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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博格时代下的延展知觉论证

薛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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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亚当+图恩从延展心灵理论出发#提出了延展知觉论证#主张人类已是'原生的赛博格(#并在特定的观

察情境下#与外部环境构成一个认知耦合系统#观察仪器已非传统意义上的工具#而是观察者知觉的延展$从科

学实在论的立场来看#该论证为观察仪器提供了一个新的辩护#即在赛博格时代#随着认知增强技术的广泛使

用#人体的生物性正逐渐减弱#机械性和计算性则不断增强#身体逐渐转变为一种信息处理载体$进而#包括'认

知(在内的诸多概念的涵义和指称势必有所改变#建构经验论的主张自然会被削弱$相较于麦克斯韦尔的'变种

人(和丘奇兰德的'类人生物(的思想实验#延展知觉论证的辩护效力更强$然而#由于亚当+图恩过分侧重于

'知觉可以延展到外部环境(这一观念#未对知觉的延展机制进行详细的阐释#也未对观察者在不同场景下与观

察仪器所构成的认知耦合系统进行差异化考察#导致了延展边界模糊的问题$因而#只有对不同情境下观察者

与观察仪器所构成的认知耦合系统进行考察#厘清其内在机制和适用情境#才能确定该论证的适用范围$延展

知觉论证虽然仅能为直接成像的观察仪器提供实在论辩护#但仍有助于人们审视赛博格时代的观察者与观察仪

器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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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直译为!天生的赛博格"&有自相矛盾之嫌(!天生"指自然的-生物的&而!赛博格"指半机器半人或人机

结合的(依据安迪)克拉克和亚当)图恩在相关文献中的使用语境&这一概念所表达的含义是&在数字时代的人时刻都处在与各类数码设

备交互的生活情境中&可以说是!数字原住民"(在此种意义上&笔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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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作!原生的赛博格"更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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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过程#

9'

1

*37345

?

)'9566

$"是一个通用术语&用于描述智能体在创建和操纵信息的心理表征过程中进行的一系列行为(脑神

经科学理论通常将其描述为&大脑神经元释放化学物质&并在附近的神经元中产生一系列化学信号和电信号&然后转化为有意识和无意识

的想法的过程(在心理学中&认知过程包括注意力-知觉-推理-情感-学习-合成-重新排列和处理存储的信息-记忆存储-检索等一系列人

类心理活动的过程(亚当)图恩将!认知过程"概念的适用范围扩展至赛博格&即在人机结合的状态下从事认知活动的过程(

安迪)克拉克和戴维)查尔默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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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

V_V

"$在+延展心灵,

#

7#2<*32/626'+/6

$一文中提出了延展心灵理论&认为人类心灵不以颅骨或皮肤为边界&而是与外部环

境结构共同构成了一个动态的!耦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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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由此可以延展到外部环境结构中(

0

@

1

!CA%!

亚当)图恩#

>0+Q :''*

$以延展心灵理论为基础&提出了!延展知觉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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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人类事实上已是!原生的赛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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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的条件下&观察仪器是

科学家认知过程"的一部分(

0

!

1

%#EA%!"由此&范)弗拉森#

F<V<4+* )̂++665*

$将观察仪器看作是!创作的引擎

#

5*

1

3*56'-9)5+73'*

$"的观点0

$

1是狭隘的(并且&科学实在论和建构经验论关于!可观察的"与!不可观察

的"的争论在赛博格时代已变为对!人"的概念和知识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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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的争论(

笔者认为&从科学实在论立场上看&延展知觉论证的确提供了一个新的辩护视角&有助于心灵哲学与

科学哲学之间的对话交流(但是&由于亚当)图恩过分侧重于!知觉可以延展到外部环境"这一观念&未

对知觉的延展机制进行详细的阐释&也未对观察者在不同场景下与观察仪器所构成的认知耦合系统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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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博格时代下的延展知觉论证

差异化考察&导致了延展边界模糊的问题(因而&只有对不同场景下观察者与观察仪器所构成的认知耦

合系统进行考察&厘清延展知觉论证的耦合机制和适用场景&才能确定延展知觉论证的适用范围(值得

注意的是&随着认知增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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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日益广泛地使用&人体的生物性逐步减

弱&取而代之的是机械性和计算性(

!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以!脑机接口"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会将人体转

变为一种信息处理载体(进而&包括!认知"在内的诸多概念的涵义和指称势必会有所改变&而延展知觉

论证则可以看作是此种改变的先声(

一%亚当)图恩的延展知觉论证"&原生的赛博格'与知觉的延展

自被提出以后&延展心灵理论在认知科学和心灵哲学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乔治)瑟内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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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支持延展心灵理论的论证分为两大类*!资源驱动"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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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交互驱动"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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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者认为&如果一个个体的环境的特定部分或状态

与人们用来描述这一个体的以大脑为边界的智力器官是相同类别#

7/56+Q59+75

1

')356

$的&那么它们应该

被认为是认知的(例如&一位商贩使用计算器核对账目&计算器就被看作认知的延展(后者通过详细描

述大脑-身体和环境相互作用的认知活动的交互性质&将外部世界纳入认知领域(例如&一个人使用手机

导航前往目的地&在行进路线中&大脑-手机和沿途的路标在认知过程中是交互驱动的(

从支持延展心灵理论的文献来看&不论是!资源驱动"论证&还是!交互驱动"论证&都强调对等性原

则(

V_V

对这一原则的界定是*!当面对具体任务时&世界的一部分在我们头脑中作为一个过程&那么我

们将毫不犹豫地将这一部分当作认知过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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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_V

用!奥托和印加"的思想实验阐明这一原

则的适用情境(印加从朋友那里得知现代艺术博物馆有一场展览会后决定去参观&她马上想起博物馆位

于
"$

号街&于是出门前往博物馆(在这一过程中&!博物馆位于
"$

号街"这一信念不是仓促或偶然发生

的&而是在印加大脑的记忆中处于待调用状态&当印加听到有一场展览会的消息后&大脑就立即调用了这

一信念(而奥托患有阿尔茨海默症&需要依赖环境中的信息维持日常生活(奥托随身携带一个记事本&

当他得到新的信息时&就记在记事本上'当他需要旧的信息时&就查看记事本(当奥托得知了现代艺术博

物馆有一场展览会的消息后&同样决定去参观&他查阅记事本&看到!博物馆位于
"$

号街"&于是出门前往

博物馆(

V_V

认为&记事本对奥托的作用等同于记忆对印加的作用(!博物馆位于
"$

号街"这一信念不

论是在记忆中&还是在记事本上&对行动的因果效力是一样的(印加和奥托都会确认!博物馆位于
"$

号

街"&并前往参观(显然&记事本作为世界的一部分&在奥托的认知过程中&成为了他认知的一部分(

V_V

!奥托和印加"的思想实验包含了对等性原则得以适用的两个条件*大脑处在认知状态下&并且面对具体

任务'世界的一部分成为认知过程的一部分(

亚当)图恩接受并扩展了
V_V

的延展心灵理论&他考察了使用仪器进行观察的科学家的认知过程&

依据对等性原则&提出了!知觉可以延展到观察仪器上"的主张(!在确定的条件下&观察仪器可以成为科

学家认知过程的一部分&就如同奥托的记事本是他记忆的一部分一样(结果是&科学家通过知觉的延展&

如实地观察到了物体&就如同奥托如实地相信记在他记事本上的内容一样("

0

!

1

%@%显然&亚当)图恩的目

的是为观察仪器提供一种科学实在论辩护&以反驳范)弗拉森的建构经验论(他将自己的论证称为!延

展知觉论证"&具体论证过程如下(

@<

物体
H

借助仪器
L

能被检测到#但不能被未受协助的感官!

(*+305065*656

"所感知$

!<

当科学家使用仪器
L

时#

L

构成了科学家认知过程的一部分$

)

@!

)

!

!认知增强技术"是指&通过药物或技术手段&对个体大脑进行干预&提高诸如注意力-记忆力-学习能力等认知能力的技术(认知

增强技术可以帮助人们更快-更准确地处理信息-解决问题或作出决策&这些技术的发展带来了诸多潜在的好处&例如提高工作效率-减轻

认知负担-提高生活质量等&但也存在若干问题&例如依赖性-隐私问题-不公平竞争等(目前&关于认知增强技术的伦理问题和社会影响仍

处于争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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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L

在火星人的脑中#凭直觉判断#那么
L

就被视为是火星人认知过程的一部分$

!<!<

依据对等性原则#

L

是科学家认知过程的一部分$

$<

因此#与范+弗拉森的观点相反#

H

是可观察的$

0

!

1

%@"

在这一论证中&前提
@

中的!物体
H

"是否为!可观察的"对象&是科学实在论与建构经验论争论的焦

点之一(科学实在论不作!可观察对象"与!不可观察对象"之间的区分&主张科学理论所描述的实体和过

程真实存在&不论其是否可观察&并且承认观察仪器极大地扩展了人类自然能力的范围'建构经验论则将

可观察对象的范围限定为人的自然能力所及&同时否认观察仪器对人类自然能力范围的扩展作用(范)

弗拉森明确表示*!从物理的观点来看&人体组织是一种测量装置(所以&它是有内在局限的&这些局限最

终将由物理学和生物学作出详细的描述(这些局限就是指.可观察/的.可/&即我们作为人类的局限("

0

"

1

显然&!物体
H

"对范)弗拉森而言&是超出人类自然能力范围的对象&是!不可观察的"(

前提
!

是论证成立的关键&亚当)图恩构想了!脑中有光学显微镜的火星人"的思想实验(!我们可

以想象&火星人的视觉机制等同于人眼加上光学显微镜(假如真遇到了这个火星人&那么我们将毫不犹

豫地认为&火星人可以观察到细胞和微生物(因此&基于对等性原则&光学显微镜是科学家知觉的一部

分&并且我们承认&光学显微镜下的细胞和微生物是可观察的("

0

!

1

%@"在亚当)图恩的论述中&科学家与光

学显微镜所构成的认知情境与
V_V

思想实验中奥托与记事本所构成的认知情境是同构的&光学显微镜

成为科学家认知过程的一部分&就如同记事本是奥托认知过程的一部分(这里有两点需要进一步分析(

第一&在
V_V

的思想实验中&奥托只有在面对具体任务时&记事本才与他构成一个积极的认知耦合

系统(奥托要去博物馆&于是翻开记事本&看到上面写着!博物馆位于
"$

号街"&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他

很可能在前往博物馆的路上&还会不断地翻看记事本(从
V_V

的观点来看&奥托和记事本之间形成了一

个!漩涡"式的认知回路#

9'

1

*37345,''

?

$&在去往博物馆的路上&奥托脑中的信念与记事本上的信息处于动

态的交互状态(

! 同样&亚当)图恩的!使用光学显微镜的科学家"也是在面对具体任务时&光学显微镜

才能与科学家形成一个认知耦合系统(所以&亚当)图恩所表述的!在确定的条件下"是指
V_V

对等性

原则得以适用的第一个条件*大脑处在认知状态下&并且面对具体任务(

第二&在
V_V

的思想实验中&印加调用记忆的行为和奥托查看记事本的行为都是为了明确博物馆的

地址并前往参观(同样&火星人用眼睛来看或科学家使用光学显微镜来观察&也都是为了看到细胞和微

生物&光学显微镜是否在脑中&是火星人与科学家认知过程的唯一区别(所以&亚当)图恩的!观察仪器

可以成为科学家认知过程的一部分"是指
V_V

对等性原则得以适用的第二个条件*世界的一部分成为认

知过程的一部分(

通过对论证过程的分析可以发现&延展知觉论证是以
V_V

的对等性原则为基础&借助!脑中有光学

显微镜的火星人"的思想实验&论证!观察仪器在特定条件下成为科学家知觉的一部分"&并以此承认观察

仪器拓展了人类自然能力的范围&从而为观察仪器提供一种科学实在论辩护(

二%延展知觉论证的效力辨析"赛博格时代的观察仪器

麦克斯韦尔#

X)'45)P+b[5,,

$在+理论实体的本体论地位,中&举过一个与亚当)图恩的!脑中有光学

显微镜的火星人"的思想实验相似的例子(!考虑一个略显奇妙的例子&这个例子不涉及物理理论的任何

改变(假设一个变种人#

Q(7+*76

$自出生以来就能像我们.观察/可见光那样.观察/紫外线&或者甚至是
H

)

!!

)

! V_V

的!漩涡"是一种比喻的说法&用以形容心灵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交互关系(!在进化的过程中&人类发现&利用环境并将其资

源纳入认知循环中的可能性是有利的(44语言可能是一个例子&语言似乎是认知过程扩展到外部世界的核心手段(想想一群人围坐在

一张桌子旁集思广益&或者一个哲学家通过写作的方式推进思路(语言的进化可能部分是为了在主动耦合的系统中扩展我们的认知资

源("参见
VJ>YR>

&

VM>JPaY.I&<:/55b75*050Q3*0<:/5P]:T)566

&

!#@#

*

$!

(在
V_V

看来&延展认知系统的动力机制就是以语言

为核心的交流互动(



薛立伟
!!

赛博格时代下的延展知觉论证

射线("

0

D

1

@@这个例子的意图是指责范)弗拉森将观察范围限定为人的自然能力之所及是狭隘的(一方

面&人的自然能力并没有完全一致的范围&也就无法在原则上给出准确的可观察范围(例如&天文学家第

谷)布拉赫#

:

8

9/'F)+/5

$就以远超常人的视力闻名于世&而其助手开普勒#

&'/+**56R5

?

,5)

$则视力不

佳&但不能由此认为第谷看到的星空比开普勒所观察到的更广阔(另一方面&如果依据范)弗拉森的观

点&一个物体在原则上不可观察&就意味着&在任何场景下&这个物体都不能被观察到(但现实情况是&没

有物体可以满足这个条件&毕竟观察是在具体场景下发生的&人眼的视觉感知和光敏感度在不同光线环

境下都会不同&完全可以在不同条件下具备不同的观察范围(当然&麦克斯韦尔的!变种人"是刻意构想

出来的&但在理论上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旨在表明*!不存在先验的或哲学上的标准来区分.可观察

的/和.不可观察的/"(

0

D

1

@!在麦克斯韦尔看来&在不同的场景下&!不可观察的"理论实体会成为!可观察

的"理论实体&范)弗拉森的划分是不成立的(范)弗拉森对麦克斯韦尔的回应是&将!可观察的"界定

为&!对于我们是可观察的#

'S65)4+S,5A7'A(6

$"&即!可观察的"是对正常人而非!变种人"的感觉器官而言

的&!变种人"并不在建构经验论的理论范围内(这个回应虽然从形式上应对了诘难&但并没有对问题的

实质&即如何从原则上区分!可观察的"与!不可观察的"&予以正面回答(

延展知觉论证在论证
!

中所举的!火星人"可以直接看到细胞或微生物&与麦克斯韦尔的!变种人"能

直接观察到紫外线或
H

射线很相似&但亚当)图恩用!脑中有光学显微镜的火星人"的思想实验&将!火星

人"的视觉机制等同于人眼加上光学显微镜&从而能够依据对等性原则&使光学显微镜成为科学家知觉的

一部分(范)弗拉森可以反驳麦克斯韦尔的!变种人"有着与人类完全不同的视觉机制&甚至可以说&!变

种人"眼中的世界与正常人类的世界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从而将!变种人"排除在其理论范围之外(但是&

当光学显微镜成为科学家知觉的一部分时&并未超出建构经验论的理论适用范围(亚当)图恩将建构经

验论称作!颅骨中心主义"#

6K(,,A95*7)3936Q

$&认为范)弗拉森对观察范围的界定在赛博格时代显得过于

保守&毕竟自
@EEC

年美国人爱德华多)卡奇#

a0(+)0'R+9

$通过手术将无线射频识别#

Ŷ]I

$微芯片植入

体内至今&!赛博格"已然成为一个被社会广泛接受的概念(

! 亚当)图恩批评道*!建构经验论错误地假

设了人类知觉的局限是由颅骨所限制的&相反&要是人类是.原生的赛博格/&那么我们的知觉就比范)弗

拉森所认可的更开放且富有可塑性("

0

!

1

%@B相较于麦克斯韦尔的!变种人"假设&亚当)图恩的延展知觉论

证更具现实意义(一方面&将科学实在论和建构经验论关于!可观察的"与!不可观察的"的争论转变为赛

博格时代对!人"的概念的理解上(如果范)弗拉森接受当前人类已是原生的赛博格&那么其所限定的

!可观察的"范围必然要扩大(另一方面&在认知增强技术日益普遍化的当下&关于人的一些基本概念&如

!自我"!身份认同"等&需要重新阐释&进而会涉及认知延展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范)弗拉森的观点的

确显得过于保守&而亚当)图恩的论证则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另一个与延展知觉论证相似的思想实验是丘奇兰德#

T+(,V/()9/,+*0

$在+可观察事物的本体论地位*

对超经验优点的颂赞,中所提出的!类人生物#

/(Q+*'30

$"的思想实验(!假设有一种类人生物&每个人出

生时左眼上就永久地安置着一个电子显微镜(我们认为&他们的视觉是符合生物学的&电子显微镜将图

像投射到类人生物的视网膜上&并且他们的其他部分在神经生理学上与我们相似(44病毒微粒和

I=>

序列对于类人生物是可观察的实体(至少&类人生物是这样看待这些实体并将其纳入到他们的本

体论中(依据范)弗拉森的观点&人类可能不会将这些实体纳入自己的本体论中&因为这些实体不能被

我们未受协助的感觉器官观察到(44即使我们确实构造了具有相同功能的电子显微镜&安置在我们的

左眼上&并感受了与类人生物完全相同的微观体验(范)弗拉森观点的问题在于&它要求类人生物与使

用观察仪器的人类必须对微观世界持有不同的知识态度*类人生物看待微观世界时是#科学$实在论者&

)

$!

)

!

爱德华多)卡奇是被美国官方认证的第一位赛博格&参见
>JV>Y>G>d<V

8

S')

1

6

/

?

5)95

?

73'*

&

9'

1

*373'*

&

6'9357

8

&

5*43)'*Q5*7

&

+*057/396

*

]*75)435[[37/=53,M+)S366'*+*0P''*Y3S+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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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人类则是反实在论者("

0

C

1

丘奇兰德!类人生物"思想实验的目的是指责范)弗拉森在知识态度上所持的双重标准*即使!类人

生物"与使用电子显微镜观察的人类具有完全相同的认知体验&却要对微观世界持完全不同的知识态度&

并且赋予其不同的本体论地位(范)弗拉森的回应是*!事实上&丘奇兰德的思想实验将两种不同的场景

混为一谈了(第一种场景是&我们遇到了丘奇兰德的.类人生物/&并且接纳他们进入我们的知识共同体(

从接纳他们的那一刻起&.我们/的范围就扩大了&并且.可观察的/范围就扩展到他们.可观察的/范围

44第二种场景是&我们的知识共同体不接纳.类人生物/"(

0

B

1可见&范)弗拉森认为&在第一种场景下&

建构经验论的观点并没有受到反驳&只是扩展了!对于我们是可观察的"中!我们"的范围&将!类人生物"

包括在其中(在第二种场景下&!我们的知识共同体"不接纳!类人生物"&那么&!可观察的"与!不可观察

的"的界限并没有改变(但是&范)弗拉森的解释并不能体现出何为!原则上不可观察"&似乎原则能随着

知识共同体特征的改变而改变(或许&范)弗拉森会依据具体的观察场景来设置相应的原则&但这必然

会陷入相对主义&并导致其基本立场被大大削弱(总体看来&范)弗拉森的回应只能算是一种捍卫自己

立场的应激反应(

延展知觉论证在前提
!

中所构想的!火星人"可以直接看到细胞或微生物&与丘奇兰德!类人生物"可

以看到病毒微粒和
I=>

序列相似&但二者目的不同(丘奇兰德!类人生物"思想实验的目的是指责范)

弗拉森对微观世界的知识态度持双重标准&而亚当)图恩的目的在于表明&认知不局限于颅骨或皮肤&而

是可以延展到外部环境中(范)弗拉森可以用两种场景的解释反驳丘奇兰德!类人生物"的思想实验&但

是&并不能对人类与赛博格的认知场景作出明确划分(特别是目前全世界已有大量赛博格的实例&数百

万晚期增龄性黄斑变性#

+

1

5A)5,+750Q+9(,+)05

1

5*5)+73'*

&简称
>PI

$患者通过手术&成功在眼球的虹膜中

植入微型望远镜#

73*

8

75,569'

?

5

$&以减少晚期
>PI

对中心视觉盲点的影响(巴菲尔德#

c''0)'[

F+)-35,0

$和威廉姆斯#

>,5b+*05)c3,,3+Q6

$等人将此类植入手术称为!视觉增强#

4363'*5*/+*95Q5*76

$"&

!微型望远镜植入虹膜后面&虹膜是瞳孔周围的有色肌肉环&这代表着我们增强感官模式的诱人愿景(当

然&由于我们的身份感来源于感官信息等多种因素&.骇入式#

/+9K3*

1

$/

!视觉模式有可能改变我们用于

感知和理解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的信息44尼尔)哈比森#

=53,M+)S366'*

$出生时患有一种罕见的病症

#无色视症$&只能看到黑白和灰色44为了成为一个赛博格&尼尔在头部植入了一个声音传导芯片&以及

一个柔性轴和一个数字摄像头&附着在他的颅骨上(通过最新的软件升级&尼尔说他能够听到紫外线和

红外线频率&还可以接听电话&并具有蓝牙连接的功能44通过.赛博格技术/&尼尔创造了一种新的感知

方式&从而扩展了人类体验以及与世界互动的界限("

0

E

1

@#简言之&尼尔)哈比森的声音传导芯片是一种脑

机接口技术&可以将数字摄像头捕捉到的颜色信息转换为声音信号&

"然后通过一个振动器&传递给他的

头骨&他就能够直接感受到颜色(

面对上述事实&范)弗拉森不得不弱化原本的立场&将!视觉增强"型赛博格纳入到人类知识共同体

中(由此&从反驳范)弗拉森观点的角度来看&亚当)图恩的!脑中有光学显微镜的火星人"的思想实验

比麦克斯韦尔和丘奇兰德的思想实验具有更强的效力(但是&赛博格技术不局限于体内植入&还包括其

他非体内植入技术&学界通常将以某种方式修改脑活动的技术都划归为赛博格技术(巴菲尔德和威廉姆

斯在+赛博格与增强技术,一文中&将赛博格技术划分为三类*#

@

$身体!外部接口"技术&如为残疾人安装

)

%!

)

!

"

!

/+9K3*

1

"原意指非法侵入他人计算机系统&在巴菲尔德和威廉姆斯文章的语境下&并非指!骇客攻击"&而是指通过技术植入&增强

人体器官的感知能力&因而此处译作!骇入式"更贴合原文(

尼尔说自己!能够听到紫外线和红外线频率"&意思是指&数字摄像头虽然无法直接捕捉到紫外线和红外线频率&但可以捕捉到可

见光频率以外的颜色&并通过智能芯片&将这些颜色信息转换为尼尔可以听到的音调和音高&再通过骨传导设备传给尼尔(这意味着&当数

字摄像头捕捉到紫外线或红外线波长的颜色时&尼尔会听到对应的声音&从而!听到"了这些频率(参见亚历山大)卡拉兹对尼尔的采访*

>JV>Y>G>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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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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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立伟
!!

赛博格时代下的延展知觉论证

脑控假肢'#

!

$身体内部的植入物&如为
>PI

患者在眼球的虹膜中植入微型望远镜'#

$

$以某种方式修改

脑活动的技术(

0

E

1

!包括像谷歌眼镜和其他类型的!佩戴式眼镜"技术&虽然并没有直接植入人体&但确实

可以帮助将信息融入世界&从而增强人类的信息处理能力(亚当)图恩的意图是&借助对等性原则&对第

#

$

$类赛博格技术的应用结果#科学家借助仪器所得到的观察结果$也提供实在论的辩护&这就需要仔细

考察知觉延展的适用范围和边界(

三%延展知觉论证的局限"模糊的边界

从延展知觉论证的论证过程就会发现&前提
!

!当科学家使用仪器
L

时&

L

构成了科学家认知过程的

一部分"中的!仪器
L

"存在多种可能&亚当)图恩在其!火星人"的思想实验中&将!仪器
L

"指定为!光学

显微镜"&但没有排除!仪器
L

"是其他仪器的可能性&仅是主张!科学家的知觉可以延展到观察仪器
L

上"(!事实上&科学实在论者不需要坚称火星人能够看到细胞和微生物(相反&重要的是&应该把火星人

的显微镜式的眼睛看作某种知觉过程的一部分&那么&火星人将被认为可以感知细胞-微生物等&并且这

种实体对于火星人是可观察的("

0

!

1

%@"建构经验论完全可以依据这段表述进行反驳&试想&如果科学实在

论者不坚称!火星人能够看到细胞和微生物"&如何确定它们对于火星人而言是可观察的实体呢2 因此&

范)弗拉森可以根据!仪器
L

"存在多种可能性&科学家在使用某些仪器的过程中并不是直接观察样本&

来质疑延展知觉论证的效力(如果亚当)图恩将!仪器
L

"细分为
L

@

-

L

!

44等为物理结构和成像原理

完全不同的仪器&那么进行论证后的结果就与哈金#

]+*M+9K3*

1

$的显微镜辩护极为相似(!如果两种完

全不同的物理过程一次又一次地产生相同的视觉构造&而这只是人工的物理过程&而不是细胞中真实的

结构&那将是一个荒谬的巧合("

0

@#

1哈金对观察仪器的辩护被反实在论者认为是一种最佳说明推理*观察

仪器是人工产品&其精准度是人为标定和人为校对的&即使物理结构完全不同的观察仪器&相互之间依然

可以校对(笔者认为&为避免延展知觉论证也成为一种最佳说明推理而遭到建构经验论的反驳&亚当)

图恩就将侧重点放在了!知觉可以延展到外部环境"这一观念上(但是&所有知觉都是通过神经系统传递

信号&而这些信号又是由感觉系统的物理或化学刺激引起的&其内在机制至今仍存在很多争论(因而&亚

当)图恩需要进一步阐明知觉的延展机制&并且要澄清&是知觉过程&还是知觉内容&或是二者都得到了

延展(对于上述问题&亚当)图恩直接借用了
V_V

的!耦合系统"概念予以解释&这就需要仔细考察

V_V

的耦合系统的具体运行机制(

!在生物个体一生中&个体学习可能会使大脑以依赖于我们在学习时所处的认知延展的方式塑造(

语言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还有各种物理和计算工具&这些工具常常被学校的儿童和众多职业的从业者用

作认知延展(在这些情况下&大脑会以一种与外部结构相辅相成的方式发展&并学会在统一的-密集耦合

的系统中发挥其作用(44这就好似鱼在水中游动的机制&鱼是一种效率非凡的游泳机器#

6[3QQ3*

1

054395

$&部分原由是&它进化出了一种将其游泳行为与水中环境中的涡流-涡旋和涡轮动能汇合起来的能

力(这些涡流既包括自然形成的涡流#例如&水撞到岩石处$&也包括自我诱导的涡流#通过精准定时的尾

部挥动产生$(鱼通过将这些外部过程融入到其本身的运动机制之中&与周围的涡流共同构成了一个统

一且极其高效的游泳机器("

0

@

1

$!可以说&

V_V

对耦合系统运行机制的解释是隐喻式的&仅表达了智能体

在认知过程中与所处环境之间存在相互塑造的关系&并没有对具体机制进行详细的阐述&这种解释显然

是不充分的(因而&对于延展知觉论证而言&澄清耦合系统的运行机制是必要的(

鉴于亚当)图恩本人未对这一问题进行细致的论述&笔者将站在亚当)图恩的立场上&作一些探索

性的补充(!知觉可以延展到外部环境"这一观点应细分为两个论题*#

@

$知觉过程可以延展到外部环境'

#

!

$知觉内容可以延展到外部环境(

对于前者&这意味着&人的认知和知觉不仅仅在大脑中发生&也可能发生在周围的环境中&这就需要

厘清观察仪器是以何种物理机制与观察者的感觉系统相耦合的(可以确定的是&人类作为智人产生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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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基因没有大的变化&基本的认知系统也没有实质性改变&即人的生物知觉系统是确定的(在这一基础

上&知觉过程的延展实质上是指&人类凭借各类认知增强技术&扩展了知觉过程涉及的范围(典型的例子

是尼尔这位赛博格&他的知觉系统是由仪器-信号传输系统和他的生物知觉系统共同构成的&两个系统之

间的耦合机制是信号的双向反馈(

对于后者&需要阐明在!观察者
A

观察仪器
A

观察情景"共同构成的耦合系统中&知觉内容的形成机制(

从广义上讲&说!知觉内容可以延展到外部环境"&就意味着&外部内容是参与建构知觉过程的(例如&人

们可以使用
XT.

导航仪-智能手机等电子设备来接收和处理外部信息&从而使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理

解得到拓展&这也正是
V_V

延展心灵理论的原义(但具体到亚当)图恩的延展知觉论证&就需要对观察

仪器在何种程度上参与了观察者的认知&以及认知机制是如何运行的等问题予以澄清(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仅从参与程度来看&观察仪器远不如
>PI

患者眼中的植入式微型望远镜&后者直接嵌入主体的知觉

系统&而前者仅在进行观察时&才能显示样本信息(这样看来&显微镜只是个!认知脚手架"&让观察者获

得更加精细的样本信息(但是&如果从因果效力来看&观察仪器与植入式微型望远镜对观察者的效力是

一致的&正如
V_V

!奥托和印加"的思想实验所强调的*记事本对奥托的作用等同于记忆对印加的作用(

但我们并不能简单地断定知觉内容能够延展至观察仪器&还需要对观察仪器的成像模式进行考察&确定

是否所有的观察仪器都能有植入式微型望远镜那样的因果效力(

植入式微型望远镜使用一系列透镜来放大图像&并将其投射到视网膜上&视觉对象的图像信息是直

接传递的&相对应的知觉内容形成机制是信号的双向反馈(但是&观察仪器的种类繁多&图像信息不一定

都是直接传递的&有些类型的电镜的成像极为复杂&这也正是范)弗拉森将之称为!创作的引擎"的理由(

从亚当)图恩的观点来看&观察者的知觉可以在特定条件下延展至观察仪器&观察者和观察仪器之间交

互构成的认知回路即可实现认知的全过程&知觉的延展不会超出这个认知回路&其边界就是观察仪器(

鉴于目前科学工作中所使用的观察仪器的物理结构和成像原理都极其复杂&样本图像信息要经过辅助设

备多次加工后才能呈现给观察者(例如&分辨率达到纳米级别的原子力显微镜#

+7'Q39-')95Q39)'69'

?

5

$

是由激光发射器-微悬臂及探针-侦检器及回馈电路-感光二极管和压电扫描器五个设备组成&有静态和

动态两种工作模式(在静态模式中&悬臂从样品表面划过&从悬臂的偏转可以直接得知表面的高度图(

在动态模式中&悬臂在其基频或谐波或附近振动&而其振幅-相位和共振与探针和样品间的作用力相关&

这些参数相对外部参考的振动的改变&可得出样品的性质(显然&在观察者使用结构复杂的观察仪器时&

就要进一步考虑知觉是否也延展到了观察场景中的辅助设备上(如果将辅助设备也纳入延展的范围&观

察场景中的所有设备和仪器或将都被纳入延展的范围&结果是产生!海德格尔剧场"效应*知觉借助语言

共同体延展到社会&自我的信念与社会成员的信念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在这种情形下&知识共同体的

范围是无法界定的(

四%延展知觉论证的意义"探索赛博格知觉问题的先声

回顾亚当)图恩的延展知觉论证&指定!仪器
L

"为!光学显微镜"不失为一种简单有效的处理方法(

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形下&延展知觉论证依然可能遭到来自建构经验论两方面的反驳(一方面&光学显微

镜根据不同的物理结构&分为常规显微镜-复式显微镜-正置显微镜和倒置显微镜&延展知觉论证就有理

由被看作是一个最佳说明推理(另一方面&即使范)弗拉森承认人类已是原生的赛博格这一事实&认可

观察仪器能够扩展人类的自然能力&至多是将其所承认的!可观察的"范围扩大&其基本的认识论主张并

未受到影响(

面对第一个方面可能的反驳&如果直接指定!仪器
L

"为某个特定的仪器&例如常规光学显微镜&虽然

可以避免最佳说明推理的质疑&并且能将知觉延展的边界明确为处于使用中的常规光学显微镜&但由此

又导致延展知觉论证成为一种特设性#

+0A/'9

$的观点&这与亚当)图恩为观察仪器提供一种科学实在论

)

D!

)



薛立伟
!!

赛博格时代下的延展知觉论证

辩护的预期也相去甚远(但是&如果从成像方式的角度考察仪器
L

&将仪器
L

划分为直接成像和间接成

像两大类&前者是观察者借助仪器直接对样本进行观察&例如使用光学显微镜对样本进行观察'后者是观

察者借助仪器对技术加工或图像处理后的样本的图像信息进行观察&例如使用电子显微镜进行观察(延

展知觉论证就可以分为在两种观察场景下的不同论证*#

@

$科学家使用直接成像的仪器
L

对物体
H

进行

观察'#

!

$科学家使用间接成像的仪器
L

对物体
H

进行观察(在第一个观察场景下&结论为*物体
H

是可

观察的(在第二个观察场景下&结论为*物体
H

的图像信息是可观察的(在这两个观察场景中&科学家都

与观察仪器构成了动态的认知耦合系统&也都构成了交互的认知回路&即
V_V

所主张的认知加工的!漩

涡"(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依据对等性原则&科学家的认知都延展到了观察仪器上&但第一个场景中的

认知回路是直接的&知觉延展的边界就是仪器
L

'而在第二个场景中&认知回路是间接的&并且
H

的图像

信息要经过复杂的技术加工或图像处理才能得以呈现&知觉延展的边界是模糊的&所以并不能对建构经

验论可能提出的反驳作出有力的回应(

面对另一方面可能的反驳&如果建构经验论接受!人类已是原生的赛博格"这一事实&就要承认所有

直接成像的仪器
L

都扩展了人类自然能力的范围&其所界定的!可观察的"范围必然要扩展(虽然建构经

验论仍然可以坚持其认识论的基本主张&但在赛博格时代&这种扩展不仅是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更是一

种视角的拓展&让人们以一种更加综合和开放的眼光去审视认知与对象-心灵与世界的关系(当前&以

!脑机接口"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正在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新图景&正如苏尔乔)苏卡达尔#

.()

O

'Y<.'5K+0+)

$

等人所言*!新一代脑机接口将延伸至恢复运动-协助沟通等之外的领域&例如情绪调节-记忆增强-认知

控制和感知(44生物认知与人工认知系统深度融合&很可能会出现一些被称为.混合心灵

#

/

8

S)30Q3*06

$/的新实体"(

0

@@

1与此同时&以豪格兰德#

&<M+(

1

5,+*0

$为代表的哲学家正致力于发展一种

!综合涉身认知#

5QS'03509'

1

*373'*

$"和!嵌入式认知#

5QS500509'

1

*373'*

$"的新纲领(豪格兰德提出了

!涉身的和嵌入的心灵#

Q3*0+65QS'0350+*05QS50050

$"的概念*!较宽的对心灵的研究进路应当是摒弃

笛卡尔二元论的偏见&重新审视感知和行动&审视心灵与外在环境和社会结构的紧密关联&这样看到的就

不是全然分离的&而是以各种方式强耦合的-作为功能统一体的心灵(于是&心灵就不是偶然的-附带的&

而是既密切涉身的&也是深深嵌入世界的("

0

@!

1这一概念促使人们重新理解认知科学传统中的诸多问题&

或许在赛博格时代&一种新的综合方案既能够调和联结主义-计算主义和非计算主义之间的争论&又能对

心灵的本质与知觉的机制给出更合理的答案(届时&延展知觉论证的意义就不局限于为直接成像的观察

仪器提供实在论的辩护&而是可以看作探索赛博格知觉问题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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