ＩＰ）发展变化的趋势

（２）第二类可验证的结果及其分析。图３为人工
智能（ＡＩ）主题研究的发展变化趋势。从标题包含人
工智能这一主题词语而发表论文的数量及其发展变化

趋势，以及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可以看出１９７８年是
一个起点，２０１６年则是一个十分明显而巨大的转折
点。图３与图２的表现有巨大的反差。基于此，我们
发现以往人工智能（ＡＩ）主题研究的发展变化曲线长
期走低的可视化表现；还发现以往信息处理（ＩＰ）主题
研究的发展变化曲线的一路逐渐高涨的可视化表现

（虽然也有些许波动）。但是，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

ＩＰ曲线和ＡＩ曲线都在２０１６年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大转
折点？

图３　人工智能（ＡＩ）发展变化的趋势

（３）第三类可验证的结果及其分析。图４为大数
据（ＢＤ）主题研究的发展变化趋势。从标题包含大数
据这一主题词语而发表论文的数量及其发展变化趋

势，以及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可以看出１９８５年是一
个起点，２０１２至２０１６年出现了几个转折点。此时我
们把ＢＤ曲线与前面的 ＩＰ曲线和 ＡＩ曲线放在一起来
观察，可以发现 ２０１６年是一个大转折点，它在 ＩＰ曲
线、ＡＩ曲线和ＢＤ曲线的走势十分接近。

图４　大数据（ＢＤ）发展变化的趋势

１．３　大前提与大趋势的关系
只要认真观察ＩＰ曲线、ＡＩ曲线和ＢＤ曲线的走势变

化就可发现它们的异同。回顾信息处理（ＩＰ）和人工智
能（ＡＩ）及大数据（ＢＤ）这三大科技领域的发展历程，就
不难发现相应的这三条发展变化曲线蕴含的深刻意义。

形式化理解模型与上述三方面的发展变化趋势有

怎样的相互关系，是以往的科学范式及其配套的形式

化技术忽略的。新的科学范式及其配套的形式化技术

虽然已经公开，但是，其推广和普及还需要时间。

２　三个步骤的聚集

从图５可以看出，美国信息交换标准码（ＡＳＣＩＩ）是
基于小字符集，而国际统一编码（Ｕｎｉｃｏｄｅ）覆盖了采用
统一字符编码标准（ＧＢ）的大字符集，对双字节字符进
行编码，仅限于狭义的文本范围。本研究中的中国标准

（Ｚ）指广义文本（字符、公式、图形、表格、声音、图像、立
体、活体）。因此，信息处理的新旧融合标准（ＺＡＳＣＩＩ）
是中美融合标准，它涵盖所有类型的狭义和广义的文本

及其（直接和间接）形式化表达的元素。构建全球语言

定位系统（ＧＬＰＳ）的广义文本语境是其最终目标，含跨
＆多学科（领域或行业）的全球知识定位系统（ＧＫＰＳ）。
这就为形式化理解模型及其实际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特别是在人机交互智能系统的背景下）。

图５　信息处理新旧标准（ＺＡＳＣＩＩ）［２１］

用以下三个步骤的聚集可衔接ＧＬＰＳ与大小前提：
（１）基于孪生图灵机（具有自动学习能力和形式

化理解能力的新型智能机）的发现和发明，构建一对

数字棋盘。例如：字符的智能化文本分析示例，英语的

词形式组合的智能化文本分析示例。由此可显示人际

和人机的双重形式化方略的协同机制。

这不仅揭示了语言学和语言哲学通过间接形式化

途径如何进入语言科学殿堂的短程线，而且还发现了

信息学和信息哲学通过间接形式化途径如何进入信息

科学殿堂的短程线，甚至也发现了教育学和教育哲学

通过间接形式化途径如何进入教育科学殿堂的短程线。

（２）基于形式化理解模型而生成的大数据与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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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范式获得方式生成的大数据，形成了鲜明对比。基

于数字棋盘产生的大数据和基于网络爬虫所获取的大

数据，虽然都是大数据，但是存在可控性的区别。例

如，虽然都是基于美国标准信息交换代码的技术来调

用字母符号，但是却不能直接调用笔画符号，更不能同

时直接调用广义文本的所有符号（Ｚ却可以）。
可以说同样是大数据，其效率却大不相同。例如：

谷歌的围棋软件和深度学习的结合带来了快速发展；

数字棋盘和文字棋盘结合构成的孪生图灵机却可发挥

协同智能系统的作用。由于逻辑、数学和物理三方面

存在秩序和位置的一致性，如｛真，假｝、｛０，１｝和｛开，
关｝，因此，它们只是纯形式的计算、统计和变换，棋

盘、棋谱和棋法不受周期和概率的控制，棋理也一样。

这对于人脑和电脑（好比硬件）用的软件、知识和语言

而言，是一个更好的灵感。通过实际示例介绍棋理，可

以发现人脑擅长的棋谱应用与电脑擅长的机器学习都

是独一无二的。

（３）机器的批处理和人机交互的启发式，在基于
宽度的搜索和基于深度的搜索以及基于遗传算法的搜

索中，都具有其自身特征。人机结合的意义和选择，仅

在术语处理和学习方面有所不同（涉及：分析、比较、

查询和重用）。受限于在间接形式化的数字和文本的

双列表，人机双脑的协同操作，可实现人机协作甚至协

同即有针对性的双脑大协作。

大数据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反映了计算机第一步的

优势；第二步反映人机交替的优势；第三步则展示了人

机之间的（高度）分工与合作的双重优势。由此，才发

现了其巨大的潜力。

３　棋盘示例

图６为可间接计算的双字棋盘示例。

图６　可间接计算的双字棋盘示例（英文版的）

从图６可以看见，文本是２０１７年２月１９日星期
日在ＡＡＡＳ科学年会上塞尔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邹晓
辉在展览厅（Ｈｙｎｅｓ会议中心）展示的论文方法的纯文
本部分。文本框下方的数字和字符即词形式。

用户选出的术语是在双棋盘上调用的字符组合。

示例如表１所示。

表１　在此三对知识模块由六组术语构成

ＩＤ 代表人物 知识模块加工后提取的示例

１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
亚里士多德

Ｆｏｒｍａｌｌｏｇｉｃｂａｓｅｄｏ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基于语言的形式逻辑

２ Ｆｒｅｇｅ
弗雷格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ｏｇｉｃ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
基于算术的数理逻辑

３ Ｔｕｒｉｎｇ
图灵

Ｓｔｒｏｎｇ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ｖｉｅｗ
强人工智能的观点

４ Ｓｅａｒｌｅ
塞尔

Ｗｅａｋ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ｖｉｅｗ
弱人工智能的观点

５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
索绪尔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ｖｉｅｗ
普通语言学的观点

６ Ｃｈｏｍｓｋｙ
乔姆斯基

Ｆｏｒｍａｌ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ｖｉｅｗ
形式语言学的观点

将表１与图６结合可以看出两者的内在联系。图
６英语文本的中文翻译如下：

基于数字和文本的双矩阵方法涉及以下步骤：

首先，亚里士多德基于语言的形式逻辑和弗雷格

基于算术的数学逻辑，为基于序和位的广义双语逻辑

奠定了基础。同时，图灵基于数字计算的强人工智能

观点和塞尔基于自然语言的弱人工智能观点，为基础

数字和文本双矩阵之间的联动函数关系奠定了基础。

然后，在常识和跨学科、跨领域和跨行业的专业知识基

础上建立另类双语，索绪尔普通语言观和乔姆斯基形

式语言观结合，在英汉狭义双语的基础上，再结合广义

双语，建立三类双语的广义翻译系统的基础。其特点

是基于知识本体的广义翻译，与联动函数关系及序位

逻辑结构一道，共同构成了人机双脑协作的基础。

图７为中文双字棋盘可间接计算的《弃》示例，可以
看出，仅在汉字棋盘上选出“终、不、迷、胡”四个字即可起

到画龙点睛的理解效果（在此内容与形式结合得很好）。

图７　中文双字棋盘可间接计算的《弃》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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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为示例《存》，就这首诗而言，一旦找出“已、
真、待、巧”四个字，再说明要重构的“基因”不是生物

的，而是文化的，即形式化广义文本的基因，几乎瞬间

就可表达其特定的含义和用意。

图８　中文双字棋盘可间接计算的《存》示例

图７和图８的中文双字棋盘及其蕴涵的序位逻辑
和联动函数结合广义翻译可将知识棋谱和原创棋魂代

表的知识模块精加工示例与英文双字棋盘的术语即知

识模块的示例揭示出语言棋盘蕴涵的深刻棋理。棋理

在此具通用性，如二进制的围棋与多进制的双字棋。

这样的广义文本的棋理可作为统一参照系统理解广义

语言。将汉字版的双字棋盘作为统一参照系统，不仅

可以从原文中得到更好的支持，而且，是智能化文本分

析和知识模块精加工的工具。话语或术语的选取都可

通过双语或多语转换以多种方式一系列的双字棋盘后

台自动查询。

４　结　语

无论是双音节及多音节的语（汉语的字组）还是

混音节的词语（不限于汉语的语），都是单音节的言

（汉语的字）构成的超级棋盘或矩阵里被用户选用的

（某种组合），它们都是形式化的［２２－２５］。

其意义在于该方法及结果不仅可用于创建大数据

与人机对话环境，而且，还可用于智能化文本分析和知

识模块精加工，从而，搭起大数据与知识大生产的桥

梁。例如，基于课堂特定学科领域的知识本体建构过

程中产生的大数据，不仅可通过传统技术处理，还可通

过双字棋盘这样的创新技术处理。基于术语知识本体

的智能系统可直接用于知识大生产。

形式化理解模型及其蕴含的三大原理（序位结构

遵循的双语逻辑、联动函数遵循的 Ｐ进制原理和三类
双语示例蕴含的基于知识本体的广义翻译原理）和双

字棋盘蕴涵的三类孪生图灵机原理，为基于洁净大数

据协同智能系统的研究与应用奠定了基础。具体表现

是：自然语言处理和形式化理解，专家知识获取和形式

化表达，软件编程建模和形式化模拟，都可得到序位结

构（逻辑）和联动函数（数学）在理解（知）上的支持，还

可得到人工（标准化技术）和人类（个性化艺术）在操

作（行）上的支持。

可视化的模式识别可先建模再模拟，软件工程和

模式识别的许多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也蕴涵在其中。

这种有益效果表明：过去语言、知识和软件三种工

程技术，不仅可揭示其连贯的机理，而且还可获得意料

之外理情之中的创新发展（语言、知识和软件的三大

系统工程技术的发明创造，及信息、智能和数据三大科

学原理的发现创新）。简而言之，它是对智能系统研

究（科学）及其应用（技术）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新方法有效的原因在于它充分发挥了人机合作的

优势。其具体表现是：首先，不仅顶级人类专家的创造

力已获得了优越的环境，而且教师和学生也获得了相

同的环境。其次，不仅可以使用间接形式化方法和间接

计算模型，还可建构并使用英语和其他语言的双字棋

盘。最后，不仅间接形式化方法和字符间接计算模型

很受欢迎，而且图形图像和各种类型的媒体也会流行。

这三方面的结合意味着在解决大数据和教育中的

有趣问题时，不仅可讨论最新解决方案、科学的结果和

方法，还可讨论人机之间分工和合作的可能性。这是

最吸引人的。人机交互的优势互补和优化互动才是信

息处理、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发展之后最具竞争力的综

合技术创新，即智能系统研究及其应用。由于教育最

重要的作用是启迪智慧，而基于洁净大数据的智能系

统的研究和应用则在教育、管理、学习和应用结合的社

会化系统工程方面，与语言、知识、软件和硬件结合的

形式化系统工程遥相呼应，且具有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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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和传统 ＧＢＤＴ相比较能达到较优的预测精度，
Ｘｇｂｏｏｓｔ最低均方根误差可达到１．８５０３，ＬｉｇｈｔＧＢＭ最
低均方根误差可达到１．６０８。同时，经过三个预测模
型中特征重要度的排序，识别出影响租金最关键的特

征是面积因素和地段因素。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 Ｘｇ
ｂｏｏｓｔ和 ＬｉｇｈｔＧＢＭ虽然能够得到较好的预测精度，但
是由于 Ｘｇｂｏｏｓｔ和 ＬｉｇｈｔＧＢＭ都是基于启发式算法，寻
找的解为局部最优并非全局最优。另外，后续研究中

也可以引入Ｆｉｌｔｅｒ、Ｗｒａｐｐｅｒ等特征选择方法，以进一步
提升预测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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