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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道德经》到AI

“奥哲”考题包罗万象

“奥哲”考什么？包罗万象！中国队领队、上

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施璇告诉记

者，近些年，中国哲学越来越频繁地作为考题出

现。2022年的考题就出自《道德经》“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孔子的思想也格外受到重视和偏爱，

至少出现过3次。

今年的四道题目分别来自四本著作：摩西 ·

迈蒙尼德的《迷途指津》（1190年）、弗朗西斯科 ·

德 ·维托里亚的《论战争法》（1539年）、塞拉 ·本

哈比的《他人的权利：外国人、居民和公民》（2004

年）、凯特 ·克劳福德的《人工智能地图集：权力、

政治和人工智能的地球成本》（2021年）。

不约而同地，两名上海学生都选择了第四题

作答。“人工智能并不是一个客观、通用或中立的

计算机技术，不需要通过人类指导就能作出决

定。它的系统嵌入在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世

界中……”根据书中段落，参赛者需要围绕AI在

人类社会中应用的科学哲学与伦理学交叉的问

题展开思考。

对于修读国际文凭组织IB课程的徐子杨来

说，英语写作的机会相对多一些。有限的时间

内，徐子杨写了3800余字，夏育嘉写了2000余

字。不过，施璇坦言，“奥哲”考试，文章长短并非

关键，主题的相关性、对主题的哲学理

解、论证的说服力度、融惯性以及原创性是五大评

分标准。施璇说，徐子杨的论文得到国际评委们

一致好评，其原因就在于他的论文论点明确、概念

清晰、论证有力，具有极高的清晰性和逻辑性。

由文本出发，徐子杨论点是：AI不应该为它

所做的一些突破社会规定的事情负责。“我是想

要追求创新性的，写作前花了很多时间去优化框

架结构，写作完成后还反复检查与打磨。”徐子杨

说，他先套用了康德伦理学的框架，阐释了AI如

何作决定，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有关自由意志经验

的三个层面的讨论，认为AI作决定的时候并没有

自由意志。“为什么即使AI作为一个没有意志的

工具，人类还是会怪罪它？我得出的结论是因为

人类自身的不平等和不理性，需要有一个发泄对

象，于是便把情绪发泄给了AI。”徐子杨介绍，他

的文章是用这样的方式，完成了逻辑上的闭环。

为了展现哲学逻辑性强和有趣的特点，夏育

嘉在文章里引用到了当代哲学家约翰 ·塞尔

（JohnSearle）的“Chineseroom（中文房间）”思想

实验。“它是对于功能主义的反驳，功能主义认为

意识是由其功能决定的，那么就可以得出‘只要

AI能够在功能上与人类大脑一致，就可以被认

为拥有意识’的结论，而这个思想实验则是设想

了一个完全不懂中文的人借助一份中文的说明

书，完美地用中文回答了通过中文提出的问题，

但是关键在于他并不理解这一切，而同理AI也

不拥有理解的能力。”夏育嘉头头是道。

施璇说，为了确保大赛公平公正，论文全文

不允许出现任何个人相关信息，参赛学生从签到

核实身份信息开始，就使用参赛编号来代表，直

到最后的颁奖仪式才会出现姓名。

越来越多青年

选择追问“人生意义”

哲 学（phylosophy）一 词 源 于 希 腊 语

philosophia，“philos”和“Sophia”组合而成，意为

“爱智慧”。

“很多不太了解哲学的朋友和同学，对学哲

学的人有刻板印象：故作高深、超脱人间、言必称

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施璇笑言，其实，爱哲学的

年轻人，不是这样的。

从南京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后，施璇回到家

乡上海，在一家外企供职。一场突如其来的车

祸，给她的人生按下暂停键。复健休养的几个月

中，她忽然意识到，如果意外无法避免，那么是否

应该去追寻自己更愿意去追寻的事物？康复后，

她一边工作一边准备考研，最终以第一名成绩被

北京大学哲学系录取，在北大拿到哲学博士学位

后，又到复旦大学读了博士后。

“高中时我到文庙淘书，偶然翻到一本荷兰

哲学家斯宾诺莎的小册子，惊为天人！”施璇说，

自己一直很喜欢数学。斯宾诺莎以几何学方式

证明伦理学，逻辑严密，层层推进，看得她心潮澎

湃，也就这样，和哲学“一见钟情”。

“如今的学生较少为物质生活烦恼，因而他

们对内心的追问、对人生意义的追问也就越发凸

显。这也是为什么如今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对

哲学展露出极高的热情和兴趣。”施璇说，哲学中

的确有极为深奥复杂的部分，真正的哲学最重要

的目标是以平实的语言对自己、对人类、对社会、

对时代等当下所关心的问题给出合理的思考与

解释。

从2018年开始，施璇就是中国队参加“奥

哲”的领队、指导教师。令她欣慰的是，从如今的

05后眼睛里，她看到自己当年眼里的光。“我特

别推荐中学生尽早学习哲学，不是去对哲学史死

记硬背，而是去学习哲学思维，学会独立思考，掌

握清楚地理解事物的能力，获得有条理地讲话和

做事的能力。”施璇说。

爱上“深不可测”

沉醉“抽丝剥茧”过程

“我爱上哲学主要源于小时候读的一些儿童

哲学绘本，依稀记得是‘道德是什么？’‘道德存在

吗？’这一类基础的道德哲学议题。”徐子杨说，自

己从小就对探寻这种问题的答案、思辨的过程有

着强烈的兴趣，并由此展开广泛阅读。渐渐地，

他的关注重点集中在了道德哲学中的规范伦理

学。说起哲学，很多人会将其和“晦涩”相连，而

在徐子杨眼中，哲学的美妙，在于拥抱晦涩、接纳

深奥的过程。“越深入学习，越会觉得哲学深不可

测。我们需要从一个更小的切入点出发，来让这

团深奥的思想慢慢被抽丝剥茧，在一个小的范围

内变得明了。”徐子杨说。学校的哲学反思论文

作业引导他对哲学家在同一论题下进行比较并

作出批判性评论，IB课程大量的写作和心灵哲

学、伦理学、科学哲学的课目内容也帮助他锻炼

了辩证的思维。

当被问到为何与哲学结缘，夏育嘉则有着不

同的答案。他说：“我觉得没必要一定给入门哲

学找一个动机理由，就是喜欢。不过也许是当时

对于意识本质一类问题的思考，让我接触到了心

灵哲学和心物问题（mind-bodyproblem），进而

再去探索了更多的哲学问题和领域。至于一开

始为什么会有这些思考、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应

该还是挺复杂的，并没有一个单一明确的答案。”

说起平时阅读的哲学书籍，两个男生兴致勃

勃、侃侃而谈。徐子杨非常喜欢存在主义，因为

这一思想让他“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他的推荐

读物是：法国哲学家萨特的名著《存在与虚无》和

英国作家莎拉 ·贝克韦尔2016年出版的哲学史

传记《存在主义咖啡馆》。

夏育嘉则坦言，哲学阅读不止于读大哲学家

的名著，一些阅读资料也是很好的辅助读物。他

推荐了英国诺丁汉大学哲学系荣誉退休教授罗

伯 特 · 柯 克（Robert Kirk）的 论 文《The

inconceivabilityofzombies》。“具体的论证比较

复杂但十分有趣，可以让我们看到当代对于‘心

物’问题这个古老话题的探讨和研究。”夏育嘉一

口气抛出一串术语。

获奖之外收获丰

交朋友了解不同文化

高中生学业繁忙，刚下领奖台，施璇就带着

两人登上了回国的航班。对于两名男生而言，

“奥哲”决赛的经历并不只是写了一篇文章，获得

了一份荣誉。

“我和德国舍友讨论一些心灵哲学方面的问

题时，他给我推荐了一本书，讲述的一种新的内

省的方法，让我感兴趣。”

“我晚上和爱沙尼亚同学分享了我从中国带

来的茶叶。”

“一个黑山同学还告诉我，他非常感谢中国

为他们国家修路。”

“一个列支敦士登同学在用中国产的手机，

他觉得那个手机特别酷！”

夏育嘉和徐子杨向记者描述着短短几天的

收获。除了比赛，他们听了不少关于动物伦理、

环境伦理等主题的讲座，更交了不同朋友，了解

了不同的文化。

徐子杨说，寒假时，他曾前往哈佛大学开展

了历时两周的交换学习，领略了顶尖高校学生强

大的思辨能力和即兴演讲水平，收获了宝贵的跨

文化、跨年级交流经验。这一切让他坚定了未来

的目标——在哲学领域做科研。夏育嘉坦言，虽

然没有最终确定，但进修目标大概率也是哲学。

幸运的是，他们的爱好得到了父母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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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数第二个被报到名字前，我觉得我
完了，没想到宣布我是金牌！我太激动了，
以至于披着国旗上台领奖时脑中都是空空
的……”这个5月，对于上海市民办平和学
校高二（4）班男生徐子杨来说，注定不凡。
在5月16日至19日于芬兰赫尔辛基举行
的第32届国际哲学奥林匹克大赛（简称
“奥哲”）上，徐子杨一举夺金，也为中国在
这一赛事上摘得首金。中国队的另一名选
手、上海中学高二（5）班男生夏育嘉也从全
球110名选手中脱颖而出，获得优胜奖。
国际哲学奥林匹克大赛是由国际哲学

团体联合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主办
的一项面向全世界20周岁以下中学生
的国际大赛。选手们须在4个小时内，
从四个题目中选择一题作答，使用英语、
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中的任意一种非母
语的语言写作哲学论文。写作时不能联
网、不能使用手机、不能使用电子词典等
应用软件。
“是时候将我们的日常生活看作一个

更大的‘天下’了，并将我们自己视为一个更
加广泛的人类社会的一部分，这个人类社会
是由不同的文化、遗产与文明组成的。”国际
哲学团体联合会主席卢卡 ·斯卡兰蒂诺说。
本届国际哲学奥林匹克大赛规模大于往届，
共有来自52个国家的110位选手参赛，最
终评选出2金3银5铜以及37名优胜奖。
对于“奥哲”的意义，上海社会科学院

哲学所研究员方松华这样阐释：“奥哲”并
非决出哪位选手更高、更快、更强，而在于
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反思能力，鼓励年轻
人在思想上展开国际交流。

本报记者 陆梓华 实习生 查文澜

■ 上海中学夏育嘉■ 上海市民办平和学校徐子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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