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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在心理学讨论中出现的三个关于心理学与神经科学内部关系的观点是: 认知神经科学是还原主义的,

所以它不能完全解释一个人的心理;神经科学最多只能说明神经事件与认知或行为事件之间的相关; 文化、历史条

件等等是理解人类知识和行为的真正相关因素, 神经科学对这些几乎没有解释, 所以它并不能真正解释心理学。

应该用多种方法研究心理学,神经科学的目的不仅在于说明神经事件与认知或行为事件之间的相关, 更重要的是

要说明认知或行为事件的神经机制;认知神经科学不能对文化提供直接的视角,这并不意味着生物 (包括神经生物

学、神经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 )与文化的进化和历史的建构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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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神经科学主张利用认知心理学与神经生物

学方法对复杂的运动、意识、注意、语言以及学习记

忆等高级神经机能的生物学机制进行研究。
[ 1]  还

原论!是一个日常语言中所使用的通俗概念, 可以

从不同的方面来确定它的意义。
[ 2 ]
本体论上的还原

论认为各种物质形态归根到底可以约化为一个最基

本的层次,并从支配这一基本层次的物理规律出发

来解释更高层次的规律。跨学科的整合模型,
[ 3]
强

调高层次研究可以调整低层次理论的研究。方法论

上的还原论提倡从理论的基本规律出发的严格的自

上而下的演绎法。还原论预设了科学的组织结构,

最高层的是心理、社会文化科学, 最底层的是物理

学。
[ 4]
当高层理论的术语可以用低层次术语来定

义,并且高层理论的定律可以由低层定律及定义来

解释时,高层理论才能还原为低层次的理论。
[ 5]
混

合科学的经典图形是:心理学还原成生物学,生物学

还原成化学,化学还原成物理学。真正的科学是物

理学。在这里,心理学是边缘化的,远离了最终的世

界实体。神经科学应当关心的是如何解释行为发生

的机制而不是简化神经事件与行为事件之间的关

系,仅凭神经科学不能对人类、人类思想甚至人类行

为做出完整的解释。对于完全揭示人类行为, 文化、

历史条件、社会约束等等都是至关重要的。文化也

是一种生物现象,是社会群体的一个特征并与个体

的认知机制有关,既不能排除大脑也不能排除文化。

神经科学是不是还原的,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依

赖于我们赋予还原的意义是什么。通过还原世界被

还原成小的片段或者单元, 每一部分都有它自己的

特性,它们联合起来就是一个大的事物。例如,个体

组成社会,社会仅仅是个体人类特性的放大,这是对

实体论还原主义的支持。它的危险在于  仅仅 !, 这

样的话, 心理学就  仅仅 !是个体的神经特性的放

大。如果我们同意这种观点, 答案是否定的。但是

对于心理学研究者来说, 实体论的还原不应该让我

们担忧:更高水平的实体和活动对于解释更低水平

的实体和活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更低水平的实体

和活动对于解释更高水平的实体和活动也是至关重

要的。

神经科学本身不是哲学的或者形而上学的, 它

是对世界现象特定领域的科学研究。同时, 我们应

该认识到认知神经科学没有摆脱形而上学的包袱。

认知神经科学是关注现象的特定领域  科学的 !学

科, 它对研究什么及如何研究做出了科学决策,这反

过来预测了对这些决策的价值假设。我们可以拒绝

认知神经科学应该是实体论性质的还原这样的观

点, 但接受用认知神经科学的方法论观点来理解它

产生的知识。这样,如果我们说的方法学是对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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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使用  划分和征服 !方法的方法学,那么答案就

是肯定的。

首先,认知神经科学是还原的,所以它不能完全

解释一个人的心理。

关注科学实践中发现的还原, 认知神经科学的

方法论不应该成为心理学研究的障碍: 认知神经科

学采用分子生物学的方法, 寻找各种认知活动的神

经系统分子基础,在细胞以下基因分子水平对脑的

实质进行探讨;单神经元放电和脑皮层场电位的记

录让人们能在细胞水平了解认知功能的神经电生理

的基础;在大体和组织水平上, 从一开始神经心理学

就为行为和脑科学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

科学的学科应该有多种多样的方法,  科学 !本
身是由一个个科学家所推动的复杂的文化现象,科

学不再比它产生的解释更单一。这样, 当我们讨论

 机制方式的解释 !时, 不再说只有一种机制, 不再

说只有一种机制与研究现象的产生有关, 或者说机

制只指向特定的实体种类。进一步说, 历史真实性

甚至开始考虑什么可以作为可接受的机制来解释

(例如, 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什么样的实体和活动

可以作为基本原则 ) ;这一历史上可能的因素, 由社

会和心理过程、更多的个人主义的目标和特定研究

者的目的决定。
[ 6 ]

其次, 认知神经科学最多只能说明神经事件与

认知或行为事件之间的相关。

然而,认知神经科学, 不仅要找出与认知事件或

者行为事件相关的细胞的机制或者大脑区域的活

动,而且要找出解释这些事件的机制。找出相关是

找出偶然联系的第一步, 这仅仅说明研究必须从某

些地方开始,而不是研究的最终目标。

在认知神经科学的实际研究中, 认知科学家使

用封闭的、没有内部相互作用的系统机制做研究。

他们试图通过提供这种系统机制来隔离和解释事

物。选择一个事件, 说出个体如何回忆一个地方在

哪里, 试图通过描述机制以知觉经验和记忆的方式

解释回忆的能力,这个机制可以用来获得、保持、提

取和使用信息。这些机制不解释为什么记住这些地

方是重要的,这个地方是文化知识的一个部分。

再次,文化、历史条件等等是理解人类知识和行

为的真正相关因素,神经科学对这些几乎没有解释,

所以它并不能真正解释心理学。

如前面所述,通过神经机制解释认知事件或行

为不能成为用社会或者心理机制解释认知事件或者

行为的前奏。事实上,如果这些解释都有意义的话,

我们期望他们能够彼此补充。例如基因 ∀ ∀ ∀ 文化协

同进化理论。基本的前提是文化是一种生物现象而

且必须这样理解。我们的生物学,包含了指示获得、

保持和使用的机制,给文化发展的方式施加了压力,

正如给我们的许多神经机制的进化和发展 (在生命

存在的时间里 )也施加了压力。对于  社会现象中

的主要水平是个体的水平还是社会的水平 !的争

论, 基因 ∀ ∀ ∀ 文化协同进化理论认为在  两个水平,

有时是更多水平!。[ 7 ] 123
文化是人类大脑的人口学数

量进化的产品,学习和管理文化的大脑是经过自然

选择形成的。反过来, 文化促进大脑的形成。基

因 ∀ ∀ ∀ 文化协同理论产生在这样的观点之上: 人类

个体所负荷的基因和文化信息的进化池就像跳旋转

华尔兹的舞伴##基因 ∀ ∀ ∀ 文化理论在人类心理的

基因进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 8] 1032

文化积累信息

的社会学习在人类行为中扮演着有意义的角色。

这些看起来完全不同的学科 (包括生物学, 心

理学,人类学, 社会学 )是如何整合起来的? 不是

 还原!或者排除, 而是综合它们的内在信息联系。

特别是,在理解人类的文化模式时,在认知神经科学

中低水平社会学习机制是相关的,水平不断上升的。

在清楚地描述构成相关认知机制进化的压力时, 高

水平的文化适应是相关的, 水平是不断下降的。这

些问题的内部相关要求在多个水平上进行调查。这

样, 在理解人类行为中, 认知神经科学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

心理学的概念和定律、心理学的理论和体系都

是一定文化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其研究结论不可避

免地带有文化的局限性。既然认知神经科学更关注

的是降低的个体水平和脑,而不是机体和环境,那么

它几乎不能直接谈论构成文化和历史的更大实体和

活动。然而我们要说的是, 虽然它不能对文化提供

直接的视角,但这并不意味着认知神经科学与理解

文化的进化和历史的建构没有关系。正如 Bem所

说:  心理的水平有它的外部系统, 这个系统是大

脑、身体和环境、自然、社会 ∀ ∀ ∀ 文化,有时是历史的

视角 !。[ 9] 785

个体生物性和群体文化是相互作用的。一方

面, 在解释人类行为的过程中忽视关键文化和历史

因素,例如,你所有的想法、希望、梦和情感都是由在

你大脑中进行的化学反应产生的。很明显这是不合

理的。最少,一个人需要很了解一种文化,才能知道

在那样的文化下对于人们来说什么样的梦想是可能

的, 才能找出什么构成了思想、希望、梦想或者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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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没有关于人类大脑如何工作的解释也足

以解释人类行为, 这样的想法同样是不合理的。这

是拒绝实体论的  产品 !意识。拒绝实体论优势不

等于拒绝他们与个体行为解释的相关性。

认知神经科学主要从以下三个层面研究心理

学:心理活动与行为的神经机制的研究,这类研究主

要探究认知过程中或者行为发生时, 神经系统相应

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包括视觉、注意、学习与记忆、

语言、执行控制, 思维、情绪发生过程中相应的神经

系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心理活动与行为的心理

理论或原理的神经机制的研究,是在已有的心理学

理论的框架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现

代神经科学的知识, 一些研究为重大认知问题的解

决提供了线索;基于脑神经机理来建构认知行为心

理机制理论的模型。这类研究是基于神经系统的机

能原理或者脑功能神经机制的研究, 从中获得启示

构建认知行为心理机制的模型。对认知过程进行研

究,通过揭示认知过程的大脑机制, 来验证、修改和

发展已有的理论和模型,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理

论和模型。
[ 10 ] 46

认知神经科学在心理学研究中的意义重大:首

先,认知神经科学的诞生使各个学科和层次的有机

融合进入新层面。认知神经科学将传统的生理心理

学、心理生理学、神经心理学、认知心理学成功地整

合在一个新的研究范式下。认知神经科学的特点是

强调多学科、多层次、多水平的交叉, 研究的层次包

括分子、突触、神经元、网络、脑区、系统、全脑及整体

行为乃至环境、社会等。目前心理学基本上还处于

整合前的分裂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认知神经科学将

对心理学的整合提供一个建设性的平台, 从而作出

自己的贡献。
[ 11] 37
其次,认知神经科学正在改变心理

学界关于心理学研究所持有的一些观念: 认知心理

学中实验研究范式的进一步发展, 使我们对人的意

识过程与无意识过程的探讨成为可能; 无损伤性技

术对正常人在进行某种认知操作时的脑活动模式进

行无创伤性的脑功能成像。生物医学构像技术特别

是近年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可以用于对人类认知活动

的研究;脑事件相关电位、脑磁图和高分辨脑成像等

生理学方法,可以为人脑认知功能研究提供许多新

的数据。
[ 12] 1106

目前, 在认知神经科学的方法学上已取得了不

少进展,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认知神经科学包括

两大类互补的研究方法: 一类是无创性脑功能成像

技术,另一类是清醒动物认知生理心理学研究方法。

前一类方法中又分为脑代谢功能成像和生理功能成

像两种;后一类方法中包括单细胞记录、多细胞记

录、多维 (阵列 )电极记录法和其他生理心理学方

法。但这些远未满足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要求。例

如, 脑认知成像技术可以为我们对认知过程的脑功

能形成直观的图像,然而这种图像仅可提供结构或

区域性功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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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ath theory ofH uizhou Dao ism ismade up of death consciousness, thew onderfu lness to close

and the deathbed sedateness wh ich constitute a death system info and produce a far�reach ing effect upon the people

in Southen China. Fo r example, a tao ist priest is sen t to bathe and dress the dead. It makes an important part o f

trad it iona lCh inese death culture.

Key words:Hu izhou; Dao ism; death theory

( 12) P sychology and Cognitive Neuroscience DU X iao�x ia, HUO Y ong�quan( 097)

D ep t. of P sy chology, Shanx iN ormal University , X ian Shanx i 710062,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connected claim s about the interrelation o f psycho logy and neurosc ience that occur

in d iscussions w ithin the circle o f psycho logy: cogn it ive neurosc ience can never g ive a complete account o f the

psycho logy of a person because it is reduct ionistic; neurosc ience can only show corre lations betw een neural even ts

and cogn it ive or behav ioral events; such factors as culture, historica l situat ion, are the most relevant in

understand ing human know ledge and behav ior. The paper g ives crit ica l demenstrations fo r these claim s. W e shou ld

study psychology in variablew ays. Neurosc ience trys to demonstrate not on ly the connect ion betw een neuroal even ts

and cognitive or behav io ral events, but also the neuroal mechan ism of cognitive or behav ioral events; cognitive

neuroscience does no t offer d irect insights into cu lture. It does no tm ean that b io logy ( neurob iology, neuroscience

and cognitive neuroscience) is not re levant to understanding how cu lture evo lves or how h istory develops.

Key words: cognitive neurosc ience; reduction ism; psycho logy

( 13) On the Sense ofW ellbeing of the Preschool Teachers in Nanning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ZENG L ing�juan( 100)

Guangx i Teachers Co llege, G uangx iNann ing 530023, China

Abstract: R esults from the questionna ire g iven to the 127 preschoo l teachers in N anning on the ir sense o f

w e llbeing show that the preschoo l teachers in Nanning have a low er sense of w e llbeing than the ir counterparts in

Dalian, w hich is obv iously reflected by scores of each dim ension of the w ellbeing. M oreover, those w ho have

w orked fo r three to f ive years have a low er sense of w ellbe ing in both physica l andmental hea lth and interpersona l

adaption than o ther teachers. The sense of w ellbe ing o f the teachers w ith on ly a three�year co llege d ip loma is

obv iously low er than that o f o ther teachersw ith co llege deg rees in interpersona l adapt ion, self�acceptance and se lf�
deve lopmen.t And the incomes a lso affect the experience o f the self�acceptance o f preschoo l teachers in Nann ing.

The one whose income is less than 800RMB has a low er sense of w ellbe ing.

Key words: preschoo l teacher; w e llbeing; invest igation

160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9年第 1期 (总第 6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