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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洞察》的一篇文章在 2024 年初重新介绍了内心言语体验，并参考了 2023 年

由 Nedergaard 和 Lupyan 发表的论文[1-2]。内德加德（Nedergaard）和卢皮扬

（Lupyan）的论文提出了“无内心言语”（“anendophasia”）这一术语，描述了一

些人没有内部言语体验的现象[2]。 

 

插图：窃听我们自己的思维。由谷歌巴德人工智能（Bard AI）生成。 

         这篇科学传播文章和科学出版物都引人深思且令人着迷。它们无疑提供了有益的

讨论和见解。 

         在阅读两篇文章的同时，我注意到了一件事，并想到了一些有用的东西，可以开

启对研究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首先，我注意到两篇文章都没有包含一个非常重要的词语：信息。它们甚至没有

（在很大程度上）使用“思考”这个词。 

         其次，我想到了我们的信息处理范式，无论是针对理论推理还是应用分析[3-4]。

很明显，内心言语和无内心言语可能代表了思维或信息处理在大脑中的起伏。 

         可能存在着一种可能，即无内心言语与大脑在面对信息的涌入而处于毫无准备的

状态相关，从而导致衰退？也许在某些情况下，比如面临危险（在足够的信息处理时

间内），内心言语会开启？ 

         如果是这样，自然界在解决这个问题中就发挥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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