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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与本质

侯道仁说! 他可以毫不费
力地识别各式各样的字母"

!

#$

标准的%

!

&'花体的"

!

&'少了左
腿的"

!

&'立体的"

!

&'拱门式的
"

!

&'金字塔式的"

!

&()!他可
以忽略无关的表面细节! 径直
将它们一并识别为字母%

!

#*不
过 !几个变体中文 %黑 #字对侯
道仁来说具有一定难度* 正在
学习中文的侯道仁可以较容易
地认出标准 %黑 #字 !但是几乎
无法透过表面去识别那几个过
分变形的%黑#字!例如!那个外
形像房屋的 %黑 #字 !那个立体
的 %黑 #字 !还有那个外形像船
的%黑#字*

对以汉语为母语的听众而
言易如反掌的事! 对侯道仁而
言颇为困难$同样!对以英语为
母语的侯道仁而言轻而易举的
事! 对在场的听众而言则力有
不逮* 透过表面去把握情境的
本质! 这取决于认知者本身的
心智功能与知识背景*

在场以汉语为母语的听众
能迅速地认出这两个字符 !即
中文 %中国 #二字 !这几乎就是
他们凭借自己的心智功能获取
的全部结论*侯道仁则不然!他
凭借已有的英语知识背景能轻
松地从中认出了隐含的英文单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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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式各样的字母%

!

&!它
们的表面细节似乎差别很大 !

但它们享有共同的本质! 即英
文字母%

!

&$同样 !对各式各样
的字符 %黑 &!在剥离无关的表
面细节后也享有相同的本质 !

即中文字符%黑&*侯道仁认为!

人们透过情境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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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差异而把握本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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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能力就是在人的心智中随时随
处运行的 %类比 #,

&%&-./0

-功
能*一个情境的%表面#是什么.

"表面&是我们在认知活动中需
要忽略的绝大多数无关的细
节$一个情境的"本质&是什么.

"本质&是我们需要清楚理解的
给定情境的内核 '中心 '要点 '

关键*于是!类比是在两个情境
之间建立联系+++尽管不同情
境从表面看上去颇为不同 !但
是它们享有相同的本质*于是!

类比就是揭示从表面看上去具

有一定区别的不同情境之间的
隐藏联系* 而如果人们将流于
表面的种种情境中的不同事物
归于同一个本质! 那么这就是
在做形成范畴或进行分类的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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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认知的核心

概言之! 侯道仁和桑德在
/表面与本质0中提出+++类比
是认知的核心* 侯道仁和桑德
的基本论证是1 人们是通过类
比发现本质! 从而将具有不同
表面细节的情境归为同一个范
畴,或类-!并进而形成概念的*

既然人类认知的核心是基于范
畴+++并因此是基于概念+++

的思想! 而范畴和概念的形成
又基于类比! 因此!%类比是认
知的核心&!这个命题是侯道仁
和桑德贯穿此著始终的主张*

侯道仁认为! 人类心智中
的每一个概念! 皆是通过脑中
无休止的' 无意识的类比生成
过程得以产生和不断丰富发展
的$通过类比生成过程!我们可
以根据旧的' 已知的概念来理
解新的'未知的概念* 侯道仁和
桑德希望说明! 制造类比的能
力是人类概念形成的根源 !是
人类思想火焰之下的燃料*

菲利普2鲍尔在 /自然0杂
志关于/表面与本质0的书评中
称! 侯道仁可能会把人脑理解
成 一 个 类 比 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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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侯道仁无意于
在生物学或者脑机制的层面上
讨论类比生成* /表面与本质0

把类比看成一种心理现象 !并
未有涉及这一现象背后具体的
脑神经机制*用侯道仁的话说!

%我们的目的不是谈论生物层

面的脑! 而是谈论作为心理现
象的认知* 我们不会去推测我
们所描述的心理过程之下的脑
过程或神经过程! 因为我们的
目标不是根据生物学基质去解
释认知! 而是提出一个关于思
想本身是什么的非常规的观
点* 因此!我们是在相当抽象的
层面讨论类比! 但即使是在这
个层面上! 我们仍然能磨出不
少 面 粉 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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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道仁认为1 除非与过去
的 %信息 &沟通 !否则思想无法
形成!更准确地说!是类比将我

们的现在与过去联系到了一
起$ 类比是两个情境之间的一
个或深刻或浅显的联系! 它涉
及在两个心智结构之间的映
射$ 其中的一个心智结构是正
在被认知的事物! 而另一个则
是过去重复出现的已形成的抽
象概念!而它现在将以新的'具
体的形式出现于情境中$于是!

思想是在两个心智的事物+++

一个新的与一个旧的+++之间
建立一座类比桥梁*

尽管类比是在两个情境或
者事件之间建立起关联! 但侯
道仁认为! 这种关联的建立并
不是什么罕见的' 珍贵的认知
事件! 而是一种稀松平常的心
智活动+++类比不是一年发生
一次! 不是一月发生一次! 不
是一周发生一次! 不是一天发
生一次 ! 不是一小时发生一
次! 不是一分钟发生一次! 不
是一秒钟发生一次))而是时
时刻刻都在进行的认知活动 *

然而! 当它们一再发生从而形
成稳定的类比关联后! 它们就
会成为无意识的 * 埃尔文2薛
定谔在 /生命是什么 0 中认
为! 不同事件通过类比获得相
同的本质! 会被认知主体视为
重复事件 $ 当事件重复发生
时! 这些事件即从有意识加工
逐渐转入无意识加工! 这在某
种程度上决定了无意识

N

有意
识过程的区分1 %当我们的感
觉' 知觉以及可能还有行为参
与的一系列事件在以同样的方

表面!本质与类比
侯道仁 讲述! 李恒威"董达 翻译撰写

!下转
!"

版"

!

道格拉斯#理查德$霍

夫斯塔特%

O.(/-&' P$+#&)>

Q.*'1&>1,)

&!印第安纳大学

认知科学教授" 美国艺术

与科学院院士' 他的研究

领域极为广泛!包括数学"

物理学"意识 "类比生成 "

艺术创造"文学翻译等'侯

道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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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著作(哥德

尔"艾舍尔"巴赫)))集异

璧之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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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荣获普利策奖

%非虚构类&和美国国家图

书奖+ 他的其他著作还包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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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概念与创

造性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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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奇异的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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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表面与本质-作为思

想的燃料和火焰的类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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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两个中文名字- 一个

是 .侯世达 /!这个名字因

(哥 德 尔 , 艾 舍 尔 ,巴

赫)))集异璧之大成 *这

本.奇书/而在中国广为人

知+另一个是.侯道仁/!这

是他最初的中文老师给他

起的中文名字' 霍夫斯塔

特更愿意别人称他 .侯道

仁/!因为他认为.侯世达/

仅 仅 反 映 了 他 的 姓 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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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音!而.侯道

仁/ 则涵盖了他的英文姓

名的三个首字母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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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LM

月!侯道

仁教授应邀在浙江大学哲

学系和语言与认知研究中

心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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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F

日下午侯

道仁教授在浙江大学大学

西 溪 校 区 做 了 题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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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海的本质/的

讲座! 重点报告了他与法

国心理学家伊曼纽尔$桑

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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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合作撰述的 (表

面与本质 * 一书的主要

思想 '

透过表面去把握情

境的本质# 这取决于认

知者本身的心智功能与

知识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