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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奥康纳涌现观对金在权还原物理主义的探讨
###兼评自主体因果力在自由意志论争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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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涌现属性是自由意志的还原物理主义与非还原物理主义之争中的焦点%金在权认为$涌现属性可预测

且不具备下向因果效力%奥康纳提出的动态涌现和自主体因果力理论可以用来回应金在权的质疑%从动态涌

现的观点来看$不可预测性并非涌现属性的本质特征%自主体因果力理论则通过自主体与因果力的结合$有效

论证了涌现属性的下向因果效力%此外$自主体因果力理论为非还原物理主义相较还原物理主义更具合理性的

论证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同时能够应对自然主义对物理主义身心二元化的质疑$是一条解决自由意志论争的

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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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九章中认同!生命是灵魂和身体的结合"的观点&这种结合不是一种简单相加的组合&而是质料与形式

的统一&如)!白的是白色和表面的结合"*在第八章中&亚里士多德声称!动物的灵魂#即有生命东西的实体$&就是理性实体&是形式&是特

定身体的所以是的是++所以灵魂的部分&或者全部&或者部分&对整个生命是先在的++身体和身体的部分后于这种实体"*另外&囿于

篇幅与本文的论证目的&文章将不再展开对实体二元论及属性二元论的讨论&由于金在权与奥康纳均是从属性的角度谈论精神与物质&本

文所出现的精神与物质的区分均是属性角度的区分&这不代表本文认同属性二元论*

"!

认知科学普遍接受的涌现#

5J5)

1

5*95

$是用来描述自由意志是生物神经元相互作用的显现的观点的概念&用哲学话语表达即涌现

是复杂系统内部作用下的整体显现*亚里士多德认为力是变化的原因&力有主动与被动之分&主动力#

+97345

K

'L5)

$与被动力#

K

+66345

K

'L5)

$相互依赖,相互作用&从而产生变化*

自由意志问题是西方哲学的传统问题&其着重关注的一个方面是精神现象与物理现象之间的关系*

亚里士多德认为&精神渗透于物质之中&身体潜在地内含灵魂&灵魂使身体是其所是!

*

!#

世纪末&认知

科学领域的部分研究者展露出对亚里士多德身心观点的强烈兴趣*他们认为&意识是涌现的&精神属性

与物理属性间存在的力能够为此观点提供形而上学支持*

"与此同时&心灵哲学尝试吸收认知科学的成

果以破解意识谜团&这主要表现为还原的物理主义与非还原物理主义之间的激烈争论&涌现属性是否具

备新的因果力是争论的核心*还原物理主义的代表金在权#

&+5

1

L'*M3J

$建构的身心关系理论拒斥属性

间的因果力&他通过排除论证消除了意识的涌现*蒂莫西-奥康纳#

:3J'7/

8

>

.

N'**')

$则提出动态涌现

的观点&论证了涌现属性的因果力&捍卫了非还原物理主义的立场*本文试图从奥康纳的部分理论出发

回应金在权对非还原物理主义的质疑&并探讨因果力的嵌入对自由意志论争的影响*

一%金在权对非还原物理主义的质疑

金在权认为&非还原物理主义所依赖的涌现属性具有新的因果力的观点包含两个维度)从认识论角

度&涌现属性是不可预测的/从形而上学角度&涌现属性能够带来在它出现前不存在的新的因果力*

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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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也从这两个方面出发&先是提出自己的假设及模型来论证涌现属性可预测&然后又建立下向因果原

则和因果排斥原则以消除涌现属性对基础物理层级的新的因果力&从而论证了涌现属性不具备新的因果

力所以能够被还原的观点&展现了一幅较为全面和细致的还原论者的形而上学图景&对非还原物理主义

者提出了挑战*

#一$涌现属性可预测

经典涌现论者认为&在一个系统中&有部分属性是涌现的&而另一部分则是由涌现引起的*两者的区

别在于)涌现的属性是不可预测的&而由涌现引起的属性是可预测的*但是&经典涌现论者在对这两部分

属性的论证中都使用了化学,生理学的例子*于是&金在权产生了如下疑惑)!当我们谈论涌现属性时&我

们具体指的是哪一类属性呢2 涌现属性是与神经3生物属性有关的意向的或质性的心理属性!吗2 或者

说涌现属性是与物理3化学属性有关的生物属性呢2 如果以上都不是&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涌现属性并不

存在*"

0

%

1

"为了解决以上困惑&金在权分别驳斥了可能的涌现属性%%%心理属性,生物3化学属性%%%的

不可预测&从而消弭涌现属性与由涌现属性引起的属性之间的差别&证明经典涌现论者自身理论的不一

致&进而否定认识论上的涌现属性的存在*

金在权的论证包括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他的基本假设%%%每一个物质都有一个独特的完整的微观结构描述*也就是说&任何物

理系统都可以经由#

3

$构成它的基本粒子/#

33

$这些粒子的所有内在属性/以及#

333

$将这些粒子配置成一个

有结构的关系来进行详尽描述*

0

%

1

E这些假设的要点在于&任何系统功能都能从微观结构性质中得到预

测*金在权认为&非还原论者只否认了涌现属性的理论可预测性&而没有否认其归纳可预测性"

*具体而

言&假设同一系统中存在涌现属性
O

及它的微观属性
P

&涌现论者否认了
O

在
P

基础上的理论可预测

性&即我们不知道
O

是什么时候,在何种条件下从
P

中涌现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我们完全知道

P

&也不能预测
O

*但是&根据归纳预测&涌现属性的预测过程如下)当任一系统实例化#微观属性
P

时&

我们观察到涌现属性
O

*那么我们可以预测属性
O

将在
:

时出现&这基于我们知道或相信
P

将在
:

时

实例化*

0

%

1

A在金在权看来&非还原论者对涌现属性理论可预测性的否认只是原始的同义反复*通过现象

属性和心理属性#认知属性,意向性$的区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设计和构建一个新的物理系统来实例化

某些认知能力和功能#感知,推理,利用信息指导行为等$&计算机已经表明这是可以实现的*而创建有意

识的物理系统&其实就是复制一个已知有意识的物理系统&这需要的也是归纳预测*

第二部分是他的还原模型*假设
@

是属性域#包括现象,事实等$&它作为还原的根基&包含了涌现属

性的基本条件*将涌现属性
O

还原为
@

包括三个步骤)

.75

K

%

)

O

必须被功能化*即
O

必须被重新解释为由其与其他属性的因果3规范关系$所定义的属性&

特别是
@

中的属性*

.75

K

!

)在
@

中找到
O

的实现者*如果需要对给定系统中
O

的特定实例进行还原或还原解释&则找到

在该系统中实例化
O

的特定实现属性
Q

*这对于属于相同物种或结构类型的系统类别来说是一样的*

-

!

-

!

"

#

$

意向性#

3*75*73'*+,37

8

$是个体指向外部事物的意愿&意向的心理属性#

3*75*73'*+,J5*7+,

K

)'

K

5)7356

$指与个体意向性有关的心理属

性&包括信念,欲求,想法等&质性的心理属性#

R

(+,37+7345J5*7+,

K

)'

K

5)7356

$指与主观经验或心理特征有关的心理属性&包括感官经验,情感,

感知,想法等*意向的心理属性和质性的心理属性都是主体内部的主观属性*

归纳预测#

3*0(97345

K

)50397+S3,37

8

$指基于原有的经验观察或行为模式进行的预测&常用于统计学,机器学习中&用来开发能够预测

未来的结果或行为的模型*理论预测#

7/5')5739+,

K

)50397+S3,37

8

$指基于理论或模型对系统3现象的结果或行为的预测&常用于物理学,经济

学,心理学中*一般认为&由于复杂系统的混乱或不可预测因素的影响&理论预测在人类行为预测中存有局限性*

实例化#

3*67+*73+75

$指在面向对象编程中创建特定类的实例或对象的过程*定义一个类后&它就成为创建对象的蓝图或模板*实

例化就是根据定义的类实际创建这些对象*类的每个实例可以有自己的属性和方法集&但它们都共享类定义的相同结构和行为*

因果关系#

9+(6+,)5,+73'*

$指的是因和果之间的关系&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事件之间的联系或关联&其中一个事件#因$导致或产生另

一个事件#果$*规范关系#

*'J39)5,+73'*

$指两个或多个实体或概念之间基于法则或原则的关系&在科学哲学或形而上学中通常被用来解

释在自然界或人类行为中观察到的规律或范式*总之&因果3规范关系探讨的是事件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实体3概念间的关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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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K

$

)在
@

层级上找到一个理论&解释
O

的实现者如何执行构成
O

的因果任务*这种理论也可以解

释
O

所起作用的其他重要的因果3规范关系*

金在权对此模型评价甚高*其一&他认为自己的模型符合化学和生物等科学的发展&是科学的模型*

他引用基因研究的成果说来佐证&!为了将基因还原为
T=B

分子&我们必须通过给它一个函数的解

释%%%也就是说&通过根据它所要执行的因果工作来解释它*"

0

%

1

%#C%%

T=B

分子的发现填补了这种因果规

范&基因作为一种模糊的概念被
T=B

分子消解了*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权声称该基因已经被还原为

T=B

分子*因此&他认为涌现论者关于各种化学和生物属性是涌现的这一说法是错误的&科学的发展会

逐渐消除神秘的涌现&呈现物理世界的原本样貌*其二&他认为非还原论者总是对某种新的属性进行争

论&而对这些新属性的争论会给形而上学的概念世界带来许多不必要的新的实体&但还原模型的简明性

却使事情变得更为简单*例如&在面对为什么在
N

纤维刺激!持续存在时就会出现疼痛而非其他表现这

一问题时&非还原论者或许会提出许多观点&但无一例外都增加了所要处理的内容&而自己的模型能够将

其还原为更为基本的属性*

0

%

1

%!C%?

笔者认为&金在权的基本假设和还原模型是从物理主义和功能主义"的视角出发构建的&视角选择受

到过去神经科学中主流观点的影响&即认为大脑的不同区域独立完成各种功能&如学习数学或逻辑时&我

们左脑区神经元更为活跃&而学习语言或进行艺术创作时&我们的右脑区神经元更为活跃*在这样的背

景下&许多神经科学家尝试从功能角度进行大脑分区*这带来的影响是&人们的所有心理,行为#功能$都

可以被归结于某些神经元的连接#

9'**5973'*

$&因此&心理属性能够被还原为大脑分区&即被还原为物理

层级*但是&在当今神经科学领域&这种观点渐渐被推翻*研究发现&功能特异性的大脑活动涉及几个大

脑区域的共同作用*连接不仅仅只在神经元同大脑区域之间传递信号&我们的行为和认知也需要通过密

集的连接网络来协调局部以及彼此距离较远的脑区*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功能是大脑区域之

间相互作用的一种涌现属性&大脑连接决定了大脑的功能组织&而思想是整合的结果%%%一种相互交换

和相互作用的涌现属性*神经科学家认为&整合背后的概念来自涌现论&它假设!整体是部分之外的东

西"以及!只有经过仔细分析&复杂系统才能被理解"*

0

!

1

除了对金在权研究视角的保留态度&笔者对其论证过程也有一些不同看法*在论证的第一部分中&

他认为涌现属性能够被归纳预测&并给出了预测过程的描述*但是&我们观察到的微观属性
P

与涌现属

性
O

之间的关系是不明确的&该描述缺少了对属性
O

与属性
P

之间关系的刻画*如果属性
O

是在微观

属性
P

%

,

P

!

+

P*

的共同协作中涌现出来的&那么得知它们的实例化时间
:

%

,

:

!

+

:*

&并不能使我们准

确预测属性
O

的出现时间*此外&如果不能观察到
P

&我们甚至不能获得一个关于属性
O

的预测区间*

在
P

不能被清楚观察的情况下&通过复制一个已知有意识的物理系统来创建有意识的物理系统更是天

方夜谭*关于第二部分&根据他的还原模型&涌现属性必须被功能化#

.75

K

%

$*问题同样在于&涌现属性
O

是)#

+

$

@

中某一属性的功能&还是#

S

$

@

中多个属性的功能&抑或是#

9

$

@

所在的整个系统的功能2 在#

+

$

情况下&

O

被还原为
@

*但在#

S

$或#

9

$情况下&

O

是整体性的&

O

的实现属性
Q

所具有的基础性质却是局

部性的*因为整体不能被还原为部分&所以
O

无法被还原为
@

*如果将实现属性
Q

同样视为整体性的&

那么就失去了金在权所谓的简明性&还原模型的第三步#

.75

K

$

$也失去了意义&

O

仍旧无法在此模型中还

原为
@

*分析可知&金在权在对涌现属性可预测性的论证中没有说明涌现属性
O

与其涌现基础之间的关

-

$

-

!

"

N

纤维#

NC-3S5)

$是周围神经系统中的一种神经纤维&

N

纤维刺激#

NC-3S5)673J(,+73'*

$是指激活
N

纤维或使
N

纤维神经兴奋*当
N

纤维受到刺激时&它们会向大脑发送信号&表明存在疼痛或不适*因此&

N

纤维受到刺激时通常会产生痛感*导致
N

纤维刺激的原因有多

种&如受伤,炎症或神经损伤等*

功能主义#

-(*973'*+,36J

$是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一种理论视角&它源于人类学对原始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的考察&是一种从有结构

的个体即一个功能系统出发,将个体与类别联系起来的观点*功能主义主要关注社会机构,行为和心理过程的功能和目的&它认为复杂系

统由各种相互关联的部分组成&这些部分各有其功能&它们共同发挥作用&以维持系统的稳定及运转*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功能主义认为心

理状态是根据其功能作用或因果关系来确定的&它强调理解心理状态的功能和目的对于理解心灵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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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从而不能使得自身理论与论证目的达成一致*

#二$涌现属性不具备下向因果关系效力

下向因果#

0'L*L+)09+(6+73'*

$是相对于上向因果而言的&指由意识层面的特性往下对物理层面的特

性所产生的因果作用*

0

$

1

%%$一般而言&非还原物理主义者支持下向因果关系&还原的物理主义者拒斥下向

因果关系*在还原物理主义者中&金在权的排斥论证对下向因果关系的质疑极具影响力*他的论证包括

两方面内容&一是下向因果原则#

7/5

K

)3*93

K

,5'-0'L*L+)09+(6+73'*

$&二是因果排斥原则#

7/5

K

)3*93

K

,5'-

9+(6+,C5U

K

,+*+7')

8

5U9,(63'*

$*通过论证&金在权试图阐明&下向因果并不存在&从而瓦解意识对物理基础

的因果作用*

首先是下向因果原则的提出*当谈论涌现属性以何种方式发挥作用时&非还原论者一般会引入下向

因果来解释其因果力*金在权质疑这一点&他认为&当用分层模型!来分析层次间和层次内的因果关系

时&我们会发现三种在其中起作用的因果关系)同级因果关系,上向因果关系和下向因果关系*

0

%

1

!!金在

权认为&三者中最应得到重视的不是下向因果关系&而是同级因果关系&同级因果关系是上向因果关系和

下向因果关系的基础*他论证道&假设存在一个属性
P

#位于层级
V

$&导致另一个属性
P

W

#位于层级
V

W%

$*另&假设涌现属性
P

"

#位于层级
V

$存在&属性
P

W从涌现属性
P

"

中涌现出来*那么&在面对是

谁导致
P

W实例化时&有两种不相容的回答&其一&根据假设&属性
P

W的存在源于属性
P

/其二&属性
P

W

的存在源于其涌现基础
P

"

被实现*这描述了金在权与非还原论者在基本假设上的冲突*两种回答的

矛盾在于)若
P

W的涌现基础
P

"

存在&则
P

W必须被实例化*那么&

P

"

的存在足以确保
P

W的产生/没

有
P

"

&则
P

W不可能产生*这与属性
P

导致属性
P

W产生的假设冲突*金在权认为&此时唯一连贯的

解释是)

P

通过导致
P

"

而导致
P

W

*因为
P

与
P

"

都位于层级
V

&所以
P

与
P

"

是同级因果关系*这

说明&上向因果关系需要同级因果关系&只有同级因果关系存在&上向因果关系才有可能*

0

%

1

!$同样的论

证过程也适用于对同级因果关系和下向因果关系的分析*假设
P

#位于层级
V

$导致
P

"

#位于层级
V

$

产生&但是
P

"

是从
P

X

#位于层级
VX%

$中涌现出来的*当思考
P

"

如何被实例化时&再次得出的结论

是)

P

通过导致
P

X而导致
P

"

&此时
P

与
P

X之间是下向因果关系*这说明&下向因果关系依赖于同级

因果关系*由此&金在权提出下向因果原则&即为了实例化某个属性#除了位于最低层级的属性$&必须先

引起这个属性所源自的基础条件*

0

%

1

!?根据该原则&涌现属性只能帮助我们理解同一层级各属性间的因

果关系&或者理解分层模型中所在层级如何与底层物理层级相联系&但对于更高层级属性的理解并无助

益*

其次是因果排斥原则的提出*因果排斥原则指除非在因果过度决定的情况下&一个事件不能有多于

一个原因*这是金在权消解下向因果关系的形而上学论证的核心&他的论证如下)非还原论者要使其理

论成立&必须阐明涌现属性如何发挥其因果力*根据下向因果原则&涌现属性的因果力只能通过影响较

低层级的事件来得到显现&这要求下向因果关系存在*那么这种情况下&下向因果关系存在吗2 假设
P

和
P

"

位于同一层级&它们分别是基本条件
Q

和
Q

"

的涌现属性&并且
P

和
P

"

,

Q

和
Q

"

之间存在因果

关系*金在权提出两个疑问)第一&既然
Q

导致
P

导致
P

"

&为何不直接将
Q

作为
P

所有显现的结果的

原因2 第二&既然
Q

和
Q

"

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P

又是
Q

的涌现属性&那么根据涌现论者支持的下向因

果&

P

#

Q

#

Q

"

有因果关系*金在权认为&如果将因果关系理解为理论的充分性"

&

Q

作为
P

出现的基础

-

?

-

!

"

分层模型#

7/5,+

8

5)50J'05,

$是一种在计算机科学中常用的方法&用于将复杂的系统或问题划分为多个较小的模块或层次*每个

层次都有特定的功能和责任&层次之间通过接口进行通信和交互*这种模型的优势在于可以将系统的复杂性降低&使得系统的设计,开发

和维护更加容易*

理论的充分性#

*'J','

1

39+,6(--3935*9

8

$指一套特定的定律或原理足以解释特定的现象或一组观察结果&这意味着有关的定律或原

理能够解释和预测观察到的行为或事件*换句话说&如果一种现象可以根据一套既定的定律得到充分的解释和预测&那么这套定律就被认

为在理论上是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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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充分的&

P

作为
Q

"

的原因也是充分的*因此&

Q

#

P

#

Q

"

在理论上是充分的&

Q

可以作为
Q

"

的原

因*

0

%

1

$!这表明&

P

在
Q

#

P

#

P

"

或是
Q

#

P

#

Q

"

的因果链条中都失去了地位&

P

被简单地从因果链中

排除出去了*于是&涌现属性的因果力消失了*金在权认为&要恢复涌现属性
P

的因果力&必须将
P

还

原为较低层级的属性&但这对于非还原论者而言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如果涌现属性可以被还原&那么它将

不再位于较高层级&其与其他属性之间也不再是下向因果关系#金在权用随附性!来解释它们之间的关

系$*通过如上论证&他试图表明&非还原论者所依赖的下向因果关系与其本身的涌现理论是不相容的&

还原的物理主义能更为科学,简洁地描述这一因果过程*

金在权的下向因果原则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物理世界的因果闭合原则)当我们考察属性
P

W的原因

时&我们发现先于它存在的属性
P

能通过某种物理规则与其产生因果关联&那么
P

导致
P

W是完全的&

P

的涌现属性
P

"

是多余的*然而&物理世界的因果闭合原则本身预设了同物理事件发生因果作用的也

是物理事件&因此&心理事件要么是无关紧要的&要么可被还原为物理事件*如果我们探讨意识议题前接

受物理世界的因果闭合原则&就等于直接承认还原物理主义*那么&心理事件对于意识而言果真是无关

紧要的吗2 具身主义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心理事件是身体与环境交互过程中产生的&它是人类思维和

认知的基础的一部分*此外&有一些哲学家如康德认为&因果关系不是物理世界中的&它在物理世界之

外*那么&对他们而言&物理世界的因果闭合是一个无效的伪命题&而金在权并未论证自身理论前提的合

理性*

金在权的因果排斥原则是下向因果原则中!

P

通过导致
P

"

而导致
P

W

"这一描述的具体论述&表达

了涌现属性由于具备随附性而能被还原的观点*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有待商榷&因为随附性并非只有层

次随附性&也有整体
C

部分随附性&即整体性质随附于其组成部分&此时随附性并不代表能被还原*实际

上&如前所述&越来越多的神经科学家通过实验论证了大脑是跨区域协作的&思想是整合的结果*那么&

涌现属性所具备的下向因果关系更加近似于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因果关系&而非层级之间的因果关系*而

新兴涌现论者如奥康纳正是从整体
C

部分随附性的观点上去理解涌现属性与基础层级关系的&涌现属性

的下向因果关系是指功能系统的整体性质对其组成部分的性质所产生的因果关系&这里的原因是一个功

能系统的整体&而不是两个&因而不适用因果排斥原则*

本部分分析了金在权的论证并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但是&金在权的论证对自由意志议题的影响仍

然是巨大的%%%它能够支持自由意志怀疑论#

-)55CL3,,6Y5

K

73936J

$*自由意志怀疑论的基本观点是&自由

意志只是人类的一种幻觉&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证明了人类没有选择和控制自身行为的能力*支持自由

意志怀疑论并非金在权的论证目的&他关于涌现属性的论证源于自由意志的还原物理主义与非还原物理

主义论争的需要&他论证的最终目的在于瓦解非还原物理主义理论*因此&对于金在权的质疑&必须从非

还原物理主义的立场直接进行回应*

二%非还原物理主义对自由意志怀疑论的消解及对涌现属性可预测的分析

介绍了金在权对于非还原物理主义的质疑之后&我们将分析自由意志怀疑论为何对非还原物理主义

无效&并从奥康纳的理论中寻找能够回应金在权涌现属性可预测的观点*笔者认为&金在权的研究视角

不合理&同时缺乏对涌现属性的正确理解&奥康纳对涌现属性特征的分析和动态涌现的诠释则能对其进

行更正*

-

"

-

!

"

随附性#

6(

K

5)45*35*95

$指一种关系或依赖性&它描述了较高级别的事物或属性取决于较低级别的事物或属性的情况*如果一个事

物或属性
B

随附于另一个事物或属性
@

&那么
B

的存在或任何变化都取决于
@

的存在或变化*

具身主义#

5JS'03J5*736J

$是一种哲学和认知科学理论&强调身体在认知和经验中的重要性*具身主义认为&人类的思维和认知

过程不仅仅依赖于大脑内部的计算和处理&还与身体的感觉,动作和环境交互密切相关*具身主义的支持者认为&我们的身体感觉和动作

是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认知的基础&而且我们的思维和意识是通过身体与环境的互动不断发展和塑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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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由意志怀疑论对非还原物理主义无效

还原论与非还原论是物理主义视域下自由意志的两种解释立场&它们都认同意识的产生有其科学依

据&精神属性有其物理基础*还原物理主义者认为&物理世界是近乎完满的&因而是因果封闭的&涌现属

性及所有心理现象能够被还原为物理法则*非还原物理主义者认为&意识虽然有其物理基础&但它作为

一种涌现属性&是不可还原的&因为涌现属性与基础层级间存在下向因果关系*根据还原物理主义&所有

涌现属性都能够被还原为其物理基础&这增强了对自由意志怀疑论的信念*自由意志怀疑论的思路是)

如果承认物理主义&那么自由意志不存在*但是&同样支持物理主义的非还原论者对此并不认同*奥康

纳延续亚里士多德对身心关系的理解&认为心灵具有因果力&因而心理属性不能被还原为物理属性&涌现

属性不能被还原为物理基础*对于非还原物理主义者而言&自由意志与物理主义可以兼容&因而自由意

志怀疑论不成立*

何者的判断更为正确取决于哪一立场更能诠释自由意志与个人行动之间的关系&即何者建立的拥有

涌现属性的系统更为合理*笔者认为&金在权与奥康纳对自由意志与个人行动之间的关系的不同判断基

于他们对拥有涌现属性的结构的复杂程度的不同理解*金在权认为&一个物理系统可以经由一些被某种

结构关系组织起来,具有内在属性的基本粒子得到描述*根据金在权的还原模型&这种结构关系就是因

果3规范关系&它们是对涌现属性与基础层级中的属性之间关系的描述*因此&在分析涌现属性时&金在

权使用的是一种分层结构&这个结构是单一的,简明的,静态的&在该结构中&所有上级层级都能够经由因

果3规范关系还原到基础物理层级中*奥康纳对结构的理解与之不同&他对结构的定义为)属性
.

是结构

属性&当且仅当其适当的部分具有与
.

不同的属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
.

的特定状态*

0

?

1

F$

在涌现论的支持者看来&结构并不仅仅是模块化!的&一个有生命力的,动态的结构不能被简单判定

为某些功能的集合&从而还原为它的物理模块*在自由意志议题中&结构本身的复杂性不能被简单处理&

因为复杂性本身会创造新的因果力*于是&当金在权自然地将属性
Q

存在情况下的涌现属性
P

视为无

意义并采用还原的方式对其进行消解时&非还原论者觉察到二者核心概念上的冲突*对这一冲突的分析

可以由下例说明)

图利是明智的*

图利
Z

西塞罗*

因此&西塞罗是明智的*

这是一个简明的三段论结构*对此&金在权可能的评论是&没有人会认真用这种形式来解释为什么

西塞罗是明智的&因为说图利是明智的和西塞罗是明智的在事实上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此三段论

并没有对这一事实作出任何解释*金在权是否正确取决于我们如何个体化"事件*如果!图利是明智的"

和!西塞罗是明智的"描述同样的事件&那么可以推测!图利和西塞罗是相同的"与!图利和图利是相同的"

也描述同样的事件*这种情况下&事物与它本身相同的事实不能发挥任何解释作用*但是&非还原论者

也可以认为&!图利和西塞罗是相同的"这一断言所传达的不仅仅是图利和他自己是一样的这个事实&还

可以传达!图利"和!西塞罗"这两个名字指的是同一事物的事实*这种元语言学的事实#很可能发挥必

要的解释作用*

0

"

1这种作用可以从金在权自己常用的例子中得到解释*金在权认为&根据排斥原则&我们

不应该用#

+

$琼斯的
N

纤维在
!

时放电的事实和#

S

$疼痛与
N

纤维的放电相同的事实来解释琼斯在
!

时感

-

E

-

!

"

#

模块化#

J'0(,+)3[+73'*

$指将复杂的系统或思想分解成更小,更易于管理的部分或模块的过程*它是指将一个整体划分为可以单

独研究或分析的不同组成部分&每个模块都有其特定的功能或目的&通常被用作理解复杂哲学理论或体系的一种方法*

个体化#

3*03430(+73'*

$指在因果推断中识别和估计个体因果效应#某个个体受到特定的处理或干预后&与其他个体相比所产生的因

果效果$的过程&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特定的处理对不同个体的影响程度&并帮助我们制定个性化的干预措施*

元语言学事实#

J57+C,3*

1

(36739-+97

$指与语言本身有关的陈述或信息&而不是语言所传达的具体内容或意义*它是语言学领域常用

的术语&用于以自我反思的方式讨论语言*元语言事实可能涉及分析语言的结构,功能或规则&或研究语言是如何被说话者使用和理解的*

这是一种将语言本身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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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疼痛的情况*对琼斯来说&当且仅当她的
N

纤维受刺激时&她才会感到痛苦*但是&对于非还原论者来

说&他们对此的设想可能包括如下内容)假设琼斯正在遭遇这一状况&医生告知她这一原因&她是否就不

会再感到痛苦2 假设医生注射药剂为琼斯缓解疼痛&她的疼痛的缓解是否能与药剂的作用同步2 假设琼

斯已经治愈&她在回忆时体会到的痛苦的原因是什么2 实际上&疼痛和
N

纤维放电的特性共同被用来解

释痛苦的状况&两者共同解释为什么!

U

是痛苦的"与!

U

的
N

纤维在放电"都是属于同一个体的事实*对

遭遇这种状况的琼斯来说&这两种陈述都是真实的*在这种情况下&金在权的分析失效了&原因在于功能

主义实际上是用部分的功能取代了整体的结构*这种方式看起来简明&实则在过程中失去了一部分解释

效力&难以解释稳定结构中的不确定因素&而涌现属性就是一种不确定因素*

奥康纳认为&自由意志是一种涌现属性*据金在权在论证涌现属性时常举的例子推断&他也认同自

由意志是涌现属性的观点*笔者认为&自由意志产生于复杂系统&而非金在权的简单结构&对于非还原物

理主义者而言&自由意志与物理主义立场相容&自由意志怀疑论被消解*论证了非还原物理主义的合理

性之后&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非还原物理主义者能否应对金在权的质疑&以捍卫自身立场2 笔者认为&可

以分别借由奥康纳提出的动态涌现与自主体因果力理论回应金在权涌现属性可预测和涌现属性具备新

的因果力所依赖的下向因果关系不存在的观点*笔者将在文章第三部分对自主体因果力理论的效力及

作用进行具体分析*在这一部分&我们先借由奥康纳提出的动态涌现回应金在权涌现属性可预测的质

疑*

#二$对涌现属性可预测的分析

金在权通过基本假设和还原模型论证了涌现属性可以被预测的观点*奥康纳则认为&不可预测性并

非涌现属性的本质特征*如果奥康纳是正确的&那么金在权论证涌现属性可预测从内部瓦解涌现主义的

尝试将是徒劳的*

金在权指出&!涌现主义没有统一的理论&只有一些共同的主张++这些主张在不同程度上与自己的

形而上学图景相冲突*"

0

%

1

!#C!!他为此专门撰写了一篇文章&批评涌现主义者在本体论概念上的不一致&以

及对一个系统的涌现概念的迫切需求*

0

E

1

"$涌现论建立之初的混乱&或许是金在权把可预测性误认为是

涌现属性基本特征的原因&这一错误理解致使金在权对涌现主义理论本身做出了许多错误的分析*新兴

涌现论逐渐建立后&金在权对涌现属性的错误理解愈发明显*在涌现属性的特征描述方面&奥康纳根据

经典涌现论者的研究总结了涌现属性的三个特征*

%<

随附性)对象的涌现属性
B

随附于对象的部分的属性集
@Z0-

&对于任何对象
U

和
B

中的
+

而言&

如果
U

有
+

&必然地&

U

有
@

中的
S

,

9

,

0

++#包括相关属性$&那么#

3

$

U

的某些适当部分#以各种方式$具有

S

,

9

,

0

++#

33

$对于共同具有
S

,

9

,

0

++的任何事物而言&都有一个具有
+

的对象&这些事物是这个对象的

部分*

!<

非结构性#

*'*C67)(97()+,37

8

$)涌现属性#

+

$只有具有一定复杂性的对象才有可能拥有/#

S

$不能被对

象的任何部分拥有/#

9

$与对象的任何结构属性不同*

$<

新的因果影响#

*'45,9+(6+,3*-,(5*95

$)涌现属性的因果影响不能还原为它所依附的微观属性的因

果影响&因为它以直接,下向的方式产生影响*这与简单结构中宏观属性的运作方式不同&后者的因果影

响是通过构成它的微观属性的活动产生的&而涌现属性对微观层面的事件模式产生了因果影响&这种因

果影响并却不能还原为次级属性的直接因果潜能*

0

?

1

FDCFA

这三个特征分别来自范-克利夫#

;+*N,545

$,大卫-阿姆斯特朗#

T+430B)J67)'*

1

$和罗伯特-克利

#

\'S5)7M,55

$*从奥康纳选取的这三个特征来看)第一&涌现属性和基础层级之间的关系不是层次随附

性&而是一种整体
C

部分随附性/第二&涌现属性区别于结构属性&它不能用于简单模型中/第三&涌现属性

区别于宏观属性&它的作用方式是直接的,向下的&它对基础层级的因果影响不能被还原*这三个特征是

对涌现主义基本内容的正确理解*与之相反&不可预测性则是对涌现属性从产生它的属性中涌现出来这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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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过程所表现出来的不可捉摸的模糊描述&它的具体内涵实际上正是这三个特征*因此&不可预测性并

非涌现属性的本质特征&而是涌现属性作用过程的一个特点&金在权论证的出发点是有误的*

此外&金在权认为涌现主义者缺乏对涌现属性的系统说明*他指出&!现在这种关于世界的客观事实

的涌现的概念被通称为4形而上学的.或4本体论的.涌现&有些人也称之为4强涌现.++问题的关键在

于&作为认知者&我们无法从中认识它&也就是说&我们无法从低层级基础现象的信息中获得更高层级的

涌现现象*在形而上学概念中&#不可预测性$不仅仅是指涌现现象对我们来说是不可预测的*这可能更

多是对我们认知能力的评价&而不是对涌现现象的评价*"

0

E

1

""不可预测性是对认知能力的评价&表达的

是对涌现属性神秘化的担忧&也就是说&或许正是对自由意志的无法理解&涌现论者才创造出一种神秘的

涌现属性来解释自由意志&但这种涌现属性本身的神秘使得它自身都难以被理解*金在权对经典涌现论

的这一担忧是合理的&涌现主义者必须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奥康纳基于涌现属性的三个特征&将动态

涌现#

0

8

*+J395J5)

1

5*95

$定义如下)

属性
Q

是对象
>

#由多个部分组成的物体$的涌现属性&当

#

%

$属性
Q

随附于对象
>

的部分的属性/

#

!

$属性
Q

并不为对象
>

的部分所拥有/

#

$

$属性
Q

区别于对象
>

的任何结构属性&并且

#

?

$属性
Q

对于对象
>

的部分的行为模式具有直接#向下$的决定性的影响*

0

?

1

FA

由这一定义可知&涌现属性不完全位于其对象的结构#尤其是物理结构$内部&更不位于简单层级模

型的某一层级*金在权强调涌现属性产生的基础条件&他认为每一涌现属性都能够用科学理论进行充分

解释*奥康纳则认为&既然现在的科学理论尚不能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就不能断言无法完全被还原的涌

现属性不存在*

事实上&我们有理由将以下情况的属性视为复杂系统宏观决定的涌现属性)#

+

$如果系统属性所依赖

的对象的部分属性只能通过整个对象和它的其他部分而得到充分说明/或者#

S

$如果系统属性本身只能

从整体上被描述&因为它们的描述受到将它们与其他系统属性联系起来的原则的限制&而这些原则不能

指导#即使间接指导$我们对微观属性的描述*

0

D

1

D在#

+

$情况下&部分的系统属性在结构中发生了变化&它

取决于整个结构或者该部分与其他部分之间的相互连接*此时&涌现属性不是微观部分单独或在简单的

系统中可以拥有的属性&还原分析所必需的推论被排除&金在权的下向因果原则失效了*#

+

$情况可以通

过量子纠缠理论得到支持)两个粒子的化合物的确定自旋状态不能解释为两个粒子孤立的自旋状态的结

果&因为在几个粒子彼此相互作用后&各个粒子所具有的特性已经综合成为整体性质#系统属性$&这一整

体性质无法单独描述各个粒子的性质&只能描述整体系统的性质*在#

S

$情况下&系统属性不是微观属性

内在性质的简单集合&系统属性的产生并不仅仅依赖于微观属性&也可能同时依赖于将其与其他系统属

性联系起来的原则&因此不能还原为它们*#

S

$情况是自由意志议题中最常被讨论的&就直觉而言&我们

很难同意自由意志取决于人体各部分微观属性的观点*金在权没有直接回应这个观点&而是认为我们不

应该在物理世界中谈论自由意志*奥康纳则认为&在二元论与还原论之间存在一条中间道路&它包含如

下主张)我们所讨论的现象曾立基于与之相关的物质结构&并且已经从与之相关的物质结构中涌现出

来*

0

?

1

F%这一主张更加符合我们的直觉&同时也符合物理主义*

动态涌现以动态的,生机的结构代替了金在权静态的,形式的结构&通过它&我们能够回应金在权关

于涌现属性可预测从而能被还原的观点&即对上述条件#

%

$,#

!

$,#

$

$的延展分析*此外&奥康纳认为&涌

现属性在适当情况下的必然出现应当有它的因果解释&他的自主体因果力理论即是对此的说明*自主体

因果力理论是对条件
?

的具体阐述&我们将借该理论&回应金在权对涌现属性因果效力的质疑&并分析其

在自由意志论争中的作用*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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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奥康纳涌现观对金在权还原物理主义的探讨

三%自主体因果力效力及作用

如前所述金在权对于结构简明性的过度追求使得作为不确定因素的涌现属性难以被解释&因而在面

对涌现属性时&金在权只能要么否认它的存在&要么将其视为一种共时性!的随附关系*在质疑涌现属性

下向因果效力的过程中&金在权逐渐采取了后一种观点*奥康纳则认为&涌现属性是非共时的&他提出的

动态涌现的条件
?

表明&涌现属性与产生其的微观部分之间是有直接因果效力的下向因果关系*笔者认

为&金在权物理世界因果闭合的理论前提仍需论证&用层次随附性理解身心关系的观点也有待商榷&奥康

纳的自主体因果力理论论证了涌现属性的下向因果效力&不仅能回应金在权的质疑&也有助于解决自由

意志论争*

#一$自主体因果力"涌现属性具备下向因果效力

非还原论是一种对自由意志议题的有潜力的解释&它的支持者来自神经科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

科学哲学等不同领域*弗雷德-凯泽#

G)50M53

]

[5)

$和莫里斯-舒腾#

P+()395.9/'(75*

$认为金在权的还

原分析是错误的&他们援引嵌入式认知"理论&表明心理因果关系不能简化为神经因果关系&心理属性具

有新的因果力*

0

A

1罗伯特-柯克#

\'S5)7M3)Y

$从假设,结论,内容,论点四个方面&论证了金在权关于物理

主义只能选择还原论或消除论的错误*

0

F

1马修-欧文#

P+77/5L>L5*

$直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与托马

斯-阿奎那#

:/'J+6B

R

(3*+6

$的身心关系学说&论证了身心之间的力&试图构建一个基于亚里士多德身

心观点的身心关系模型*

0

%#

1但是&不直接论证涌现属性的新的因果力&就不能证伪金在权的排斥论证&从

而不能驳倒还原论*奥康纳的自主体因果力理论先验地论证了下向因果的效力&为非还原论注入了新的

活力*

自主体因果力理论是主体因果理论的一部分&该理论与事件因果理论对主体与因果关系的认知不

同#

%%%自主体直接引起意向状态*与事件原因平行&自主体原因的独特能力#主动权力$是以一个或一

组属性为基础的*因此&任何具有相关内部属性的自主体都有能力直接导致一系列意向状态中的任何一

种状态*然而&这些属性在相关因果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它们#与适当的条件相结合$使行动者能够

产生结果而非使行动者与!从条件到结果的功能"相关联从而产生结果*这些使人做出选择的属性是一

种不同类型的因果力的基础%%%这种因果力在合适的条件下由行为主体自己自由行使*

0

%%

1

D!这类因果力

就是自主体因果力*奥康纳认为&自主体因果力是人类的涌现特质0

%%

1

%#D

&而涌现是一种新的性质*这一

性质并不只在恰当的条件下被动对对象施加因果影响&而且它在具备条件的系统中&能够自由地产生或

者不产生因果影响*在动态涌现系统中&行动者是一个自主体&他的力量只能通过他本身展现出来&而不

能通过身体的某个器官或某个部分得到展现*

自主体因果力理论也是因果力学说$与心灵哲学结合的产物*因果力学说主要探讨的是物理因果

力&它的核心论点是因果力#

9+(6+,

K

'L5)

$是事物本身的一种倾向*因果力学说的优势在于&借由因果与

-

F

-

!

"

#

$

共时性#

6

8

*9/)'*3937

8

$由心理学家荣格#

N+),̂ (67+4&(*

1

$提出&指在没有因果关系的情况下&两个或多个事件之间发生的有意义的

联系*荣格认为&共时性是一种超越了因果关系的更深层次的连接&它揭示了人类与宇宙之间的潜在联系*他将共时性与潜意识和集体无

意识联系在一起&认为这些事件是由于内在的心理状态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共鸣而发生的*

嵌入式认知#

5JS500509'

1

*373'*

$是一个认知科学概念&它认为人的认知过程不仅仅依赖于大脑中的神经元活动&还依赖于身体感

知,动作执行和环境交互等因素*嵌入式认知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外部化#

5U75)*+,3[+73'*

$&即将认知过程外部化到环境中的工具,符号系统

或其他人类活动中*这种外部化可以帮助人们扩展认知能力和解决问题*例如&一个人可能会用手指敲击桌面来帮助思考&或者通过与他

人交流来共同解决问题&这些身体动作和环境交互都可以对认知过程产生影响*

主体因果理论#

:/57/5')

8

'-B

1

5*7N+(6+73'*

$认为人类有能力通过自己的自由意志和自主体本身发起行动和事件*它表明个人

不仅仅是被动的观察者或环境的产物&而是能够做出选择并带来改变的积极参与者&这意味着个人有能力独立行事&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主体因果理论通常与事件因果理论#

:/57/5')

8

'-O45*7N+(6+73'*

$形成对比&后者认为事件是由一系列先前的事件和条件引起的*相比之

下&主体因果理论强调个人作为行动发起者的作用*

因果力学说自
!#

世纪
D#

年代后逐渐为因果关系领域的一些学者所重视&它被用来驳斥休谟的因果关系理论,捍卫因果实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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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结合确保了原因在事物内部因果过程中的首要地位*心灵因果力理论保留了因果力学说的优势&它

认为自主体因果力是真正的原因*同时&作为一种心灵因果力&自主体因果力不同于物理因果力&它不能

离开自主体而独立显现&它的显现#行动$依附于自主体#行动者$*但是&行动与行动者之间的依附关系

并非金在权认为的因果3规范关系&而是构成性的*例如&盐并非先产生因果力再融化冰&而是它本身就

拥有融化冰的能力&这种能力#因果力$是它的一部分*因此&在自由意志问题上&自主体能够做出因果决

定的程度越大&心灵自由度就越高*

0

%!

1

自主体因果力的本质是行动者对自身行为的选择权和控制力*自主体因果力理论认为&自由意志是

自主体对于自己做或不做,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的选择权和控制力*

0

%$

1那么&自主体因果力理论能不能

论证涌现属性的下向因果效力2

为了说明自主体因果力是如何先验作用的&以短跑运动员自愿进行的跑步行为为例*我们规定跑步

作为自愿行为依赖于以下协作)运动员展露出想要跑步的意愿#

PCQ'L5)

$&结果表现出来了被动的身体

力量#

@CQ'L5)

$)神经元活跃
#

肌肉收缩
#

大步前进*当然&生理层面上的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它包括

无数的力的相互作用&但我们将其简化为运动员自愿进行行为所必需的关键)

PCQ'L5)

和
@CQ'L5)

*其

中&

@CQ'L5)

的显现在本体论上依赖于
PCQ'L5)

的显现&即运动员选择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
U

#某类

自主体$与人体有不同的生理结构&它仍能拥有和体现
PCQ'L5)

*当然&如果没有
@CQ'L5)

&

PCQ'L5)

也不

能得到显现&因为意愿和选择不同&一个人只能选择去做他可以选择去做的事*

@CQ'L5)

使刘翔有可能跑

步&所以他也有可能选择跑步*因此&

PCQ'L5)

在本体论上也依赖于
@CQ'L5)

*从力的显现的角度来看&

PCQ'L5)

和
@CQ'L5)

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关系*这并不意味着
PCQ'L5)

可以还原为
@CQ'L5)

&或者
@C

Q'L5)

可以还原为
PCQ'L5)

*这仅仅表明&

PCQ'L5)

是
@CQ'L5)

的充分条件&

@CQ'L5)

的显现可以被视为

PCQ'L5)

显现的一部分*由对自主体因果力作用方式的分析可知&在自主体因果力理论中&下向因果关

系是存在的&并且具有因果效力*

考虑金在权对自主体因果力理论的可能回应&即使金在权同意主体因果力的存在&他也不会认为它

能主动起到因果作用&因为他的形而上学图景蕴含以下两个假设)#

%

$基础层级是!因果闭合的"&即它只

受同层级的其他现象影响/#

!

$高层级的现象只能经由低层级的基础条件引起其他现象*由此&所有更高

层级的现象都是!因果无力的"&而所有!真实的"因果关系都发生在基础层级*

0

D

1

%!据此&自主体因果力只

会是虚假的主动权力&因为它是更高层级的属性*所以&拥有它并不能确保主体发挥任何真正的积极作

用*

笔者认为&金在权的假设不适用于身心问题#自由意志的作用方式问题$*自主体是一个既具有心理

属性又具有直接影响物理自然过程的力量的物理存在*由于主体本身是一个能直接影响物理进程的物

理存在&它内部的因果关系#包括心理属性的因果关系$都应该属于基础层级&这与其假设相矛盾*一方

面&排除先验系统属性的因果关系意味着先验排除一些逻辑上可能的方式&在这些方式中&部分的行为可

能会受到对象的系统属性的影响*另一方面&如果只接受基础层级的因果关系&会导致全面拒绝所有的

普通的因果解释&我们将不得不放弃所有关于化学现象的物理的因果解释&或关于生物现象的化学的因

果解释*这是荒谬的&因为这些因果解释既完全有效又可靠&而且它们构成了我们可以使用的因果解释

的标准形式之一*

0

D

1

%"因此&我们可以拒绝金在权可能的关于自主体因果力的观点*

在还原物理主义与非还原物理主义之争中&涌现属性是否具有新的因果力是讨论的重点*若如非还

原物理主义者所言&涌现属性具有新的因果力&则涌现属性不能被还原/倘若并非如此&则结果相反&还原

物理主义胜出*在自由意志问题上&奥康纳将自主体作为拥有因果力的实体&既避免了因果力本身是否

可还原的争论&又保留了自主体因果力的必然效力&论证了非还原物理主义的合理性*自主体因果力理

论先验论证了涌现属性起作用所依据的下向因果关系的因果效力&在自由意志的物理主义立场的内部争

论中为非还原物理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从因果力的角度看&非还原物理主义更有利于诠释自由意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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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方式&更适用于自由意志议题*此外&因果力的嵌入为自由意志论争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即通过因

果力的必然消解自由意志的神秘*

#二$自主体因果力合理性及作用分析

非还原物理主义认为&最高层次的现象超出了基本部分的总和&因而意识虽然仍依赖于基础属性&但

它在本体论意义上是超越的&自由意志是一种涌现属性*本文已经论证了非还原物理主义相较还原物理

主义的合理性&在此论证中&自主体因果力的参与为论证结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其一&自主体因果力

与动态涌现的观点相容&其理论本身是融贯一致的&能够互相支持*其二&金在权也认同下向因果关系的

存在能够捍卫非还原物理主义的立场&但是提出涌现属性与基础层级间的下向因果关系必须具备新的因

果力&才能具有因果效力0

%

1

"CE

&这是还原的物理主义与非还原物理主义的共识*自主体因果力先验地论证

了涌现属性对基础层级具备新的因果力&在物理主义内部论争共识的基础上为非还原物理主义提供了支

持*笔者认为&自主体因果力理论是解决自由意志论争的一条可能路径&它在物理主义还原论与非还原

论之争中被提出&但其所起作用并不仅限于此*

在分析其在自由意志论争中的其他作用前&必须先回答自主体因果力理论合理性问题)因果力学说

能不能用于自由意志议题2 如前所述&因果力学说主要研究的是物理因果力&它认为因果力是因果关系

的核心概念&通过因果力能够描述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这种对于!力"的实在性,普遍性理解来自于物

理学*十九世纪中叶后&心理学逐渐成为一门实证科学&更加关注其他实证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

等的研究进展&因果力理论作为一种解释身心关系的方式&以心理因果性问题!的形式引发关注*由于心

灵哲学与心理学的密切联系&心灵因果力的概念也被广泛加以讨论&自主体因果力理论即是关于心灵因

果力的一个具体理论*

因果力学说的这种自然而然的跨界与其理论本身和自由意志议题关注的内容之间的契合有关*第

一&因果力形而上学能够增强自由意志的物理主义解释*乔治-莫尔纳#

5̂')

1

5P',*+)

$认为&因果力独

立于它的显现而存在&并且不需要通过任何显现证明自身*

0

%?

1因果力形而上学与还原物理主义的思维方

向截然不同&前者着力强调因果力作为实体的本体论地位&后者则试图用物理基础破除一切神秘的东西*

但是&这两者又生发于同一个思维起点&即科学是一切的基础%%%还原物理主义将物理世界的因果闭合

原则奉为圭臬&而因果力学说是从力中得到因果的0

%"

1

A

*第二&因果力学说中对因果与力之间关联的论证

有助于解释身心关系问题*史蒂芬-芒福德#

.75

K

/5*P(J-')0

$认为&!当我们谈论因果关系中的事件

时&我们主要是在谈论被赋予权力的属性的共同协作++正是这些权力的属性之间的合作导致了一切的

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愿意探讨事件的原因*然而&我们已经说过&是这些属性在完成因果过程*

这表明&属性与权力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认为&属性是因果力的集合体*"

0

%E

1芒福德论述了力与

因果之间的关联&认为是力的集合体在完成因果过程&这表明因果力学说是一种从形而上学角度探究事

物内部倾向性的学说*芒福德的分析能够同心灵与身体行动,自由意志与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相对应*

第三&因果力学说中对因果力显现模式的讨论提供了研究身心关系模型的新思路*因果力主要有两种显

现模式)一是刺激显现模式&二是协同显现模式*刺激显现模式可以经由条件句进行表达&部分学者如大

卫-刘易斯#

T+430V5L36

$认为可以通过条件句分析消解因果力"

*如果因果力可以通过条件句被完全表

达&力的性质完全可以由一个条件句的真假来确定&并且这个条件句中都是范畴性质&那么力就完全可以

被还原为非力*

0

%"

1

%!如果用刺激显现模式来描述因果力的作用过程&那么我们所认知的最直接的因果关

系是由刺激引起的&这就将讨论引向了刺激与因果力何者对显现的因果效力更大,因果力是否可以被还

原等问题&这与因果力形而上学相冲突&因此刺激显现模式被因果力实在论者拒绝*查尔斯-伯顿-马

-

%%

-

!

"

心理因果性#

J5*7+,9+(6+73'*

$问题探讨心理状态能否与身体行为因果相关*支持心理因果性的观点认为&人的行为不是随机的&

而是受到一系列心理因素的影响和驱动&对于心理因果性的研究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和解释人类行为的原因和动机*

表达式为)

U

对
%

有因果力&即当
U

被置于合适的条件
N

下&

U

会因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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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6@()7'*P+)73*

$通过反例表明&因果力并非刺激显现&而是通过不同的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显现&

并且力的显现独立于其它外部的刺激条件&力可以自发显现*

0

%D

1因果力的协同显现模式将研究视线聚焦

到不同的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为从因果力的视角研究心灵内部的心理,物理等属性之间的关系提供

了思路&从而使对因果力模型的探究助力心智模型的研究*

自由意志论争不止发生在物理主义内部&由因果力学说跨界而来的自主体因果力理论也能回应自然

主义#

*+7()+,36J

$

!对自由意志的物理主义解释的质疑*自然主义认为&意识领域没有物理主义的容身之

所&因为还原物理主义是对意识的消解&而非还原物理主义则容易导致神秘的涌现*约翰-塞尔#

&'/*

.5+),5

$说&!在我看来最好把唯物论当作某种形式的二元论++唯物论在某个意义上是二元论的最美的

花朵*"

0

%A

1自然主义者声称&意识的涌现解释将使身心走向二元化&从而拉大意识现象与物理现象之间的

解释鸿沟*

首先需要回应的是自由意志领域能否容纳物理主义的问题*正如自然主义者对还原物理主义的批

评)如果只考虑单一的从物理到心理的因果联系&就容易导致心理沦为物理的副现象*也就是说&如果物

理过程不需要心理属性的参与&那么心理属性将变得无关紧要&意识被消解了*这是自然主义所不能接

受的&也是他们力求将物理主义驱逐出自由意志领域的底层思维*在自然主义者的观念中&物理主义的

还原论者与非还原论者都致力于从形而上学角度给予物理学专门特权&这是对非还原论者的误解*还原

论与非还原论的区别是否承认心理属性对物理属性具备新的因果力&自主体是拥有心灵因果力的实体&

也是行动的主体*自主体因果力的核心不再是物理的倾向性&而是人的选择权和控制力&因此心理属性

不会沦为一种副现象*对于涌现属性&非还原物理主义并不认为它是神秘的&我们可以通过说明它的运

作模式来消除对它神秘化的质疑&也可以根据对其运作模式的分析建立模型*借用亚历山大-丹尼尔-

卡鲁思#

B,5U+*05)T+*35,N+))(7/

$对因果力作用模式的划分0

%F

1

&笔者认为&自主体因果力的运作模式是多

轨协同显现模式"

*在这种模式中&自主体可以通过不同力的组合导致不同的显现*例如&用
P%

表示运

动员夺冠的愿望&

P!

表示运动员放弃比赛的愿望&

Q%

表示运动员身体机能良好的状态&

Q!

表示运动员

受伤较重的状态&那么&运动员能够在
P%CQ'L5)

和
Q%CQ'L5)

的协同作用下全力比赛&也能在
P!CQ'L5)

和
Q!CQ'L5)

的协同作用下放弃比赛&还能在
P%CQ'L5)

,

P!CQ'L5)

和
Q%CQ'L5)

3

Q!CQ'L5)

的协同作用下

完成3放弃比赛*因此&行动者的行动不再是随机的&而是能够被因果解释的&自主体通过愿意这样做以

及可以这样做来导致自身显现&从而增强了意识的可理解性*

其次&需要回应非还原物理主义支持的涌现是否会导致身心二元化的问题*身心二元论主要包括实

体二元论与属性二元论*实体二元论认为身体和心灵是两类完全不同的实体&属性二元论认为精神和物

质是两类完全不同的属性*自然主义反对实体二元论&但不反对属性二元论&因此自然主义者对身心二

元化的质疑主要是对实体二元论的质疑*在物理主义中&更容易导致实体二元论的是还原物理主义&而

非还原物理主义支持的涌现属性并非一个实体&所以非还原物理主义支持的涌现不会导致实体二元论*

此外&在自主体因果力理论中&自主体是兼具心理属性与物理属性的实体&因果力保证了心理属性与物理

属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将自主体因果力作为行动者行动的原因也能够有效避免属性二元论*自主体因果

-

!%

-

!

"

心灵哲学中的自然主义进路主要包括约翰-塞尔#

&'/*.5+),5

$的生物学自然主义以及约翰-查尔莫斯#

&'/*N/+,J5)6

$的自然主

义二元论*生物学自然主义认为生物学是解释自然界的基础科学&主张将生物学的原理和方法应用于解释自然现象和人类行为*面对身

心关系问题&生物学自然主义既承认意识的生物特征&又主张其不可还原性*自然主义二元论认为世界分为自然层面和非自然层面&自然

层面包括物质,能量和自然规律等客观存在的事物和现象&这一层面上的一切都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研究和解释*非自然层面则包括意

识,意义和价值等主观存在的事物和现象&这些事物无法通过科学方法来完全解释*自然层面和非自然层面虽然相互独立&但在心灵问题

上&必须结合心理,物理法则&从这两个层面共同对其加以解释*

根据对#

3

$同一因果力指向一个显现或是多个显现#单轨3多轨$#

33

$因果力经由刺激显现或是通过不同的伙伴权力协同显现这两个

问题的不同回答&亚历山大将因果力运作模式分为四类)单轨刺激显现模式#

.3*

1

,5C7)+9Y.73J(,(6P+*3-567+73'*

$,多轨刺激显现模式#

P(,73C

7)+9Y.73J(,(6P+*3-567+73'*

$,单轨协同显现模式#

.3*

1

,5C7)+9YP(7(+,P+*3-567+73'*

$和多轨协同显现模式#

P(,73C7)+9YP(7(+,P+*3-567+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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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实质是一种自我决定的力量&对自主体的论证旨在证明这种自我决定是因果的&因此自主体因果力

理论是对身心因果关系的描述&不会导致任何形式的身心二元化*

自然主义支持非还原论&而将物理主义一律视为还原论加以拒斥&忽视了物理主义的非还原论路径*

从物理主义的角度来看&自由意志就是因果决定*因此&自主体因果力理论与物理主义的立场是一致的&

是一种非还原的物理主义*通过自主体与因果力的结合&我们既能在不消解自由意志的情况下捍卫物理

主义&又能在自由意志问题上避免自然主义对物理主义身心二元化的质疑&同时不会陷入自然主义披着

一元论外衣的二元论困境*

四%结语

金在权坚持的还原物理主义忽视了人类心灵在物理世界中存在这一事实&也没有提出相应的主张进

行解释&因而使自己的整个理论陷于危险之中&最终不得不承认物理主义在这一问题中不能完好幸存*

奥康纳的行动哲学关注的核心即是被金在权忽略的身心关系问题&从奥康纳的理论来看&涌现与意识密

切相关&真正使意识得到显现的是自主体*自主体内部包含物理,心灵诸属性&在其协同作用下形成新的

因果力*自主体因果力不仅能够论证下向因果的有效性&也能避免身心二元论&有效应对来自还原物理

主义与自然主义的质疑*同时&奥康纳的自主体因果力理论仍需结合当代科学新发展进行具体论述&需

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包括自主体的界定,自主体因果力作用方式的认知科学支持,基于自主体因果力的心

智模型建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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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2:O= P<OJS500509'

1

*373'*+*0J5*7+,9+(6+73'*

)

.5773*

1

5J

K

3)39+,S'(*06'*J57+

K

/

8

6396

'

&

(

<

.

8

*7/565

$

!##D

!

%

")

%#FC%!"<

'

F

(

M_\M\<̀'L

K

/

8

639+,36769+*+4'30)50(973'*36J

'

&

(

<.

8

*7/565

$

%FFE

!

!

")

%"DC%D#<

'

%#

(

>aO=P<B)367'75,3+*9+(6+73'*+*0*5()+,9'))5,+756'-9'*693'(6*566

'

&

(

<:'

K

'3

$

!#!#

!

$F

")

%%%$C%%!?<

'

%%

(

>

*

N>==>\:<Q5)6'*6+*09+(656

)

:/5J57+

K

/

8

6396'--)55L3,,

'

P

(

<>U-')0

)

>U-')02*345)637

8

Q)566

$

!###<

'

%!

(

\̂>GG\<.(S,+73*

1

7/5-)55L3,,

K

)'S,5J+739

)

Q'L5)6

$

+

1

5*9

8

+*09+(6+,0575)J3*+73'*

'

&

(

<.

8

*7/565

$

!#%F

!

%

")

%A!<

'

%$

(张尉琳
<

自主体
C

因果力)+自由意志危机,的一种化解'

&

(

<

自然辩证法通讯$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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