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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心智哲学是 20 世纪发展出来的一门重要的哲学学科。虽然关于心

智的哲学思考自古希腊就开始了，可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哲学学科，心

智哲学的历史还不足百年。心智哲学的发展历程几乎毫无例外地是对

勒内 ·笛卡尔（Rene Descartes）哲学中的心—身问题的理论回应过

程。当然，在心智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新的问题也在不断涌现，使得心

智哲学日渐丰满和成熟。在接下来的导读中，我将从笛卡尔心—身问题

出发，逐步展开关于心智哲学的具体问题的介绍。

概要地讲，笛卡尔心—身问题认为世界是由两种彼此独立存在的

本质不同的实体构成的：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即心和身。笛卡尔关于

心—身问题的这个理论立场被称为二元论，更确切地说是实质二元论

（substance dualism）。所谓实质是指一实体缘于某种本质性特征得其

所是。那么，心的本质性特征就是具有意识状态，或者说心可以进行思

考活动。身的本质性特征是在三维物理空间中具有延展性。当我们说，

心的本质性特征是具有意识状态的时候，我们是指，我们每个人在清醒

的时候都是处于某种意识状态之中，正是由于我们具有意识，我们才

成为我们所是的样子。当我们说，身体的本质性特征是具有延展性的时

候，我们是指，身具有空间维度，即长、宽和高。

笛卡尔二元论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具有特别的意义。17 世纪，由于

科学的突破性发展，传统的宗教面临着种种挑战，信仰和理性之间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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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变得愈加显明。笛卡尔所提出的二元论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这个冲

突，它让科学家负责物质世界的理论认识，让神学家负责精神世界的理

论解释。精神世界的主要问题是灵魂不朽问题，这样的问题科学家无法

处理。物质世界可以由科学家来研究，从而在生物学、物理学和天文学

等领域中做出重大发现。哲学在笛卡尔看来既可以研究精神世界也可

以研究物质世界。

笛卡尔认为，每一种本质性的东西都具有其特定的呈现方式。物质

世界的东西是无限可分的，每个具体的物理实体是可以毁掉的。与此相

对照，精神世界是不可分割的，精神实体是不可毁灭的，每个精神实体

都是一个不朽的灵魂。物理实体是受物理规律支配的，而精神是具有

自由意志的。在自我层面上，我们每个人都是精神的存在或者说心的

存在，即“我”这个语词在使用时所指称的对象。作为生活中的人，我

们每个人都是由心与身构成的复合体，心附着在身上。20 世纪的心智

哲学家吉尔伯特 ·赖尔（Gilbert Ryle）把笛卡尔这个主张形象地称为

“机器中的幽灵”，我们每个人都是寄居在我们身体这架机器中的幽灵。

对于心的存在及其内容，我们可以进行直接的把握。用笛卡尔的话说就

是：我思故我在。当我们处于某种意识状态之中时，我们自己对此是再

清楚不过的。由此，我们就可以推出我们的存在是必然的，原因是意识

活动（即思考）是我们本质性存在的必然要求。

我们对身的认识似乎不像对心的把握那么直接，对于身的存在及

其特征要经由心的理解来认识。从某种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我无法直接

察觉到摆放在眼前的电脑，我所能察觉到的只是我关于电脑的意识经

验而已，是我的脑海中所呈现出来的电脑的意象。我是经由意识到的电

脑意象来推知电脑的存在。不过，我头脑中的电脑意象不是凭空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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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是外在的电脑触发大脑后反映的结果。

笛卡尔关于心—身关系的论述在内容上十分丰富，其中包含很多

重要的心智哲学问题。这里，我们针对所涉及的问题简要介绍如下。

1. 心—身问题

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关系？两者之间是否存在

着某种因果关系？物质世界的某种东西怎么能够影响精神世界？精神

世界又怎样作用于物质世界？你踩了我的脚，我感觉疼。踩脚是一个物

理事件，疼痛是一个心理事件。我们怎么理解其中的联系？我想喝茶，

于是，我就倒茶喝。我的欲求是一个心理事件，倒茶是一个物理事件。

这个过程何以能够发生？笛卡尔的心—身问题讲的就是：心和身之间

怎么能够存在因果关系？心—身问题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都是哲学中的

一个核心问题。这个问题在当代哲学中表现为：大脑的生理过程是如

何产生心理现象的？某种心理活动是如何作用于大脑的生理过程的？

简单地讲，就是，心—脑关系的问题。

2. 他人之心问题

前面我们谈到，笛卡尔认为，我们每个人在本质上都是心之存在，

而且我们是直接地把握我们自己的心之内容的。那么，我们何以知道他

人之心呢？当我见到你的时候，我怎么信心十足地认为你也是心之存

在呢？我所能够直接观察到的是你的行为和言语，我怎么能够知道这

样的观察背后还会有什么东西呢？我只知道我自己是心之存在，我怎

么能够知道你也是心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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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可以通过类比思考的方式从我的心理过程来推知你的心

理过程。当我观察到我的感觉刺激输入、内在心理状态和行为反应之

间有某种关联的时候，我也会因而认为你也如此。那么，我观察到你的

刺激输入和行为反应，我就以类比的方式推知你一定也有与我类似的

心理状态。这是著名的“类比论证”。不过，这个论证并不能说明问题。

一般来讲，由推理而获得的认识如果是有效的话，那么，该推理应该能

够得到实证性的检验。可是，这样的类比推理无法得到实证性的检验，

找不到一种物理的方法来鉴别某个人的心理状态。唯一能够确认的是

我的心理状态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其他人的心理状态无从认识。

这其实就是人们所说的“唯我论”。唯我论分为三种情形：（一）

我是世界上唯一具有心理状态的人，或者更为极端的是，世界上除了我

的心理状态以外不存在任何其他的东西了；（二）或许其他人也具有

某种心理状态，可我无法知道；（三）其他人也有某种心理状态，可我

无法确认他们的心理状态和我的一样。譬如有名的“倒置光谱”假说，

同一个视觉体验，我说“看起来是红色的”，而你说“看起来是绿色

的”；另外一个视觉体验，你说“看起来是红色的”，我说“看起来是绿

色的”。虽然我们两个人对两种不同的视觉体验都做出了同样的区分，

可是，我们无法分享彼此的视觉体验。

3. 关于外部世界的怀疑论问题

前面我们谈到他人之心问题，其实，我们不仅对于他人之心持怀疑

论，我们对一般性的外部世界都是持怀疑论的。从笛卡尔的观点来看，

我所能够确定知道的只有我自己的心智，我实际的思想、情感、知觉等

等。我无法直接感知到外部世界的东西，我所真实感受到的是外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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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觉体验，或者关于外部世界的心理表征。这里面就产生一系列问

题：我怎么知道所表征的内容是外部世界的对象呢？我怎么知道表征

是否进行了呢？表征是否准确？我怎么确认是外部世界的某个对象使

我产生这样的知觉体验？

4. 自由意志问题

我们都有独立做决定的体验，在备选方案中选取一个可行的方案

去执行。这其实就是自由意志的体现。在哲学上，人们往往要问：我真

的有自由意志吗？或者是某种幻象而已？在笛卡尔二元论哲学框架

下，这个问题变得异常突出。如果说物理世界完全可以独立于心智，那

么，体现心智特征的自由意志何以作用于物理世界？当我们说物理世

界独立于心智，我们是指物理世界在因果解释上是闭合的，是一个自足

的系统，不允许外在于物理世界的因素施加影响。在这种情况之下，自

由意志何以能够发挥作用呢？

今天，自由意志问题以一种新的面貌呈现出来。量子物理学告诉我

们微观世界的基本粒子的运动是不确定的，不遵循经典物理学所描述

的运动规律。这是否为自由意志留下发挥作用的余地呢？微观世界基

本粒子的运动不可预期，这是否意味着某种自由呢？尤其当我们联系

到泛灵论的时候，是否自由意志可以得到普遍性的解释呢？

5. 自我和人格同一性问题

在时间的流逝过程中，如何确认自我的存在？人格同一性何以能

够得到保证？我现在坐在电脑前写《心智哲学核心术语》导读。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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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这个时候，我在清华大学六教的一个教室上课。这是两段不同的个

人经验，可是，这两段个人经验都是我的经验而不是别人的经验。这是

为什么呢？有什么理由认为这两段经验都是我的经验而不是别人的经

验？究竟是什么使得这两段经验成为同一个人的经验而不是两个人的

经验？究竟是什么使得现在的我和一周前的那个人认同为一个人的？

我们可以说，两个我之所以是同一个人，原因是这两个我有同一个身

体。可是，同一个身体就可以保证自我同一性了吗？在庄周梦蝶的故事

中，身体没有发生变化，同一性却没有得到保证。如果同一个身体不能

使我成为我，那么，是什么可以使我成为我？我的人格同一性与身体同

一性之间是什么关系呢？除了具体经验外，我是否还有自我认同的特

定经验呢？

6. 意向性问题

意向性是一个特殊的哲学术语，用来指一种心智能力，这种能力表

现如下：心智状态指向、涉及或者关涉某种非心智性的对象或者事态。

当我有某种信念的时候，我的信念一定是关于某个东西如何如何的内

容。当我有某种欲求的时候，我一定是希望做某件事情或者希望某件事

情能够发生。当我有某种知觉的时候，我一定是以为自己察觉到了某个

对象或者某个事态。以上这些情形都被视为具有意向性的，即心智状态

指向了心智以外的东西。这便是意向性问题的核心所在。假使我现在

认定霍金正在剑桥大学卡迪文什实验室工作，那么，我们就要问，我头

脑所想的东西是怎样达至万里之遥的剑桥大学的？意向性问题就是指

关于一种心智状态是如何指向或者指涉心智之外的某种东西的问题。

这里其实包含两个问题：一是我们头脑中所发生的事情何以能够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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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之外？这样的指涉或者指向何以可能？二是我们怎样理解我们的

头脑或者内心具有某种具体的意向性内容？当我想起鲁迅的时候，是

什么使得我的思考内容是关于鲁迅而不是关于周作人或者其他的什么

人？归结起来看，意向性何以可能？若是可能的，则意向性状态何以具

有它们所应有的特定内容？

7. 心理因果关系和副现象论

心—身问题其实有两个部分：一是刺激输入如何引起心智现象的

出现？二是心智现象如何引发外在行为？概而言之，心智状态在因果

关系上如何发挥其作用？如果我们承认心智现象依赖于大脑生理过

程，那么，我们就很难看出心智现象是如何触发身体运动的或者是如何

导致物理世界任何东西的出现的。这种认为心智状态存在而无任何因

果作用的观点称为副现象论。意识现象是存在的，但是实际上不起任何

作用，只是副现象而已。当我们说，物理世界在因果关系上是闭合的，

我们是指任何物理世界之外的东西都无法进入物理世界中并发挥因果

作用。不属于物理世界的心智现象何以能够以因果方式作用于物理世

界呢？

8. 无意识现象

当我们说，很多心智现象都是无意识的，我们指的是什么呢？无意

识心智状态究竟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无意识心智状态与其他心智现象

是什么关系？与总体的世界又是什么关系？其实，我们所有的心理过

程都不是有意识地在大脑中呈现出来的。当我们从所呈现的物体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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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物理特征中推知该物体的形状时，我们的推导过程是无意识发生

的。那么，无意识究竟指的是什么呢？究竟是什么使得大脑中所发生的

事情既是心理的又是无意识的？

9. 心理现象和社会现象解释

人类心理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解释在逻辑结构上似乎不同于物理

现象和化学现象的解释。那么，关于人类心理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解释

应该采取什么形式呢？这对于社会科学的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呢？在理论解释力方面，社会科学远不及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所达到

的成果。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我们无法获得物理学和化学所达到的

知识结构。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为什么科学方法在人类行为和人类社

会关系研究领域中所取得的成果与其在自然科学中所取得的成果不

能相提并论呢？

以上，我们围绕心智哲学的主要问题给出了概要性的介绍。需要指

出的是，这里所讨论的问题并不全面。我们的目的是通过这些问题的介

绍激发读者对心智哲学的兴趣，并愿意就某些具体问题深入研究，推动

心智哲学的进一步发展。

《心智哲学核心术语》这本书在结构上分为导读、关键术语、关键

学者、关键文本和进一步阅读指导。该书首章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心智

哲学这一哲学学科在整个哲学体系中的位置，指出心智哲学对于我们

关于实在的思考、我们在实在中的位置和道德状况的理解以及达至理

解的途径等方面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如此，该书还告诉我们心

智哲学与各种经验科学尤其是认知科学也有密切的关系。心智哲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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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得益于心理学、语言学、人工智能、神经科学和人类学等领域的研

究成果，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推动这些领域的进展。

该书的关键术语部分列举了心智哲学核心术语概念并给出相应

的解释。关键学者部分列举了心智哲学领域中重要学者，介绍他们的

主要工作，并附上他们的代表作。关键文本部分给出了心智哲学领域

的必读书目，介绍每一本书的主要内容。最后，该书还列出了进一步

阅读的文献。

该书的总体设计思想是为心智哲学领域的初学者提供便捷的入门

导引，阅读本书无需任何心智哲学方面的预设知识。经过本书的学习，

读者想必会对心智哲学发生兴趣，并循着本书的指导展开心智哲学的

探究。

 周允程

清华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