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我意识的心理地理学探原

高 新 民         郭 佳 佳

摘    要    自我意识是人在有同一性意识基础上形成的自我认知。对它的心理地理学研究属于心理地理学的

个案研究，其目的和任务是要用类似于地理大发现的方法弄清自我意识的全部样式、构成、显现和作用方

式，然后在心理地理学的构架下探讨它们在心理世界的地位及其与其他心理样式的关系，揭示它们的结构

论、运动论和动力学。自我意识是由所与性、反身性、自身性、自我中心性、心理的形态性、自反内容、主

我-客我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有纵横结构、历时性演进和动力学资源的模式，其核心是主我和自反性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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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赖尔和维特根斯坦重构心灵概念的“逻辑地图”思想的启发，许多哲学家热衷于对心理现象做心理

地理学研究。众所周知，地理学是研究地理要素或者地理综合体的空间分布规律、时间演变过程和区域特

征的一门学科。《周易·系辞》曰：“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地理学中最有

意义的事件是 15−18 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每个人身上表现出的心理现象像地理的构造一样，既有其表层，

又有其内在构造。对它的一项研究类似于地理学对地球构造的研究，如对心理的构成做全面的扫描，包括

去发现未知的心理样式或板块，然后去研究它们的空间分布、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及其内在的机制、原理

和规律。对自我意识的心理地理学研究属于心理地理学的个案研究，其目的和任务是要用类似于地理大发

现的方法弄清自我意识的全部样式、构成、显现和作用方式，然后在心理地理学的构架下探讨它们在心理

世界的地位及其与其他心理样式的关系，揭示它们的结构论、运动论和动力学。 

一、语词分析与自我意识概念的逻辑地图

自我意识研究的最大障碍是概念混乱，因此我们切入这一课题的前提性工作，就是对有关概念做语言

分析和梳理。这里拟展开的“逻辑地图”构建，指的是在可靠的语词分析的基础上，重新思考和构建自我

意识这一概念与其他有关概念的符合客观事实的关系，进而揭示心理世界的内在关系、运作过程及其机

理。其意义在于，有助于我们认识自我意识在心理世界乃至在整个人的概念图景中的地位，为最终建构科

学的心理结构图景和心灵观准备地基。

从用法上看，“自我意识”主要有两种指称：一是指作为实在或能力的自我，当然对它具体指什么，

则众说纷纭，如康德所说的先验自我意识和现象学所说的前反思性自我意识，指的肯定是有本体论地位的

东西，但具体是什么则一言难尽；二是指认识、觉知的多种形式中的一种，即对认识者自己的认识、意

识，或者说，指人在经验的过程中知道经验本身及其中发生的事情。我们把前一种自我意识称作实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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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自我意识，把后一种自我意识称作认知意义上的自我意识。本文关注的主要是后一意义的自我意识。

认知性自我意识十分复杂，同样有歧义性，人们的看法也五花八门。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情况：一

是哲学研究中近来的一种观点，认为自我意识指的是两种第一人称现象中的一种特殊的形式。根据这一观

点，有两种第一人称现象，即弱第一人称现象和强第一人称现象。前者指的是人的纯粹的第一人称观点。

贝克认为，仅有这一观点，人不会有自我意识。要有自我意识，还必须有第二种第一人称现象，即强第一

人称现象。它指的是人能把自己看作或思考为自己，即能将这一区分概念化。其具体表现是，当一个人能

把自己设想为自己，进而有能力用第一人称代词来指称自己时，人便有对自己的意识。①二是，就自我意

识这个词的专门意义而言，它指的是人对自我的意识。说一生物有自我意识，仅说他能自归属经验还不

够，还必须承认他能把自归属的经验看作是属于同一个自我。因此自我意识的必要条件是，他能意识到自

己的同一性就是不同经验的主体、携带者或所有者的同一性。这就是说，自我意识指的不是一种简单的、

随时随地能发生的对自己的认知，而是在人有同一性意识之后的自我认知，其特殊性在于，自我意识不仅

能意识到自己心理所发生的东西，还能把它们看作属于同一个我。这当然是一种更高深的哲学规定。三是

社会心理学的看法。它认为，要形成关于自己的认识或意识，人必须生活在社会关系之中。自我意识就是

对自己采取他者的观点，因此自我意识是一种社会现象，而非仅仅依靠个人自己所获得的自我认知。四是

发展心理学的看法。根据它的规定，人对自己的意识能力及过程，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一定时期个体发

展的产物，如只有当人能通过“镜子检测”时，才能说有自我意识。例如，如果看镜中的自己，能确认是

自己，即为有自我意识。②五是认知科学、心灵哲学基于民间心理学研究的看法。它们认为，人之所以有

自我意识，之所以能自己认识自己，是因为他们的心理结构中有一种心灵理论或民间心理学。具言之，自

我意识离不开自己经验自己、自己觉知自己的能力，而此能力又离不开具有关于经验的概念。这个概念不

能孤立存在，只有在概念之网中，才能获得它的意义。六是叙事理论的看法。它认为，人只有在有能力理

解和讲说关于自己的故事的前提下，才能有自我意识。③

本文关注的自我意识主要是第二种意义的自我意识，当然，其意义还值得进一步挖掘。我们认为，它

里面还隐藏着这样一些被忽视的意义。第一，在哲学中，人们一般注意到的自我意识是以第一人称方式思

考自己的能力，但没有注意到还有这样的自我意识，即感觉到自己是有意识的，例如当我走进一个充满陌

生面孔的房间时，我就会说自己“意识到了自己”。第二，这种自我意识之所以能贯穿一个人的始终，让

人始终有自我感，是因为里面存在着这样的“元（meta）自我觉知”。它的作用就是让人知道自己在不同

时间（自我历史）是同一个人，自己是自己思想和行动的作者（自主体），自己不同于环境和他人。第三

个被忽视的是对自己这样的意识，即它在人们关于罪过、羞愧、荣誉、窘境的自我意识情感（免罪感、羞

愧感等）中有重要作用。其中，最简单的自我意识情感就是生存危机感，如觉得自己处境很危险、很可

怕。这是低等动物也会有的，因此可看作是自我意识情感家族中的核心。这种情感之所以具有根本性，是

因为它能让我们理解别的情感，甚至可以说，别的情感是由之产生出来的。这种自我意识的特点有：

 （1）有独特的现象学和身体特点，这种自我意识把握到的主要是自己的外部特征，如皮肤、身高、穿戴

等。（2）涉及一个常采取两种观点的主体，这两种观点是，一是关于自己的观察者的观点，二是关于自己

的主体的观点。（3）包含有评价的因素，如我经常意识到我自己是他人的评价对象。这样的自我意识有两

种：一是情感性的自我意识，二是行动的自我意识。

根据传统的看法，认知性自我意识主要是通过对自己的反省或反思（reflection）这一途径而得到的。

例如，人在有各种心理活动、状态时，只要愿意，就可借助人所具有的反省能力知道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事

情。这种途径让人又得到了一种认识或观念。它不同于外感觉，因为它提供的是关于自己内部状态的认

Academic  Monthly 第 53 卷 03 Mar  2021

 

①L. R. Baker, Person and Bod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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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用今天的话说，反省是二阶或高阶活动。随着现象学的发展，人们对此又有了新认识，即反思充其量

只是我们获得自我意识的一种方式，具言之，反思性自我意识只存在于特定的情境之下，如我要研究我自

己，或要验证别人对我的判断是否正确，我就需要生起一个观察自己的活动，即高阶反思。但就每个人当

下对对象的意识或经验来说，它不可能有反思性自我意识，只有前反思性自我意识。所谓前反思自我意

识，即是不需二阶性反思的自我意识，例如，人在有对象意识时，清清楚楚知道这个意识。质言之，任何

意识都有这样的本质构成或特征，一是有意向性，有对对象的认识，二是有对这认识本身的认识。在这个

意义上可以说，意识就是自我意识。它像流水一样，内部没有阶次和主客之分。这一体认的重要性在于，

这既是对意识结构的真实的认识，又可避免对自我意识、内省的常见说明的无穷后退。其实，人得到自我

意识远不止这两种形式，还有（1）直接觉知。这种自我认识所认识的是关于自我的简单性质，其认识结果

一般表现为概念或单词，如“人”“树”等。（2）命题觉知，它所认识的是自我的复合事态，如关系属

性，一般表现为句子或命题，如“我比他高”，等等。（3）身体觉知或具身觉知。它不仅是自我觉知的形

式，而且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因为正是通过它，人们把自己与自己外的东西区别开来，或者说为这种区分

提供了最原始的方式，如认识到我的身体不是别人的，认识到自己身体的界限。

自我意识概念的逻辑地图建构没法回避的是自我觉知、自我意识与自我的关系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它

们是不同的东西。自我觉知是一种把自己变成自己注意对象的能力，而自我则是指人身上存在的一种特殊

的实在，自我意识更复杂，它在不同学科中有不同的用法和含义，如在哲学中，自我意识一般被等同于思

考“我思”的能力。自我意识有多种形式，每种形式都有自己的特定条件。自我觉知是人在成长过程中所

形成的能力，并依赖于概念和语言的习得。只有当一个人能够将自我作为自我来思考，并有使用第一人称

代词来指称自己的语言能力时，他才是有自我意识的。一生物能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如作为主体、承载者

或不同体验的拥有者，即为有自我意识。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自我意识是通过对自己采用他人的视角而

被构成的。自我意识是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

人不仅能作为物理和社会统一体而存在，而且还有统一性意识，即不管自己在不同时空中有多大不

同，都始终会把自己意识为同一个自主体或自我，在认识和社会生活中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发挥统一化的

作用。如果是这样，人的自我意识与人的统一性意识是何关系呢？人的自我意识在人维持和发挥统一性作

用时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知道，意识统一性有这样两种形式，即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意识统一性。过去

在说明意识统一性时有这样的方案，即不根据被经验的身体的统一性，而根据自己作为心理状态的单一主

体的统一性。这一方案可称作心理学约束。笔者认为，最好的方式是以自我意识为说明人的统一性的基

础。因为自我意识是主体有经验感觉起来所是的东西。经验主体是任何特定时刻的意识中活生生在场的东

西。意识的统一性就是由这种属我感或所有主感所决定的。 

二、“自我意识悖论”与历时性维度中的自我意识

我们这里关心的是，作为能力和认识的自我意识是何时出现的？个人在什么时候才能有自我意识？其

正式出现的标志是什么？有关具体科学对此做过大量探讨，如发展心理学认为，只有当人能通过镜中自我

识别检测时，才能说他有自我意识能力。相对于哲学的看法而言，这样的说明略嫌简单化。我们先看贝克

的最新探讨，然后阐述我们的思考。

贝克创立自我意识发生学的一个动机，是想化解贝穆德斯所说的“自我意识的悖论”。后者认为，下

述六个命题中每一个单独看都是对的，即表述了关于自我意识的事实，但把它们合在一起，则似水火不相

容。这种相互矛盾现象即为“自我意识的悖论”。六个命题分别是：（1）要分析自我意识独有的东西，唯

一的方法就是分析思考“我思”的能力；（2）分析思考特定思想的能力的唯一方法，就是分析用语言规范

地表述这些思想的能力（此即思维−语言原则）；（3）“我” −思是通过第一人称代词规范地加以表述

的；（4）要把握第一人称代词又离不开思考“我” −思的能力；（5）对自我意识的非循环说明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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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对第一人称代词语义的把握可满足下述习得约束：如果一所与的认知能力从心理学上说是真实的，那

么就一定有这样一种解释，即在人的正常发展过程中的个体是怎样获得那认知能力的。①

贝克承认，人一生下来就有意识，其清醒状态就是觉知或意识的状态，但只有到了一定的时候，儿童

才能有自我意识，即能从第一人称观点思考、设想自己。从意识到自我意识的过程，是一个从非概念的意

识到概念的意识、再到概念的自我意识的过程。②就自我意识个体起源的直接条件而言，它离不开、甚至

根源于第一人称观点。而第一人称观点是人必然具有的东西，只要他存在着，就必有此观点。所谓第一人

称观点，即是从“我”或“自己”的观点出发去观察和把握对象。它之所以是一种观点，是因为它从特定

的时空定位去观察对象。这个定位、角度、观点是别人不可能有的，例如，即使别人站到我刚才站的位

置，也不可能有我的观点，因为我的观点是由我特殊的物理和心理结构等异常复杂的因素造成的。第一人

称观点有两种方式。所谓初步的第一人称观点，是儿童刚开始的第一人称观点。它是自我意识得以发生的

前提条件。其起点是出世，即大约出生的时候。当人的有机体出现第一人称观点时，人便开始了自己有意

识的存在。她说：“当一个人开始自己的存在时，他便成了一个有初步第一人称观点的人。”③这种第一

人称观点有三个特点：（1）它是一种观点，即它不是对象，而是一种倾向性属性。有一种观点即是能从特

定的时空视角知觉世界。（2）它是第一人称的，但它又没有明确涉及一个主体，它只是主体默认的视角，

正是由此出发，主体得以知觉世界。（3）它不依赖于语言和概念能力，或者说尚未见诸语言。④初步的第

一人称观点要出现，离不开这些条件：（1）有知觉能力；（2）有意向性；（3）会模仿。一种动物或实在

只要具备这三个条件，就会表现出初步的第一人称观点。

自我意识的真正发生开始于健全的第一人称观点，换言之，健全第一人称观点是所有形式的自我意识

的源泉。这种第一人称观点指的是这样的能力，即能把第一人称的自己看作自己，看作经验的、有原动能

力的自主体。其特点是：它的运作离不开概念，因此是一种概念能力。作为概念能力，它又是以语言为基

础的。它是在初步第一人称观点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其发生的条件是语言学习。因为只有通过语言

学习，人才能获得自我概念。而自我概念是人形成自我意识的关键、枢纽。大约到了两岁时，儿童的心理

发展就进到了一个转折点，即开始形成自己的愿望，自己做决定，并用语言表达出来，如鹦鹉学舌式地

说：“我多么想要一辆卡车！”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儿童在说出“我”时，便有了自我概念，进而表现出

健全的第一人称观点。而有自我概念的表现不外是，即使不借助任何第三人称的分辨方法，他也能指称自

己。⑤自我概念的出现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使人的许多能力成为可能。例如，首先是使人有健全的

第一人称观点，其次使人有别的概念能力。除此之外，随着人的自我概念形成，下述能力便接踵而至，如

能作为自主体起作用，反思自己的动机，对所作所为负责任，承认自己是经验主体，有改变或调整自己习

惯的能力，有道德能力和内在生活能力，等等。

贝克自认为，她的自我意识发生学可化解贝穆德斯所说的“自我意识的悖论”。贝穆德斯认为，只要

承认存在着非概念的第一人称内容，就可化解上述悖论，也就是说，拒绝第 2 个命题就可消解矛盾。而贝

克认为，即使不用贝穆德斯的化解方法，只要把“我”与“我*”区别开来，或把意识与自我意识区别开

来，把初步的第一人称观点与健全的第一人称观点区别开来，也可消除上述悖论。⑥过去之所以会碰到说

明上的困难，主要是因为忽视了它们的差别。她强调，从语法上说，“我”是表述我的归属语句中的第一

个我，“我*”即是该句命题内容中（“我相信我是很幸福的”）的作为主语的我（第二个我）。它们在指

称上没有区别，即都指说者或思者，即同一个人。但具体含义有很大不同，例如“我*”意味着说者有自我

Academic  Monthly 第 53 卷 03 Mar  2021

 

①J. L. Bernudez, The Paradox of Self-Consciousnes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8, p.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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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而“我”则没有这个意味。这里的差异是，“我”只是在指称自己，而“我*”则意味着说者有运用

概念的能力，如能通过概念把第一人称指称归属于自己。在她看来，人的意识转化为自我意识，就表明人

从初步的第一人称观点过渡到了健全的第一人称观点。①如此看问题，上述六个命题之间就不会有什么

矛盾。

笔者认为，的确应像贝克那样把自我与自我意识区别开来，因为人一开始就有自我，乃至在结成胚胎

时就有神经哲学家所说的神经或原始自我，但在出生之初的很长时间，人却没有关于自我的意识，例如小

孩学说话时，要很费劲才会用“我”这个词。但这不意味着在研究自我意识的发生学时只能坚持经验论，

相反，仍应承认人的自我意识有其先天的根据，例如有根据说，人一生下来就有天赋的最低限度的自我意

识或自我觉知。当然，这一觉知的现实化离不开后天的经验和社会实践，甚至离不开他人的行为和经验。

由于最近 40 年来对新生儿的科学研究呈上升、繁荣之势，取得了大量有价值的成果，因此现在有条件来思

考新生儿在生命开始时，通过看、听、触等与世界打交道时所出现的经验，乃至有条件来探讨他们的自我

觉知的经验的起源和特点。有关实验研究告诉我们：人一生下来肯定有经验能力，例如新生儿能有这样的

经验，即成为这个世界和那个身体中的一个新生的事物感觉起来所是的东西，质言之，有关于生出的第一

个主观经验。它甚至是在胎儿中就已出现的觉知，可仿照内格尔的经典表达式“what it is like to be”（感觉

起来所是的东西）来这样加以表述：成为一个新生儿感觉起来所是的东西。这种觉知不仅存在，而且是人

后来别的意识的出发点。对学习的研究还证明，能学习的能力就是天赋的，本身不可能来自后天环境、教

育和学习。再者，婴儿能对有意义的、特定的经验，如食物、舒适性、致乐的刺激等，形成不可错的定

向。相反，他们不喜欢大声音、太强的光亮，等等。这些都是生来就有的品性。由于婴儿天生能学习，因

此婴儿从一开始就有简单的反射机制。有些人还对于婴儿饥饿的经验（感觉到饥饿时所是的东西）、唤醒

的经验、关注亮点的经验等做了具体研究。所得的结论也支持人有天赋的自我觉知能力。就自我经验来

说，观察材料也证明它们有天赋来源，例如新生儿能把奶头往自己口里接，表明他们已有界限意识，如意

识到我的身体不是物，物不是我，能把我的身体与环境中别的物体区别开来。人不仅一开始就限制了主体

经验，而且限制了：在与这种最低限度的自我的关系中，什么东西将会被派生出来。这就是说，婴儿出生

时就有最低限度的自我。其表现是：把自己对象化，或把自己当作对象看待，进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经

验的增加，不断将自我概念化。

认知科学的最新研究表明，人的自我觉知与两种感觉关系密切，至少可体现在这两种感觉中。一是本

体感觉，二是生态学感觉。新生儿生来就有这两种感觉，如他们一生下来就借助本体感觉和内在感受器对

自己的身体运动敏感。所谓生态学感觉指的是对世界这样的知觉，在这种知觉中，人一方面觉知到世界，

另一方面也觉知到自己。知觉到了世界同时意味着知觉到了这个世界中的自己。这种知觉也可理解为生态

学自我归属。它有两个标志，一是有对环境的觉知行为，二是有把身体觉知为分辨、接受外来刺激的自主

体的表现。新生儿有这两方面的行为，因此有生态学自我归属。

新生儿的天赋的自我觉知是有其生物机制的，其中包括映射神经系统，正是借助它，新生儿得以将不

同的感觉整合起来。这些生物机制既可引起婴儿的敏锐感觉，又会使替代性经验成为可能。而这些能力对

儿童在具身自我经验情境下产生出相似性感觉能力有重要作用，例如，将分别同时来自不同感觉渠道的感

觉信息统一起来，并把它们与来自体内和体外的经验加以匹配。这些对自我的觉知极为重要。

研究儿童学会“我”一词的过程，也是揭示自我意识历时性发生发展过程的行之有效的途径。儿童心

理学的观察表明，“我”是在儿童出生以后很晚才学会的，而且学习的过程很艰难。要学会用这个词，首

先必须在交往中学会把自己与别的对象区别开来，其次逐渐学会自我指涉，最后要随情境的变化灵活改变

 “你”“我”“他”之类的索引词及其指称。之所以这么复杂、麻烦，是因为“我”是索引词中最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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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但不管怎样，只要人们学会了该词的运用，那么在正确运用时，它就一定有其指称，就像“明天”一

词有指称一样。其指称就是说话的这个人。这个人不仅不同于所有的对象，而且区别于其他所有的人。总

之，“我”“自我意识”“自我中心化”都有其语言根源，在语言学习过程中，人借助于谓词将自己的意

识状态归属于我自己。随着“我”一词的掌握和运用，人就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包含我−他区别、以我为中

心的世界。自我中心化是儿童心理发展到一定时候必然表现出的现象，其表现是，人把自己看成并且感觉

是世界的中心，同时把这个世界看成是这个中心的世界。 

三、自反性、自身性与自我意识的深度剖析

东西方心灵哲学中早就有这样的认知，即心灵世界像地球一样，不仅有由水、火、土、气等构成的平

面结构，而且还有由不同层次的事物构成的深浅或纵向构造，当然前者是以抽象的、模式的、高阶性的存

在表现出来的。在从横向角度思考自我意识及其与心灵世界的关系时，许多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在承

认人有认识论意义的自我意识时，不满足于通常的理解，而进一步追问：这种形式的自我觉知究竟是什

么？其深层次的构成和结构是什么样子？现象学一般会追索到自反性、自身性、内觉知上。自反性指的是

觉知者返回自身进而在觉知对象的同时觉知自身。“自身性”（selfhood, ipeity）与“自我”（self）两词尽

管构词上区别不大，前者只是加了一个名词性后缀，但意义大不相同。一般而言，后者的字面意义是“自

己性”“自个性”，有“个体性”“个体同一性”等意。在胡塞尔那里，它像“自我”一样被赋予了独特

的含义。自我指的是意识的本质特征或条件，而自身性指的是“我自身”，即“是我的意识的主体”，是

我的整体的主体，因为它还包含着无意识心理。有时，他还在下述两种意义上使用“自身性”，一是定义

为第一人称被给予性。他说：“可以被描述为在变化体验之多样性中恒常不变的第一人称被给予性。”①

二是引入超越行为的“我”（ego）。这种“我”被解释为这样的自我性，即“它是同一极，是注意焦点的

原则，被一切属于同一意识流的体验所分享”②。史密斯试图将现象学与分析哲学冶于一炉，不满足于表

层的追问，而想进一步知道：自反性、自身性究竟是什么？特别是，自反意识究竟是什么？这种形式的内

觉知究竟是什么？包含有内觉知的自我意识内部究竟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其内在的作用过程和运转机理

是什么？

对这类问题，常见的回答有：第一，它是通过生起高阶监视性思维对当下发生的心理过程的同时性的

内观察；第二，它是一种内知觉，或反省、反思性的自我意识。史密斯的新看法是，对心理状态的内觉知

是人意识到这或那个对象所用的方式，它是人的经验的模态性的、包含有自反内容的特征。在他看来，自

我意识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自反性的内觉知。如果是这样，那么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弄清这种结构。

他认为，揭示这结构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就是考察索引性表达式的逻辑。③在做这种考察时，不妨

先记住这样的问题，并贯穿在研究的过程中：有的心理行为是有意识的，即人在心理行为发生时，同时有

对它的内觉知，这是为什么？他的看法是，心理行为除了有觉知对象的作用之外，还有觉知心理行为本身

的作用。这觉知是心理行为本身内在固有的，故名内觉知。由于许多人有这样的共识，因此内觉知再次成

了当今意识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甚至可以说，这一问题已进入意识剧场的中心舞台之上。史密斯创立自

己的内觉知理论就是要回答这里的问题。在他看来，这既是认识意识本质的需要，也是揭秘自我意识的关

键。他的基本态度是：强调内觉知具有自反性或自反特征，认为人在进行内觉知时，必然会碰到自反性的

内容，而这内容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索引性内容。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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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问题在于：这内觉知是经验的一部分，还是经验之外的、新加的行为？传统观点以及认知科学

和神经科学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内觉知是第二个行为。史密斯的看法是：“现象学反思让我们拒绝有两

种心理行为的主张。确切说，内觉知已是有意识知觉经验的组成部分。”①新的问题是，有没有这样的情

况，即人有意识的经验里面却没有内觉知？史密斯不否认有这样的心理状态，例如有的动物就是这样，它

们的心理状态有意识，但它们并没有内觉知。人类也有这种情况。不过，他又强调：肯定有一些心理状

态，在对它们有意识时，伴有内觉知发生，即人能自我意识到这些状态发生的过程及特点。既然如此，我

们就有必要研究这种内觉知。他提醒人们，在作这样的分析时，要注意这里存在的陷阱，如“意识到”

 （conscious of）一词就有这样的陷阱。从表面上看，这里再清楚不过，没有什么陷阱，例如在看时，人们

会意识到看，在思维时，人们会意识到思维。在他看来，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因为意识有不及物（只是在

意识，而没有对象）和及物之别，例如在看或思维时，人既可能有不及物的意识，又可能有及物的意识，

即意识到了某对象。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会让人设想里面有小人式的东西，设想里面有主客二分，等

等。为了不掉进这些陷阱中，他不说“意识到”，而说觉知或内觉知。他强调，他说的内觉知是对人的经

验本身的觉知形式。它是觉知当中的一种，且极为特殊，它指的就是心理行为或经验本身，而且它是自反

地指示的。由此，我们不难明白“自反性”的实质，它强调的是觉知返回了经验本身，或者说，经验本身

能返观自照，它的自我觉知用不着外来力量的认知。这就是说，内觉知作为经验结构中的一种因素，是以

具自反特征的形式出现的。任何经验不仅有自反性，而且有自反内容，如经验行为有多种形式，即看、

听、触等，每一种经验形态中都包含有“正是这经验本身”这样的自反内容。它不同于直陈性内容，后者

的例子是这样的命题：“这只跳跃的青蛙。”这两种内容在呈现的形态和样式两方面的角色、作用是不一

样的。内觉知不仅存在于经验之中，而且还包含、贯穿在上述觉知形式之中。他总结说：我们的许多或许

是大多数有意识活动典型地包含有一种伴随这些活动的内觉知活动。这种觉知不同于回忆、反思、时间意

识和末梢注意。它渗透在经验中，但又没有伴随出现任何高阶的监视作用。②

综合各种对心理行为特别是自我意识的现象学分析，我们不难看到，与自我觉知、自我意识有关的心

理行为具有这样一些复杂的构成因素：（1）现象性或所与性、显现性；（2）反身性与自身；（3）自我中

心性；（4）心理的形态性，即总是要表现为某一种心理行为形态，如要么是看，要么是听，等等；（5）自

反内容（“正是这个经验”）与直陈性内容（“这只跳跃的青蛙”）；（6）觉知的主体与对象。它们结合

在一起就是自我意识内在的、深层次的结构，其核心就是自反性觉知和自身性。

通过对自我意识刨根究底式的解剖，我们可以概括说，作为认知的自我意识是一种特殊的认知，即自

我觉知。它不是用眼睛视物的那种觉知，而是用我们称作明见性的那种作用，知觉自己的内部状态。因

此，自我意识并不比一般的知觉更不可理解，而是像一般的知觉一样没有神秘性。当然，自我意识不是任

何动物都具有的能力，它只为认知上发达的造物所拥有。知觉所需要的不过是：人的判断能力处在与被知

觉领域的整体的因果关系之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连续性为基础，学会作出对环境自发的、非推理的

但却是恰当的判断。自我意识与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除了在对象上有着实质性的差别以外，在其他方面均有

着相似之处。正如对外界的认识必须通过外部知觉一样，对自我的认识首先一定依赖于反观自照，这自照

既可以是二阶性的反思，也可以是直接的前反思性作用；其次，正像对外界的认识必然渗透着已有的概念

框架、已有的理论观点一样，对自我的认识也是在已有的概念框架、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借助分辨、把握、

理解而完成的。因此，自我意识同知觉一样并没有神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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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优越通道问题”与共时性维度下的自我意识

在思考自我意识的平面结构及其与其他心理现象的关系时，自笛卡尔以来就一直有这样的难题困扰着

人们：自我意识是不是通达人自己的心理世界的、优于其他方式如第三人称认识方式的优越通道？这种认

识是否具有可免错性或对错误的免疫性？认真研究过并承认心的意识流特征的人还会看到，自我意识具有

这样的麻烦，即表面上我们能认识自己，有清醒的自我意识，其实当我们在经历心理过程并想通过反省或

自我意识的方式去认识这些过程时，我们又没法如愿以偿，因为在如此去观察时，那被观察的过程已成过

去，即不能显现在反省面前。莱布尼茨在批判洛克的反省学说时早就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自我意识的不可能性。

经典的、现在仍有人为之辩护的回答可称作内在主义。它关于心灵的本体论和结构图景是，心灵内在

于头脑之中，要么表现为精神实体或单子，要么表现为属性或高阶存在。它们的产生和存在与外部世界无

关，要予以解释，诉诸内在因素就够了，故名内在主义。既然心灵是这样的存在，因此就只能通过内省、

反思、自我意识之类的第一人称的认知方式来把握，即使外部观察之类的第三人称方式也可认识人自身，

乃至认识人的心灵，但前者相对于后者无疑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有的甚至认为，前者具有私人性、隐

秘性、直接性、不可错性或对错误的免疫性。其逻辑是，内省报告只要是诚实地做出的，其错误就是不可

想象的。如一个知道什么是疼痛的人，在内省到疼痛并报告出来时，就不可能犯错误。这一自我意识论可

称作透明通道理论。它的前提除了前述的心灵图景之外，还有对自我的二分法，即认为自我可分为客我和

主我两方面，强调人们有到达自己心理状态的透明通道。它主要表现为三个版本。一是强版本。它有这样

两个强论断：（1）人对自己心理状态的知识是不可错的（必然地，如果某人相信他正经历一特定心理状

态，那么他一定正在经历）；（2）心理状态是自呈现的（必然地，如果某人经历一特定心理状态，那么他

就知道或有条件知道他内心是这个样子）。二是弱版本。它有这样两个弱论断：（1）人们对某些心理状态

 （不是全部）有权威的知识，这种知识比关于他心的知识要可靠一些；（2）人们有到达关于自己的某些心

理状态（不是全部）的优越通道，人们能以别人不可能有的方式知道自己的心理状态。三是介于两者之间

的折中版本，其倡导者主要是休梅克。

休梅克强调，自我意识有其相对的优越性，但是否绝对免错，则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报告自我

认知的第一人称心理陈述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可检验、可改正的；二是不可改正的。记忆陈述和知觉陈述

属于第一类。其特点是：人可以诚实地作出这种陈述，并相信它为真，而事实上它是假的，或能被别人发

现是假的。例如，我现在由于某种原因记起并真的相信，在以前某一天的某一时刻听了一首乐曲，并有愉

悦的感受。了解我的人都认为这是幻觉，因为他们都记得我那时在做别的什么。第二类是关于私人经验和

心理事件的陈述，如关于疼痛、心理印象和思维等的陈述。其特点是：他人没有办法说它们是错误的。只

要是诚实地做出来的，它们便为真，因此诚实地做出它们便是逻辑上为真的充分条件。这种陈述不是推论

出来的，不需要论据、论证，而是直接知晓的。正是这种直接觉知（direct awareness）使我有理由说“我处

在……状态（如‘疼痛’）中”。人们对“我”一词的运用会不会犯错误？他的看法是，当我们用“我”

一词作为陈述的主词时，我们无须通过一个认识过程，即不存在这样的过程，我们是通过它认识到陈述中

所说的我所具有的属性。这就是说，人把“我”一词用于述说自己的陈述句中是不会犯错误的，至于

 “我”具体指什么那是另一个问题。在他看来，自知或自我觉知总表现为自我述谓的形式，在一个人把一

个谓词归属于自己（比如说“口渴”）时，一个人就表现自知或自我觉知的行为。①

这里有一个常常被弄混的问题，即人对自己当下心理状态、内容的第一人称认知，是不是对自我本身

的认知？自我与自我所完成的心理行为以及所拥有的心理状态是不是一回事？自我能轻易地认知自己的心

理状态，但它能同样轻易地认知自己吗？有些人还注意到了这里的复杂性，强调自我能认识它以外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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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但它就是不能认识自己，因为当它指向自己时，自己就不见了。质言之，自我有规避人的自认识的特

点。倡导主观物理主义的豪厄尔（R. J. Howell）对自我游离于人自己的认识之外这一现象作了深入剖析。

他承认，心理状态有这样的特点，即它们在发挥作用时，只让我们觉知世界，不让我们觉知自己，由此就

形成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内在属性类型，它们的作用是让觉知远离它们的携带者，而不是让觉知去把握它

们。正是有这样的事实，主体、自我就成了游离于认知之外的东西，进而被认为是不存在的−其实是存

在的，只是不能为人自己所直接认识，或规避了人自己的认识。要认识它，只能靠间接的推论。①就此而

言，笛卡尔的断言，即自我可通过直觉加以把握，就是不能成立的。

外在主义或反个体主义②在与内在主义的长期论争中，其地位在 20 世纪末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一跃

而成为受到多数人欢迎的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其革命性的观点是，心灵不在大脑内，而弥散存在于主客体

之间，甚至持延展心灵观的人认为，我们手上正在玩的手机也是我们心灵的组成部分。基于这种心灵观，

外在主义对自我意识优越通道论发起了猛烈的批判，断言如果它的心灵观是正确的，那么它的否定性观点

也将具有判决性。问题是，这种心灵观是有问题的，至少要接受时间的检验。倡导反个体主义的普特南、

伯奇等则尖锐地指出：优越通道完全是一种幻觉。因为心理的东西是“宽”的，即不是由内在的东西决定

的，而是由他们与环境中别的人及事物的外在关系所决定的。很显然，这一反个体主义结论与优越通道论

是矛盾的，如果前者是对的，那么后者就一定是错的。如果是这样，那么人就不能用第一人称的方式“透

明地”知道自己处在什么样的认知状态之中，人也没有什么优越的认识自我的通道。因为人的自我、心灵

有外在的、社会的构成。③

认知科学最近也重视对优越通道问题的研究，形成了许多各具特色的理论，如内感觉理论认为，人的

自我认知是通过内感觉完成的。由于其倡导者对内感觉与心灵阅读的关系有不同看法，因此它有不同的形

态。（1）机制独立论，认为内感觉与心灵阅读分别由不同的机制实现，这些机制独立地行使自己的职责，

因此内感觉和心灵阅读是两种各自独立的认识能力；（2）内感觉与心灵阅读有连续性：心灵阅读能力能获

取内部感觉给出的输出，进而能使人们以透明的方式把态度归属于自我；（3）通过内感觉获得的第一人称

知识是进化的、个人心理发展的基础，因此人们能利用想象和模仿能力等将态度归属于他人。心灵阅读理

论断言：人能对自己的心灵进行自我阅读，这能力可称作“心灵阅读机能”。由于有这种能力，人的自我

认知就是名正言顺的。许多倡导者如利康、阿姆斯特朗、古德曼、斯蒂克等论证说：人有内省机能或内部

感觉，它们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自己心理状态的可靠知识。

一种综合性、折中性的观点是卡拉瑟斯所论证的“解释性感知通达理论”。这是他赞成的解释主义的

推广，其基本观点是，心灵有这样一个机能，即对心理状态作出归属（要么把心理概念归属于自己，要么

归属于他人）。在这里，向此官能的输入都具有感知的特点。这里的“感知”是广义的，包括各种形式的

知觉，如躯体感觉、内省、视知觉、各种形式的印象。由于对人自己的心理状态的认知以感知为基础，因

此这种认知与对他人心理状态的认知就没有原则的差别。质言之，“这种认知同样具有解释的特点”。他

说：“我们到达我们自己命题态度的通道几乎都具有解释性（且常常是对话性的），都要利用这样的推

理，即在将态度归属于他人时所用的推理。”④这一理论包含如下四个命题：（1）有一种心理机能，它是

我们归属命题态度的基础，既能作自我归属，又能作他心归属。（2）这个机能只有通向它的领域的感性通

道。（3）它对我们命题态度的通达是解释性的，而非透明的。如果考虑到这个机能的起源，还应加一个进

化论命题，它可看作该理论的第四个命题：（4）这个机能是进化的产物，到最后还有这样的作用，即表现

为社会认知的向外看或指向他人这样的形式。⑤这里所谓解释性说的是，自我知识的内容对解释有依赖

自我意识的心理地理学探原

 

①R. J. Howell, “Immunity to Error and Subjectivity,” 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07, Vol. 37, No. 4, pp. 588-601.

②可参见高新民：《意向性理论的当代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第四章。

③T. Burge, “Other Bodies,” in A. Woodfield (ed.), Thought and Objec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2, pp. 97-100.

④P. Carruthers, The Opacity of Mi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

⑤P. Carruthers, The Opacity of Mi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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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为人通过各种方式得到的关于自己的知识不外乎这样一些内容：非概念性内容、概念性内容、各种

心象、嵌入性知觉判断（即一种混合性内容，既包括知觉内容，又包括概念和判断的作用）。很显然，这

些内容并不都对心灵阅读能力透明，而只有一部分内容是透明的。如果是这样，那么要把不透明的内容归

属于自我，就要通过人的解释作用。综上所述，他阐发的理论实际上是融合了优越通道论、内感觉理论、

心灵阅读理论和解释主义的综合型理论，如它既承认有到达像知觉这样状态的感知通道−这与传统的优

越通道论一致，又强调要达到思想这样的状态，必须通过解释这样的途径。

笔者认为，心灵世界不只自我这一构成，而具有心性的多样性。正如我们曾说过的：“心理样式及其

性质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因为无论是表现在个人身上的心理现象还是世界上所拥有的全部心理

现象，都不是单一体或单子性存在，而是由形式多样、性质各异的心理个例和样式构成的矛盾统一体。这

些心理样式和个例在横向上是无限多样的，在纵向上又有层次性、梯级性，而后者又有开放性、生成性的

特点。”①既然有如此的复杂性，那么它们到达自己和他人的心灵阅读时的通道也一定各不相同，即有些

是通过感觉通道进入的，有些是通过非感觉通道进入的，其传递的信息也相应有二分，即有些是感觉信

息，有些是非感觉信息。由这些所决定，自我及其内容并不都对心灵阅读能力透明，因为只有一部分内容

是透明的。另外，在自我认知中，即使我们每个人有第三人称方式所没有的觉知形式，如内感觉、反思、

前反思、明见性、纯意识等，但有它们也不一定能认知自己心中的一切，例如对于自我本身、明见性本

身、自身性、自反性、许多非概念的内容等，在认知时可能还需借助解释的作用。解释之所以对自我认知

必不可少，主要是自我的有些内容不能通过内省、内感、心灵阅读所通达。在显现的、积极的思维活动

中，只有出现在工作记忆中的思维才是可作为输入到达心灵阅读能力面前的，也只有这些思想能以透明

的、非解释的方式被自我归属。至于别的思维、别的心理样式，则需要基于感性的、情境的行为线索，通

过心灵阅读能力被归属。关键是，已过去的心理事件也没法通过内省通达。内省的限制还表现在：不具有

内容的心理事件、状态不能被内省，心理事件间的因果关系、心理与行为的因果关系等都不能到达内省；

只有有意识的思想才能用语言来表达，或通过内感觉来把握，而“无意识的思想只能通过解释来归属于自

己”；人的心理状态还有这样的差别，即有些属于整体的人的层面，有的则属“子人”层面。如果是这

样，那么只有前者才是可内省的，而后者则需要诉诸解释才能被自己认知。质言之，优越通道和免错不能

一概而论，而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例如，不同心性的心理样式在自我意识和他心知面前都有自己到达认

知的特殊方式，所得到的认知的真值既有形式的差别，还有程度上的差别。

 （责任编辑：盛丹艳）

The Psychogeographical Research of Self-consciousness
GAO Xinmin,  GUO Jiajia

Abstract:  Self-consciousness is the self-cognition formed on the basis of self-awareness of identity of the

self. Psycho-geographical study of it belongs to the case study of psychological geography, the purpose and

mission of which is to use a similar approach to the great geographical discovery method to make clear all

the  modes,  structure,  emergence  and  function  of  self-consciousness,  to  explore  their  status  in  the  mental

world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psychological  mode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psycho-geographical

study, and to reveal their structural theory, kinetic theory and dynamics. Self-consciousness is a pattern with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structure,  diachronic  evolution  and  dynamic  resources  formed in  a  combination  of

givenness,  reflexivity,  selfness,  self-centrality,  psychomorphism,  reflexive  content  and  subjective-self-and-

objective-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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