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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方学者近年来愈益重视在认知科学哲学研究中借鉴和利用欧洲大陆现象学，本书以认知科学研究中
广受关注的涉身认知纲领为研究对象，概括和提炼了交互认知的观念，初步探究了认知交互式建构与
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等批判和修正笛卡儿主义二元论的现象学哲学的理论关联，并且尝试概括和分析
了认知交互式建构对知觉、意义、心身关系等问题可能带来的理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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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伟，男，1973年生，山东东阿人。
1995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哲学系，现从事外国哲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2007年获得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目前为聊城大学思政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现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1项，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二等资助1项，先后在《自然辩证
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等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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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批评和质疑认知计算主义的声浪中，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塞尔（John Searle）立足于意向心理过程对
计算主义的批判也是强有力的。
他针对认知计算主义以计算替代人类智能的极端做法，指出人类智能特有的意向心理状态不是通过计
算形式展现的。
塞尔把传统认知科学研究的主流——认知主义——的研究纲领概括为计算主义，他说：“思想是处理
信息的过程，但是，信息处理不过是符号操作。
计算机的工作是符号操作，所以，研究思想（他们宁愿把思想称为‘认知’）的最好办法，就是去研
究不论是在计算机中的或是在脑中的计算方面的符号操作程序。
按照这种观点，认知科学的任务就是去描述脑的特征，但不是在神经细胞层次上，也不是在有意识心
理状态层次上，而是把脑功能作为一种信息处理系统的层次上去描述脑特性的。
”②塞尔设计了著名的“中文屋”（Chinese Room）试验向认知计算主义发起了有力的批判和质疑。
⑧通过这个试验，一个从来不认识中文的人可以通过预先制定的规则来回答中文问题，仿佛这个人能
够理解中文。
但是在事实上，塞尔认为我们却不能说这个人“理解”中文，或者说这个人具有理解中文的意向心理
状态。
他说：“计算机具有的是一种语法，而不是语义。
‘汉语屋子’这个比喻的全部用意就在于提醒我们注意到一个为我们所熟知的事实。
要理解一种语言，以致要完全具有心理状态，就要具备比仅仅一套形式符号更多的东西，就要具备一
种释义，或者说那些符号都要有①德雷福斯：《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人工智能的极限》，宁春岩译，
在联书店1986年版，第290页。
②塞尔：《心、脑与科学》，杨音莱泽，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34贝。
③塞尔的“中文屋”试验指：将一一个完全不懂中文的人关在一间房内，这个人被教会一套英语与中
文的转换规则；这样，外面的人用中文提出的问题，里面的人可以通过完全形式的这套规则用中文回
答问题；这样，里面的人看起来就似乎懂得中文（塞尔：《心灵、大脑与程序》，载博登编《人工智
能哲学》，第94-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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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书是在对我博士论文作较大修改和完善的基础上形成.的。
其主题是通过现象学与认知科学在当代西方的学术交融而透视一种交互认知与心灵的思想。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困难但又极具挑战性的题目。
限于我的学力，目前的研究仍然存在很多不足和缺陷，还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的问题和空间，
因此希望国内外专家学者不吝赐教、多多指正。
在这本书的形成过程中，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刘晓力教授。
她卓越的学术鉴赏力、严谨的学风都无形地影响了本书的写作。
她对涉身认知交互实质的较早探索也改变了我对涉身认知的直观理解。
在我受教的过程中，刘老师常常鼓励学生参与国内外的学术活动，特别是我多次参与了她参与组织的
“心灵与机器”学术年会，其间领略了周昌乐、周北海、郦全民、刘壮虎、李恒威等许多先生和青年
才俊的风采与创见，这些都让我的写作受益匪浅。
此外，我还要感谢撰写博士论文期间韩震、王成兵、胡新和、田平、李建会、刘孝廷、吴彤、任定成
、李红等诸位老师的指点，感谢《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以及《心智与计算》等国内学术刊物以及费多益、王姝彦、魏屹东、黄仕军
等编辑对本书部分内容的信任和肯定。
当然，在这本书中出现的所有不当之处都由我本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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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交互心灵的建构:现象学与认知科学研究》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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