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身认知的特点及哲学基础概述

丁冬苗
（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0）

【摘 要】 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认知是“包括大脑在内的身体的认知，思维和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和

发端于身体的”这一具身认知观被更多的心理学研究者所接受。概念的隐喻性（抽象概念和空间概念的形成）、基

本层次范畴作用、概念的范畴化过程是具身认知的特点，也是理解认知具身性的重要维度。知觉现象学和肉身哲

学是具身认知兴起和发展的重要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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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世纪 50 年代“认知革命”以来，认知心理学发展

至今，出现了三种不同的研究取向：认知主义、联结主义、
具身认知取向，这三种取向目前同时存在于认知心理学领

域。认知主义和联结主义的研究焦点都是人的内部心理过

程，探求调节行为的认知机制[1]。二者都认为：“认知的本质

就是计算”，认知可以脱离人活的身体而独立存在。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开始，认知科学中的各个学科都开始了向身体

（包括脑）及其经验回归，强调要研究认知、心智、语言与身

体经验之间的关系，认为概念和理性有赖于身体经验。具

身认知便成为了认知心理学研究的新取向。
一、具身认知的概念

具身认知的本质在于强调身体在认知活动中的关键和

基础作用。具身认知认为：心（认知）、脑、身体是一个纽结在

一起的整体，认知活动不仅与大脑相关而且与身体密切相

关。具身认知的最首要的涵义是：认知和思维受到身体的物

理属性制约，身体的构造、感知觉阈限、感觉运动系统与环

境之间的互动方式，决定了有机体具备哪一种特殊和具体

的认知能力。数学中的“十进制”与我们人类具有十个手指

这一生理特征不无关系，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拥有猫头鹰的

视觉，那我们对周围环境的认识会与现在大不相同。
二、具身认知的特点

1.概念的隐喻性。Lakoff 和 Johnson 认为：隐喻是人类

赖以生存的基本方式之一[2]，包含结构相对清晰的始源域和

结构相对模糊的目标域，隐喻的实质是将始源域的图式结

构和意义映射到目标域上，让我们通过始源域的结构特征

来构建和理解目标域。始源域一般都是人们熟悉的、具体

的事物和概念，目标域的概念多为抽象的事物，两个域之

间因有相似性所以能进行互动[3]。
（1）抽象概念源于身体感知经验。人们总是用自己最

熟悉的“自己的身体”去理解不熟悉的事物，将基于身体感

知———运动经验和体验投射到目标域，理解有关目标域的

抽象概念。例如：没有身体上“冷”、“热”的物理感受和体

验；人们也就不会产生和理解“冷淡”、“热情”这样的抽象

概念。由此可见，抽象概念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身体感知

经验投射和想象参与的结果。
（2）空间关系是主体从自己的身体与外界事物的接触

中最直接感受到的关系，身体及其空间关系是概念和意义

的本源[4]。我们以身体为参照点，把身体始源域的关系投射

到目标域的对象上，使对象有了类似于身体的参照性（如

指出一物在另一物的前、后方位）。
2.基本层次范畴作用。范畴即类别。生活中，事物被划

分为不同的范畴，范畴系统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呈金字塔

状的层次性，从塔尖向下范畴的概括、抽象度依次下降，变

得愈为具体。在这些不同的层次范畴中，有一个中间层次

在人们的心里占有特别显著的地位，在此层面上人们观察

区分事物最容易、最直观，被称为基本层次范畴。在基本层

次范畴的基础上，范畴可以向上扩展为上位范畴；向下扩

展为下位范畴。
基本层次范畴是人类对事物进行分类最基本的心理

等级，是个体最先掌握的一个概念范畴，主要来自动觉图

式、格式塔感知能力和形成意象的能力，依赖于人的心理

经验。[5]基本层次范畴所指称的事物往往与人的基本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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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涉及到人类生存必需的肌肉运动，人们经常用自己

最基本的身体感知觉和运动系统（视、听、触、味、嗅、肌肉

运动等）对其进行反复感知和体验，以至于这类事物在人

们心中容易产生具体的形象。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基本层

次范畴成为交际中使用最频繁，常常用它来指称某些事物

或事件，又不至于因过分抽象或具体而影响交际。
3.概念范畴化过程。范畴化是人类对世界万物进行分

类的一种高级认知活动。概念范畴化过程即人们如何了解

某一概念类别的全部所指。在对概念范畴化的理论解释

中，经典范畴理论认为概念是范畴在人们头脑中恒定不变

的心理表征，人们据这些表征来对事物进行识别和归类，

满足某概念的特征条件就是该范畴的成员。后来的原型理

论认为：概念是由原型来表征的，原型是指该范畴中最能

代表该范畴的典型成员，原型具有的特征构成了范畴的

“特征丛集”，与典型成员相对的则是与其具有不同相似度

的边缘成员，它们具有不同的范畴隶属度，范畴成员的确

定是根据其是否与原型或一组已经表征的样例具有足够

的相似程度。很明显，原型理论比经典理论更灵活。
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具身范畴观认为，范畴及范畴的原

型并非是从长时记忆中提取出来的现成结构，而是认知主

体在具体语境下即时模拟构建的，这种构建包含对语境的

模拟。与经典范畴理论和原型理论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具身

范畴观认为：对概念进行加工时，相关联的情境也会得到激

活，激活的情境会反过来对概念进行制约。这样，激活的不

同情境会影响到人们对原型成员的判断，原型会根据即时

任务激活的环境信息的不同而不同，从而影响到范畴成员

的归属和判断[5]。一言以蔽之，认知具身认为，原型也并不是

一成不变的，受到社会文化环境及个体身体感知经验的影

响，原型的变化随即引发边缘成员归属的变动。
三、具身认知的哲学基础

具身认知不是一夜成形的，它有着深刻的哲学渊源。
梅洛·庞蒂与莱考夫、约翰逊的具身哲学思想是具身认知

的哲学基础。
1．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6]。梅洛·庞蒂认为：我们通

过身体在世存在，因为我们肉身固有的感知体验能力，周

围的世界才那么鲜活，人们对意义的理解是通过身体完成

的。在其著作《知觉现象学》中，梅洛·庞蒂通过对身体图

式、身体意向性及习惯等的阐述来说明人类心智是如何寓

居于身体之中的。
身体图式是身体为了某个实际的或可能的任务而呈

现出的姿态。梅洛·庞蒂认为，身体图式对人的认知活动非

常关键：因为身体意向性的存在，正常人的身体能被吸引

他的现实情境，调动起我们的身体已经作为世界某区域的

能力，走向需要触摸的物体和感知的物体。
为了更好地解释身体图式的重要性，梅洛·庞蒂对习

惯做了独特的解释：习惯是身体图式的修正和重建，扩大

了人在世界上的存在，当我们占有新工具时改变生存的能

力。因为通过长期的身体运动体验，习惯使得新的因素融入

到身体图式当中，当人处于类似情境时，经过重建的身体图

式会被调动起来，使身体产生恰当又协调的运动反应。
2．莱考夫、约翰逊的具身哲学[7]。约翰逊和莱考夫认为，

传统认知科学把理性、推理和概念的形成过程视为离身

的、抽象的，忽略了人类生理构造和身体体验的重要作用，

在《肉身哲学：具身心智及其对西方思想的挑战》这本书

中，他们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第二代认知科学进行了系

统的论述和概括，并据是否体现“具身性”将认知科学划分

为：第一和第二代认知科学，认为基于具身性的第二代认

知科学有 8 个特点：（1）在我们的概念系统中，“结构”概念

是由意象图式和运动图式来刻画的。（2）心智结构是与我

们的身体和经验相联结的，它在本质上是有意义的，不可

能被无意义的符号所描述。（3）存在着基本层次概念：主要

来自动觉图式、格式塔感知能力和形成意象的能力。（4）我

们大脑的结构具有从感觉运动区域，向更高脑皮层区域影

射的激活类型（包括基本隐喻）的能力。（5）概念结构含不

同种类的原型：典型事例、理想事例、社会常规模型、突显

样本、认知推理点等。（6）理性是具身化的，因为人类的基

本形式来自感觉运动和其它基于身体的推断形式。（7）理

性是富有想象的，基于身体的推理形式是通过隐喻影射进

入抽象推理模式的。（8）概念系统具有多元性，而不是完全

统一的。抽象概念是由互相不一致的多重概念隐喻来定义

的。这些关于理性、概念的观点从根本上对西方哲学传统

的抽象的理性观构成了挑战。
综上，虽然知觉现象学和肉身哲学的观点不尽相同，

但二者都强调身体及其感知———运动能力是一切高级认

知活动产生的基础和根源。思维、推理和判断等认知活动

因身体对世界的感知和体验而产生，并得到理解。总之，从

这两种哲学思想中我们似乎明白这样一个可能的事实：活

的身体的优越性和智能性是人类智慧的本源。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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