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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心智的历史》

内容概要

实验心理学家汉弗里认为，是原始感觉，而非思维，是意识的基础。从饱受“幻肢痛”的截肢病人到
不可思议的“盲视”，作者认为，原始感觉是所有意识状态的基础，而意识同其他的思维能力一样，
是由我们的祖先对痛苦和快乐的简单反应，一步步进化而来的。作者设想了思维的两种通道——一个
是感觉/主观感受的，一个是知觉/客观知识的。这两种通道的信息处理方式非常不同：对感觉的“类
比”过程指向了图像化的概念，而知觉的“数字化”过程则指向了一个个命题。汉弗里对人类心智经
验不止是技术性的讨论，还旁征博引刘易斯卡罗尔、赫胥黎等等印证其观点。最终，作者建构了一部
心智的演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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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尼古拉斯·汉弗里任教于伦敦政经学院，是著名的理论心理学家，凭其对人类智力和意识的进化的研
究而闻名。著有The Inner Eye, A History of the Mind, Leaps of Faith, The Mind Made Flesh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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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看看
2、翻译不行 感觉缺少主题思想 给出了一些事实 但由于翻译实在太烂 以至于读不下去了
3、这个翻译真是问题太多，从开头到结尾都有一种对汉语非常生疏的感觉。一般来说致谢和自序是
很好翻译的部分了，然而连这两部分的翻译都看得我怀疑人生
4、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排除视觉皮层受损或知觉判断有误等因素外所造成的把妻子当作帽子的事件，
其反向作用若应用在释梦，是否便是梦中的帽子被分析为妻子的合理解释之一，因为两者都有存在于
意识的某种层面的可能性。
5、李恒威算是半路出家，师从夏老也救不回来。
6、感官心里学，翻译欠佳。打破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思维。认为幸福就是感官世界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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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一个心智的历史》的笔记-第208页

        1 心智与身体
脑是物理对象，可以根据它们的物质部件进行还原的描述。但这绝不是表征它们的唯一方式。
功能主义：心智状态=数学上定义的计算状态
【作者似乎并未对功能主义有任何评价】

2 令人费解的工作：关于语言的旁白
语言：当今仍存在一些可以直观领会的事物，没有好的语言表达；同时一些词的外延过于模糊，使得
它们描述的概念也一并模糊。
“意识”的概念犹如水怪，很模糊，很分裂。

3 历史上发生了什么：内幕新闻
心智的演化史？
主观感受现象出现的前后区别：“世界质料”一直存在，但其属性是否被心智表征。
【阳明心学：同归于寂】
动物是一种自我整合并且自我个体化的整体。
边界至关重要：“自我”概念的前提，外界在边界这个“前沿”处对动物施加影响，进行交换。
自然选择很可能是选择“敏感性”（有选择地对表面刺激发生的地方做出反应），进而，更多复杂的
敏感类型演化出来，不同刺激开始诱发不同行动模式。
【作者在行文中，认为语言本身对研究是有意义的。语言不仅反映了客观事实，同时作用于概念。语
言可在一定范围内被当做假说的佐证。“盲目乐观的（Panglossian）语言观”】敏感性和反应性一开
始是紧密相连的，但渐渐地，感官一方与反应一方变得部分脱钩。
简言之，当动物首次有能力储存（以及有可能回想和改进）基于行动的、对作用于它们身体上的环境
刺激影响的表征时，它们就首次拥有了“心智”。到原型心智演化形成时，可以说世界上的一些事件
已经具有了有意义现象的地位。感官体验的现象学首先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心智表征，涉及非常不同
的信息加工风格。一条路径（如上所示）通向主观感受的感受质和关于自我的第一人称知识，另一条
则通向认知的意向对象和关于外部物理世界的客观知识。

4 感官的双重职权
知觉与感觉、自我中心与异我中心，私密性感官过程与定义性感官过程：两者择一，本质上是解释到
达身体的环境刺激之意义的非重叠方式。
但知觉和与之相对应的感觉是同时产生的（？？）
如何确定感觉和知觉之间的关系（并行/串行）？答案在于检验感觉与知觉“脱钩”的可能性

5 “我们看到了什么？”
【以视觉为例，视觉感觉与视觉知觉之间的区分不是很明显。】
光感受器-眼状斑点-能成像的眼睛-知觉分析

6 颜色是琴键
引入：对人的情绪有最明显影响的是颜色而非光线。
作为动物的人类已经将光作为一种私密性事件的强烈生物记忆保留下来。

7 在感官领域中
【历史上一些对视觉知觉和视觉感觉的观点摇摆和争辩。】

8 穿梭的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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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河猴实验：猴子的偏好是由感觉还是由知觉决定？
结论：和人一样，猴子也会注意知觉（图片内容）或感觉（光线颜色），但不会轻易地同时注意两者
视觉知觉和视觉感觉的转换是可以自己控制的

9 “那一定看起来很古怪”
感觉与知觉是否可以分开？
心智问题尚未解开的部分原因在于理论家过快地认为他们先验地知道感官体验实际上是什么。
逆频谱（思维实验）：以往学者以此论证，感觉与知觉相分离，但是不同个体对同一知觉对象的感觉
是否相同，这一点是不可知的。作者对此进行反驳，因为通过观察个体对同一知觉对象的不同情感反
应，即可推断其是否具有不同的感觉（这里隐藏前提：感觉与情感反应存在对应关系）。
需要通过实证的方式验证，而非主观推断。“必须离开思想实验而回到现实世界”

10 一些新安排
两个实验：视觉颠倒眼镜、皮肤视觉。结论：感觉和知觉可以分离。

11 心智盲和盲的心智
失认症（“心智盲”）。患者知觉丧失，但感觉正常
阈下知觉（subliminal perception）、盲视（blindsight）。可能是无感觉但有知觉的一个例子。

12 关于盲视的进一步讨论
阈下知觉看上去像超感觉能力（ESP）。
很难验证“纯”知觉的存在，因为潜在对象可能出于疑虑和不自信而不如实报告。
感觉将此地性（here-ness）、此刻性（now-ness）、我性（me-ness）赋予对世界的体验，其中没有感
觉的纯知觉是不存在的。

13 手中的烈焰，心智的利剑感觉是面对到达其身体表面的刺激时让主体准备采取立即行动来延伸、逃
避或改善自己的当下状况。关于我们体验意象的方式，存在费解之处：尽管意象并不涉及全面的感觉
，但它们似乎包含某种感官成分——它们涉及的的确不仅仅是“仅仅知道”。如果仅知道外界某事正
在发生还不足以有一个关于它的意象，而感觉某事在我身体表面发生则足以有一个关于它的意象，那
么在这些事情的图式中，意象到底位于何处？——作者将提出意象假设

14 他认为他看见了一头大象
【本节提出意象理论】
首先需要考察感觉和知觉的认知地位差异：知觉比感觉涉及更复杂的信息加工。
知觉认知相对间接，且容易出错。这要求进化出某种错误检查机制。
“对真实对象的现象回归”、紫牛实验、“双眼竞争”、梦境中感受到的意象。
视觉意象占用视觉皮层。

15 它就在这里
【本节给出了一些断言，但这些断言的依据有一部分来自后续章节】要有意识，本质上要有感觉，即
要有对此时此刻发生在我身上事情的负载情感的心智表征。
意识的主体“我”是一个具身自我。身体感觉缺失时，“我”也会终止。
所有感觉都内隐地位于我与非我之间的空间边界，以及位于过去与将来之间的时间边界：“当下”。
不存在非感官的、非模态的意识状态。
未涉及直接感觉的心智活动，只有当它们伴有感觉“提示”时才会进入意识，正如发生在心智意象和
梦中的例子。
上述观点也适用于有意识的思想、观念、信念⋯⋯有意识的思想通常作为声音意象在头脑中被“听到
”，而如果没有这个感官成分，它们就会逐渐消失。
说某生命有机体是有意识的，就是说它也是感觉的主体（尽管不一定是我们熟悉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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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生命有机体，判断其是否有意识的标准也一样。
16 这里有什么——关于定义的一章
【意识的定义】
词源分析：每个conscious使用的例子中至少都隐含“要有感觉”。
对“有意识”和“有感觉”的等价性的验证：与小女孩的对话。
思考总会涉及意象，而意象至少与感觉有朦胧联系。
作者所在的语言环境中，“意识”作为一个讨论主题不论何时出现，人们的首要兴趣几乎总是感觉—
—即严格意义上的对“发生在一个作为具身生命的我身上的事情”的负载情感的心智表征并且，也许
大部分关注的焦点是情感。
一个矛盾：特定的心智状态也能进入并不直接源自感官刺激的意识（e.g.一个人在特定环境中“仅仅坐
着并思考”并且意识到他正在思考）。如何将感觉的绝对中心性与这个矛盾调和：这种有意识的思想
（不像无意识的思想）涉及听觉和视觉意象，并且这些意象转而有一个对它们的感官成分。

17 探寻理论的五个特征
【至此，意识和心-身问题已被归约为：“拥有感觉”是什么样子的？——拥有感觉以什么方式成为这
样一个“我”的一种属性？这个带有其感觉的“我”如何被置于物质的脑中？】“拥有感觉是什么”
不同于“感觉的功能价值是什么”，因为感觉的功能是提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的表征，但这显
然具有多种实现方式，并且很可能不是所有的方式实际上都会有意识（如睡眠状态下）。对人类而言
，问题是：当我们形成这个有意识的表征时，发生了什么？因为谈论的是我们自己的体验，所以可以
先列出一些关于拥有感觉像是什么的內省观察。
下述感觉的属性在个人和哲学层面上是“显著的”、“典型的”、“自我描述的”：
感觉典型地（i）属于这个主体，（ii）与身体的特定位置相联，（iii）是模态特异的，（iv）是现在时
态的，（v）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是自我描述的

18 所有权问题（左舷转向）
所有权起源：作者反驳了所有权概念本质上起源于社会这一观点。他认为这是一个高度个人主义的观
念。“我的”从“自我”获得意义。
进一步地探讨“所有权”的这个首要实例本身如何生根：取决于“我”的观念，即，“我”是一个我
的身体受其控制的自愿行动者。
佐证：连体婴儿、婴儿的”自我-测试“、脑损伤造成的躯体麻痹/瘫痪
【意识-感觉-所有权-“意欲”】
引出了一个可能观点：感觉可能是“准-身体活动”，它们隐含地涉及在感觉被感受到的区域中的某些
运动——这至少会使它们在逻辑上来自与公然的活动一样的地方

19 索引词问题（右舷转向）
【继续对感觉和身体活动的同源性进行探讨。】
为了指涉身体的一个部位，需要索引词。自己对自己提起，也是一样需要。一个思想或实际上任何其
他心智状态都将是自我指示的，当且仅当它既指涉身体上一个特定位置又恰恰在那个提到的位置上产
生一个物理扰动。
结论：一个状态是自我指示的（即一个状态在它的位置方面是自我描述的），当且仅当它也是某种身
体活动。而既然感觉也是如此（自我指示的），因此可得出结论，即感觉本身是一种身体活动的形式
。

20 加上这个变化⋯⋯
【心智的演化历程序言】
假设人类对刺激的反应与原生动物对刺激的反应具有相同的模式。即，人类感觉活动是原始情感反应
的直接后裔。
问题：人类如何形成足够多数量的“感官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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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一点心智音乐
引入新词：sentition，表征感觉对应的“活动”。“情态”（sentiments）表征这个“活动”造成的“
物理扰动”。
两个事实：一种感觉模态直接与相应的感官反应的结构维度关联；作为一个整体的人对刺激做出情感
反应的方式有可能与他在身体表面做出情感反应的方式关联（hence，亚模态品质直接与相应的感官反
应的功能维度关联）。
这两个事实是有用的：对更大范围的“身体活动”而言，“位置”（感官（反应）的结构维度）和“
功能”（感官（反应）的功能维度）决定了其“状语风格”。因此，这两个事实进一步说明了感觉与
身体活动之间类比的可行性。

22 特异神经能？
特异神经能学说认为，感觉模态的不同品质源自于传入神经的不同。但这对感觉如何拥有品质这一问
题缺乏解释力。

23 无火之烟
对理论初始版本的质疑——“幻肢”、视网膜盲点。说明感觉体验不是依赖于真实的身体表面。
新理论必须保留的两个特征：1、感官活动的演化是连续性的；2、为了让感觉对其位置是自我描述的
，必须回去在其被感受到的地点创造一个物理扰动。新理论：情态回传的地点不是真实的身体表面，
而是一个位于身体“内部模型”上的“替代位置”。这个“内部模型”是由输入界定的皮层地图。
即，演化过程中，感官反应的“回路”逐渐缩短。

24 时间当下
对当前理论的一个反驳意见：“情态”的“指令”似乎比情态本身重要。也就是说，大脑发出情态这
一“动作”(甚至是“意向”)是真正的关键，而至于指令造成的物理扰动——“情态”本身，发生在
大脑指令发出之后。“指令”发出之后，在“途中”会对指令发生什么是不可预料的，因而作为结果
的“情态”是不重要的。
反驳：所谓“指令”，一定要有一个预期结果，要有一个明确的“意向”。但对于发出情态“指令”
的内部计划者，我们最不应该假设的就是其能预期或计划任何事情。内部指挥者仅仅是一个职位。他
在理论中的作用不是他自己拥有一个心智的生命，而是帮助我们解释心智的生命。这样的假设将使我
们陷入循环论证中。
一般来讲，指令应具有前瞻性（预期性），但在情态的例子中，引起情态的信号（本身为非预期性的
）可以根据它们可能建立的返回信息而被认为是“指令”。这一点可被看做是反向因果作用。如何解
释？
引入“主观当下”的概念：“主观当下”是我们有意识生命的载具和容器，任何曾经发生在我们身上
的事情都发生在其中。与“物理时间”相比，主观时间会延续。
在这样的假设下，引起情态的输出信号和相应的反馈信号都存在于主观时间的同一“时刻”，这样，
后者影响前者的当前意义就没什么不合理的了。
进一步地，可以认为感觉的整个过程是一个发生在不断延展的主观当下的反馈循环。导致情态的“指
挥者”与情态本身，在这个主观时刻中，互为因果。
在人类的例子中，情态发生于大脑感觉皮层而非身体感官表面。这样的好处是，大部分有关被发送用
于在感官皮层上产生的情态信号的详细信息能够保存在从皮层返回（大脑中枢）的信号中。因此，这
个纯粹的“大脑感官循环”中的信号在它消退前能回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现实世界中大部分刺激实
际上是相对短暂的。构成有意识当下的东西很大程度上是直接感官的余晖，它是由刚刚过去的刺激留
下的——即反射感官循环中消退的活动。有意识当下的深度是可变的。如致幻药物可能导致感官活动
的回响程度增强，使得刺激的印象得以延展；而睡眠/抑郁状态下，有意识当下的深度收缩，主观时间
变为物理时间的浅流。

25 欢呼！
【阶段性总结】大脑情态无论以什么方式和在什么时候成为一个过程——该过程期待它自己的存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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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它自己的物理时间之外的延展当下——的部分，意识就出现了。【理论回顾】
起点：感觉与知觉之间的根本区别——界定意识问题的范围。意识的独特性在于拥有感觉。
真正工作：分析“拥有感觉是什么”，即感觉的特征。接着论证，感觉的这些特征是一些并且只能是
一些与身体活动极其类似的过程的特征。因此，感觉活动一定是演化而来的并且今天仍然是一种活动
。这种活动延伸出去，并且恰恰在感觉被感受到的地方做某些事情。
基于此，论证感觉的演化过程：对刺激的身体局部反应-由从身体表面发起到脑再返回的神经所调节的
感官反应-循环的逐步缩短-高等动物脑内的感官回响反馈回路。
合理性证据：生理学、临床（幻肢、感官皮层受损后的感觉缺失）、意识深度变化、演化史（？）、
现象学特征（独属性、自我指涉性、模态特异性、现在时态性、自我描述性）

26 欢呼！——为这些古老方式
一个疑问：在感觉向高等动物演化过程中，它的一些特征是否发生变化？如模态性：既然情态的触发
地逐渐脱离了刺激实际发生的感官表面，也就是说，从生理结构（感官上皮细胞vs感官皮层细胞）和
功能性（大脑情态已长期不再与引起刺激环境的变化直接相关）上，情态与具体环境已经脱钩，那么
有何理由继续相信感觉的模态特异性？
从设计学领域引入”同形物“概念，即，认为感觉的模态特异是一种演化”惯性“。
同时，由于情态始终为有机体提供对刺激的心智表征（两个目的：评估身体表面发生的事情的好坏；
知觉确认），情态之间必须存在差异。尽管遗传漂变的存在使得高等动物的情态模态与低等动物有所
差异，但应该期待，在相关种系的情态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类似。

27 心智成就肉身
【使用作者理论回答一些常见问题】
意识范围在自然中能延伸多远？——要具备意识，必须要有一个利己的身体，具有高保真度的感官反
馈循环。
外星生命、人造生命、有意识的人造机器的存在性？——软件（回响循环）比硬件重要。作者指出，
任何根据第一原则进行的理性设计过程都不会成功。由于感官模态的特异性（状语特征）很可能是同
形物，因而人类意识很可能只能通过再现自然演化过程产生，几乎不可能通过自顶向下的设计产生。
在其他有意识的动物身上，此理论能提供何种证据？——只有人类能对他们的意识进行公开的肯定（
语言）；但作者认为，对于由另一个有意识存在物操作或设计的实体，即使其通过了图灵测试，也只
能证明其设计者是有意识的，而非该实体本身。
其他有意识动物的体验品质如何与人类相比？——在一种特定模态中，情态的可能“状语空间”大概
是有限的，并且鉴于要尽可能保持情态有所区别的需要，因此如果动物演化到能够充分利用这个空间
，那么有理由相信，同一模态下动物感觉品质的范围与人类类似，即使它恰好覆盖不同范围的刺激。
对不同的模态而言，由于大脑情态紧跟身体情态，脊椎动物的感官或多或少存在亲缘关系，因而在脊
椎动物中，大概不存在对人类完全未知的感官模态；无脊椎动物由于脑中没有感官皮层，无论如何不
太可能有意识。
假如我们自己从未体验过一种特定的感官模态，那么这将使我们身处何处？——由于感觉主体主动发
布情态指令生成感觉，因此对于先天缺少某感官模态的主体（皮层受损），不可能使其体验到这一感
觉。
“感受”是一种“行动”。即使一个人原则上可以学习一切去了解外部世界，获得客观上可知的一切
东西的知识，但如果存在对一个个体所能做的事情的限制，那么其主观上所能感受到的事情，也就会
有限制。

28 水与酒
【对理论本质做进一步总结】
“意识=感觉活动”本质上是功能主义的同一性理论。所谓X是Y的同一性理论，主张由这个同一性的
一个术语X所描述的任何东西完全等同于另一个术语Y所描述的任何东西（但X和Y并不是相同的描述
）。功能主义的同一性还主张，这个同一性的术语之一可以被纯粹地描述为一个（将原因与结果或输
入与输出联系起来的）逻辑操作，而无需顾及引起这个操作的物质结构。然后，尽管没有充分、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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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由，作者坚持认为，这种同一性是必然的，因而追问这种同一性的原因是无意义的。

29 存在与虚无
意识为世界赋予意义。有意识的心智活动添加了语义深度的新维度，因为正是意识（它具有使转瞬即
逝的物理时间延存为感觉的感受时刻的力量）使得成为我们自己像的东西，并因此使得这个为我们而
存在的外部世界变得甜美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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