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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著作主要包括意识的科学研究和心灵哲学两方面内容。第一部分，指出当代二元论、物质论、功
能主义等主要的几种意识理论的优缺点；第二部分，作者基于常识现象对意识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分
析理论，对形成二元论与还原论之争的前提假设提出了挑战；第三部分，提出了他的创造性综合
（synthesis）意识观，即主张用一种创生的径路（a novel approach）来理解意识，这种创生性围绕着意
识与脑的交互作用而展开。同时还提出了自反一元论（reflexive monism）的观念，作为二元论和还原
论的一种替代方案，目的在于使科学发现与常识性感知相连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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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克斯·威尔曼斯（Max Velmans）是英国伦敦大学金斯密斯学院心理学荣休教授，英国普利茅斯大
学意识研究客座教授。他的主要学术兴趣集中在意识研究领域，尤其注重将哲学、认知心理学、神经
心理学以及心身关系的临床实践相整合的研究进路，并提出了著名的“反身一元论”的意识理论。威
尔曼斯在意识研究领域发表过近百种论著，其主要著作包括Understanding Consciousness（1st edition
，2000；2nd edition，2009）、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Consciousness（2007）（与S.Schneider合编）
、The Science of Consciousness（1996）、Investigating Phenomenal Consciousness（2000）、How Could
Conscious Experiences AffectBrains？（200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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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哲学家就是蛋疼。。。
2、深度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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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理解意识（第2版）》的笔记-第4页

        　　“问题 1. 意识是什么，它位于何处？”本身就不是一个恰当的问题。你可以问“野三坡是什
么，它位于何处？”，但假如问“相对论是什么，它位于何处？”就显得荒谬了。“意识”之所以成
为一个艰深的难题，在于我们的框架概念陈旧于索问殊相物的状况，而对心理表征、心智框架和语言
实质不甚了了。
　　火星在宇宙中有确切的位置坐标，但“行星”与“相对论”一样，不是殊相物，是概念和思想，
在宇宙中不占据空间和位置。波普尔敏锐地给出“世界３”的范畴，那么，火星属于世界１，“行星
”属于世界２，“相对论”属于世界３。
　　于是，意识是什么呢？意识就是世界２，而扩化外展的意识就是世界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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