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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第二代认知科学的代表理论之一，具身认知理论的兴起被认为是认知科学的一次革命。简而言

之，第一代认知科学与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区别在于对认知的本质理解。具身认知理论反对第一代认知科

学中大脑控制身体、大脑产生认知的观点，从而提出与之相反的身心一体、身体塑造认知的观点。不管

是从身心关系的辨析角度，还是从认知机制的研究角度来说，具身认知理论的研究具备着十分高的创新

性与价值，不仅对心理学研究有着“范式革命”的意义，而且改变着人类对“智能”的看法，影响到人

工智能等新兴学科的发展。叶浩生先生所编的《具身认知——原理与应用》一书，共有 17 章，其中既包

括具身认知理论从兴起至今 20 余年来的理论发展与研究，亦有结合中国文化背景的理论研究和行为实验

研究，甚至涉及认知神经机制研究。无可否认，此书是国内首部如此全面而深入研究具身认知理论原理

及其应用的学术专著。通过《具身认知——原理与应用》一书，读者们可从学术立场上深刻地认识到身

体与心智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了解何为身心的合一。 

2. 从历史与哲学的视角看具身认知 

具身认知理论有着深厚的哲学背景，其中对具身认知理论产生最大影响的是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

梅洛庞蒂将身体感知经验与认知几乎画上了等号，提出了“具身的主体性”(embodied subjectivity)的概念，

如他在《知觉现象学》中所描述：“由于客观身体的起源只不过是物体的构成中的一个因素，所以身体

在退出客观世界时，拉动了把身体和它的周围环境联系在一起的意向之线，并最终将向我们揭示有感觉

能力的主体和被感知的世界”。《具身认知——原理与应用》作为一本认知心理学教材，对具身认知理

论的哲学背景的论述没有独立成章，而是主要贯穿在第一部分的《具身认知思潮的兴起》和第二部分的

《具身认知的原理研究》中。第一部分《具身认知思潮的兴起》包括两个章节，分别是《心理学与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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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传统与现代取向》和《具身认知思潮的兴起》，此部分的视角更集中在历史学，不仅从心理学史的

发展中反思经典认知心理学的局限，更是十分生动地向读者展现了具身认知理论的由来，也使读者对具

身认知理论的兴起有更深刻的理解。 
如同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对整个哲学界带来的巨大影响，具身认知理论也对整个认知科学界带来

了巨大的影响。为何具身认知理论对整个认知科学界有如此大的影响，此问题的解答既需结合具身认知

理论内部的哲学思想，亦需紧靠着第一代认知科学的困境分析，而《具身认知——原理与应用》的第一

部分全面解答了此问题。此外，具身认知理论与其哲学性、历史性特征之间的关系并不只是理论主体与

学科视角，而是它的哲学性、历史性塑造了具身认知理论，使其成为它所该有的样子。如同书中 p.59 中

对具身研究意义的总结：“从理论层面来说，具身研究也具有一种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意义。从‘具身’

的视角来看，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并非世界的‘映像’，而是身体构造和身体感觉–运动系统塑造出来

的。” 
理解其哲学思想是深入认识具身认知理论的必须途径之一，而知觉现象学又是以晦涩难懂闻名的哲

学流派之一，但是在《具身认知——原理与应用》的第二部分《具身认知的原理研究》中以 10 个章节的

篇幅来帮助作者透彻地理解何为“具身”。另一方面，随着其兴起，具身认知理论已发展出几个理论分

支，而且几个分支也产生了内部争议。在第二部分，该书始终有效地结合历史发展、哲学思想去分析了

具身认知理论的内部争议，如第三章《“具身”的涵义及其争论》。接下来的第四章《心智的具身特征》、

第五章《认知与身体的互动和交融》、第六章《镜像神经元与心智的具身性》、第十章《具身认知视角

下的概念隐喻研究》则是在前文全面分析了具身认知理论的背景和兴起之后，重点结合最新的研究进展

对具身认知理论的核心概念做理论辨析。 

3. 从行为与神经机制的视角看具身认知 

具身认知理论的实验研究正处于从理论验证的基础研究逐渐向跨学科的、社会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

等领域融合和过渡的阶段。此研究现状说明了具身认知理论的不断成熟及其影响力的日益提升。《具身

认知——原理与应用》一书的第三部分《具身认知的实验研究》着重介绍了具身认知的基础实验研究。 
在具身认知理论的发展早期，认知的具身性是一个急需要验证的命题。何为“具身性”？即身体所

感知到的经验，这种经验塑造了我们的认知。概念隐喻理论和具身模拟论是具身认知理论基础研究中使

用最多的两个理论分支。第十一章《隐喻的具身性：来自 ERP 的实验研究》、第十四章的《触觉经验对

认知判断的影响》是在概念隐喻理论的基础上，验证了温暖与寒冷、扩张身体姿势与蜷缩身体姿势、男

女性别刻板印象等具体概念和抽象概念形成的内隐联结。第十二章的《具身认知视角下的心理旋转》、

第十三章的《认知判断中手部动作模拟的 fMRI 研究》则是在具身模拟论的基础上，验证了大脑通过对

身体动作的自动化模拟来快速地进行认知和判断。以上研究从神经活动的时间进程、神经活动的空间区

域观察我们的神经元如何具身性地认知，即提供不同的身体感知经验的刺激时，我们的大脑认知产生了

什么样的变化。而这些研究证据均能有力证明具身认知理论的可靠性。 

4. 从文化与应用的视角看具身认知 

一个认知理论是否发展到相对成熟的阶段除了体现在分支理论的衍生、内部争议之外，还体现在这

个理论对理论提出的文化背景之外的文化兼容性及应用性。《具身认知——原理与应用》的第七章《中

国古代思想中的具身认知观》、第八章的《中国古代哲学的“体知”思想》、第九章《法相唯识学的具

身认知思想》均是论述中国古代思想与哲学和具身认知理论的共同特征。中国古代思想的理论预设是“身

–心–天地”三者合一，这包括了儒家、道家、佛家等重要流派。中国古代思想的身体观和世界观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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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具身认知理论一样有着身心一元论的基本立场，也强调着身体经验的主体性思维的“体知”观。 
随着中国科学的快速发展，现今中国心理学界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宽广，同时很多学者的成果已

是进入到国际前沿水平。然而，聚焦于中国文化心理学与本土心理学的学者队伍依然是小。当中国心理

学的研究队伍在方法学上、前沿领域上已站稳脚步之时，不管是吸收国外理论的精华后结合本土文化，

还是将国外的方法使用于本土的文化与思想后进行心理学研究，《具身认知——原理与应用》一书将是

很好的参考书籍。其中第四部分《具身认知的应用研究》便是在充分考虑中国文化背景的被试群体基本

特征和具身认知理论的文化因素的基础上，使用前沿的研究范式分别对道德概念、幼儿教学、药物成瘾

等三个重要的应用领域进行研究。第十五章《“具身”在道德判断中的应用：道德概念的黑白隐喻表征》

基于具身认知理论中使用最广泛的分支——概念隐喻理论的视角下，使用了 Stroop 效应、道德两难情景、

隐喻一致性等范式去考究中国文化下黑白颜色知觉与道德概念之间的具身隐喻联结。第十六章则是使用

最前沿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工具之一——功能性核磁共振对药物成瘾人群与非药物成瘾人群在观看使用

药物的动作图片等一系列线索刺激时的大脑活动，从而证明了大脑的镜像神经活动在具身认知的过程中

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第十七章《具身视域下幼儿合作行为的教育干预研究》则是在真实的幼儿课堂上进

行具身教学的干预，与对照组进行前后测的对比分析，结果验证了具身性教学对幼儿合作行为的促进作

用。综合以上研究，可让读者清晰地了解到具身认知理论应用研究的方法与社会价值。 
目前具身认知研究已发展至其内部机制的探究，与此同时，具身认知理论与其他认知理论的互相补

充和整合也是热点之一。诚然，对具身认知理论的质疑声音未曾停息，当具身认知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具

身认知理论能解释某些传统认知心理学不能解释的认知过程时，具身认知理论与传统认知心理学的某些

重合之处也无法用具身认知的框架来有效论证其认知过程基于身体感知的影响。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如

同身心一元论中身体与心智的关系，两者之间并未严格地区分为主体和客体，而总是互为主体，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归根到底，具身认知理论依然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仍需学者们不断地探索。《具身认

知——原理与应用》一书体现了对具身认知研究的孜孜不倦，该书将成为鼓励国内对此领域感兴趣的学

者们探索具身认知的最大动力之一。 
 
 
 
 
 

 
 
 
 
 

 

知网检索的两种方式： 

1. 打开知网页面 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WWJD 
下拉列表框选择：[ISSN]，输入期刊 ISSN：2160-7273，即可查询 

2. 打开知网首页 http://cnki.net/ 
左侧“国际文献总库”进入，输入文章标题，即可查询 

投稿请点击：http://www.hanspub.org/Submission.aspx 
期刊邮箱：ap@hanspub.org 

https://doi.org/10.12677/ap.2018.86097
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WWJD
http://cnki.net/
http://www.hanspub.org/Submission.aspx
mailto:ap@hanspub.org

	身体与心智的缠绕——评《具身认知——原理与应用》
	1. 引言
	2. 从历史与哲学的视角看具身认知
	3. 从行为与神经机制的视角看具身认知
	4. 从文化与应用的视角看具身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