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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的心智（mind）和行为也许是宇宙间最顶端、最复杂也是最奇异的现象了，但人类只有通过自身
的心智和行为才能认识和理解自己。
无怪乎美国著名的认知神经科学家达玛西奥（A. Damasio）在研究意识时发出这样的感叹：“还有什
么比知道如何知道更困难的事情呢？
正因为我们有意识，才使我们能够，甚至不可避免地要对意识提出疑问，还有什么比认识到这一点更
让人惊异和迷乱的呢？
”“知道如何知道”——这正是认知科学的根本任务，而且也是促使其从哲学认识论中萌芽并最终在
当代的哲学一科学研究中枝繁叶茂的根本动力。
认知研究已成为当前世界大国国家科技战略特别关注的领域之一。
一个日益普遍的看法是：对心智的科学认识将在人类认识自身、科学技术、医学发展、经济增长、社
会安全、人类幸福和生活品质的提高等人类和国家利益方面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世界众多一流大学或相应机构都在这个领域进行着你追我赶的研究，力图率先取得原创性的成果；加
强和促进认知科学的发展同样符合我国的国家科技战略目标。
《国家中长期（2006-2020年）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将“脑科学和认知科学”列为8个基础前沿
研究领域之一，而且加快了对认知科学的资助和研究机构的规划部署。
自“985工程”一期和二期实施以来，相继有一些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了以认知研究为重点的研究
机构。
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CSLC）就是“985工程”二期面向认知研究的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
学兼容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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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历史和跨学科两个视角，对认知科学基础问题进行了导论性质的述评。
它描绘了从19世纪到当代认知科学领域某些核心概念的发展轨迹，考察了哲学、心理学、神经科学和
计算机科学等学科对认知科学发展的重要贡献和影响。
该书还从两个形成鲜明对照的进路考察了心智理论问题：数字计算机和神经网络模型。
该书内容可靠、全面。
是认知科学导论课程的理想读本，也是心智哲学课程极好的补充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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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认知神经科学中（相对）容易的问题是，解释某种脑活动支持某种认知功能或与它的关联。
脑内的某些区域和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确认涉及不同的认知机能。
但难问题是大脑的这些活动事件如何以及为什么与那些意识现象发生联系。
对于这个难题，目前我们还完全束手无策。
有些学者认为，目前我们还没有用于理解意识如何源于物质的概念，所以我们需要创造一些新的概念
。
他们认为，以往物理主义的概念在根本上是有所欠缺的。
麦克吉恩认为，由于生物属性对于人类概念能力的限制，我们将永远不会获得这些概念。
而另外一些人认为，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建构自然世界观念的基石，使之能够适用于对意识的理解。
内格尔（1993）确切地说道：“关键的问题是下面的做法是否可行，即寻找一种用于理解和描述意识
特征的方法，这种方法既符合一般神经生理学概念的理论结构，又能揭示意识的本质⋯⋯真的能够发
现或创造一种通约且完善的视角，运用它能够使我们理解主体经验和神经生理如何发生内在联系吗？
⋯⋯应该明确，对意识的理想解释，必须要使意识现象能够符合生物系统特征的必要条件——该解释
使我们知道这样的系统能够成功地具有意识”（1993：5-6）。
塞尔（Searle，1992）认为，意识也属于自然现象，但它是由脑产生（和实现）的：“心理现象由脑中
的神经生理过程产生，本身也属于脑的特征。
为了把这种观点与该领域其他的观点相区别，我们将其称为‘生物自然主义’。
心理事件和过程是生理自然历史的一部分，就如同消化、普通细胞核分裂、生殖细胞繁殖分裂或者酶
的分泌”（1992：1）。
查尔默斯（Chalmers，1996b）也将意识看作一个自然现象，但他并不认为这仅仅是一种物理现象，“
按照自然法则，意识经验源于物理现象，但它本身却不是物理现象”（1996b：161）。
“一种合理的意识理论，必须能够结合一些原则将物理现象与现象的意识领域联系起来，而这些原则
⋯⋯本身并不能限定于物理定律”（1996b：164）。
“存在一套系统规则，能够确保某种给定的物理结构可以伴随产生某种特定的经验”（1996b：170）
。
查尔默斯将他的观点称为“自然主义二元论”。
现在就取决于未来的理论框架能否填补解释鸿沟，并在一定程度上回答难问题，使其能够得以解决了
。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并不能解释所有事情，甚至物理学，“万物的科学”，也得按照世界本来的面貌
接受一些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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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一本对认知科学基础作跨学科和历史性评述的著作。
该书整合了认知科学的广义（研究认知现象的一门交叉学科）和狭义（研究心智表征和计算能力的学
科）两种理解，将之概括为：“认知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认知，认知科学的方法是组成认知科学各门学
科自身的方法，该领域的核心假设为心理状态和过程可计算”。
其内容也即围绕着“认知可计算”这一核心假设而展开，将“计算”作为连接“心智、大脑与计算机
”三者的基础。
书中第一部分，以认知科学重要的软件（心智）和硬件（脑）隐喻为线索，概述了认知科学发展的有
关哲学、生理学、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方面的历史背景。
作者认为，麦卡洛克（W.MC Gulloch）和皮茨（W.Pitts）《神经活动内在概念的逻辑演算》一文的出
现标志着软件、硬件两个主题开始走向融合（计算机），促进了心智计算理论（CTM）的发展，并且
也是CTM的两种具体理论——心智数字计算理论（DCTM）和心智联结计算理论（CCTM）的分歧点
。
第二、三部分，从历史的视角分析了若干具有代表性的认知模型，分别对DCTM和CCTM的发展及其
在结构、操作及表征等基础概念上的特征进行了详细评述，并指出了它们各自所具备的优势和不足。
本书从历史的视角概述了认知科学的发展过程，其中涉及了多个学科有关认知的重要议题，如哲学、
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生理学、语言学等。
全书结构合理，内容丰富，每一章都提供了相关思考题和推荐读物，对于希望较为深入和全面地了解
和认识认知科学的基础性概念、理论及历史演变过程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本理想的导论性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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