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述的
“

无为
＂

（甚至是其他典籍里的相关描述）是一种不受文化制约的人类行

，为。订立一套准确的分类方法，有助于我们借此审视当代心理学和认知科学

的文献中曾述及的类似行为。本文继而在已订立的分类方法上，与齐克森米邸－ －． ．

也、哈里 (Csikszentmihalyi)的 “ 自成目的体验''(autotelic experience)观念相互比飞，.f
从｀＄较 ， 而

“
自成目的体验

”
观念乃可通向当代认知科学研究的桥梁 。 本文笫三部

分引用了不少科学研究 ， 以解释
“

无为 “
行为的各个面向 。 最后，本文对汉学研

究如何可为推动认知科学和当代哲学发展作出贡献，提出了建议 。

关键词：无为 ， 自成目的体验 ，心 流 ， 注意力 ， 不费力 ， 后有意注意 ， 动作

一、导论

“无为
“

一词可以合理地以多种形式英译 ， 比如：

＊本文部分内容曾于笔者两篇文章内发表： " Introduction: Toward a Theory of Attention 

at Includes Effortless Attention and Action" (收录于Brian Bruya, ed. , Effortless Attention: A 

N.���.Perspective in the Cognitive Science of Attention and Action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吵WJ, PP- 1-2s)和"The Rehabilitation of Spontaneity: A New Approach in Philosophy of

, tion" (Philosophy East & West 60. 2 [ 2010] : 207-250) , 感谢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和夏威夷大

、

S

出版社允许转载。本文图3来自DeCaro和Beilock的"The Benefits and Perils of Attentional 

oiitro1" c 收录于Brian Bruya, ed. , Effortless Attention, pp. 52-73) , 再次感谢麻省理工大学出

}土授权使用。

美国东密歇根大学哲学科副教授 。 （电邮： bbruya@ emich. 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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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action( 没有行为）

Non-action (非行为）

Actionless action (没行为的行为）

Unintentional action (无意的行为）

Natural action (自然行为）

Effortless action (不费力的行为）

当我们注意到所有的这些翻译都将“行为" (action) 作为基础的时

候，我们就需要考虑到在当代英语用法中，“行为“这个概念里有一些怎

样的预设。

“行为“这个概念在西方语言的用法上，无论是在哲学上还是日常用

法里，均具有很重的哲学意涵，至少像”意志”、“行动者”、“自由“和“责
任“这些概念，皆暗含于“行为”概念之中。一个行为必须由某些人执行，

/:/ 
本文的目的有两方面：首先是从当代认知科学的角度，尽可能精准：，％

地理韶“无为＂。要进行这个项目，我们必须认识到“无为“只是在最近 ：＇
才成为一个认知科学的课题，而这源于中国哲学研究的贡献。 与此相关：`

的是本文的第二个目的，即证明早期中国哲学的相关性和重要性，绝不 i

仅像之前所认为的那样局限于汉学，事实上它能够而且应该被更广泛地 ？；
研习 。

本文对“无为“有如下的根本理解和预设：“无为“不该被视为仅仅 、1

局限于早期道家思想的遗物；相反，它是一种常见的人类行为，在不同的 ；
时地，均有迹可循。 认知科学作为一门试图从最根本的层次来理解人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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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行为的学科，有利于拨开各种假设，将“无为”作为一种常见的人类行为

}; 来理解。而道家哲学在这里的作用，则是为我们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提供
；扣了丰富的资源。
『、 本文第一部分乃对“无为“进行分类上的解释，将它设想为“自因“

~1~ 
t i: 过“心流" ( 跺忖， flow; 或者称作”后有意注意" [ postvoluntary attention ])这个
名y,.

了概念将道家的“无为“和认知科学联系起来；然后从认知科学的角度将
；也，.,.. 俨

锌',.·.

古“无为“区分为七个方面，并分别概述当今认知科学对“无为“不同特征

｀的研究。最后本文将就汉学对认知科学的重要性发表意见。·~ l;,) 心 ， 一 ．
,""· ,, 芬 . ,,·.·. ~-, , , 

: ;. ,, ... ," 

二、道家“自因”的分类

我们对《老子》和《庄子》中或显或隐的宇宙论观念，在理解上似乎

D 和神鬼之间，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是连续的、没有断裂的©。这个形而
释•:,.

笱，：上学的连续性之所以成为可能，乃在千“气”这个基本能量或物质的存
盐

这样的一个世界里，目的论只有一种意义，就是宇宙中的每个个体都

其同类一样消耗适当的内外资源来应对情况；他们所拥有的特殊性和

我是受一定的规范所局限的。人类则有其独特之处：我们常常因感官

\、

启．
妗：,:. 坪 CD Jane Geaney 对这一时期的宇宙有机论(cosmological organicisrn) 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

诀 Mark Edward Lewis 则详细讨论了人体和宇宙间的流体边界(fluid boundaries) ; 这样的想法暗含
晷七｀队 了一个被广泛预设的动力的形而上学基础。参考 Jean Geaney. On the Epistemology of the Senses 
砂．．．．－

赁 in Early Chinese Though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 Mark Edward Lewis, The 
罗

＠史华慈对“气”这一概念在早期中国思想里奠基宇宙观的重要性，有很好的介绍。 参考

8enjamin I. Schwartz,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MA :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的过分欲求而与这样的自然目的论产生对抗凯人回到朴茗简单的自然：．
状态，才能重新获得平静与和谐。 :i 

人除了通过五官来接收外界的信息外，还通过感受气的流动来接受哥

' 信息；这种流动含有关于一件事物、一个人、一个地方、一个群组，或者一：

个大概状况的内部变动的状况信息（信息强弱程度取决于主体、客体，以i户
及环境状况）。在这两种意义上的知识都是指对环境的理解，这种理解iri
包括从整个群体或系统的一般大倾向，到个入或特定忙况的微小倾向。一岱

凌
` ．歹一

从一块石头、一个人、一个情况中获取信息的方式都是相同的，因为他们、凶辜
之间没有本体论上的差别。感觉能力的投入越多，认勹情感作用如生认严tii

'.·.i科

识环境和获取信息方面就有更大的作用。负责感受和处理这些信息的t~
,“沼

器官是心一一它是人类负责认知清感作用的器官笠 $ 
吩

因果关系在道家的世界里被视作一种影响和回应。 无论是一朵花、

一只松鼠、一个人、一座森林，或者一个国家，影响和回应都跟随着情况

而自然成型＠。在我们熟悉的力学世界里，因果关系是关千推动、碰撞和重蹈

反弹的一一两个弹子球的矢量、质量和质料导致并决定了他们碰撞后的 ；
矢量。道家的因果关系则更类似于相互的吸引或者牵引的关系。外在 ;

的状况和内在的动机将个人向前牵引，就好像一条河将流水向前牵引－

样，吸引着小溪小河汇入河流。在感觉力的层次来说，道家的因果关系

的重心在千通过一个人所能掌握的所有的信息来理解情况，并以一种持

续的平静、稳定及和谐的方式来回应。

用“因果关系”来表示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引致误导，因为西方哲学

传统让人们将因果关系看作直接的、外在的、个体的因果性。然而就道

家思想来说，”改变”不是被导致，而是被引出、吸引、牵引出来，或者说被

容让发生。所以这里说的“自因“，并非一种强大的力量，更非由实体化

的物体施加其上。自因是个体与环境间的“流动”，它取决于个体的组成

@ 参考 Lewis, The Construction of Space in Early China。

@ 我用“认知情感作用;, (cognitive-affectivity) 这个词来指代神经系统中所有的宏观过

程。西方思想家在思想和感情之间常常有一个尖锐的区分；中国传统思想中未作这个二分，而

是把这些所有的过程都归于心。

® Geaney, On the Epistemology of the Senses in Early Chinese Thought. 

@ M. E. Lewis, 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ark Press , 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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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所承载的信息敏感性以及内在回应的复杂性。人类相较而言更加

敏感，在内在的运作当中也涉及较多的不同因素，所以人才有一个更加

<-:,. and Spontaneity (London; Totowa, NJ: Curzon Press; Barnes & Noble Books, 1985) 。
浮~．．
1公l
卢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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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因，算不得真正意义的自因，因为这个自我并非实体的自我，而因果'.1
关系也非亚里士多德的作用因。

因为这个用词上会带来麻烦，现在我将用在道家思想里更合适的词3
语来取代“自因”的表述。我将用“整体流畅性,. (holistic fluency) 来取代：
“自因”。但我们必须意识到，把中国的概念完合嵌进西方的框架是不可｀？
能的，因此我们应该选择现有的词汇中最能表述目前间题的词语，即使；'.：
这类词语并非哲学术语。这正是我选择使用“整体流畅性”这样的只带；
有很少酰值息的词语的缘故，虽然使用非传统的术语会增加表述误差的
风险。上面提到《庄子》中有 16 个篇章都对整体性和流畅性进行了描］
述，今列表如下。 I 

表 1 《庄子》关于技巧的篇章

篇章 章节数 ., 
地额之音 2 

庖丁解牛 3 

士卢立曰 7 

轮扁斯轮 13 

梓庆削木为钺 19 

木匠工锤 19 

痀倓承绸 19 

操舟 19 

斗鸡 19 

泳者 19 

至者 19 

阳子之宋 20 

渔人 21 

画者 21 

捶钩者 22 

圣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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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化，它带来的认知情感状态，就像常常被喻作倒映着周遭环境的一

池静水。
窑\: if ~. 集中”是通过熟练专注从内在资源里获取内在统一。”排除”则通
过消除可能扰乱集中的干扰来保证认知情感的统一。“集中“和“排除“
冕既同时进行，又相互补充，”排除”为“集中“清除干扰，而“集中”则填补
豁~心·

置：清空的地方，从而促进”排除"@。
复{;:~;::(

（二）流畅性 (Fluency)

回应性（因果性）的过程。一个沉思性的描述这样写道：风吹过自然

各种洞穴产生声音，然而与其说是风产生了声音，不如说声音随风

。这个声音并不是通过风吹过一个个洞穴而产生的，而是接着洞穴

的互助从它们中同时引出的声音。这个“引出”就是因果关系里”向前牵
引”的意思。顺便说，这个描述跟物理上的描述是一致的，因为风乃由气
？俨;

雇怎尸'.:
平坟·-

溢式．.; ＠我鼓励读者详读这里相关的《庄子》章节。 另外，此文“流畅性”一节中有很多关于“集

冲”和“排除” 的例子。
今 ＠“行动者" (agent) 这个词，鉴于其意愿的暗含，用在这里当然是有问题的，但是别无他

法。这里并不预设任何的亚里士多德传统的本体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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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压差异和温差而产生，而并非如日常所说风”吹”着一样。感应和直接的ti
窃

因果性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感应预设了一种可以被引起的敏感性航风；
并不是被单一的外在原因所引起，而洞穴有所回应，帮助了气流的流动召
也许最好的说法是，有一个牵引作用的存在，而风和声音都因它而起。 ; 

要理解中国思想中的因果概念有别于西方的传统因果概念，就要从丿
古典动力学转向流体力学。流体力学是将“运动”理解为一种动力系统心

的而非个体之间的运动。可能有人会反对，认为一棵树无论是长在中国］
还是希腊，都是由一样的成分构成的，为什么我们在考虑两种情况的时~

：孚

候要转换思考范式呢？在西方，事物被理解为个体的东西，而动力学是~
马

理解所有运动的唯一范式（并暗含着内在的目的论）。在中国，事物被理卢. ... 咚

解为在本质上可变的矶一种用来理解因果律的理论，在今天看来其实就＄

是属于流体力学炽 \ 
所以在中国思想的语境里，一个自发行为不仅包括行动者自主的行｝

为，我们必须有系统地考虑吸引力、各种渠道以及回应性这些因素。叶
道家自发因果论来理解人的行为就是说，人效法自然系统，行为本身是1

I 
® u 感“这个词就像硬币一样有两面，它既可以表示去引起（某种情感）也可以表示对被，，1

引起（某种情感）的敏感性。见拙著．＂·Emotion Desire, and Numismatic Experience m Rene心
巠

Desc釭tes, Zhu Xi, and Wang Yang1ning," Ming Qing Yanjiu (2001) : 45-74; "Education and iTo 
习

Responsiveness: On the Agency of Intersubjectivity," in R. T. Ames & P. D. Hershock, eds., -'i 
沁
浏Educations and Their Purposes: A Conversation among Cultur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飞

Press, 2007) , pp. 346-353 。 丁商
@ J. Reding, Comparative Essays in Early Greek and Chinese Rational Thinking (Hants,j 

England ; Burlington: Ash gate, 2004) . 发
; 

@ 当然，我并不否认在实践层面上中国思想也将事物个体化。但我们讲的是个本体论的I~

问题——万物最基本上是由什么组成的？西方主流认为是原子或者灵魂，而中国主流认为是流：
动的气” 。 所以我并不是说，在古代中国枣树上掉下一颗枣，和在古希腊橄榄树上掉下一颗橄凇
榄，二者在方法上该有不同的诠释。我的意见是：在最基本的层面，活动（和改变）在中国是被＼

理解为物体间具有流动的边界 (fluid boundaries) 的聚合，这是不同于在希腊对活动的理徘＄
的一－－在希腊活动被理解为个体的实质对象在外在推动力作用下的活动。我推荐读者去读\'
Lloyd 和 Sivin 对中国和希腊科学观的比较 (G. Lloyd and N. Sivin, The Way and the Word:)也

喜
Science and Medicine in Early China and Greece [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当 闷

中他们说道”中国和希腊最根本的概念分别巨大” (p. 241) ; 他们详细解释希腊的根本概念在，岂

于元素以及自然性的因果和解释，而中国的在于一个有机体的动力系统。 七):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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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情况而发生的（这种发生过程是独特的，不可能被单单降解为具

成分），因而只能在大致上被预见。自发性行为是在具体的清况中

出来的，而非源于某特定的个体起因，或者源于某特定个体行动者

志。

在《庄子》著名的“庖丁解牛”篇中，庖丁解释在经年的练习后，他巳

目无全牛．而杲依平天理，

关系,,)就意味着行动的感应性。在《庄子》第六章中，在孔子讲述了道
家对世俗的超脱后，颜回问他，他的行为何方之依 最显而易见的答
飞：案应该是“礼”。然而孔子（扮演了道家的角色）解释说人最理想的状态
是自在地依存于事物的自然规律，以至千忘记了那依赖关系。就好像鱼

：,依靠于水的浮力，在水里亳无障碍地穿插游走，而忘记了它是在水里的
i)(又依赖着水）。

回到具体活动上的回应性，《庄子》二十一章有这样的描述：一个渔

夫与打鱼的活动非常和谐一致，以至千他看起来根本不像是在打鱼。在
这个章节中，文王欲将王位相让给这位境界高超的渔夫，文王也同样被
拿来和渔夫相比较一一－他们都能“循斯须”。所以道家所认为的自发行

芦
为不是即兴的，也不是独立事件，更不必是例行公事——它随情景才

岱卖
霞？发生炾

广:; 回应性所对应的器官是心，它也被描述为所有认知情感作用的基
．；础。在庄子中新轮的老人的故事里，他说他在新轮的时候，是得之于手

『而应于心，这个感觉是不能言传的。在其他早期文献里，心被认为是感
[}! 受的器官，接受和回应外界的感受。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时候的文献
”里对人的认知清感性和外界的环境是不做区分的。如《易经· 咸卦》注

＠评论或谓意料之外的情况会阻碍着行动，但此说并不成立，因为人是可以根据环境而

推算、应变的。最厉害的网球选手不仅仅是通过练习达到最高技术的那个，他同时也是在网球
场上最能灵活应变千不可知情况的。表现为灵活性的创造性在行动领域是至为重要的，也是成

: " 功的必要条件；以“依赖”来理解“感应”并不是说依赖是一种障碍，它会起促进的作用。假设一
户艘船的船桨突然获得了完全的意识，它不回应千任何事物甚至不依赖水的阻力，而想全靠意志
去控制自己正常完美地摆动。这样可能吗？就如同船桨不可能成为不依赖水的阻力的船桨；在
：，道家思想里，一个人也不可能成为不回应于外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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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

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我们看到的东西是可以被感受的，正是通过这个外在的刺激和内在

的回应性，人可以自发地回应。

2 . 从整体性而来的“轻易”

不费力显然是涵括在回应的流畅性里的。《庄子》里的能工巧匠们

一次又一次地被描述为轻而易举地完成非常复杂的工作。“轻易”

(ease) 在这个层面上和用力相对，而不是和困难相对；因为困难和不费

力(effortlessness) 并不矛盾，而且这样的不费力恰恰是回应困难而生的。

“轻易”所指的是在行动者和环境之间相互回应的流动。虽然“轻易”似

乎是伴随回应性而发生的，又或者是回应性的一个特征，但实际上它和

前文提到的”排除”概念，关系更加密切。有整体性才有流畅产生。

《庄子》内几个章节都谈到流畅性对整体性的依存。在描写能工巧

匠梓庆”削木为镌”的篇章里，梓庆首先提到了他要平静他的心，然后将

所有关于奖赏、荣誉、技巧的想法甚至自我的意识都抛诸脑后。当这些

干扰远去后，他的灵巧技术就集中起来，他的境界登峰造极，他甚至直接

在木头中能看到成品的镂的样子。只有到了这个境界，他才开始动手，

而成品则”见者惊犹鬼神”。将它称作“犹鬼神”似乎与原意不一致，因

为“犹鬼神”带有超 自 然 (spiritual) 的意味，但镂的制作却正是根据树木

的自然本性而来的。之所以这么称谓，实则是因为雕刻者超越了世俗的

那些把我们引离自然本质的障碍，达到了最高的自然的成就。梓庆最开

始要平静他的心的原因则是因为如此他方能感受自然并回应自然。如

果他无法达到这个层次，他说道，那么他就会放弃那一次的雕塑。

，就像木匠工捶一样，他可以不需工具辅助而徒手画出圆形和直角。

他的全神贯注达到一种精神上的平静，于是他可以不顾内在或外在的干

扰，不需任何工具或者计算。 就像泳者，他排除自我的意识，跟水里的旋

涡一道下到水底，又跟向上的涌流一道游出水面，顺着水势而不作任何

违逆 。 而在痀倭承绸的故事里，驼背老人用竿子粘蝉，就像在地上拾取

@ 王弼、韩康伯注 ，孔颖达疏：《周易注疏》，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古籍研究

中心汉达文库网上版(http : / / www. chant. org/ prehan/ frame. aspx? t = b&id = 0008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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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他的身子就好像临近地面的树根枯木，排除纷繁的万物干扰而只

；注意蝉翼，就像除了蝉冀别的什么都不存在一样。再来说至者，无论是

潜于水底高于天空或者甚至是在火上，他都可以保待“轻易”的状态，而

通过内在的整体性回应事物间的变化。这种整体性被描述为一种自然

三、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探讨“无为“

在当代西方哲学或者认知科学中有没有“无为“这个概念？一直以

.，来，答案都是“没有＂。直到认知科学研究者开始将“无为“在“不费力注

意" (effortless attention) 这个名目下进行研究，情况才有所改变。

7' 在 20 世纪 70 年代，行为心理学家米哈里· 齐克森米哈里(Mihaly
飞~ikszentmihalyi) 向学界介绍“自成目的体验" (autotelic experience ; 或称

饬伈·... . 
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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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在实际表现没有下降但主观努力突然消减的现象，显然是有研

究文献支持的宽

研究文献显示，＂努力”可分“心”“力”两种：心理上的，和体力上

的匠二者在概念上是可分离的。比如说，在惯常的行为中，即使用体力

的程度不变，但用心的程度却可下降。将近 50 年前 Gunnar Borg 证明了

客观和主观形体努力之间的可靠关联间这个关联至今仍然是精神生理

学方法的基础。客观和主观的精神上的努力之间的类似关联则被预设

但未被证明 。 人因工程学对主观努力的工作量的研究有几种衡量方式，

然而这些主要的方式都没有明确地区分心理和形体上的主观努力宽而

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客观和主观的精神努力之间的联系的预设似乎都跟

齐克森米哈里与 Dobrynin 的研究结果互相矛盾觅

@ M . Csikszentmihalyi, Beyond Boredom and Anxiety, I st ed.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1975) ; M. Csikszentmihalyi and I. S. Csikszentrnihalyi, Optimal Experience; 

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Flow in Consciousness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M. Csikszentmihalyi and J. Nakamura, "Effortless Attention in Everyday Life: A 

s ystemat1c Phenomenology," in B. Bruya, ed. , Effortless Attention; A New Perspect ive in t加

Cognitive Science of Attention and Ac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0) , pp. 179-190; N. 

Dobrynin, "Basic Problems of the Psychology of Attention , "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USSR 

(Washington, DC: US Dept of Commerce, Clearinghouse for Federal Scienti fic and Technical 

Info盯nation, 1966) , pp. 274-291; Y. Dormashev, trans. E. Osin, "Flow Experience Explained 

on the Grounds of an Activity Approach to Attention," in Bruya, ed . , Effortless Attention, 

pp. 287-333; S. A. Jackson and M. Csik.szentmihalyi, F low in Sports (Champaign: Human 

Kinetics, 1999) ; F. Ullen, 0. de Manzano, T. Theorell, and L. Harmat, "The Physiology of 

Effmtless Attention: Correlates of State Flow and Flow Proneness," in Bruya, ed. , Effortless 

Attention, pp. 205-217. 

勋 A. S. Smit, P. Eling , M. T. Hopman, and A. Coenen, "Mental and Physical Effort 

Affect Vigilance Differentl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 57. 3 (2005) : 211-217. 

® G. Borg, Physical Performanc e and Perceived Exertion (Lund: C. W. K. Gleerup, 

1962). 

四 S. Rubio, E. Dfaz, J. Martfn, and J. M. Puente, "Evaluation of Subjective Mental 

Worklo ad: A Comparison of SWAT, NASA-TLX, and Workloa~Profile Methods," Applied 

Psychology: An I凡temational Review 53. I (2004): 61-86. 

匈 如果在自成目的经验中客观努力随着主观努力而递减，而最终的效果又可保持不变 ，

那么我们就更有理据来质疑现有的标准模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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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们一直都用”意志" (will) 这个词来表示主观的努力氛心理

神努力（以注意力和自我调节形式）如同客观的形体努力一样，似乎具有

可测量和可操控的生理机制。这个研究最令人惊诧的结果是，这个生理

机制可以被一次简单的集中精力所打破。

@ 
Neuroscience Perspe ctive on the Will (Mahwah: 

control, and Choice," in J. Greenberg, S. L. Koole, and T. Pyszczynski, eds., Handbook of 

~ 飞perimental Existential Psychology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04), pp. 398-410 . 

, @ R. F. Baumeister, E. Bratslavsky, M. Muraven, and D. M. Tice,''Ego Depletion: Is 

the Active Self a Limited Resour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 5 (1998): 

又 1252-1265; M. Inzlicht, "Stigma as Ego Depletion: How Being the Target of Prejudice Affects 

Self奴control," Psychological Science 17. 3 (2006) : 262-269; A. C. Moller, E. L. Deci, and R. 

M. Ryan, "Choice and Ego -deplet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Autonomy," Persona lity and Social 

Psyc加logy Bulletin 32. 8 (2006) : 1024从1036; M. Muraven, D. M. Tice, and R. F. Baumeister, 

~Self-control as Limited Resour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 3 (1998): 

774; B. J. Schmeichel and R. F. Baumeister, " Effortful Attention Control," in Bruya, ed . , 

Effortless Attention, pp. 29-49 . 

@ M. T. Gailliot, R. F. Baumeister, C. N. DeWall, J. K. Maner, E. A. Plant, D. M. 

Tice, et al. , "Self-control Relies on Glucose as a Limited Energy Source: Willpower Is More than a 

;{Metaph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2. 2 (20 07) : 325-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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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动性 (Automaticity)

,: 
®T . L. Webb and P. Sheeran , " Can Imp! ementat1on Intentions Help to Overcome Ego- ;: 令

.,I 
., ,\ 

deple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9. 3 (2003): 279-286. 婷
瑚

®H . M. Wallace & R. F. Baumeister, "The Performance of Narcissists 沁ses and Falls with Ji 
...、.. ,. 

Perceived Opportunity for Glory," Journal of Perso叩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2. 5 (2002) : 819-834. 沼喝;r 
@ P. M. Gollwitzer " 

．，,夺

,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s: Strong · Effects of Simple Plans," ) 
~ American Psychologist 54 (1999) : 493-503. 
.,;., 

． ，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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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走路时腿部自然活动、开车时作出复杂又快速的调整。研究社会行

为(s~cial behavior) 的 John Bargh 认为，超乎我们想象的很多行为其实都
是在有意的意识外完成的氛他在最近的研究中提议我们应该把一种语
言的”级连模式" (cascade model of language) 应用在行为上＠，来解释平
行处理的目标激活如何自发地导致行动，就好像谈话虽然由目标导向，
并受制于绝对的句法及语义的规范，然而它也是自发地进行的。

与级连模式相关的是 Hommel, Milsseler, Aschersleben 和 Prinz 提出

飞的”事件编码理论" (theory of event coding 泡。 Hommel 等人跟随
令Dewe煨和 Gibson® 的传统，认为感知和动作在大脑里是被统一编码的，

所以两者在功能上是连结为一的。这个模型的一个结果就是假定行动
都是因其效果被编码的，而不是根据明确理解的行动被编码的。这个结
果的现实意义就是，在学习中注意力不应集中在行动的意图、意愿的方

．飞面，而应在行动的效果上立
Joshua Ackerman 和 John Bargh~ 检阅了大量关于社会协调 (social

®J. A. Bargh, "Beyond Behaviorism: On the Autornaticity of Higher Mental Processes," 

: l'sychological Bulletin 126. 6 (2000) : 925-945; J. A. N. Bargh and T. L. Chartrand, "The 
炉:;'.• :
, Unbe~rable Automaticity of Be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54. 7 (1999) : 462-479. 

r::· · @ J. M. Ackerman and J. A. Bargh, "Two to Tango: Automatic Social Coordination and 

, ;, 卢e Role of Felt Effort," in Bruya, ed. , Effortless Attention, pp. 336-371 ; J. A. Bargh, "Agenda 

i:t:2(X)6: What Have We Been Priming All These Years? On the Development, Mechanisms, and 

七 Ecology of Nonconscious Social Behavior,"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6. 2 (2006) : 

'.':147 -168. 

©B. Hommel, J. Mtisseler, G. Aschersleben, and W. Prinz, "The Theory of Event 

Coding (TEC) : A Framework for Perception and Action Planning,"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J. Dewey, "The Reflex Arc Concept in Psychology," Psychological Review 3. 4 (1896) : 

/<.(,357~370. 

@ J. J. Gibson,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G. Wulf, " Directing Attention to Movement Effects Enhances Leaming : A Review, " 

/ :J' _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8. 4 (2001): 648-660; G. Wulf and R. Lewthwaite, "Effortless 

':、 Motor Learning? An External Focus of Attention Enhances Movement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欢in Bruya, ed. , Effortless Attention, pp. 75-101. 

®Ackerman and Bargh, "Two to Tang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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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

coordination) 的自动性的文献。他们认为社会协调有三种形式：模仿伺 ＄
~ 

步和互补。“模仿“在 3 至 6 周的婴儿的行为中可见，忳们模仿成年入的 名

面部表情和手势。“同步”是时间和节奏的协调，一个朗显的例子是一起
遠

演奏乐器的商乐家们。“互补”指的是跟随一个协调行为作出合理的反 饼~i 
·\羽

应，比如说在别人为你开门的时候说“谢谢＂，或者服从仅威。社会协调 募
树

不仅包括行为，也包括想法、感受，甚至生理反应，比如心跳和排卵周期。 慫
．．、煽

Ackerman 和 Bargh 提出疑问：什么机制是社会协调的基础呢？他提 炕
;-!i¼ 

出了 三个机制：动力系统 (dynamic systems) 、感知一动作同一表征 §

(snared perception-action representations) , 以及激活动机 (active 心$ 

motivations) 。正如两个钟摆会自动地协调摆动的周期，两个坐着的人摇 递
圉

笱晃的双腿也会无意地同步。 Ackerman 和 Bargh 认为用来解释为什么钟 ~
.. : 浮

摆会同步的动力学机制也可以解释这一类同步现象。更复杂的社会协 孽
·· 漁悯可能是取决于感知一动作同一表征机制。 Hommel( 详见上文）和其他｀

; • 崝
研究者表明，进行关于感知的编码和信息传递，以及进行关千动作的编 ：屯仓
码和信息传递，二者的神经计算是一样的，所以感知和动作是直接地影 五

姿5
:,;(ii 

响对方的。 比如说，一个人看到别人去抓一件东西后，他的身体会产生 罩

与伸手去抓东西一样的神经活动，即使他并没有伸手去抓任何东西。这 i
.. : 海

个半校仿的过程促进了观看者实际上伸手出去抓东西，从而鼓励了关于 、，t

“抓东西”的社会协调。另一方面，那些偷看别人隐私文件的“多管闲 勺
泡

事”的被试，在随后的测试看到图片里的人像时，表示他们觉得图片里的 谔
噶

入是“多管闲事”的人。 i 
感知—动作同一表征系统是解释社会协调的一个主要机制。据 ·,i

均
Ackerman 和 Bargh 所说，另一个我们常常在生活中提起的机制是“激活 书

气动机”，或称“目标状态" (goal states) 。因为两个人可能有一致的目标， 必, 11 
比如泌球，于是他们会协调动作以期望达到目的。这种协调可以是故意 ？

的，也可以是偶然的，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以是无意识的，甚至可以被｀
忍

启动(primed) 。 ? 
Ackerman 和 Bargh 引用研究，证明社会协调的现象涉及入际间的交 讨J ., 

流的感觉(feelings of interpersonal fluency) 、个人消极面的超越，以及正 ：

面的情感。然后他们提出疑问：为什么社会协调在有意识地表现出来的

时候，感觉上却是不费力的呢（当然无意识的社会协调是不费力的）。他

们注意到了两个重要的问题。首先，努力是随着个人衡量需求的，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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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随着需求本身的。当进行社会协调时，特别是当社会协调能产生上述

良好的感觉时，我们意识到需求是可以得到满足的，所以不需要额外费

力争取。第二，不费力社会协调所需要的有意识对注意力的控制，牵涉

的不是对动作本身的意识，而是对动作效果的意识。所以，我们有意识

的注意力是落在“打好篮球”之上，而不是每一个细小的肌肉动作。由

此，自动性让社会协调好像毫不费力地进行。

Ackerman 和 Bargh 总结认为和“心流活动" (flow activity) 相关的不

费力行为是两件事情的结果：感知到所需的努力很小，而且这个行动是

， 具有自动性的。他们允许行动者在活动中是有意识这个可能性，但是认
为有意识并不等于有意地去执行控制。他们认为参与不费力注意或行

的行动者，在经历这些活动的时候就好像旁观者一样。

关于无为的描述和心流在某些方面十分相似，他们都有一种失去

或者说超越自我意识的现象，就好像动作本身在指引自身。”后有意注

意”这个词表示的就是这个人的行为并不是完全有意的。当然，这并不
是说他是无意的，或者完全自动的。所以与 Ackerman 和 Bargh 的分析

相反，对于无为来说似乎有一个中间地带，它既不是完全的被行动者所
控制，也不是完全超出他的控制。这是不是一个神秘的、不能用日常语

言所解释的矛盾呢？除非你认为人脑只有两种状态：完全地控制操作

状态，和完全的非控制操作状态，否则这个矛盾便不成立。 我们都知
道，人脑是多模式的，不可能只有这么简单的二分状态。下文会继续

讨论。

（三）决策

“决策”是现代经济学©和道德心理学＠研究的一个主流问题，然而

只有很少人注意到人所有的行动都牵涉到某种选择，无论这是有意或无

意的选择。 Jeffrey Schall 表明，选择（从所有选择中挑选一个）这个行

@ D. Tomlin, M. A. Kayali, B . King-Casas, C. Anen, C. F. Camerer, S. R. Quartz, et 

令吐 , "Agent-specific Responses in the Cingulate Cortex during Economic Exchanges," Science 312. 

®J . D. Greene, L. E. Nystrom, A. D. Engel! , J . M. Darley, and J. Cohen, "The 

, eural Basis of Cognitive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Moral Judgment, " Neuron 44 (October I 4 , 

2004): 38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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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概念上跟决策（对选择的考虑）和行动（选择的表现）是可分

割的©。

Mariano Sigman 和 Stanislaus Dehaene 则在传统的概念框架内认为

在行动的三个阶段里（感知的、中央的、运动的），第一和第三个都可以同

时进行不同的任务，而只有”中央“必须是顺序性进行的，所以乔有意的

行动中才会有时间的延迟函。

直到 Antonio Damasio 和他的同事证明自主神经系统在行动决策中

的重要作用笠自主神经系统和自动行动之间的联系才被认真考虑。总

之，自主神经系统让身体和心理能对不确定却熟悉的环境作出恰当的

反应。

Joseph McGuire 和 Matthew Botvinick 研究了决策中涉及的基本脑

部活动航大体上，在做决定的时候，越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解决问题上，

效果越理想。可是高度集中也有高度的消耗，所以我们的大脑有这样一

个机制，让认知控制和预期所需的注意力配对起来。这个可以在前述关

于颜色配对的测试中君到。在一个实验中，当颜色和文字有几个不匹配

的时候，被试会做得比只有一个不匹配更好。类似的结果也存在于其他

相关实验中。 McGuire 和 Botvinick 认为大脑渐渐认识到这个不匹配难

题所需要的努力量，于是增加资源来配合所需，以达到更佳效果。

McGuire 和 Botvinick 提出的模型，假定认知所需是按照反应冲突

(response conflict) 而被预期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步人一个状况时，是有

一个关于这个行动所费力的预测的。 如果行动所需注意力和预期相符，

那么大噩的工作都是在无意识状态下完成的，这个行动感觉起来似乎不

®I . D. Schall, "Neural Basis of Deciding, Choosing and Acting." NaJ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2. 1 (200 1) : 33-42. 

®M. Sigman and S. Dehaene, "Parsing a Cognitive Task: A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Mind's 

Bottleneck," PLoS Biology 3. 2 (2005) : e37. 

@ A. R. Damasio, Descartes ' Erro r: Emotion, 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 (New Y泣

Putnam, 1994) ; "The Somatic Marker Hypothesis and the Possible Functions of the Prefrontal 

Cortex, " Philosophical Transac应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血on. Series B, Biological Sciences 

351. 1346 (1996): 1413-1420. 

@ J. T. · McGu江e and M. M. Botvinick, "The Impact of Anticipated Cognitive Demand on 

Attention and Behavioral Choice,''in Bruya, ed. , Effortless Auen.tion, pp. 10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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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力。如果出现了预期外的注意力增加的需要，我们会将更多的工作放

入有意识的范畴里，这样这个努力感觉起来就是费力的。

这不只是个有趣的空想理论，因为 McGuire 和 Botvinick 挛实上有

很多数据来支持他们的结论。根据神经成像的研究，脑内最直接涉及估

计反应冲突的部分是前扣带皮层(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 ACC) 。也就

是说，在色彩匹配测试中，当词汇和颜色不匹配的清况多次出现，前扣带

氐 皮层便活跃起来。有多种方法都可达到同样效果，以增加反应冲突，比

如说规定任务必须限时完成。而且，前扣带皮层的活跃平常导致背外侧

前额叶皮层(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 DLPFC) 活跃的增加，而这个

区域正是与有意的认知控制相联系的。于是前扣带皮层认识到目前控

制的不足，把这个信息传达到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后者便加强控制。如

上文所说，这个模式已被颜色匹配测试证明，在多个词汇和颜色不匹配

的回合中，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变得对前扣带皮层的回应活跃起来，然后

当控制增加而足够的时候，前扣带皮层渐渐又静下来。

McGuire 和 Botvirii~k 还提出了另一个可变因素。人脑内的伏隔核

凇/-, . (nucleus accumbens) 负责行为的预计回报的编码。他们发现脑部伏隔
姿·'农；， 核对回报的计算，是和前扣带皮层所计算的预期精力互相整合的：一个

包 行为的价值，按照所需要的精力而降低。千是人们自然地尽景避免非常
费力的行为一除非这个行为回报颇丰。

McGuire 和 Botvinick 的结论是：前扣带皮层为未被达到的需求而编

码。如果一个任务需要投入巨大的精力，但认知资源已被适当调配以应

付所需，前扣带皮层便不会被激活。它仅仅在预期所需的精力超出了目

前的资源的时候才会被激活。所以在无为的状况中，虽然行为需要超常

的精力投入，但因为认知资源的投入已经足够，以至于从上而下的意识
控制不需要被激活。因此，上面提及的当自动性足够应付高层次的回应
时，因为前扣带皮层并没有被激活，所以行动者并不感觉到费力。

McGuire 和 Botvinick 引用 Lionel Naccache 的一个研究来支持他们的观

点：一个前扣带皮层有损伤的病人在对应非常复杂困难的任务的时候，

即使知道任务困难，仍然认为他没有感觉到费力。

从 McGuire 和 Botvinick 的研究结果来看，关于无为的不费力行为的

经验，是完全有生理学依据的，因而不必视作深奥莫测的秘密。“无为“

、的体验似乎十分神奇，然而这并不表示它不可以透过基本脑部活动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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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反而更好”觅 DeCaro 和 Beilock 引用了一些支持着一个普遍存在

观念的研究，就是工作记忆和注意力的控制呈现正相关，而注意力的控

制和斛决问题的能力亦呈现正相关。在需要多重步骤以解决问题的任

务里，工作记忆能力高的被试，其表现长期较那些工作记忆力低的人为

住。然而，DeCaro 和 Beilock 也发现，当被试们在压力大的环境下工作，

因而说要耗用注意力的时候，高工作记忆力反而不利于解决问题，原因
是：他们靠高工作记忆力来按部就班以解决问题，但注意力耗用噩越大，

盂婓多重步骤才可解决的问题就更难逐步地完成，所以解决问题的可能 > 

性也就因而重低了。低工作记忆力的被试不会受制于僵化的规则系统， l 
而采取更具启发性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在这样的高压力的状况下，高注

意能力反而导致吏经的表现。

DeCaro 和 Beilock 提到两种不同解决问题的处理系统。 一个是规则

川 另一个斛决回题的系统是联系系统(assomatwe system , 
的[ implicit J 、自动的[ automatic J 、启发式的[ heuristic J , 或者直觉的
口ntuitive] 系统）。联系系统一般来说是有领域局限的，也就是说在某一

领城i1f行的策略不一定在别的领域可行。它是自动的，仅仅需要很少的 ;: 

上作记忆力或注意力，而且不能被有意地应用。这两个系统常常互相配 ” 

合1~1个，然而有时候也会产生冲突，上述压力大的情况便是一明证。 少

DeCaro 和 Beilock 提出了水缸测验（图 3) 以供考虑。在这个试验 、＊

里，被试衱婓求用最简单的方式米铲决六个问题。前三个问题是规则为

@ M. S. DeCaro and S. L. Beilock, "The Benefits and Perils of Attentional Control," in ;' 

Bruya 呵 ed. , Effortless Attention, pp. 52-73. 

为本系统 (rule-based system; 也称为明确的[ explicit J 、控制的

[ controlled J 、演锌的[ algorithmic] , 或者是分析的[ analytic J 系统）。在这

个需如f;i下作记忆能力的处理系统里，注意力是相继而来的而且广泛地

在多种领域内被应用的。它感觉起来是费力的，而且可以被有意地应



兀力的认知叶千叮九

本系统最擅长解决的问题；不过后三个问题是规则为本系统可以奏效，

但却有其他更简单快捷的解决方法的问题。他们的发现是，具有较低工

作记忆力的被试比较容易在面对后三个问题的时候转换到简单的方法，

所以表现比较成功。这个结果和其他类似研究结论一致，就是专门技能

有时候会因为心理定势(mental set) 而妨碍问题的解决。

水缸Av23 水缸BV96 水缸C 目标V3 v67 
图 3 水缸试验。参与者用不同容量的水缸为工具，演算出一个算式，来得到一定＇，目标”

体积的水。前三个问题只可以用 B-A-2xC 这个算式（即灌满水缸 B,倒出一些来灌满 A,然

后把剩下的倒进 C 两次，B 里剩下的就是所需的）。后面三个问题同时可以被这个复杂的算式

所解决，也可以被更简单的算式解决（即 A-C) 。参与者已知水是可以任取没有限凳的，且并

不是每个水缸都必须被用到。

综上所述，DeCaro 和 Beilock 和其他学者的研究都证明了虽然规则

为本的处理方法在解决问题时常会很有效，但也有其间题。压力、双重

任务的干扰、心理定势，以及事先存在的认知结构等等条件，都会对规则

为本的解决方法产生负面影响。在这些情况里，低努力的问题解决方法

常常是最有效的。

我们可以从 Botvinick 和 McGuire 的研究以及 DeCaro 和 Beilock 的

研究看到不费力行为至少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让认知资源有充分预

备，这样无论最后对认知的需求是高还是低，它们都能因为有认知资源

的适当配合而得到满足。而当认知资源被耗用时，第二条路是能够采用

耗费认知资源较少的策略一一比如说依靠相联处理系统 (associative

processing system) 的策略。

（四）行动句法 (Action Syntax) 

Joaqufn Fuster 研究了执行功能在注意力和行为中的时间性角色，在

其中和低级神经阶段（运动前区皮层、基底核、下丘脑，或者其他皮层下

的结构）结合的自动性行为是被前扣带皮层（动机、解决冲突）、外侧前额

叶凸区域（心理定势、综合跨时间的信息），和眼窝区域（抑制控制）所激
活和调整的。 Fuster 认为，行动的时间整合是和处理句法 (negotiate



T~-白刁一气L入．，凡八牙 ll., 中斗 ）

syntax) 密切相关的。虽然旬法主要是和语言相关联，但 Fuster 认为“语

言的句法和运动的句法似乎有同样的种系起源”包如果感知—行动环

所涉及的神经机制和处理语法的神经机制是一样的或作用类似的，那么

关千不费力行为的一些特征就更好解释了。

Matthew Botvinick® 发展了一套常规的链接网络模型来解释日常生

活中的决策行为，这个模型并非依赖固定的方式，而是靠短暂的、灵活的

层次结构来韶决问题。这个层次结构是依赖千环境的，因此很容易被日

常生活中常出现的分心错误干扰。 Botvinick 这个计算的模型，可以帮助

阐明注意力在复杂的系列行为中的角色。

句法就是一系列已排好层级的目标，在一定的领域内，这个层级结

构是由可废止及按时间执行的法则组成的。因为不费力行为常常出现

在被界定好的、有明确组成规则的活动中，故此不费力活动很可能是和

处理句法的过程密切相关的。 行动句法这个概念仍然是—个很新的概

念，而且必须和其他较全面的行为模式综合起来见这个概念带出了一

个重要分别，就是明确的规则遵循模式和限制内的最佳行动模式之间的

分别觅喝咖啡时 ，如何决定先加糖还是先加奶航弹奏一串音符时，如

何决定强弱对比的处理？应用明确的规则＠只是执行的一个步骤。另一

~~J. M. Fuster, Cortex and Mind: Unifying Cognition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岱 M. M. Botvinick, " Multilevel Structure in Behaviour and in the Brain: A Model of 

Fuster's Hierarchy,"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Series B: 

Bioloiicol Sciences362.1485 (2007): 1615-1626; M. BotvinickandD . C. Plaut, "Doing without 

Schema Hierarchies: A Recu盯ent Connectionist Approach to Normal and Impaired Routine 

Sequential Ac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11. 2 (2004): 395-429. 

@ P. Costanzo, "Social Exchange and the Developing Syntax of Moral Orientation," in B. 

Laursen and W. G. Graziano , eds. , Social Exchange in Development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02) .' pp. 41-52. 

®R. N. Langlois, " Rule-following, Expertise, and Rationality: A New Behavioral 

Economics?" in K. Dennis, ed. , Rationality in Economics: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Dordrecht: 

知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8) , pp. 57 -80. 

®Botvinick and Plaut, "Doing without Schema Hierarchies. " 

@ S. A. Bunge , " How We Use Rules to Select Actions: A Review of Evidence from 

Cognitive Neuroscience," Cognitive, Affective, and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4. 4 (2004 ) : 564-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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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个步骤是根据情景来使用规则，因为情景总是不尽相同的。
飞序·

心{'.、I
扣 - . 在滑降滑雪的时候，一个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哪里？在这样快速的节
＆ 奏中，虽然有意识的细致思考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仍然会短暂地注意

了1 到一些转弯、一些障碍物。 Bernhard Hommel 的注意力理论认为注意力

,,,:~: 互 并非由意识驱使，也不是一个管理有限认知资源的系统，而是“分布式处
如

飞从
沁： 理系统中行动控制的副产品”觅 Hommel 证明，注意力根本来说是当事

色 先建立好的行动程序一个接一个上线时，各个感知系统对那些行动程序崝~..
1Jt 
;.,; ＂｀` ｀， 安插参数的过程。一个滑雪者（顺利的话）不费力就能知道转弯和啼碍

，;,} 物在哪里。对于 Hommel 来说注意力在正常状态下是不费力的，仅仅当
:!!',·"' 
穸`，． 内在的动机和外在的条件产生阻隔的时候（就好像在上文提及的实验
您·' .i\: 里），才会被觉得是费力的。因为感知和行动在统一的表征系统里整合，
;， 故此句法暗示（即与某一行动有关的一连串暗示或提示）能得到即时的、

~;; 由行动驱使的处理。
f心\ 人为活动是由层级结构目标及动作参数组成的，而在概念上动作与乱
名七、 活动难以分离；对于涉及“无为＂的行为尤其如此。如果我们回头看看庄象心
倍， 子关于技巧的篇章，例如是削木为锁、木匠工锤或是痀倓承绸的故亭里，
芷

从 他们都有着明确的目标。 Honunel 的研究证明这样的目标如何融合到行
贷,: ·.• 

庄 动句法里，而这个句法如何无意识地、无我地被处理。
氝袅，;:'. · Hommel 提到行动包括两个步骤：计划和执行。他引用研究说明这

斜 两个步骤在脑内是在两条不同的注意力路径内同时完成的。 他的用词
怨又
,r 是，沿着腹侧路径 (ventral pathway) 的“行动计划”，和沿着背侧路径

产 (dorsal pathway) 的“行动调整” 。 腹侧路径涉及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s~.:-.--
t(:,: , ' ( 自主／不自主的，在线／离线的，外显／内隐的）过程，并且负责设定行动
令讨

怂;:,:;夕 中比较恒定的部分—一多远、多快、多大、多小、多吵、多迅捷等。而背侧
究
釭 路径是不对意识开放的，负责处理行动中需要即时调整的特质。
玲；．．

飞、： Hommel 提到了 :Prablanc 和 Pellisson 的一个研究。被试被要求在屏

'-!.:., 幕上把他们的手指从开始的位置移到一个亮点上。在一些测试里，亮点

; 脉心

在被试眨眼时被移动了少许。令人吃惊的是被试仍然可以毫无迟疑和

犹豫地准确点到那个亮点。 这个实验证明了行动的两个重要特征，而第

t·.· · · · · @ B. Hommel, " Grounding Attention in Action Control : The Intentional Control of 
屯:._

Selection. " in Bruya, ed . , Effortless Atten勋n, pp. 12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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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动者 (Agency)

David LaBerge 的三角巡回注意力理论 (triangular circuit theory of 

attention) 认为丘脑在注意力的处理中，有着重要的角色＠。三角巡回理

论认为注意力仅指有意识的注意力，或者如 LaBerge 所称的意识

物，从而令注意力持续地集中。

Harvard Universi ry Pres..,;. 1995) ; "Defi ning Awareness by the Triangular Circuit of Attention," 

Psyche: An I儿terdiscipli,wry Joumal of Research on Consciousness 4. 7 (1998) , http :I /psyche. cs. 

mon心h . edu. au/v4/psyche- 4-07-laberge. html (2007 年 5 月 20 日登入） ； " Clarify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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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t er Freeman 认为大脑在根本上是一个具有意向的年竹r. (r 

持:;-..' 
,;,,:; · Dewey 的传统下而言 ）， 本质上通过 目标指引的行为来沿 'I · r 1 1 1. 

枭( ,,:.·- Freeman 认为脑电波是自我组织的、非线性动力系统的多里农现爪,\',、 1
兹
~: 它是根植于众神经元的电化学活动的。 Freeman 称，他的数据支 l 、'I I~' 
f 一个观点，即众神经元是自我组织的系统，短暂的活动在其中门 '/,; 11如
;. 生，在吸引域(basins of attraction) 的作用下蔓延至其他众神纾）凡 1(1 I I, 1 1 
济：: .. 
}f 退，被下一波活动所替代©。吸引域在这里表示的是意义的汀怖... i}、 I

~· 人联系到之前谈到的无为的一个特征就是在特定领域里对刺激物 1'九
登.. · 
j'. 度敏感。 Freeman 的神经元间的非线性动力系统理论为这杆的汁l 闭 们
~j 或者用他本人的话说“预传性" ( prea ff erence) 提供了框架氮
尨．
伶·、 “短暂的自我" (transient self-hood)是哲学家 Thomas Mctzi1w,·r 1叮
扩..
.::} 心话题。他发展了一个关于自我的理论，这个理论和最新的神歼{·;I·;: I 

伶？．究，尤其是关于运动系统功能的研究是相符合的氮他认为，伐们 I I_ (1 
序b 现象的层次才能认为“自我” 是个统一体。而在功能的层次、 (I IV, l,' 
f ":.~ 
导 建构的也不断地被重塑（在生理层面取决于特定的神经过.f'{) .. fl I I 小
戏·., .. 

戎 科学模式对自我的理解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谁是无为活动中做出小 ~n
位？．
1t 决策人？
勺:·沁．

; { 正如上文所论，认知科学家大致认为行为可分为有,~奴识的 t'II J1 飞
tt 的 。 这个区分的有效性是有几个理由去支持的 ，但中国早期从u月中小
总

; ;···:• ®W. J. Freeman, "O rigin, Structure, and Role of Backg round rn ~< i A心v1ty l',111 
“孚：
( : 知alytic Amplitude," Clinical Neurophysiology 115 . 9 (200 4 ) : 2077 -2088 ; " Or i,:111. ~;1,11,111 
沁.. 
:~.; and Role of Background EEG Activi ty. Part 2. Analytic Pha se," Cli11ical N,·u1·011hv.11,,J,,n·11 

(2004): 2089 -2107; "Origin, Structure, and Role of Background EEG /\ ctivily . 111111 1 N, 1 

(:=__·. Frame Classific ation, " Clinical Neurophysiology 116. 5 (200 5 ) : l I 18- l l21J; " Ori~:i11, S1111, 111 

~\: .: and Role of Background EEG Activity. Part 4. Neural Frame Simulati on, ''Cli11 irn l Nn11,,1•I八 I I•,/, 

苍 117. 3 (2006 ) : 572-S89 

苏 ®W. J. Freem an, "Co nsciousne ss, Inten tionality and Causality," Joumt1l 11/ , ·,,,, .,, 11111" 
沪
从 Studies6. 11-12 ( 1999): 143-172; How Brains Make up Their Minds ( New Y11,~ - 1'11lt111 

University Press , 2000 ). 

®T. Me迈nger, Being No One: The Self-model Theory of Subjr.,.·1i1,1ty ( <'111111,111如 ， ＼

MIT Press, 2003 ) ; T. Metzin ger and V. Gallese , "T he Emergence or a Shami /\1·111 ,11 c 1,1111111 

Building Blocks for a Theory, ••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An lntnn,1ti1111,1I l,,1111111/ 人I,,

Issue: Self and Action 12.4 (2003 ) : 549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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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出现过类似的区分＠。“无为＂的活动兼有有意况的与无意识的方面。

一个人可以失去“自我”的感觉，失去时间感，却快速而敏捷地反应，这可

说是尤意识的行为。同时，一个人完全知道自己的目标，并保持灵活和

创造性，这又是有意识行为的方面了。于是，有意识和无意识之分在无

为的活动中失去了立足之地。

Chris Blais 最近提出了关于有意识、无意识之分可能完全是错误的

理论。在认知心理学里，上文提及的字体颜色匹配实验一般是用来说

明被试的有意识控制的。正如上面所说，颜色和字义匹配的情况越多，

被试对不匹配情况的反应时间就越长；反之亦然。也就是说，“蓝色”以

蓝色字体出现越多，被试对红色字体的“蓝色”的反应时间就越长。这

个现象被称作“比率效应" (proportion effect) , 它被认为是一种有意识

的策略，也就是说个人留意到活动的规律和趋势，并在需要时有意识地
于预 。

被试受指示讲出字体的颜色；在这个情况下，主流的认知模式对比

率效应的解释是一受到前扣带皮层关于颜色字义不匹配的警示，背外

侧前额叶皮层便集中注意力在颜色而非字义上。背外侧前额叶皮层是

与有意识决策股相关的腮部区域，如果在颜色匹配实验中该区域有相应

的活动，则表明这个是有意识行为的典型测验。而 Blais 发现即使被试

对决策的原因毫不知情，背外侧前额叶皮层仍然可以在无意识的状况下

版行其职责。他重新设计了颜色匹配实验，让被试无法知道实验中不匹

配的比例－—老吉果尽管被试被蒙在鼓里，比率效应仍然存在。

如果说，我们视作典范的引出认知控制的实验，实际上引出的却是

尤意识的认知控制，那么有意识／无意识的这个二分看起来便十分有间

题。除此以外，这个二分背后的行动者的概念也深陷疑云。

James Austin 提出一个临时的失去自我意识(sense of self) 的机制，

而这机制与 LaBerge 关于丘脑和自我意识之间存在联系的观点是相一

致的。 Austin 所说的是神经生理学的研究，此项研究重心在于厘清丘脑

的不同部分和背侧注意系统、腹侧注意系统不同部分之间的网络联系。

在他对禅学文献和对禅思训练的研究基础上，他试图解释在禅修顿悟中

O:) 我们在中团哲学里乔到的有为和无为之分并不对称于有意识和无意识之分，或者是朋

确与暗含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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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识消失的现象。他认为长期的冥思训练让丘脑的某一部分对外

界的刺激变得敏感。

统提供暂时的、不同的抑制功能。在某些关键时刻，当一个偶然的外界

刺激物刺激到这些背侧丘脑区域时，它们会同时中止功能而导致自我意

识的突然消失。

. Blais 和 Austin 的研究表明，“无为＂的活动并非如所想象的那样迷

,; 云漫布，而是可以被关于脑部功能的研究科学所解释的。

（六）高手技巧 (Expertise)

自从《注意力与表现》这本两年刊在 1966 年出版后，注意力与活动
贺::::, .

空」 的执行表现的研究就成了一个重要课题。高手技巧的表现和“无为“活
t1八 动间似乎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虽然对高超技巧的学习往往需要耗费很
总长的时间和极大的努力®,但技巧的表现到了最高层次的时候，行动者往
芦：

哼／ 往并不，觉得费力，而在旁观者看来也似乎是轻松不费力的。这样的高超
穴，户.. ,z~ 技巧是如何习得又是如何被执行的呢？这成了专家们热衷的研究间题。

.，气仑二:;; · '

玲 比如 Sian Beilock 和同事们研究高手和新手的运动表现时发现，高
启；·.. • 

售r; 手在聚精会神的时候，即使注意力被于扰物或者规定的速度等无关细节岁{;_

it 所占据时，他们的表现也比注意力低的时候更好免
少\'.
贷； 这里所称的“集中的注意力”是指有意地栠中在某一领域的刺激物
~;ii 
气::·.
礼 上的注意力。低等动物的有限注意力可被理解为非意愿集中的注意力
贮一思， (involuntarily focused attention) 。 动物行为学家 Reuven Dukas 认为低等

11 动物的有限注意力可能是—种适应环境的优势＠，而齐克森米哈里则指

®K. A. Ericsson and A. C. Lehmann, "Expert and Exceptional Performance: Evidence of 
戍：,•.: 

产＇ ，血mal Adaptation to Task, " Annual Review of P邓chology 47 (1996): 273-305 . 

®Sian L. Beilock, Bennett I. Bertenthal, Annet te M. McCoy, and Thomas H . Carr, 

设．．卢 "Haste Does Not Always Make Waste: Expertise, Direction of Attention, and Speed versus 
玄 ． ．

r ·'.: . . Accuracy in Performing Sensorimotor Skills, •• Psycho叩mic Bulletin a叫 Review 11. 2 ( 2004 ) : 373 -
锐．．． ． ．

旯:;_379 ; Sian L. Beilock, Thomas H. Carr, Clare MacMahon, and Janet L. Starkes, "When Paying 
筷； ·, . 
圾;.:. Attention Becomes Counterproducti ve: Impact of Divided Versus Skill-Focused Attention on Novice 

心and Experienced Performance of Sensorimotor Skills, " Journal of切erimental Psycho比gy ; Applied 

压 8. l (2002) : 6-16 . 
启八
表，·· @ R. Dukas " , Behavioural and Ec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Li皿ted Attention " 

r<: :,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Biologica l Sciences357. I427 (2 002): 1539-1547 . 免．、·;·.、．， ＇ ，
心：，,:.· '
沁｀立.. . '
柲，:··



为
书
§
:
，飞
涕
瀑
汾

：
芍
｀
量
霍
洹
'
`
—

~用

A
I

_i

,
“ 

d
，
时
者
中
的
直
在
新
点
更
中

肌

者
上
有
在
被

i

共
动
动
体
垂
中
从
在
均
集
的
前
杠
且
中
的

u
x
层
的
这
是

，

就

g
e
皮
物

S

a
n的

激

n
e
s
h
r过行

活

身

汃
集
，

外
性
或

示
横
而
集
上
轻

3

（
现
量

，

m

卯
g
0
0
5

，

显
在
力
作
较

k
s

了
臂
力

论

在
致

以
分

顷
屈
意

归
结
中一

铃
侯
五
苞
归
意
动
动'
o
@

c
h层
剌

d
.
l
a
c通
移转

和

高

他

b
l
i
(

注
曰
守
注
步
活

o
r
，
防

C
5

性

杠
时
样

/
1

（
注
的

集

、

e
被
其

e
力

对

n
a
l

也
”
事
重
将
根

－
力
中

t
佣
跑
得
a

l

历

集
J

)

己
觉

e

在
的

一

放
上
起

f
f
行
自
且

t
o-
A
C
B
l
O

心
意

而
．
g
过
浪
同
举
者
］
统
意

调

试

、
或
臂
学
要

进
在
而

C
h
p
l

＼
、
在
趴
t
t
e
通
效
门
义

括
或
f
f

个
注
协

:,

eo

Lo 

被

。
类

聆
a

般
的
夕
以

包
候

试

说
被
上
中
氐

p
o
t

被

一

动
度

力
手

＠

力
．

m

一
似
向

f

势

当
到
(
,

类
在
。

U
l

们
妇
。
i4
活
贞
审
：
定

是
试
的
机
集
1
A
p
y
p
o
n
s
，
尸

较

种
性
链
而
就
被
杠
步
于
平
s

优
，
得
盲
明
但
内
＠

w
'
试
）
廿

雇
邸
醴
丘
证
，
从
努
里
被
二
归

－
确

h
铃
也里
横
跑
较
水

s
g
B

，
酸

在
相

工
变
跳
在
验

员
声
勺
无

呻
率
力
的
验
的
育
对
究
哪
准
试

w

效
意
见
实
中

所

验

物
释

t
h高
注

客
究
动
谭
括
研
蠕
论
少

q4

在
不
直
中
实
们
乳

n
d
c
,

中

实

谭
解

e
w提
把
，
研

活

呾
包
。
肛
尹
更
例
中则
垂
集

（
试
血

n

验

的
可

L

并

过
立的

、
也

别

也
佳
也
为
集
崖
在
力
里
被
览

。

意
动
的

较
比

1
5
f
o
r郘

育
在

少

注
活
上

然
级
，
较
费
项

力
重

／
日

多

1

示
当
分

别
耗

一
意

勺

叩
畔
的
许

C
c少
通
寸

年
本

勺
这

注

闺
较
。

跑

像
筏

，

I，

S

被
家
间

重
将
动

k

长
录

勺

R

力

至

的

i

各
被
点
划
级

效
0

目
机

霆
红
e
b减
朊
同
卜
式
才
（

成

算

特
卧

、
L

程
-
n

了
们
在
中
专
』
时
举
试
冥
沽
尖
在
线
呾m

l,
g
r
owt
h

自
计
＠
禾

J

围
是
和
的
被

，
谢

指
”
路

i
g
g
n
e
e
U
L
e

在

及

寸

'.l

u
l
f
和

过
效
续
试

试
外

J

高
待

范

还

本
J

飞

v
j

少
飞
于

J
J
步

F

测

被
在

f

。
早
这
手
籵
努
臂

。
较
陈

的
冲

跑

缸

d

,．

f
l
H

提
列
门

力
涉

'
j
f

w
j

勺

意
列
时
受

e
体
）
．

包

家
祈
办
，
从
屈

上
动

新

们

下
市

，

注
系
取
则

e

令
C

有
系
他
等
或

中
一
搅

理
。

劭

．

～
哿
3

峦

o

n

止
点
经
是

试

阳
以

臂

活

的

他
的

城
说

L

桨
过
所
处
象

G

练

c
h司

f

调
在
到

论

被
{
i
j

了
图
婓
吝
大
个
来

了
经

动

应
现

u

y

千

出

在

活
回
一

的

（

往
协

跳
内
于
尤

的

齿

仆

屯

需

或
更
一
试



,ILJ /'J .. ,I • .,、,/,-' I -J , ' ; u 

er~ 专注千外在有利于更具效率的表现；为了解释这个惊人的效果，Wulf
方．、＂，

构提出了制约行动假说(constrained action hypothesis) , 也就是说有意识的控
妙·1, 、
笘；制绕乱了自动进程，从而制约了运动系统。她认为专注于身体或者身体的
识， ．l}: 感觉会扣动“自我引入的开关" (self-invoking trigger) 。虽然 Wulf 的被试

~ 们在实验中经历的并不一定是无为的活动，她的研究却可以引申来帮助理
f;, . 
：解无为一一无为活动的流畅性，避开了“自我引人开关”，所以自动性才能
斗名＇

＄飞＄如如此自如地发生。 Wulf 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从客观的角度，了解无为中

;~ 的无我如何能够在多种可测量的维度中提高活动的效率。
（七）身心训练(Mental Training) 

按照西方的传统说法，高手的技巧是先天才华和后天努力的结合。

［关千解释高手技能训练，虽然在描述层面上曾经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进
f,-,.~, 
七，步@,也有入呼吁在这个领域内建立研究项目炽虽然流行心理学充斥若
际，；．

;I关千精神训练的猜测和软事甸，但相对来说，用科学方法来解释身心训
<练的过程及效果，进步十分有限。在东方，我们发现不费力行为和身心
影训练这样的哲学话题早就被讨论了千年。中国各家经典文献都不乏对
if/·_;, 
一;1不费力行为的讨论，森牁涓 (Edward Slingerland) 对此有所记录＠，我则将

恣心不费力这个现象分类为早期中国思想中谈及的自发性，并且在西方哲学
屯:'·
炉里找到了相类似的概念妞而在印度教和佛家哲学里，更有数不胜数的篇

章谈论冥思和正念的方法。

'," 

©Jackson and Csikszentmihalyi, Flow in Sports; 1. M. D. Kremer and D. M. Scully, 

酝hology in Sport (London and Brlstol: Taylor & Francis, 1994) ; A. P . Moran, The Psychology 

皇．
,:/ 可Concentration in Sport P砑叩ners: A Cognitive Analysis (Hove: Psychology Press. 1996). 

i , • • - @ Moran, The Psychology of Concentration in Sport Pe寸armers.

@ J. Grout and S. Perrin, Mind Games; Inspirational Lessons from the World's Biggest 

Sports Stars (Chichester: Capstone, 2004); D. R. Kauss, Mastering Your Inner Game 

·;'<·:(Champaign: Human Kinetics, 200 l) ; K. Kuehl, J. Kuehl, and C. Tefertiller, Menta l 
, .; 

』 1'Qughness: A Champion's State of Mind (Chicago: l R. Dee, 2005); D. Millman , Body Mind 

气，从四句： Creating Success in Sport and Life (rev. ed. ; Novato ; New World Library, 1999) . 

飞r(. ©E. G. Slingerland , Effortless Action: Wu-wei as Conceptual Metaphor and Spiritual Ideal 

i扫胚rly Ch加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勺l

, ,_.. .. ·. 6l) B. Bruya, " The Rehabilitation of Spontaneity : A New Approach in Philosophy of 

Action," Philosophy East & West 60. 2 (2010): 207-2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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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Rael Cahn 和 John Polich 对关于冥想的神经科学研究进行了全

包、面的考察，证明了冥想对注意力的正面效果觅 B. Alan Wallace 曾经当

·过藏传佛教僧人，现时则为学者，他的数本专著解释了在佛教传习中注

,, { ·j切训练的因索饥最近他更致力于阐释这些现象与认知科学的关系纠
店气｀
6-_Wallace 解释，佛家认为冥思是一种能适用千不同领域的“超技巧”

f (meta-skill) 。任何人都可以习得这个技巧，只要他能开始努力消除自我
~: 中心的执念。这样的训练可以增加认知情感控制力，产生正性情感，并有;息．二：

厂助建立一坚定的亲社会态度。
程J
祝｀，＇，
,\ .,.-.. · John Kabat-Zinn 表示，为期 8 到 10 周的正念冥思训练可以短期和长

§期地产生减轻焦虑和疼痛的正面效果觅 Wallace 指出，在有利的条件和
'.: 一：适当的准备指引下，一个人一般需要半年到一年时间的冥思训练来达到
支持续的不费力注意状态度
书， '·

虽然与注意力相关的神经活动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同时在特
妇，＂＇

嘉，定领域内如何提高活动执行表现的研究也斩获颇丰，但是对这两个领域
贮的神经元综合则相对地被忽略了 。 人为有证据支持以下Marc J eannerod i, 

尽-~·· .

扢)可 ·
扣岭， h

怠， ＇
合 :--·._ ®B. R. Cahn and J. Polich, "Meditation States and Traits: EEG, ERP, and Neuroimaging 
还一．．心. ·

p..;·, .•• : Studies " 
心·: '

,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2. 2 (2006) : 180-211, 

/、、 ·· ®B. A. Wallace and Z. Housbmand, A Passage from Solitude: Training the Mind~ 九 a Life f 炉：， ．．，r,:. 应racing the World: A Modem Commentary on Tibetan Buddhist Mind Training (Ithaca: Snow 

f ·:.'Lion Publications, 1992) • Boundless Heart: The Four lmmeasurables (Ithaca: Snow Lion 
,-·击妇
勹于·

贮， Publica的ns, 1999) . 

~ii .:,, ... 
扫 . @ B. A. Wa11ace, Buddhism & Science: Breaking New Ground (New York: Columbia 
肛·: ·

飞 University Press, 2003) ; Contempla1ive Science: Where Buddhism and Neuroscience Converge t,'_. 
沦:;..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 Wallace and Tso怔kha-pa B lo-bz.a~n~grags-pa, 
坏·,·:-· ..

{{~_ Bal如cing the Mind: A Tibetan Buddhist Approach to Refining Attention [ Bridge of Quiescence J 
沁:噜．．， ＇：

'-(;\ (Ithaca: Snow Lion Publications, 2005). 
归·:.
军~.卢·.-.• ®J. Kabat-Zinn , A. 0. Massion, J. Kristeller, L. G. Peterson, K. E. Fletcher , L. 
沁，': ·~: ·

/ t r" .Pbert, et al. , "Eff ectiveness of a Meditation-based Stress Reduction Program in the Treatment of 
；启 ：
'./ ·.. Anxiety Disorder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9. 7 (1992 ) : 936-943; J. J. M.iller, K. 

的R忱加， & 1. Kabat-Zinn, " T虹ee-year Follow-u and Clinical Implications of a Mindfulness 
沿., . . . 

p 

::::Meditation-based Stress Reduction Interven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Anxiety Disorders General 
~. 'i" . -
' ;:- Ho叩iral Psych亿try 17. 3 (1995 ) : 192-200 . 
谷；、 . . · 
函r..• ·• ®Wallace叩 Houshmand, Boundless Hea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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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J tJ".,/ 以\..7心，门丁 ''I I 7匕

；平衡；而在一组对照组里，经验丰富的训练员向被试们传授一般的放松
法。在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训练前后进行的注意力、智力、情绪和压力

i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实验组在执行注意力上有明显的进步，而负面情
名，，'.
门绪、疲惫和压力则显著减少。
赞丘，，＿
心 在庄子对“无为“描述中，活动前常有一个清净内心的过程。 Posner

的研究则说明学者们正开始致力于衡星和证明这样的训练效果。这样

崩训练带来的行为上和生理上的正面效果，说明“无为“应被更广泛地融

：，入到学习、工作等日常生活中。
},; 

1l~ 七， 四、汉学研究对认知科学的重要性

t~ 衣 认知科学是关于大脑的功能性特质的实证研究，而这些功能性特质
. ..r· .... 

我们所谓的“心智" (mind) 。一个构成认知科学基础的流行理图便构成了
飞<论，认为心智好比一部计镜机器，投入的和产生的都是分离的个体事件。
一些比较细微的理论，则采取从 Dewey 而来的互动模式 (transactional

:, 茫'.:trlodel潭，或者从 Gibson 而来的行动可能性模式 (affordance model)织
尸于心智的非西方的模式则很少被考虑。认知科学的发展，受到了现有
克理论预设的限定。研究者因而被限定在一定的方向内，而研究结果往往
霓：只不过进一步证实他们的预设。这个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整个研究领
忒： ",. 

＼域被现存的理论自我限制。
i于 中国哲学对“心" (mind) 的理解和现今认知科学的理论是有差异

的。例如，中国传统思想把“心”视作本质上具有感应性和回应性。作为
，汉学研究者，我们必须自间：究竟是认知科学正确，还是早期中国思想正
归§贮如果认知科学家们被局限在他们的研究领域里，那么汉学研究者们
:~ 就该去打开这个局面。可惜的是，这样开拓的机会不可能通过在比较哲
：外学期刊里发表比较哲学的文章而得到，因为认知科学家们根本不会去春
怎:· ·
心这样的文献（虽然，实际上他们应该这样做） 。 只有在认知科学领域里发
节芯％，．，

拿表文章才是机会所在。
~:· 怎·
气 认知科学仍然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内容广泛。事实上，它应该被称

＾屯
Dewey, "The Reflex Arc Concept in Psychology. " 

@ Gibson,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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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小得大：情境论于道德哲学的困难与可能＊

负
沙启善(Hagop Sarkissian) ** 

内容提要：当代的道德哲学家一直在考究实验社会心理学对于伦理学的
响，关注的焦点是针对情境论的要点一一我们时常低估了细微的情境因素对
稳上重要行为的影响程度。关于性格＼人的特质，以及行为主体性方面的一

敖惯常见解和哲学理论，都一直视情境论为一种威胁。本文概述了情境论的文
献，并评论其中一个要点：劝谕人们小心选择置身的情境。即使此策略在应用
;t有其局眼性，它却明白地指出了人境二分法的弱点。而情境论更深的道理在
于，它强调所有社会行为之间的关联性一—我们与他人的行动如何不可分割地
：一系着；我们微不足道的行为又如何可以在道德生活中取得重大益处。 因此，

境论应当袚视为可驱使道德进步的契机，而非个人自主权的威胁。

., 关键词：德性伦理学，儒家思想，道德心理学，情境论，社会心理学，伦理

在美国，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医药公司滥赠大噩礼物予医护卫生

人员。这些礼物包括免费旅游、器材、住宿等。由于赠品的数量与次数
引起了人们关注专业医护人员操守受损的问题，于是在 1991 年引入了

项自愿性的指引，规定赠品限额必须为 100 美元或以下。本以为小礼
，如原子笔笔记本、日历、医药样本等不会造成问题，但这种想法却是
误的。已有不少实验证明，就算礼轻如此也可对医生的行医手法造成
重大的改变，例如医生会加重处方、作无规律的处方方式、倾向采用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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