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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20世纪80年代第二代认识科学革命以来，具身认知已经成为认知科学经典理论之一。以具身认知为代

表的第二代认知科学范式，其主张强调身体在认知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对于具身认知的讨论，最初仅仅

是哲学领域有关身心关系问题的形而上学的思考，随后其开始成为心理学中的一种理论思维并逐步进入

实验心理学领域。如今ERP、fMRI等认知神经科学的手段在具身认知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使用。具身认

知研究成为心理学和认知科学中的一股汹涌澎湃的实证研究思潮。文章对近些年来的具身认知发展过程

进行简要梳理，并对发展过程中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简要阐述。 
 

关键词 

具身认知，概念隐喻，拥有感，镜像神经元，生成认知 

 
 

The Review of Progress in Embodied  
Cognition Research 

Siwei Chen 
School of Psycholog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Received: Dec. 4th, 2023; accepted: Jan. 23rd, 2024; published: Jan. 30th, 2024 

 
 

 
Abstract 
Since the second-generation cognitive science revolution in the 1980s, embodied cognition has be-
come one of the classical theories of cognitive science. Embodied cognition is a second-generation 
cognitive science paradigm whose claims emphasize the important role played by the body in cogni-
tion. The discussion of embodied cognition was initially a metaphysical reflection on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mind and body in philosophy, and then it started to become a theoretical thinking in 
psychology and gradually entered the field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Nowadays, cognitive n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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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cience tools such as ERP and fMRI are widely used in the study of embodied cognition. The study 
of embodied cognition has become a surging trend of empirical research in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The article briefly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embodied cognition in recent 
years and briefly describes the research results achieved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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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探索人们如何认知这个世界的演进过程中，第一代的认知科学认为，人们是通过类似于计算机加

工的方式来认知这个世界的，其研究范式核心是表征计算。然而，由于认知科学不断的发展，表征计算

的局限性逐渐开始显露，其理论核心对于研究中遇到的问题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因此开始被一些

研究者们怀疑和抨击(叶浩生，2020)。传统认知科学中的认知心理学和联结主义心理学，以计算隐喻为核

心假设，无法克服“离身心智”(disembodied mind)的根本缺陷，因此难以推动当代认知心理学面临新的

范型转变(李其维，2008)。为了推动认知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研究者们开始尝试探索新的道路，试图弥补

第一代认知科学的局限，第二代认知科学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其以具身性和情境性为重要特征，强

调个体的身体和环境对认知的影响，认为当下身体和环境的交互共同塑造和影响人们的认知(陈巍，2021)。
虽然具身认知以认知科学革命者的角色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但其自身仍处于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阶

段，因此研究者们也对具身认知持有不同的立场。为了更好区分不同立场之间的差别，Clark (1999)将具

身认知分为朴素具身化和激进具身化两种观点，前者强调感知和动作的模拟，而后者则认为身体和环境

是认知的本质组成部分，认知不仅仅是大脑内部的事务，还与外部的身体和环境互动紧密相连。二者虽

然存在差别，但其共同点强调“对心灵的研究必须将其放入客观身体与环境交互作用的背景中去”(陈波

等，2010)，都认可了认知主体和环境背景对认知活动的影响。具身认知作为新兴研究领域正在蓬勃发展，

尽管在发展过程中遇到许多曲折，但仍有许多研究者投身于该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将简要阐

述具身认知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领域内的成果，以更好地把握具身认知的发展脉络及其未来发展方向。 

2. 具身认知的理论基础 

在具身认知的理论发展过程中，虽然相关的理论都认可身体和环境的交互对认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但在一些观点上，不同的理论存在些许差异，具身认知的理论基础以“概念隐喻理论”(Cognitive Metaphor 
Theory, CMT)和“知觉符号理论”(Perceptual Symbol Systems, PSS)为主。接下来本节将对这两个理论进

行阐述。 
作为具身认知最重要的理论之一，概念隐喻理论由Lakoff和 Johnson于1999年提出(Lakoff & Johnson, 

1999)，该理论认为，人们借助一些简单具体的概念(被称作为始源域)来表征复杂抽象的概念(被称为目标

域)，从而形成抽象思维。该理论强调抽象概念的形成源于对具体概念的感知觉体验，认为隐喻不仅仅是

语言层面上的一种修辞手法，同时也是一种存在于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和思考的通用的认知机制。作为具

身认知的基本理论之一，概念隐喻理论对包括哲学和心理学在内的诸多学科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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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理论只局限于单一感知觉和认知的关系，无法解释多通道感知觉整合对于抽象概念的理解，并且该

理论认为感知觉对抽象概念的映射是单向的，这与诸多研究发现的隐喻存在双向性的事实并不相符(徐紫

颖等，2022；易仲怡等，2018；张潮等，2019；郑皓元等，2017)，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研究者们为了更好的解释具身认知的一些现象，基于概念隐喻理论提出了知觉符号理论(Barsalou, 

1999)，该理论强调了知觉和认知的紧密联系，认为我们使用基于对感官经验的模拟来构建的感觉和知觉

的符号系统从而实现复杂的认知过程，并且认为感知和运动系统的密切关系，符号的模拟不仅包括感觉

经验，还包括与身体动作相关的运动经验。这些感知觉运动经验构成了认知的符号，因此符号是动态且

模糊的，会随着经验的变化而变化，并且能够依据上下文和任务的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同时，知觉符

号理论认为认知符号是多模态的，涉及包括如视觉、听觉、触觉在内的多个感觉通道，这种多模态性有

助于形成更为丰富和全面的认知表征。知觉符号理论将具身性与情境性集于一身，更加贴近人们认知的

实际过程(张绣蕊，魏屹东，2021)，它强调感知觉运动经验在认知中的重要性，对解释人们如何理解和适

应复杂的环境和世界提供了新的框架。 
知觉符号理论与概念隐喻理论虽然都是具身认知的理论基础，但二者所处的立场却有所不同。概念

隐喻理论本质上是对第一代认知科学的调整和修正，属于朴素具身化(也称之为“弱具身”)的观点，而知

觉符号理论则完全抛弃了第一代认知科学中的表征计算的框架，认为身体才是认知的本质内容和形式，

属于激进具身化(也称之为“强具身”)的观点(李子健等，2018)。虽然所持的观点有所差别，但概念隐喻

理论和知觉符号理论都支持了具身认知的核心观点，对于推动具身认知的进一步发展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和作用。。 

3. 概念隐喻与认知 

具身认知的核心主张认为，认知不只是大脑的功能结构，其本质还包括身体的参与和环境的互动，

人们通过身体与环境的互动过程来获得运动感知经验，这是人们形成对具体事物认知的根本。而人类除

了对具体事物的感知以外，还建构了对抽象概念和思想的认知、思考和表达。那么，人们是如何借助感

知运动经验来去理解抽象的概念和思想呢？概念隐喻理论和知觉符号理论对此给出了相应的解释(详见

上一节)，例如，我们可能会使用关于空间、感觉和运动的概念来理解时间、情感和抽象概念，这种概念

之间的类比和映射反映了认知中的隐喻过程。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发现诸如“我的情绪高涨/低落”的空间隐喻、“他们的感情很火热/冷淡”

的温度隐喻、“小明的心情十分沉重/轻快”的重感隐喻、“小强的态度很强硬/柔和”的触感隐喻等。在

研究者们的不断努力下，概念隐喻的相关研究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在空间隐喻方面，Lakoff 和 Johnson 
(2003)认为，空间经验是人类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身体与环境的交互获得的最直接经验之一，因此在所有隐

喻类型中，空间隐喻在人类认知和抽象概念系统的形成中具有关键地位。研究发现了包括空间距离和方

位维度影响时间知觉(Casasanto & Boroditsky, 2008; 何听雨等，2020)、空间体验影响词汇主观评价(Meier 
& Robinson, 2004)以及权力概念(周帆等，2022)的空间隐喻和道德概念的空间隐喻(张亚慧，鲁忠义，2019)
等，这表明的空间隐喻具有心理现实性。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人们在处理空间方位刺激和处理权力相关

的抽象概念时在同一脑区出现了脑电频率变化的一致性(Zanolie et al., 2012)，这一发现为空间隐喻表征提

供了更加直接的实验证据。在温度隐喻方面，研究发现冷热感觉会产生“热触感–热情”、“冷触感–

冷淡”的隐喻联结(Williams & Bargh, 2008)，并且，当人们在身体物理层面感受到寒冷时，会倾向于去寻

找心理上温暖的感觉(Hong & Sun, 2012)，同样的，当人们感受到心灵层面的温暖时，也会影响人们对环

境温度的感知(朱海燕等，2018)。此外，研究还发现人们在体验到冷热感觉时的脑区激活和体验到人际信

任时脑区激活是相同的，说明冷热感觉还会影响人们的人际信任感(Kang et al., 2011)。这些研究充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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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冷热的知觉同时存在于身体的物理层面和意识的知觉认知层面。触感隐喻在我们的日常认知中同样十

分普遍。与空间经验一样，触觉经验属于身体与环境交互最直接的经验之一。研究发现触觉体验会影响

个体对他人性格的看法，包括“硬触觉–他人性格强硬/严格/稳重”的隐喻联结(Ackerman et al., 2010)，
软硬触觉经验影响人们的性别角色认知(易仲怡等，2018)等。这些研究为概念隐喻的基本假设提供了大量

实证支持。 
如今，概念隐喻的相关研究已经在认知科学、语言学和心理学等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研究

者们也在进一步探索，诸如结合认知神经科学以更加直观的了解概念隐喻的神经机制，通过跨文化研究

探索文化背景如何塑造不同的隐喻等。 

4. 拥有感相关研究 

拥有感(sense of ownership)是目前具身认知研究的一个热门主题，它是指个体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及其

运动，或者个体作为运动的主体的前反思经验或感觉(Gallagher, 2000)。相关研究涉及到理解个体如何感

知、识别并掌握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以及这种主体性感知是如何由神经和认知机制调控的，换句话说，

身体的自我感知和识别是拥有感研究基本的核心问题(张静，陈巍，2020)。 
早期关于拥有感的研究，都基于身体自我的内部表征是相对稳定的假设，采用的范式包括镜像自我

识别测试和掩蔽启动任务等。然而橡胶手错觉(rubber hand illusion，RHI)的出现，却打破了这一假设，使

得身体的自我感知和识别究竟是如何建立与更新这一话题再度成为认知科学的热门关注点(Riemer et al., 
2015; Zhang et al., 2015)。橡胶手错觉的发现，源于 1998 年 Nature 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其通过在实验

中操纵视觉和触觉信息(具体操作是，将被试的真实手放置于视线之外使其只能看见橡胶手，并且使用刷

子同步轻刷真实手和橡胶手)，研究者能够观察被试如何认知橡胶手，并在某种程度上将其“拥有”为自

己的手(Botvinick & Cohen, 1998)。而后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多感官刺激的同步性有助于促成自我与他人

之间的融合(Paladino et al., 2010)，当视觉和触觉信息处在一种统一的状态时，中枢神经就会整合这种多

感官刺激，进而将外部对象(橡胶手)识别为自身身体的一部分(Haans et al., 2012)，并且，由于橡胶手错觉

与个体的视觉信息判断有关，因此错觉产生的强度与橡胶手和真实手的相似程度有关系，当橡胶手与真

实手的差别越大时，错觉也更加难以形成(de Vignemont et al., 2006)。橡胶手错觉的出现，使得拥有感的

研究热点开始聚焦于人们为什么会对原本不是自己身体一部分的外部事物产生错觉。关于橡胶手错觉产

生的机制，目前主要从两种加工方式进行解读：自下而上的匹配和自上而下的匹配。前者主要观点是这

种错觉来源于被试对于视觉刺激(橡胶手与真手的相似性)和触觉刺激(橡胶手和真实手轻刷的同步程度)
加工的一致性，由认知系统进行整合形成了橡胶手错觉(赵佩琼等，2019)；而后者则认为，除了视觉和触

觉的一致性，橡胶手在被试心中的预存特点(包括形状、位置的相似性与合理性)才是橡胶手错觉形成的原

因。此外，还有学者提出了诸如身体模型(body-model，认为我们的身体和其它感知系统在塑造和影响我

们的认知和思维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的假说(Tsakiris, 2010)、个人边缘空间(peri-personal space，指个

体能够感知到的周围的一个虚拟空间，其具有一定的边界，对于这个空间的感知与身体的感知和运动密

切相关)的解释(Makin et al., 2008)等。在神经机制研究方面，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研究发现，腹侧前

运动皮层、顶叶和小脑血氧水平等脑区的活动与橡胶手错觉的产生有关，这些区域在整合感觉信息、执

行运动、维持空间感知等方面发挥作用(Bekrater-Bodmann et al., 2012; Ehrsson et al., 2004)。来自神经生物

学的证据也呼应了身体模型假说强调大脑中多个区域(包括腹侧前额皮质、顶叶、小脑等)的协同工作对于

橡胶手错觉产生的具有重要性的观点。 
拥有感相关的研究为我们深入了解感知、认知和神经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独特的窗口，对于

我们揭开人类大脑如何认知自我的机制以及针对神经康复方面的心理临床应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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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陈巍，2020)。 

5. 镜像神经元研究 

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s)最早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由意大利帕尔马大学的神经科学家

Rizzolatti 发现(Rizzolatti & Craighero, 2004)。研究最初是以恒河猴为对象，发现了其脑内的一类神经元在

模仿观察和执行目标动作时产生神经信号，就像是大脑中的一面镜子一样“映照”了其他的个体活动，

因此，这类神经元称之为镜像神经元。这类神经元分布在腹侧前运动皮层区的 F5 区、FP 区和顶下小叶

中，后来的研究也发现了人脑的对应位置(包括顶下小叶和额下回等脑区)也存在这种神奇的镜像神经元系

统，并且相对于猴脑更加的完善和发达，在人类进行模拟、共情、意图共鸣与言语理解过程中有着重要

作用(Molenberghs et al., 2012)。 
随后，研究者们展开了大量研究，发现镜像神经元的激活模式和程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具有可塑

性，这种可塑性与观察到的动作经验是否丰富有着密切的关系(Aglioti et al., 2008; Ferrari et al., 2005)。镜

像神经元的这种可塑性特点使得学者们对镜像神经元展开了激烈的探讨，其中以基因假说与联想假说最

具有代表性。支持基因假说的研究者认为，镜像神经元是在进化过程被进化选择的得以留存的神经元，

是我们能够去识别、理解和模仿他人动作的神经机制(Iacoboni, 2009)，其最大的作用就是识别和理解动作，

因此，在我们观察某一动作时，大脑就会使用这套系统来去理解该动作，对应的脑区也就在这时激活了 
(Ferrari et al., 2013; Rizzolatti & Craighero, 2004)。与基因假说不同，联想假说的支持者认为，镜像神经元

是一种通过感觉运动学习而形成的神经激活模式，并非是在进化过程中选择出来的专门用以识别和理解

动作的神经元，其并非是属于一种特异性的系统(Cook et al., 2014; Heyes, 2010)。在一项关于镜像神经元

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人们在观察他人做出动作时，肌电图记录到了自身相同部位的明显的神经生理反

应(Ruggiero &Catmur, 2018)。研究者们还使用经颅磁技术(TMS)探测负责动作脑区的皮层，发现无论是在

想象动作还是执行动作时，这些脑区的皮层皆被激活(Lebon et al., 2019)。这些研究都佐证了镜像神经元

在参与他人行动的认知和理解过程中的作用。 
镜像神经元的发现对于具身认知乃至整个心理学的意义都是重大的，甚至于在 2000 年，印度裔美国

心理学家 Ramachandran 曾大胆地断言：镜像神经元之于心理学，犹如 DNA 之于生物学。 

6. 生成认知 

生成(enacted)认知作为具身认知思潮的一种新取向，因为其持有强烈反对表征和计算主义的激进观

点，被认为是具身认知观点发展过程中的最为激进的一种取向(谢子燊，叶浩生，2019)。它强调认知过程

不仅仅局限在大脑中，而是与身体动作和外部环境的互动密切相关。生成认知理论主张，认知不仅是被

动地接收和处理信息，而是通过主动的身体参与和与环境的互动来建构和塑造。持有生成认知观点的学

者认为，认知不是通过精确的心理表征“恢复”世界，而是通过知觉引导的行动“生成”或“造就”一

个自己的世界(叶浩生等，2019)。近年来，生成认知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在研究者们的努力下，相

关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研究发现被试在双眼蒙上后，可以通过更加积极的身体探索活动来提

升找寻目标物的有效率(Lebon et al., 2019)，这说明知觉与行动两者紧密交融在一起，在个体认知世界的

过程中共同发生作用。在另外一项相关的实验研究中发现，相较于没有经历流畅身体运动的个体，那些

经历过这种体验的个体的社会分类思维会更加灵活，刻板印象的产生也有所减少(Slepian et al., 2014)，这

说明人们的高级认知过程也会受到身体运动经验的影响，大脑并非是认知产生的唯一地点，认知同样产

生于人们的运动当中。这些研究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身体经验和环境对认知过程的塑造如此重要。 
生成认知作为一种新的取向，虽然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它强调认知过程与身体动作和外部环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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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紧密互动，提出了一种将认知视为在实践中构建和演化的理论框架，然而，这一理论在发展过程中也

面临着传统认知科学的挑战(陈巍，郭本禹，2014)。诸如生成认知相关的研究只是提供了一种整体性的框

架，并未能有效整合相关的具体理论，可能面临着被统合或消解的风险(张铁山，2023)。并且，由于强调

身体参与和实际经验，生成认知理论的操作化(将理论转化为具体实践和实验)仍存在一些挑战，测量和操

作化这种理论可能需要复杂的方法和工具。总体而言，生成认知理论为理解认知过程提供了有价值的观

点，但作为一种新的思潮，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演化和完善(武建峰，2017)。 

7. 结语 

具身认知不仅仅是认知科学的一次革命，其研究对于社会发展同样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概念隐喻

研究能让人们更好地深入理解人类认知、感知和行为是如何与身体互动的，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

和更加灵活地适应这个世界，并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语言中的隐喻结构，这对于语言翻译、表达、

沟通理解以及教育教学设计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拥有感相关的研究对于我们如何建立身体的自我感

知和识别有重要作用。例如，拥有感可以帮助肢体残障人士更好地适应假肢，促进康复过程，同时还能

够促进康复装置和运动控制设备的设计有效性。此外，拥有感对于提升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的
用户体验也有着巨大的帮助；镜像神经元相关研究则是注重于动作的理解和执行，在教育、运动康复、

自闭症和社交认知障碍的心理治疗等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为认知科学新取向的具身认知，其相关

研究在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人类认知和行为的同时，也为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实际的指导和应用

价值。 
具身认知作为认知科学的新兴领域，从理论探讨直至实证研究，一直在稳步地发展，至今仍具有深

远的发展空间和长足的学术潜力。在我国，致力于具身认知领域的研究人员越来越多，在涉及学科领域

部分表现为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态势，并较之国外的研究出现了一定的跨文化研究现象。其中，心理学研

究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总体而言，具身认知研究在理论探究的基础上更加广泛地开展于实证研究中，

今后的研究方向也将是在对于理论进行验证的基础上，结合神经科学技术，深入挖掘具身认知领域的理

论价值及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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