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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理论

关于具身认知的多视角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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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具身认知因过于强调认知对身体的物理属性$身体经验以及身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的依赖"致使其饱受质疑且发展

受阻%具身认知的发展关键在于在认知过程中其地位和作用的明确以及认知范围的界定%为此"本文从复杂性理论角度指

出具身认知观点存在的机械还原论倾向"并依据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分析具身认知和离身认知在具有自组织性的认

知系统中所占的地位"还进一步地从哲学角度辨析了二者的不可分关系%本文主张具身认知的发展应着眼于其认知内容$范

围的具体化$明确化"并且关注具身认知与非具身性认知的联合关系!在认知任务实验中应区分具身认知和非具身认知的

异同%

关键词!复杂性理论!自组织性!认知系统!具身认知!离身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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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I"

年代"以计算机模拟为基础的传统

认知主义占据主导地位"认为认知是可计算的$离身

性的%随着反对身心二元论的哲学思辨展开"在认

知科学领域也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具

身认知%作为传统认知主义的对立面"具身认知一

时成为了研究者们讨论的焦点%

具身认知产生的出发点在于离身认知在发展过

程中遇到的以下问题#

#

'基于表征计算范式的+第一

代认知科学,在完整复制人类智能方面遇到了困难"

并且人们发现存在不同于表征水平的广泛的认知能

力"以及实现这种能力的不同于计算机软硬件系统

的生物神经系统"是功能主义或表征的计算无法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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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刻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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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传统认知科学以+认知可计算主义,

为研究纲领"忽视认知主体的身体在认知过程所发

挥的作用-

!

.

%然而"许多研究对离身认知的认识是

片面的%离身认知在目前阶段确实没有做到完全复

制人类智能"但从完全以计算模式为基础的符号主

义到考虑人类神经网络作用的联结主义"甚至到现

如今人工智能成果中情感机器人的出现"徐献军还

给出了人工智能领域考虑到身体属性的例证"如布

兰登贝格车&

V*,2;4+U4*

Q

'是一个能够与环境进行互

动的自动移动智能体-

&

.

!派里希&

K(74+2N(J,*2:2

'

设计的机器人拥有两套动机单元"分别用来解码饥

饿和干渴两种动机状态"等%这些都证明了传统认

知主义在一步步地接近人类智能%

在具身认知的进一步发展中"研究者们纷纷给

具身认知下了定义"但都集中在广义层面上%起初"

2̂-:(+

概括出
I

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

.

#

#

'认知是

情境化的"发生在现实世界中!

!

'认知是实时的"具

有时间的压力!

&

'环境可以帮助我们储存认知信息"

在我们需要时供我们使用!

%

'环境是认知系统的一

个部分"认知系统可以扩展到包括身体在内的整个

环境!

G

'认知是行动的"认知的根本目的是指导行

为!

I

'离线认知&

(..B-2+4N(

Q

+2;2(+

'是以身体为基

础的%之后仍有较多关于具身认知的讨论"但所给

出的定义也都是对
2̂-:(+

的
I

种观点的截取"例

如#认知是具身的$情境的$发展的$动力系统的-

#

.

!

具身认知的中心含义是指身体在认知过程中发挥着

关键作用"认知是通过身体的体验及其活动方式而

形成的"认知过程进行的方式和步骤实际上是被身

体的物理属性所决定的"认知的内容也是身体提供

的"认知是具身的且身体是嵌入&

47U4OO4O

'环境

的-

G

.

%这些对具身认知的定义中都没有阐述出具身

认知所适用的具体认知内容"甚至于按照现有的具

身认知观点"所有认知活动都能够被还原到身体属

性和经验"但实际上类似于+类型,$+范围,的抽象概

念表征却无法从中得到解释-

I

.

!相反的是"离身认知

虽然被具身认知所拒绝"但我们却可以清楚地知道

离身认知目前能够适用的范围"它能够很好地模拟

形式系统"甚至对人类部分情感也有涉及"人们可以

通过离身认知机制去认知形式系统和部分情感%如

果能够像离身认知一样明确具身认知的具体内容"

那么具身认知的意义会得到更好的体现%殷融和叶

浩生提出了多元表征机制的观点-

I

.

"使具身认知与

离身认知的关系得到+缓和,"但关于二者的进一步

的发展却没有得到深入阐明%本文尝试通过从复杂

性理论$哲学中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关系角度对

具身认知进行讨论"并总结现有具身认知实证中存

在的问题"提出在具身认知和离身认知的关系以及

二者责任分工方面发展的可能性%

一"从复杂性理论角度讨论具身认知

具身认知强调心智本质上是具身的生物神经现

象"是神经系统整体活动的显现-

#

.

%具身认知是将

复杂的认知活动归结为神经系统的实在反应和认知

主体的身体感知觉经验%这种方式归根结底是还原

论的体现%还原论&或还原主义'是指将高层的$复

杂的对象分解为较低层的$简单的对象来处理%还

原论的主要贡献在于将复杂问题的解决逐渐分解还

原到简单问题上"但并不意味着可以直接用简单对

象表征复杂对象%蔡曙山将人类认知分为神经认

知$心理认知$语言认知$思维认知$文化认知-

A

.

"其

中神经认知处于最低层次"其余认知属于较高层次"

将其余认知全部还原到神经认知就犯了机械还原论

的错误%

离身认知以符号计算为表征范式在+人工智能,

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它无法完全复制人

类认知系统内自组织部分%具身认知以此作为反驳

离身认知的切入点"试图将认知系统内自组织部分

还原到神经系统的反应%如果神经系统是相对稳定

的"借助还原论思想阐述认知过程中的部分复杂机

制是可取的%然而"值得讨论的是"神经系统本身也

是一种耗散结构"通过自组织性和与外部环境的能

量耗散作用实现自我调节和发展"并且神经系统的

自组织性也是无法进行外在表征的%

复杂性科学是指以复杂性系统为研究对象"以

超越还原论为方法论特征"以揭示和解释复杂系统

运行规律为主要任务的新兴科学%认知系统的复杂

性不言而喻"对复杂的认知系统应用复杂性理论是

非常必要的%从复杂性理论角度考虑"认知系统是

一种复杂的$多维的$整体的系统"由各个子系统构

成"各子系统相对于下级子系统来说又自成整体%

具身认知观点中仅仅将所有认知活动分别还原到各

个神经生理系统层面"忽略了认知系统的整体性%

作为整体的身体不是它的各个部分的堆积"在最基

本的层面上它是一个物质系统"它满足系统的组织

性和统一性要求-

#

.

%

众所周知"生命系统属于一种自组织系统"并且

可以进一步地认为它是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的$开

放的耗散结构&

O2::2

>

,;294:;*)N;)*4

'%

K6=

双螺

旋结构的发现更深刻地印证了生命系统的自组织

性%

K6=

双螺旋结构通过自行排列组合编码表达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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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这种强大的自组织性始终是抽象的"不能仅仅

通过单纯的分子式表征%还有大量的脑切除临床案

例说明"人脑的部分被切除后"仍有自修复能力"并

且相应功能并不是完全丧失%如果机械地将认知活

动还原到大脑与身体"则间接地否定了生命系统的

自组织功能%

生命系统除了具有自组织性外"还具有突变性%

生命系统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在系

统内部某个参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的阈值时"通过涨

落"系统可能发生突变即非平衡相变"由原来的混沌

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间上$空间上或功能上的

有序状态%例如"人和其他一些高级动物所特有的

+顿悟,能力%格式塔心理学家苛勒将黑猩猩作为实

验对象"设计了箱子实验和棒子实验"均证明了黑猩

猩在问题解决过程中具有+顿悟,能力%人的认知过

程中也同样存在+顿悟,"类似于我们常说的+灵感,%

+顿悟,的产生是具有突发性的"一般不可预见"我们

即便承认+顿悟,与经验和神经元激活相关"仍无法

完全解释这种突发性"这也正是认知系统具有复杂

性的一种体现%认知系统的复杂性恐怕在具身认知

和离身认知结合的情况下也未必能够被清晰地表

征"弄清人类认知机理的道路还相当之远%

具身认知和离身认知理论都是对认知系统内有

序化的潜能进行表征或根据已有的外在规律赋予其

有序化的表征%我们不能因为离身认知或具身认知

对认知活动的不完整性反映而否认任何一方的作

用"而是应该进一步明确二者的具体认知内容"充分

发挥具身认知和离身认知在认知任务中所能起到的

作用"并继续寻找除了具身认知和离身认知以外的

其他认知机制"以期更进一步地反映认知过程%

殷融和叶浩生提出的多元表征机制-

I

.扭转了具

身认知和离身认知之间的对立关系"但之后二者在

认知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关系却没有得到进一步阐

述%我们认为认知系统的各子系统除了具有自组织

性外"还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此观点

可以从复杂性科学内的协同论&

/

<

+4*

Q

4;2N:

'中得到

解释%协同论&

/

<

+4*

Q

4;2N:

'的创立者哈肯认为"千

差万别的系统"尽管其属性不同"但在整个环境中"

各个系统间存在着相互影响而又相互合作的关系%

这也为我们分析具身认知和离身认知之间的关系提

供了思路%具身认知和离身认知作为认知系统中的

两种子机制也应该存在相互作用$相互合作的关系%

这种关系在概念形成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概念

的形成是人们从大量的具体实例出发"通过归纳法

抽取事物的共同属性而形成了初始概念%概念形成

过程中"对每个具体实例的认知是主要是通过具身

认知机制完成的"而运用归纳法提取共同属性的过

程则主要是通过离身认知机制完成的%

当然"从汉语词汇角度来看"+具身,和+离身,是

互为反义词的"但在逻辑上二者可能仅仅是反对关

系%现有的离身认知理论下"认为认知是符号性的$

可计算的!具身认知理论中认为认知依赖于身体属

性$经验和情境%但似乎二者都不能单独表征认知

机理%那么具身认知和离身认知的合作是否能够完

全解决认知表征问题"仍有待更深入的理论和实验

验证%甚至"我们做更大胆的猜测"除了具身认知和

离身认知外"应该还有更深层次的认知方式或认知

机制"这样才能解释
K6=

双螺旋结构$生命系统的

自组织性以及人类对这类复杂结构的认知%

认知心理学领域的研究相对复杂"采用还原的

方法帮助我们探索其中的规律也是可取的"但要警

惕掉入机械还原论的陷阱%认知活动中存在的身体

经验和生理体验是不可否认的"但不足以作为完全

支撑具身认知的证据%具身认知的这种机械还原方

法只是将高级的认知过程分解为简单的各部分"而

复杂的认知活动不应是初级神经系统反应的简单相

加%具身认知研究同行为主义的研究方式如出一

辙%行为主义主张任何行为的产生都源于相应的刺

激"有什么样的刺激就有什么样的行为!具身认知则

认为身体物理属性和身体经验决定了心智"有什么

样的物理属性和经验就有什么样的内部心理状态%

行为主义理论下的环境决定论忽略了意识的作用"

具有片面性%同样地"具身认知理论忽略了人与动

物之间在高级认知活动中的不同%

具身认知观认为#传统的认知科学不仅将人的

概念习得$推理等高级心理活动视为抽象的和离身

的"而且忽略了人的生理结构的基础作用和身体主

观体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将高级心理活动全

部还原到生理结构和身体体验%苏得权曾例举说明

形象概念与抽象概念的内容差异的概念特征表任务

来支撑抽象概念的具身性理解-

$

.

%任务要求被试列

出形象概念&如剪刀$鸟'和一些抽象概念&如真理$

信念'的相关内容%结果分析表明"被试在分析抽象

概念时"列出了更多的事件"而不是这个概念的含

义%然而"抽象概念包含的不仅仅是能列举出来的

事件"还有连接事件的关系和规则"这类内容属于抽

象性的"不能被直接列出的%抽象概念是范畴化的

知识表征"它是通过多种感觉经验的长时间积累之

后"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得来的%这说明抽象概念的

知识表征不能被直接还原回感觉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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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关于具身认知的多视角讨论

现有具身观点倾向于强调能与身体相联系的即

是具身"并且在现有例证中很多都是仅仅通过分析

概念的具身性一面来验证具身认知理论%似乎所有

认知过程都与身体相关"不存在非具身性的认知"那

么具身认知的意义何在1 在此种方法下"是否可以

认为世界万物都归于物质"不必细分1 按照具身观"

动物的行为也以相应脑区激活为基础$有相应的身

体经验"例如镜像神经元实验中恒河猴模拟抓握动

作激活
LG

区"也属于具身性的"那么是否说明人与

动物都有认知"而且本质上都是以生理属性和身体

体验为基础的"并无区别1 为了解决这些疑问"我们

应将焦点集中到区分哪些不属于具身认知范围"找

到能够完整表征认知的其他机制%

综上所述"离身认知和具身认知观点下分别通

过符号计算和身体经验剖析认知系统是有意义的"

但不能忽略认知系统的复杂性"并将这种方式衍化

为机械还原%对于具身认知更重要的任务在于界定

认知内容$范围"争取将具身认知理论应用到生理心

理学$神经心理学领域的实际问题解决中"正如离身

认知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作用%

二"具身认知和离身认知的哲学角度

探讨

我们认为"具身认知和离身认知的关系可溯源

于哲学上经验论和理性论的关系%关于世界的起源

问题"经历了一元论到二元论"再到反对心物二元论

并倡导主体与世界不可分离的阶段%本质上"具身

认知对应于经验主义"离身认知对应于理性主义%

经验主义主张感觉经验是一切知识和观念的唯一来

源"理性主义主张仅靠理性直观和推论去得到具有

普遍性$必然性$确实可靠的知识%具身认知强调认

知主体的身体物理属性和身体经验"离身认知强调

计算主义的理论推导%因此"从哲学观出发"具身认

知和离身认知也存在经验和理性之争"并且要经历

共存与合作的发展阶段%

具身认知强调认知的身体经验性"认为身体是

一切知识的基础来源"否定了知识的先天部分和理

性部分%具身认知反对身心二元论"并将德国哲学

家海德格尔提出的+存在,观点作为思想基础%认为

人认识世界的方式是用我们的身体以合适的方式与

世界互动"在互动的过程中获得对世界的认识%在

这个过程中"人是嵌入这个世界的"同世界是一体

的%具身认知的思想家把认知置于大脑"把大脑置

于身体"把身体置于环境-

C

.

%然而"这并不应该作为

排斥离身认知的理论支撑%离身认知是理性思维的

一部分"既然具身认知强调身心不可分"也不能将自

身与离身认知完全割裂%正如杜威指出"把经验和

理性截然分开是错误的"一切理性思维都是以身体

经验为基础%自然也不能离开理性思维只谈身体

经验%

我们将具身认知和离身认知归结到经验主义和

理性主义并不意味要将二者上升到哲学之争"而是

要考虑如何汲取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精髓%在哲

学讨论中"培根认为只有把感性和理性结合起来"才

能克服认识上的混乱%他强调感性经验在认识中的

作用的同时"也承认了理性认识的必要性%在这种

哲学依据基础上"我们也应将具身认知和离身认知

结合"承认二者在认知过程中共同作用%在普通知

识认知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经验认识白色的小鸟"

同时也可以根据逻辑推断存在黑色的小鸟"即便世

界上真的不存在黑色小鸟%在自然科学知识认知过

程中"我们可以经验地认识普通物理知识中的质量$

温度$光等"也可以理论地认知诸如量子力学等知

识%这意味着人们在认知过程中"并不是采用单一

机制的"具身认知和离身认知在认知过程中各自承

担着不同的任务"甚至是在同一认知任务中具身认

知和离身认知机制都必不可少%为了使得具身认知

和离身认知能得到长足发展"对于认知任务的类型

与两种认知机制之间的匹配关系仍需要进一步

明确%

三"具身认知实证研究存在的问题

在支撑具身认知理论的实验中"最典型的要属

镜像神经元实验%

帕尔马大学的
872-;h

对恒河猴+抓握食物,的

心理模拟进行了实验-

#"

.

"分别设置了四种情况#

!

有食物"无挡板"全程能看见!

"

有食物"有挡板"全

程看不见!

#

无食物"无挡板"全程能看见!

$

无食

物"有挡板"全程看不见%实验发现#

!

$

"

情况下神

经元被激活!

#

$

$

情况下激活程度相似!

!

$

#

和

"

$

$

情况下差异大%但实验结果中没有进一步阐

述
!

$

"

情况下神经元激活的区别"甚至还指出
#

$

$

激活情况相似"这样就无法辨明是单纯+食物,引

起的神经元激活还是抓握动作引起的"也就失去了

验证具身认知的效力%

除了针对动物的实验"

V)NN2+(

等对人学习弹

吉他也进行了神经元实验"并且发现#模仿弹吉他与

观察弹吉他时相比"相同区域激活程度更大!模仿

时"另一个脑区&前额叶
%I

区#与运动计划和工作记

忆相关的区域'被激活-

##

.

%然而"除了弹吉他时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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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运动和记忆脑区"其他动作也都涉及运动和记忆"

此实验结果中没有区分各动作之间的区别%甚至我

们可以设想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抽象概念的神经元激

活情况可能也是如此%如果继续按照具身认知强调

的将所有概念表征都还原到神经元激活层面"那么

具身认知观就过于独断了%

在实际意义上"具身认知与身体的关系应与离身

认知与身体的关系有所区别"而不是完全涵盖%已有

镜像神经元等实验证明了具体概念的认知体现在各

脑区的激活!同样地"人们也应检验抽象概念与各脑

区是否也存在着进一步$深层的激活关系"以及抽象

概念激活的脑区与具体概念激活的脑区的异同%

具身认知研究中除了以镜像神经元实验作为例

证外"还重点开展了大量的关于概念隐喻的实验"主

要集中于空间隐喻$重量隐喻$温度隐喻$洁净隐喻$

大小与颜色隐喻等%例如#蔡妍等指出的+过去
B

消

极"未来
B

积极,的内隐联结-

#!

.

!汪新筱等研究的亲

属概念的空间隐喻和重量隐喻-

#&

.

!杨惠兰等讨论的

权力概念的大小与颜色隐喻-

#%

.

!鲁忠义等分析的道

德概念的空间隐喻-

#G

.

%然而我们发现"这些实验中

的源域与目标域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例如+重要

性,可以隐喻为+重量,"也可以隐喻为+大小,!+道

德,可以隐喻为+空间,"也可以隐喻为+洁净,%由

此"我们认为目标域是对源域的抽象"或者说目标域

与源域的关系是集合与元素的关系%显然用这些非

一一对应的关系去证明认知对身体经验的依赖性未

免有点太牵强%在具身认知的实验中"除了关注概

念具身性的一面"还应看到它们所具有的非具身性

的一面%

四"结论

在不完全否认具身认知的作用下"我们认为#具

身认知观将认知统统还原到神经反应和经验层面"

具有机械还原论的倾向%认知过程中不仅有具身性

的成分"还应有非具身性的成分%我们应在承认认

知系统的复杂性和自组织性基础上"考虑各种认知

机制在认知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本

文从复杂性理论角度展开对认知机制的探讨"旨在

为具身认知和离身认知研究的发展提供一种新

思路%

对于认知系统"除了考虑到各子系统"还要考虑

到系统的整体!除了关注其规律性的外显"还应关注

其内隐部分%具身认知是将高层次的认知还原到神

经系统层面"而考虑到认知系统的复杂性"我们不能

忽略从神经认知层面上升到高层次认知的过程%甚

至"即便对认知系统进行分解性的探究"也应明确各

系统在不同认知任务中异同%也就是说"即便将认

知还原到神经系统层面"我们也应重点讨论具身认

知和离身认知在表征具体概念和抽象概念时神经元

激活程度以及激活脑区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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