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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前沿若干问题的认识论思考

丁　峻1 ,崔　宁2

(1. 杭州师范学院科学哲学研究室 ;2.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 ,浙江 杭州 310012)

摘 　要 : 文章对当代主导学科之一的生命科学前沿领域若干重要的认识论方法论问题 ,进行了哲学形态的区

域辨析与定位聚集 ,得出了一些框架性的新思路。作者从人类大脑的独特性优势结构和抽象功能出发 ,提出了体

现阶段性、位移性、递进性、综合性等新特点的“内在进化动力论”,揭析了脑与基因系统之间的辩证性相互作用机

制 ,论述了意识活动对大脑生理、机体生物学活动及其深微子系统的能动性反作用。这方面的探索 ,有助于充实强

化哲学汲取生命科学前沿成果、构建与时俱进的新知识新材料支撑基础和体现更有效的解释力、更深广超前的预

见力等理性品格与生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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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神经科学和分子生物学为带头学科的生命科学 ,构成

了新世纪的主导学科 ,在近 20 年取得了一批重大的突破性

成果 ,同时开掘映亮了不少极其复杂和困难的主题 ,构成对

人类智力和大科学事业的严峻挑战 ,其中蕴涵着异常而深奥

的重大哲学意义及认识论方法论大转换大重组的发展契机。

从哲学层面整体观照和系统辨识相关的重要问题 ,有利于哲

学与科学的前沿对接协同 ,有益于哲学汲取科学动力、建设

新学科和理论发展 ,有助于深化对相关问题的贯通与整合 ,

形成哲学体现时代理性精神的新的“问题域”、“目标群”、“理

念组”和“学说簇”。

　　一 　认知神经科学中的哲学理论问题

以认知神经科学为前导的当代神经科学 ,旨在探讨神经

系统的代谢和生理活动机制、神经活动与大脑意识活动的关

系、精神发育发展的物质原理和神经系统疾病治疗、精神卫

生等多元一体化内容。其中 ,心身关系、意识现象和脑的智

性进化原理等内容 ,构成哲学对生命世界高级活动规律的反

思主题和观照核心。

神经科学家 W·沃达指出 :“在任何科学中 ,或许没有一

个问题像我们对心理的本质特别是心身之间的关系之好奇

心那样 ,激励我们对知识做这样执著的追求。⋯⋯科学和哲

学界对心理本质所作的说法仍淹没于分歧和不确定之中。

⋯⋯由于概念上和实践上的困难 ,心智的心理生物学不大可

能由于某种单一的论据或概念的发现而被突破。恰恰相反 ,

看来它是未来许多世纪神经科学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这

门科学最后享有的任何成就 ,将是化学家、生理学家、心理学

家、数学家乃至哲学家们合作贡献的结果。诚然 ,哲学的现

代形式的实践者们可能属于最重要的贡献者之列 ,他们扮演

形形色色的资料库的综合者之角色。自然 ,这不是每一位心

理生物学家所追求的角色。另一方面 ,如不成为一名起码的

朴实的哲学家 ,无人能在这个领域从事工作。”[ 1 ]这一论述既

强调了哲学对神经科学突破心身关系的思想贡献价值 ,也提

示生命科学研究应当借取哲学的眼量和抽象能力来逼近客

观对象的本质特性。

(一) 　根据神经科学家沃达等人的观点 ,心身关系之问

题同时成为当代神经科学与哲学关注的核心理论主题之一。

该问题的实质在于 ,心理现象是如何发生的 (例如表象) ? 它

同大脑的生理学结构功能有什么联系 (及如何联系) ? 近现

代以来 ,围绕此问题出现了歧见纷呈、学说层出的热闹境象。

归纳起来 ,大体有下列几种代表性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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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心身同一论。包括“类型同一论”、“标记同一论”、“状

态同一论”、“异态一元论”、“功能一元论”等多种理论 ,还有

“突现主义一元论”。此论认定心理活动与大脑生理结构及

功能是具有因果关系的物质统一体之多样化表现 ,共同遵从

生命物质运动的深层共相规律。

②二元论。诸如实体二元论、相互作用论、心身非等同

论、属性二元论、附现象论等。这类观点强调心理世界与生

理世界的相对独立性、特殊规律性和心身交互作用等内容 ,

认定精神实体与物质实体同时存在的合理性。

③心身平行论。认为心身各自要素的联结方式和被认

知的方式不同 ,在时间空间场中具有一种对应关系、具有相

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函数关系 ;心与身之间存在质的差别 ,

彼此不能转换和重叠 ,不存在因果关系 ,处于并存、平行和不

同的时空回归点与出发点等状态。它包括新平行主义、功能

双置论、域二元论、认识论平行主义、信息差异论、取消主义

和超认知论等见解。[ 2 ]

笔者结合认知神经科学、心理生物学、神经哲学、心理哲

学等方面的研究结果 ,[ 3 ]将心身关系的本质抽象为“表象与

理化信息 (生物电和突触化学反应)之间相互转换”的生成机

制问题 ;由而 (以心理表象为核心内容的) 精神活动同 (以理

化信息为物质功能形态的)大脑实体结构生理活动之间的相

对独立性与相互作用等次级问题 ,则会迎刃而解。这里 ,涉

及到实体功能的生理信息与精神功能的心理信息之构成基

础 ;从物质元素 →细胞器官 →系统结构 →多元功能的生命进

化逻辑来审视 ,物质是能量的本质属性 ,信息则是由物质结

构和能量代谢所催生的高级功能产物。因此 ,按层面极化功

能来看 ,生理信息表达生理功能 ,心理信息则表征心理功能。

心理活动的低阶是本能性的、感受性的生物条件反射 ,这在

一般动物身上也存在 ;其中阶形态是具有中枢本体性分析意

义的知觉意识、功利意识、智谋行为、生理性体验等 ;其高阶

形态可包括人类意识的高级内容 (诸如美感、道德感和理智

感 ,理性思维、创造性想像和审美体验等) ,具超越本能与自

我功利的文化自知自觉、自主自驱、自强自由之特征。

有鉴于此 ,关于心身关系的研究 ,既需要神经科学的深

微实证 ,更需要哲学提炼本义、启动新型的认识论与方法论 ,

为实证研究进行超越表象的深远定位 ,梳理汗牛充栋的实证

资料 ,透视辨析心身关系中的本质层面 ,整合理念、贯通实证

世界 ,由此求得学科交叉之下的立体视域、多元方法和全新

阐释。在这里 ,国内所鲜见的神经哲学、心理哲学等新型研

究 ,应当借此实现学科框架的创构和理论坐标的新树 ,以保

持哲学与时俱进、超越时空的普遍性品格与生机活力 ,对科

学世界提供宏阔的解释力和预见力贡献。否则 ,高科技时代

的科学技术哲学必将失去存在的意义。

(二)意识发生问题。至少从审美意识、理性意识、伦理

意识、创新意识、批判意识等高级层面或文化属性的意识体

验而言 ,人类高于万物而独具此种素赋能力。关于意识发生

的研究 ,涉及到人脑的智性奥秘、内在世界对外在世界的独

特表征、概念逻辑语符的形成机制等一系列复杂问题。

神经科学家 B·立贝特指出 :“意识作为神经科学的一个

关键性概念 ,主要指一种主观的觉察和体验 ,不管它是对内

部或外部环境的感觉体验 ,或是感情和思想的主观体验 ,或

只是觉察到我们存在的自身和这个自身在世界中的存在。

我们自身的内在生命 ,包括感觉体验、感情、思想、随意的选

择和决定等 ,是我们作为人所相当紧要的东西。神经科学的

一个主要的长远目标 ,就是理解意识性体验的神经基础 ;同

时它也是一个哲学的理论问题。一个功能正常的大脑 ,对意

识性体验来说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脑的特殊构造

和某些特定的神经网络模块 ,可能与我们所认为的意识性主

观体验有根本性的联系。刺激脑组织所引起的许多神经元

的反应 ,并不产生任何意识性体验。例如 ,由外周感觉刺激

引起的主诱发电位 ,如不伴有适当的晚发型事件相关电位 ,

则不产生意识性经验。为了引起意识性体验 ,特殊种类和持

续的神经元活动看来是必需的。实验表明 ,特定的大脑激活

需要长达 500 毫秒的时间 ,这是最有趣的神经现象之一。”[ 4 ]

神经科学家们认为 ,伴随快速眼动睡眠的梦觉体验是意识性

的 ,带有在场的分析判断特征及强烈意念驱动的性质。

Dawkins甚至提出了“意识单元”(mems) 的文化遗传/ 自我永

存之观点 ;而科学家初步把前脑理解为人类思想意识的皮层

基地。这都提示了人类意识的高度特殊性、复杂性和神妙变

幻性等特点 ,为科学的研究增加了技术性困难 ,同时为哲学

的抽象透视提供了大展身手的机遇。

①意识的信息本源何在 ? 人脑依加工的信息内容 ,可分

为视听觉感受区、本体感觉区、运动输出区和前脑综合抽象

区 ;依空间结构和文化内容 ,可分为时间型逻辑符号处理区

(左半球) 、空间型情感经验处理区 (右半球) 和虚拟型概念表

象处理区 (前脑) 。它们是生理 ———心理 ———社会文化的整

体化合反应产物。

历史上的唯心主义思想家把意识解释为纯粹的“内部状

态”或“单向有源系统”,将所谓的灵魂作为意识之源 ,意识之

迷仿佛是主体那深奥隐秘的大脑世界“与世隔绝”的自发过

程或遗传结果。“十分明显 ,在‘人的精神’内部寻找意识来

源的所有这些提法都是没有前途的”,美国的一些科学家则

“企图研究先天的东西 (生物学内容) 与后天的东西 (社会文

化内容)的相互关系 ,测量人的意识活动中两种因素的比重 ,

把意识心理的发展解释为社会因素的作用 (借助于学习) 逐

渐增加和生物因素的作用逐渐减少的过程。他们认为 ,意识

心理的发展正是以这两种因素相互关系的量的变化为特征

的。”[ 5 ]而机械论者从还原论的立场出发 ,“把意识归结为初

级的生理过程 ,把意识仅仅看作是大脑活动的产物 ,而不看

作复杂的社会 ———历史发展的产物 ,这也是错误的。⋯⋯认

为存在着人的意识活动的这样一些形态 ,这未必是有根据

的 ;认为有某些意识活动的形态不依赖于在人身上完全保持

其作用的一系列生物学的规律 ,也同样是缺乏根据的。接受

前一种主张 ,就意味着在解释心理的东西的本性时 ,站在简

单化的自然唯物机械论的生物学立场上 ;第二种主张使有意

识的心理过程与脑割裂开来 ,导致对心理的唯心主义理

解。”[ 6 ]对意识发生或来源的考察 ,应当着眼于探索构成意识

内容的种种概念、逻辑方式、审美体验、价值判断和自我观、

42



世界观等要素的来源与性质 ;应当结合大脑的结构优势与顶

级机能及发育过程、进化动力等主体平台要素 ,来做出宏阔

深广的定性分析。否则 ,从现象或意念出发 ,置生命科学前

沿进展和哲学的超越性抽象性透视于不顾 ,势必导致偏颇的

结论。

笔者认为 ,这方面的理论旁证和间接实证是很重要的。

要从哲学上解释意识之源 ,离不开对认知神经科学的前沿理

论和相关的交叉学科之多元实证材料的适度借鉴及合理转

用。第一 ,人脑的新皮质 (尤其是前额叶) 在进化历程中扩展

增量最巨 ,几占大脑皮质 1/ 3 ,提示新皮质的结构受“用进废

退”之机能建构法则制约 ,因日益繁重而复杂的“智力负荷”

作业之反向牵导 ,而发生了结构扩增、体积扩充、神经元数量

及双向联接模式密度增加等新的“人为”改进。神经心理学

也认为 ,智力活动、抽象思维及意识性体验的关键策略与核

心内容 ,都主要由前额叶负责处置。关于复杂智力作业及意

识体验的脑电地形图、脑血流图和耗氧 ———糖代谢曲线研究

的实验结果 ,也显著证实前额叶具有突出的高度活动性特征

与调节全脑各区协同工作 (激活与抑制) 的高动力性、高统摄

性功能 ;最新的意识活动负样本实验证明 :“前额叶损伤患者

因缺乏抑制能力和检测新事物之能力 ,而导致注意力分散

(内环境紊乱) ,注意损伤和时间编码的障碍。这些缺陷综合

起来进而产生一系列问题 ,发生刺激粘着 (行为) 、决策自信

心下降、固执症、计划和组织记忆障碍、新思想产生困难、对

现实和非现实情景的评价障碍。对内外事件的调节 ,使一个

人可以与现实分离 (意识) ,并有可能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

事件做出各种解释。研究指出 ,在神经系统完好无损的人类

被试中 ,这种有意识的评价和调节行为的延时能力依赖于前

额叶皮层。”[ 7 ]

上述理论旁证和间接实证说明 ,前额叶参与决策、目标

导向行为、计划及行为监测等未来性虚拟创造活动 ,即输出

全新的行为模型和世界图景等智性信息。笔者还认为 ,前额

叶以历时空、共时空甚或超时空的灵动驰豫方式 ,发挥对特

定事物及其内在规律的深微发见、命名赋义、概括抽象、解释

预测等表达客观真理的符号模型 (建构) 之功能 ,做出对人类

知识发展的概念性、理论性和思维认知性的独特贡献。所

以 ,考察意识之源须从信息的感知入口端与加工输出端这两

个方位来着眼 ,以避免将意识之原材料与终端产物彼此相混

淆的失误 ,便于从更深微的层面把握人类意识的顶层内容与

本质精华。由前所述 ,大脑的“客体信息接收区”乃视听觉中

枢 ,其“本体信息汇集区”是顶叶 ,其“理念概象信息加工输出

区”则是前额叶 ,中央前区是“运动信息执行区”。因此 ,意识

体验的素材来源由经验信息 (社会实践内容) 、知识信息 (文

化习得内容)和情感信息 (主体价值信息) 构成 ;意识体验的

终端结果来源于主体意向性 (行为目标信息) 、概念逻辑理性

(工具信息) 、美感判断力 (态度标准信息) 、创造性想像 (规律

解释性与情景预测性、行为战略性信息) 等顶级统合性活动。

不难看出 ,意识的发生与形成是多元性、多层级、多位相和极

其复杂精妙的全息过程。有关的研究将会持续深化 ,并且没

有止境 !

另外 ,根据神经心理学的信息论和系统论分析 ,大脑功

能从低层和亚系统向高层和整体系统演进递升的时空过程

中 ,出现了“功能盈余”现象。这是还原论最头痛的问题 ,也

是整体论最重要但缺少阐释的内容所在。笔者运用“中介层

递增量模型法”进行了计算机模拟和脑成像观测 ,发现“功能

盈余”现象来源于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及时空信息叠加

效应 ;从中可推测前额叶参与其它脑区及亚结构的信息生成

或内外信息融合模式 ,体现了前额叶在认知信息加工、经验

整合及生成新信息方面的能动性制导性作用。由于迄今神

经科学家和哲学家尚未深及“功能盈余”现象及大脑心理各

层级相互作用机制 ,从而产生了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困难 ,

无力深入批判扬弃还原论并发展充实整体论 ,影响了对心身

关系和意识本质的创新探索。

②意识发展的进化动力与时空位相。既然意识活动是

多层次、多阶段和多元化的生命进化结果 ,它必然体现出相

关的发展机制 :内外动力性、时间阶段性、空间构造性和不断

变化与调适的可塑性等机理。关于意识心理发展的进化动

力问题 ,涉及到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自然选择”原理 (优胜

劣汰) ,近代自然哲学家和生物进化论著名转型人物 E. 海克

尔的“人类意识的遗传相对性与认知进化论”[ 8 ] ,现代生物进

化认识论代表洛伦兹和雷德尔的“认知机制天赋论”、“环境

文化塑造认识器官论”,发生心理学家皮亚杰关于“认知能力

———意识能力 (表现型)”是遗传因素、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

和“表象 ———概念”产物之分析 ,哲学家马赫抱持“思想知识

是人类进化的重要推动力”之见解 ,皮尔逊关于“意识是生命

进化的复杂形态和人类在自然选择中形成的最佳适应外部

条件的生命能力”之论 ,波普的“知识竞争 ———精神选择”进

化观 ,坎贝尔对个体知识与意识能力发展的“试错训练 ———

内外选择”式进化机制的深微阐释 ,M. 沃尔曼斯 (1995) 关于

“意识与物质世界的新关系”(即经验世界和实体活动在结构

与功能上的“场分离性”,意识内容的多元重构性及意识发展

的“等功异态性”) [ 9 ] ,等等。

笔者近些年的研究[ 3 ]认为 :人类漫长而复杂的进化过

程 ,包括了从被动适应环境变化、无意识服从自然选择法则

的“外部驱动性进化”(以机体四肢的“用进废退”式进化为

主 ,体现了功能牵导结构发展的内在动力端睨) ,到主动改变

环境、有意识地发挥心智优势和进行“精神选择”,导致大脑

心理结构功能优化升进的“内在动力性进化”(以神经系统和

心理能质的功能提升、结构精密灵敏化塑造之心智能动“下

行性调节”进化方式为主) 。其间 ,人类生命的进化体现了

“择优观”(全力发展大脑心智和知识系统 ,减弱对机体四肢

的生物学进化投入) 和“优势动力”原则 (以先进的观念意识

和心智能力推动大脑与行为的结构性“用进废退”之定向进

化历程 ,不断提升思维水平、观念视域、想像力、审美能力、逻

辑能力、文化表达交流演示能力、艺术创作和技术操作能力 ,

等等) [ 10 ] 。具体表现为人脑新皮质最庞大的扩展体积 ,前额

叶发育时间最长 (胚胎期至中青年阶段 ;其心理成熟则贯穿

中老年时期) ,对理性思维和文化意识的贡献最大 ,前脑吸收

化用的哲理内容、美学精神、理念策略和前瞻预测等先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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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不断驱动主体大脑与机体行为发生结构优化升级、加速

高效优质地摄取知识经验并加工转化为精神产品和实践产

物。所以 ,前额叶成为推动人类生命进化的新型“内在动力”

和“文化皮质”,充任了将进化平台从外部世界移入内部世界

的“条件转换器”或“智性杠杆”。这也同道金斯的意识性进

化单元 mems 不谋而合、异曲同工。

至于意识发展的时空位相、序列分布等情形 ,可作为神

经哲学、心理哲学未来深入考察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方面的

系统辨识与精微论证 ,可以在更为宏阔高远的层面凸现心智

演进、开发潜能特质和塑造卓越人格与创造性能力等方面的

深层机理 ,对于多种领域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应用事业均有裨

益。需要指出 ,一是前额叶在意识活动中常常呈现出时间超

前的“预期电位”,但真正激活则发生于刺激活动 500 毫秒之

后 ;二是安静时前额叶比其它脑区具有更高水平的自发电位

活动 ,提示了大脑面向主体自身 (内在信源系统) 的“自发思

维”之神经电生理学指标 ,从另一侧面显露了意识活动的相

对独立性和时空超越性特点 ;三是β- 2 节律的总能量、δ-

节律的总能量、P300 波和 P400 波等脑电指标 ,与前额叶的

复杂智力活动及高深意识体验具有独特而显著的正相关标

志性联系 ;四是前额叶向所有其它脑区均发出最密集的投射

纤维 (且这种交互式连接在联合区最密集) ,这种下行性输出

可以显著影响大脑的感知觉活动与认知模式、感觉输出内

容 ,增加理性内容与抽象思维对感知觉活动的能动性引导作

用 ,从而在源头调节大脑的信息集成模块和加工路线 ,具有

深刻的认识论意义。因此 ,上述闪光点可以资作探索意识发

展的有益资料 ,结合胚胎期神经系统发育的“敏感期”和大脑

皮质发育的“生长迸发期”等源头特点 ,联系青少年时期前脑

皮层电位 (进入功能发育阶段)与感觉皮层电位 (进入功能成

熟期)的“双向互动”刺激耦联现象、从视听觉体觉到前脑

(“文化叶”、“理念中枢”)的次第性时空成熟梯度 (功能构造)

等早期发展模式 ,来深入认知交叉视域背景下的大脑意识之

“来龙去脉”。

③什么是精神的对应物 ? 著名心理生物学家 C. 布拉克

莫尔指出 :“现在已经清楚的是 ,化学和物理学不是心理生物

学的基础科学 ,而是技术学科。相反 ,连接脑和精神的关键

词是组织或不太严格意义上的信息 ,关键的分析水平是神经

网络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信号涨落水平。相互作用的神经

单位数目巨大 ,实际上不可计算 ;而心理生物学所信服的哲

学法则 ———神经还原论的效力 ,也值得怀疑 !”笔者认为 ,应

当结合大脑的“功能盈余函数”现象 ,运用“中介层递增量模

型”方法 ,来开展多学科 (哲学、心理生物学、认知神经科学、

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等) 的立体研究 ,辅以脑电地形图、神

经成像方法、计算机模拟仿真技术等 ,在合理的认识论指导

下和方法论协同下 ,深微揭析精神心理意识体验的大脑本质

对应物。在这方面 ,目前亟缺理论创新、方法创用和认识论

框架拓展 ,需要首先建立适宜的新型认识路线。

二 　心理生物学与神经行为遗传学中的

认识论问题

　　人的行为遗传与心理世界 ,是密切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

两大领域。在 20 世纪之前 ,学术界以心理学和遗传学来涵

纳这两大对象 ,研究其发展规律和内在机制。20 世纪末期 ,

随着神经科学的崛起和一系列新兴交叉学科的问世 ,心理学

也诞生了很多交叉性分支 (如认知心理学) ;行为研究领域也

演化出行为神经科学、行为医学、行为遗传学等交叉性学科 ,

强化了从心身互动、遗传 - 环境 - 大脑相互作用的层面深入

透视行为规律的隐深动力之倾向。这里 ,笔者使用行为心理

生物学和神经行为遗传学这一对组合性名称 ,来引发讨论相

关的交联性问题和跨界性现象。

在行为神经科学、行为心理生物学和神经行为遗传学的

当代互渗互补性演进中 ,伴随学科界限的模糊化、概念思路

和立体重构化和多元资料分析方法的整合化趋势 ,也出现了

若干重要的思想方法论问题 ———这些问题与该领域呈现的

新现象、新矛盾和新特点纠缠一体、相映成趣 ,令人耳目一新

又眼花缭乱 ! 由此 ,需要从哲学层面选取提炼代表性问题 ,

加以宏阔审视和深幽洞察 ,来造益于该领域哲学思想的发展

和科学探索的理性化高效化进步。

(一) 　表象运动的行为效应 ———即心理活动影响机体

行为与素质结构的典型问题。1992 年 ,哈佛大学心理学家

S. M. 科斯林在其专擅的心理表象研究基础上 ,发表了关于

自由空间与坐标空间的心理行为转换之计算机模拟成

果 : [ 11 ]那些经过与航空内容有关的“心理表象旋转”自我训

练 (内在演练、想像性情境) 的飞行员学生 ,能够比未经此种

表象训练者拥有更好的标准空间关系判断能力 ,并且其“想

像性操移物体”的训练导致了实际上相应肢体的功能性改

善 :握持力增加、灵敏熟练性增强。未经“想像性操移物体”

之较长期训练者 ,其上述行为实践能力未得到改善。1994

年 ,笔者在荷兰出版的论著[ 12 ]中 ,讨论了芭蕾舞学生、歌唱

演员和钢琴学生经过“运动表象”(机体、发声器官、手指运

动)想像性训练后 ,其实际表演中的空间表现能力较训练前

及未训练者有显著性提高 ;且在这种内在训练过程中 (静止

体态)其相应肢体、器官和手指的血流量及神经活动电位显

著升至阈值水平以上。

这方面揭示的意识心理对机体行为的深刻影响 ,为从哲

学上阐释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心理操作与实践行为之

间的相互作用新机制、新效应提供了认识论新对象 ,也对发

展完善行为科学与心理科学的思想方法论开辟了新的问题

域和研究路径 ,应当进行更深微的探索。

(二) 　心理功能对生理结构的能动性反作用及行为遗

传的“获得性”问题。生命机体的显著特征之一 ,就是于其具

有自组织、自调节、自适应的内在应变能力 ;在人类而言 ,这

涉及到主观能动性和功能对结构的反作用问题。然而 ,哲

学、心理学、神经科学和遗传学在这方面尚缺少深入的探索 ,

处于未开垦的“黑箱”状态。从理解精神心理活动何以影响

机体结构与状态、如何促进大脑优化发展、保持身心健康和

开发心智潜能等深广背景来观照 ,关于此问题的哲学、心理

学、行为神经科学、行为遗传学之研究 ,无疑具有突出的理论

价值和应用意义。纵观现当代学界对上述问题的探索状况 ,

笔者感到 ,这片多学科纵横交叉与接壤的地带仍然缺少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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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通与立体整合的新颖学说及实证发掘 ,遂成为知识领域的

一个“暗角”或“黑箱”,并进而影响到生命科学和哲学对人类

行为、大脑调节机制和相关效应的整体性深幽性认识。哲

学、心理学、神经科学、遗传学和医学等 ,应当对该领域进行

协同研究 ,界定问题域 ,发展深化新的理论与实验方法 ,以期

与生命进化的步阵和科学实验的前沿会师 !

自然辩证法认为 :结构是各种物质形态的普遍属性 ,是

事物各种要素的内在联系与组织方式 ;结构是相对稳定的 ,

功能则是易于变化的 ;物质的结构决定其功能 ,功能对结构

又有反作用。结构合理才能发挥正常功能 ,功能又不是消极

被动的 ,可以通过反作用来影响结构的存在和变化。[ 13 ] 但

是 ,功能究竟通过何种具体深微的方式来对结构施加能动性

反作用 ? 其意义何在 ? 则不得而知。在达尔文之前 ,拉马克

通过研究长颈鹿脖项的功能性伸展而带动结构性扩张、经长

期的累积性渐变而达到基因型的遗传突变并遗传给后代之

事实 ,提出了著名的“用进废退”学说与“获得性遗传”理论。

但是 ,后来的生物进化论从自然选择观出发 ,否定了“获得性

遗传”说。然而“自然选择”只解释了优胜劣汰的外部原因 ,

却无法说明生物的优胜特征何以发生、能动适应环境后何以

调整重建等内在机制。这个质疑点和空白点为今后的生命

科学挑战进化奥秘提供了宝贵契机 ,同时需要先进的哲学思

想方法论从整体水平和宏观层面来开辟认识路径 ,蕴涵着进

化论在哲学层面的突破性契机。

近期 ,遗传学家刘红林通过对哺乳动物基因组“印记”的

综合研究 ,提出了环境信息作用于遗传物质 DNA 的分子机

制 ,为环境影响基因表达及“获得性遗传”理论提供了较合理

的解释。[ 14 ]笔者认为 ,这项成果还对生物进化论、遗传“中心

法则”和经典的结构 - 功能观构成了挑战 ,提供了新颖深微

的思想质料。通过对人类不同地带形成不同肤色的神经行

为遗传学研究文献追踪分析 ,笔者认为 ,人的体表皮肤里对

阳光专一性高度敏感的黑色素细胞 ,分别对寒带、亚热带、热

带地区的阳光环境发生适应性反应 ,在热带地区者产生更多

的黑色素以防御强烈阳光损伤皮肤并影响 Vd 合成吸收 (骨

骼关节发育活动所需) ,如非洲人种 ;在北欧、北美等阳光柔

和、黑夜较长的寒温地带 ,黑色素细胞则减少分泌 ,以利于适

量紫外线照射体表和合成维生素 D 等 ,这个过程经历了千万

年的漫长渐变与累积 ,开始达到遗传突变的阈值水平 ,从而

将特定肤色遗传给后代。也许最早的非洲居民并不像现在

这样黑 ,而是由浅黑到深黑逐步累积增加的结果。这中间 ,

更深层的机制涉及到当代发现的黑色素细胞中的“黑素皮质

激素受体”(MCIR)及其配体“促黑素细胞激素”(MSH) 、相关

的“快速反应基因”( E基因或 ER G)等 ,承担遗传开关角色的

基因组“印记”基因 ( IG)等分子生物学内容。

长颈鹿为了采食高悬的树果叶和主动开辟新的食物链

而伸展脖项 ,属于动物心理功能对身体结构的能动性牵导作

用 ,这在行为心理学和哲学上具有典型意义。在人类 ,应激

情绪可以导致肾上腺素、肾上腺皮质激素等神经内分泌介质

的超常紊乱 ,引发植物神经系统失调和器官过激反应 ,造成

心血管疾患、胃溃疡、免疫力下降、性格暴发或抑郁、行为偏

激和其他心身疾病。[ 15 ]在这里 ,心理性功能变化通过神经内

分泌介质转导而影响大脑与机体的生理结构与功能 ,并且会

深入影响到遗传内容 :有关的深入讨论 ,将在本文下篇专门

展开 ,此处只简介笔者近三年来主持有关项目的研究体会 ,

资作此问题的另一份样本。笔者发现 ,双亲孕前的应激行为

或审美活动 ,可以通过“脑垂体 ———肾上腺 ———生殖腺”神经

内分泌轴系统而最终影响主体的生殖细胞成熟质量 ,即呈现

“心理表型 - 行为表型 - 生化表型 - 细胞表型 - 基因型”之

功能作用于结构的反作用模式 ,改变基因组中的发育基因、

印记基因等相关“开关位点”,从而影响到后代身心发育与性

格行为特征。[ 16 ]这涉及到了跨时空的代际遗传漂变、神经内

境行为变化与结构功能涨落 ,值得心理哲学、神经行为哲学

和生物哲学家们大力钻研 ,进入脑与基因相互作用的前沿深

层 ,会同生命科学家一道深入揭析其中的精微机理。

(三) 　脑与行为心理的文化承传性。这个问题涉及到

“先天与后天”孰轻孰重这个经典难题 ,学界持有“遗传决定

论”、“环境决定论”、“遗传与环境相互作用论”、“行为整合

论”等代表性观点。迄今科学家没有提出一个比较满意的统

整性理论 ,缺少深层的透视和多学科的协同 ; [ 17 ]国外学者提

出了“脑遗传”、“神经遗传学”( I. Liblich ,1982) 、“心理遗传”、

“神经心理遗传学”( M. Bunge , 1987 ; C. W. Tolman , 1992) 、

“行为遗传学”、“神经行为遗传学”和“行为神经科学”(J . L .

Fuller ,1986 ;A. Koestler ,1999)等范畴概念 ,[ 18 ]对脑与行为心

理的文化塑造与文化遗传进行了新颖深入的探讨。

笔者认为 ,大脑作为思想与行为的物质时空场 ,主要通

过感知方式和学习方式来塑造“经验 - 知识 - 理性能力”并

不断重构与整合之。其中 ,枕颞叶负责加工客体信息 ,顶叶

负责本体感觉 ,前额叶整合主客观信息并产生新的理念信

息 ,中央前区执行相关信息。所以 ,左半球以逻辑化知识脑

著称 ,右半球以情感形象性体验脑闻名 ,前脑以“理念中枢”

或“文化叶”发挥统帅作用 ,加工抽象的哲理性宗教性形而上

文化。文化藉经验和学习行为而塑造了大脑神经网络结构 ,

为定向发挥心理功能奠定了素质基础 ;升进的心智功能又反

向牵导催化大脑结构并优化行为方式。所以 ,神经结构中受

到微调与模塑的基因 (功能与结构)循此机理而成为“个性守

护者”,并以缓慢渐进的个体承传方式达到遗传阈值 ,扩散为

遗传群体之表型。日本脑科学家近期发现 ,神经元树突上的

众多微突体现了刻印记忆的功能。另外 ,分子神经生物学和

神经信息学也发现 ,大脑里的基因表现为高度丰富的多样

性 ,即有很多类相互差别极其细微的基因 ,它们分别体现了

不同个体的遗传特质与后天经验素质。这些事实有助于哲

学工作者对精微层面的心理/ 大脑遗传与文化内化进行深入

认识。诚然 ,就生命科学的实证性标准看 ,宜慎用“文化遗

传”而采用“神经心理遗传学”、“神经行为遗传学”之名称 ;从

哲学特性来观之 ,则可对“心理遗传”或“文化遗传”从不同维

度深入研究。

说到底 ,文化是抽象物 ,在生命结构中尚难找到适合的

对应实体 ;甚至心理活动、意识体验也是这样。但是 ,学术界

认可“心理表象”(认知神经科学) ,这是解决心身关系、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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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性、行为遗传性的至为重要的一扇法门 (虽然当代的科

学尚对此知之甚少 ,更需要哲学等多学科的加盟集成与协同

攻关) ;第二 ,神经心理学、神经行为遗传学及脑成像技术是

研究对接“心理表象”的一个合适方法候选组 ;第三 ,神经分

子生物学、发育分子生物学 ,是揭开大脑奥秘、人类身心进化

与发育机制的关键性工具。这柄利刃如何揭析“心理表象”

之神经实体及相关的“智能基因”分子原理 ,需要多学科的群

体合作 ,成为悬于人类心智面前最复杂最困难的“达摩克利

斯”剑 ! 总之 ,在高科技和知识经济新时代 ,哲学应当奋起直

追 ,进入科学与人性之前沿 ,体现时代精神与理性主体之力

量 ,以与时俱进、发展知识、推进学理、造益文明。笔者限于

篇幅 ,略去关于细胞分子生物学中的哲学问题认识论方法论

讨论 ,诸如脑与基因的相互作用、神经基因与遗传基因的进

化差异性、脑 - 体与功能 - 结构的异速进化、基因行为与文

化的共同进化方式、文化与生物学特性相互应答和互为表型

的人的多元一体化进化问题等内容。这方面有 C. J . 鲁斯登

的《基因、心灵与文化 :协同进化过程》(哈佛大学出版社 ,

1996 年第 3 版) ,C. S. 芬德莱的《指向发现与发明的进化理

论 :创造性心智》(《自然·遗传学》2000 年第 43 - 44 期) ,等

等。笔者结合近十年来国外的前沿进展 ,做了一些深入的评

析与探索。有关内容拟在今后的“下篇”专门介绍 ,以期抛砖

引玉 ,推动学思。不妥之处敬请学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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