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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意识和无意识的相互关系曾经是纯粹的哲学问题，科学心理学的诞生促进了对这一

问题的实证视角考察。实证取向认为，意识和无意识同属人类心理的机能，并能够在外在的任务

操作中表现出来。现代认知心理学发现了对应意识机能的外显过程和对应无意识机能的内隐过

程，两者相对独立又共生共存。任何认知过程都是意识和无意识共同作用的产物，两者之间存在

复杂的相互作用，并表现出权衡的特点。神经生理学的研究揭示了意识和无意识在发生学意义上

可能的先后关系。无意识在心理过程中起的作用是普遍的、抽象的、抗干扰的，而意识则建筑在无

意识的基础之上，有着更大的变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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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0-1/.2//）是哲学史上最古老的话题

之一，无意识（1.,-./,0-1/.2//）则是与之相伴的一个

概念，两者一起为人们带来诸多困惑。对于意识，尽

管争论颇多，总算大多数人都承认确乎存在某种可

称之为“意识”的机能、状态或结构；然而在无意识问

题上，甚至连这种一致都很难达成。当人们追问无

意识是否存在，或者意识和无意识的关系问题时，其

解答实际上都基于对意识本身含义的破解———只有

首先明了人们是在怎样的话语体系中讨论意识和无

意识，才能对这两者做出某种界定，并进而探讨它们

之间的关系。

单纯地通过理论思辨来研究意识和无意识的关

系，很难取得有效的结果。个体关于意识和无意识

的理论探讨总是首先建立在其对两者的个人理解之

上。这样，当从两个不同的概念体系，试图理解意识

和无意识所指向的实质内容之间的区别联系时，就

已经使探讨本身沦为文字游戏。长期以来，人们很

难完全摆脱这种弊病：对意识与无意识关系的研究

常被还原为对“意识”和“无意识”两个字符串涵义的

不同赋值。

有一种努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上述不足，

这就是所谓实证的视角。实证的视角同样需要设定

“意识”和“无意识”这两个概念，不过它在概念界定

上具有自己的特点：意识和无意识两者最初的界定

应当尽可能地简洁；并且这种定义要能够得到具体

可观察的证据的支持，否则就必须修改最初的界定；

而在研究两者关系时，也要从观察到的事实出发，检

验、选择对两者关系所作的任何假设。

心理学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旨在以实证研究

的科学方法探究人的心理和行为。于是，意识和无

意识的关系研究，在以实证的视角进行评估时，就脱

离了纯粹思辨范畴而成为一个心理学课题。在科学

心理学诞生和发展的全过程中，意识和无意识一直

是研究者关注的核心。对这个问题，心理学家采用

提出假设、实验研究，到理论整合的实证路线。这样

的方法在分析的深入性上可能不及以往的理论探

讨，但在保证讨论的可持续性和结论的可证伪性方

面却是令人满意的。

( 意识和无意识的哲学源头

在尚不久远的过去，心理学还是哲学的一个分

支。当心理学家试图从实证的视角界定意识和无意

识时，他们总会受到此前众多哲学家的影响。因此，

在开始介绍近现代心理学对意识无意识关系问题进

行的实证探索之前，有必要先行回顾早期心理学研

究者所继承的哲学思想：历史上，尽管“意识”、“无意

识”这样的术语出现较晚，但人们对意识和无意识的

认识萌芽却很早。早期的哲学家，如柏拉图，将人的

精神世界划分为理智、意气和情欲三个部分，这对以

后心理学的影响十分深远。在三分法体系中，并没

有可以对应意识或无意识概念的部分，不过它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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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动机过程（欲望、需求等）和认知过程分开，为以

后的进一步划分提供了基础。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

多德提出三种不同形式的灵魂，近似于意识和无意

识在表现形式上的区分：最低水平的是“营养的灵

魂”（!"#$%#%&’ ()"*），为植物所有；其次是对应于动物

的“灵敏的灵魂”（(’!(%#%&’ ()"*）；最高层则是人独有

的“理性的灵魂”（$+#%)!+* ()"*）。前两种灵魂可以对

应于无意识的机能，而理性的灵魂则对应于意识的

机能［,］。此后的数千年里，人们对人类心灵的理解

都带有亚里士多德的烙印：心灵的表现或功能被划

分为几个层级。从当今的观点看来，对心灵或灵魂

的层级划分确实可以和意识无意识的机能区别进行

某些对照。就今天所理解的意识和无意识来说，包

括判断、思维、推理等高级心理活动更多地体现了意

识过程；而知觉这样的较低层心理活动中无意识的

作用体现较多。

到 ,- 世纪，人们开始对意识和无意识做出更加

明晰的区分，其中最重要的进展体现在两个方面：首

先，意识的机能表现被进一步细化并明确到发生机

制层面；其次，意识和无意识机能之间分层次的连续

过渡一面开始被系统论述了。这些成就的代表人物

有笛卡尔和莱布尼兹等人［.］。

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第一次将意识机能和人类

的生理结构联系到一起；后来莱布尼兹又用两座相

同钟表的比喻来说明心理事件（意识）和身体中所发

生的事情有着平行对应的关系。这为此后对意识和

无意识进行实证研究提供了路线基础。关于意识和

无意识之间的层次关系问题，莱布尼兹从知觉中区

分出所谓的“微觉”，这与现代意义上的阈下知觉有

着异曲同工之妙，已经接近了无意识的部分特征。

而笛卡尔则区分了动物的意识和人类的意识，指出

动物也能意识到他们自身的环境，但是它们缺乏反

省，也即动物没有人类这样的“对意识的意识”。笛

卡尔在简单意识（(%/0*’ +1+$’!’((）和自我意识（(’*2
3 +1+$’!’((）之间划分了一条明显的界限，体现了意

识和无意识机能连续过渡的一面：人们生活中的很

多行为平时都是不加思索的，但是在必要的情况下，

人类意识能够清楚地告诉个体“我正在感知、思维

⋯⋯”。正是这种自我觉知体现了人类意识的独特

机能。

. 意识和无意识的心理学源头

从以上这些早期论述中，可以找到当今意识和

无意识概念的源头，也能发现对两者关系讨论有着

深远影响的一些观点。不过，真正将意识和无意识

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从而使人们第一次有可能通过

实证视角来研究两者的关系，则已经是心理学诞生

之后的事。“意识”这一术语最著名的提出者是机能

主义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而“无意识”往往和弗洛

伊德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在其名著《心理学原理》中，詹姆士对意识进行

了这样的诠释 3 3 意识是一条连续不断的“思想流”

或“意识流”（#4’ (#$’+/ )2 5)!(5%)"(!’((），它既不能分

割为各个元素，也不能划分为不同的阶段［6］。詹姆

士将意识看作具有独立机能的心理活动整体，像河

流一般贯穿个体的整个经验历程。虽然詹姆士本人

并没有继续就意识和无意识的关系作实证研究，但

是他的观点为这样的实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可行性

保障：既然意识是一种整体的机能而非可分解成独

立元素的简单集合，那么直接研究意识和无意识的

关系才能在逻辑上成立；另外，对意识的机能主义理

解提示了对意识和无意识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的具体

途径———意识和无意识本来是潜藏于人的内部世

界，难以直接观测把握，实证研究无从入手。而现在

既然意识、无意识都具有各自的机能，机能又总是通

过一定的行为表现出来，那么就意味着意识和无意

识关系的实证研究，可以转化为对不同行为的观察

———只要知道哪些行为代表了意识的机能，哪些又

代表了无意识的。

弗洛伊德的理论将人的心灵按层次划分为意

识、前意识（0$’5)!(5%)"(!’((）和无意识，著名的“冰山

理论”体现了他对意识和无意识关系的理解［7］。在

弗洛伊德看来，意识乃是露在海面上的冰山一角，而

无意识则是冰山在水下看不见的巨大部分，随着水

面的涨落不时显露出来的就是前意识———意识和无

意识的中间状态。弗洛伊德甚至为意识和无意识找

到了对应的可观察的外在行为：人们通常生活中的

各种活动如知觉、言语等都反映了意识，而无意识的

机能则会在不经意之处流露，比如梦境、口误等。应

该说，这种理解已经相当接近现代心理学的视角。

弗洛伊德的理论还间接地为意识无意识关系的实证

讨论提供了另一个切入点———即寻找生物学意义上

的证据。弗氏认为，无意识为心理活动提供巨大的

能量支持，无意识的机能可能更原始、更接近生物的

本能；而意识是在无意识基础之上，对无意识的力量

进行引导和利用。在弗洛伊德的年代，这样的观点

只能停留在理论假设阶段；不过今天人们已经有能

力对此进行生物发生学上的实证检验，这在以后的

内容中将有所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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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士和弗洛伊德的理论奠定了今日心理学中

对意识和无意识研究的基础。他们的贡献在于推动

了意识和无意识的实证研究进程，指明了从实证视

角研究意识无意识关系的可行性，包括确定对应的

外部行为、考虑发生学的证据等。然而此后数十年

间，行为主义将意识清除出科学心理学的研究领域，

这使得对意识无意识关系的实证研究脚步长时间停

滞。直到上世纪中后期，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兴起，意

识和无意识才终于找到了可以对应的行为指标，对

两者关系的实证考察逐渐有了实质性的深入。而认

知心理学家找到的意识和无意识机能的外在表现形

式，就是所谓的外显的（!"#$%&%’）和内隐的（ %(#$%&%’）
各种心理过程。

) 意识和无意识的实证研究

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出发，意识和无意识关系

的实证分析到达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人们首先发

现：意识和无意识的不同机能，可以体现在两类不同

的认知活动上。其中一类认知活动被称作是外显

的，它们对应了意识的机能；另一类认知活动被称作

是内隐的，它们对应了无意识的机能。在内隐心理

过程中，最著名的两种是内隐记忆和内隐学习。以

认知心理学实验的形式探讨意识和无意识的关系，

并未囊括所有试图解答该问题的实证努力。比起认

知实验手段，还有一种方法试图更直接地揭示意识

和无意识在根本机制上的关系，那就是生物学取向

的实证研究。

) *+ 内隐记忆和内隐学习的实证研究

内隐记忆源自对遗忘症病人的研究。遗忘症病

人的记忆———传统上意识的机能———受到严重的损

害，仅仅在短时间后他们就无法回忆此前接触的事

物。然而后来人们发现，在某些特殊的需要利用过

去事物信息的任务中，遗忘症病人的表现并不比正

常人差，就好像他们的记忆根本没有受损一样［,］。

例如：要求遗忘症病人记住一系列单词，此后让他们

从许多单词中挑选出此前学习过的词，他们的成绩

十分低下；但是如果测验任务改为呈现单词的前几

个字母并要求答出第一个想到的单词，他们甚至能

反应出许多学习过的单词，而这些内容本该早被遗

忘了的。内隐学习的情况则是：在一些明明应该无

法发生任何学习的情况下，确实有某种形式的学习

自动地发生了，而这种学习的效果无法依靠直接的

测验和询问检查出来，学习者本身也对学习的发生

毫无意识。+-./ 年，美国心理学家 0!1!2 首次使用

被称作“人工语法”的材料证明了内隐学习的无意识

特性［.］。“人工语法”是一种复杂的字符串生成规

则，它能产生许多看上去像是随机生成的字符串。

这种规则难度大，隐蔽性强，因此如果让人努力发现

其中规律，最后全都以失败告终。但令人惊讶的是：

如果人们的任务仅仅是试图记忆这些字符串，随后

才告诉他们其中暗藏某种规则，并要求他们判断许

多新字符串是否合乎规则，他们却表现得大大好于

随机水平。更有趣的是，尽管实验数据充分说明人

们一定对人工语法规则进行了一定的学习，但几乎

所有人都否认他们学到了任何规则———他们将自己

在测验中的表现归因为运气好，而且他们确实无法

说出任何有关字符串规则的信息，尽管他们在判别

任务里已经遵循了这些规则。

内隐记忆和内隐学习都用实证的方法揭示了这

样一个事实：人类的认知活动必定有相当部分是以

另一种形式存在的，这种内隐心理过程改变了人的

行为表现；但是作为心理活动的主体，人们却丝毫没

有察觉这些内隐过程的存在。因此，内隐和外显的

心理过程，可以被看作分别代表了无意识和意识的

机能表现。内隐心理过程的发现，展示了无意识的

重要性，以往被认为一定是意识独有的那些过程

———诸如学习和记忆———如今也表现出了无意识的

贡献。或许正如弗洛伊德曾断言的那样，人的一切

心理活动都离不开无意识的参与。

既然内隐过程和外显过程能够基本对应无意识

和意识，那么对意识无意识关系的实证研究就可以

从内隐认知过程和外显认知过程的相互关系入手。

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内隐过程和外显过程对各种

内外影响因素的反应是不同的。普通的学习记忆任

务（外显过程）很容易受到干扰，但是内隐过程则不

然：无论是年龄变化、34 高下，还是脑损伤、注意水

平变化，内隐过程对它们都基本免疫。在实证研究

中，这样的结果被称作“实验性分离”，这说明：意识

和无意识确实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们是两个具有

各自不同特性的机能整体［/］。很显然，只有相对独

立的结构，才会对同样的影响因素具有完全不同的

反应。因此实证探索证明，意识和无意识关系的第

一层就在于：它们相互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发现意识和无意识不但具有

独立 性，还 有 着 密 不 可 分 的 联 系 特 性。56&718 等

（+--+）对内隐记忆深入研究后认为：任何一个具体

记忆任务都离不开意识和无意识的共同作用，只不

过它们的比例关系会随条件不同发生变化而已［9］。

56&718 等由此发展了一种巧妙的实验逻辑———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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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程序（!"#$%&& ’(&&#$()*(#+ !"#$%,-"%，!’!），以鉴

别出同一个记忆任务中意识贡献和无意识贡献的相

对大小。此后，杨治良等（.//0）运用 !’! 方法，通过

内隐记忆的实验研究提出了意识和无意识的“钢筋

水泥”关系模型［/］。在这一实验中，被试学习一个二

维度的图片分类规则：其中包括了社会性维度“攻击

性”，和非社会性维度“衣着深浅”。结果发现在衣着

方面的学习，意识贡献较大；而在攻击性维度的学

习，则是无意识的贡献更大。由此研究者提出，意识

和无意识共生共存，在心理活动的不同层面有着不

同关系形式。整个内心世界就是由无意识作为“钢

筋”，以意识作为“水泥”构筑起来的相互联系的大

厦。

在郭秀艳等（1221）的实验研究中，被试或进行

单独的内隐学习、单独的外显学习，或进行内隐和外

显混合学习。多项结果表明，混合组成绩明显高于

单项组。研究者发现，内隐学习和外显学习之间存

在相互作用。在许多情况下这种相互作用乃是积极

的，起促进作用的［.2］，3)*4%5&（./0/）首先发现并命

名它为协同效应［..］。但是郭秀艳等通过上面的实

验研究对 3)*4%5& 的思想作了修改，进一步提出：这

种相互作用其实应表现为两个方面 6 种情况———从

作用上可分为协同或冲突；从贡献大小上可分为谁

大或谁小。这一实验研究初步指出：意识和无意识

的关系是复杂的，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在同一个任

务中，意识和无意识可能是相互促进也可能是相互

冲突，而这种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是无意识过程的

抽象性，外部条件是意识过程的适时参与。意识和

无意识的贡献大小也是不固定的，受到任务难度等

因素的影响。沿着这样的思路，近年的实证研究又

引发了新的理论观点，即意识和无意识的权衡观。

杨治良等（1227）研究了从儿童到老年 8 个不同年龄

水平的被试在具体图片再认任务中意识成分和无意

识成分的相对贡献大小后发现：（.）除老年外其他年

龄段被试的意识成分贡献都大于无意识成分贡献；

（1）随着年龄增长，意识贡献逐渐下降而无意识贡献

逐渐上升。这种意识和无意识此消彼长的关系被称

作权衡现象，由此而提出的权衡观认为：人的认知系

统中存在着意识和无意识两个子系统，这两个系统

之间会产生协同作用，使系统形成具有一定功能的

结构，并具有如下四个特征：（.）相互独立，即两个认

知子系统遵循各自不同的加工模式，有其特定的神

经机制与行为指标。（1）相互作用，即两个系统之间

存在动态交互，意识和无意识在不同的条件下会表

现出促进和抑制两种不同的相互作用形式。（7）互

为主次，即意识和无意识的贡献不等，一开始意识占

优，而随着年龄增长主次关系发生变化，无意识逐渐

占优。（6）互相依存，即意识无法离开无意识而单独

存在，反之无意识也不能脱离意识而独立存在［.1］。

此外，内隐知觉（或称无意识知觉、阈下知觉）和

内隐思维等方面的实证研究也吸引着众多研究者的

注意，并且从不同角度验证了上述发现［.7］。但是意

识与无意识间关系的错综复杂，总是远远超出了人

们的想象。1226 年 9(:;(+&#+ 和 <4)+;& 最新的一个

实验结果就对无意识的独立性、无意识与意识的紧

密联系等问题再次质疑［.6］。可见，用实证的视角来

探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关系这一古老的哲学话

题，是任重而道远的！

7 =1 生物学取向的实证研究

从笛卡尔的身心交感开始，人类心灵变化就和

外部躯体事件联系在一起；科学心理学创立之初，人

们就认识到心理是脑的机能。随着脑机能定位学说

得到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直接从神经生理基础来

阐述意识无意识之间的关系成为可能。认知心理研

究已经确定了大量意识主导过程（外显任务）和无意

识主导过程（内隐任务），因此在脑成像技术的帮助

下，研究者只需要观察以上这些过程分别伴随了怎

样的神经活动，就有可能接触到意识和无意识的各

自生理基础，进而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

>(&&%+和 ?-::%@%"（./0A）对 B#"&);#CC 症患者的

序列反应时研究表明，这类患者也能表现出对序列

的内隐学习［.8］。B#"&);#CC 症患者通常在中间颞叶

区（包括海马）或间脑受到损伤。因此，研究者们普

遍认为，内隐序列学习不依赖于已被 B#"&);#CC 综合

症损害的间脑和中间颞叶区，而这些区域被认为是

外显学习和记忆的关键部位。

<%D%" 等（1222）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 C-+$E
*(#+): @)D+%*($ "%&#+)+$% (@)D(+D，C3FG）研究人工语法

内隐学习。结果发现：再认能激活右额叶区域和枕

叶（#$$(H(*): :#I%&）中间部分，而语法判断激活左侧额

叶区域和枕叶两侧部分。再认和右半球的激活有更

多相关，而语法判断任务和左半球的激活相关［.J］。

K")C*#+ 等（.//8）对序列学习作了正电子发射层

描（!LM）研究。他们测量了有分心任务和无分心任

务条件下被试局域脑血流量（"N?O）的变化。研究者

将分心条件下的学习视作内隐学习，而单任务下的

学习被视作外显学习。当被试进行内隐学习时，研

究者在左感觉运动皮层、左辅助运动皮层、左顶叶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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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及核（基底神经节的纹状核）内双侧区域发现激活

现象。!"#$%&’ 等 人 指 出，曾 有 研 究（()*+#’,*" 等，

-../）表明这些区域是负责自发运动控制的运动回

路的一部分。由于被试全都是用右手来反应的，因

而 !"#$%&’ 等人强调，这些区域的激活支持了内隐学

习受对侧运动区域控制的观点。在外显学习时，

!"#$%&’ 等人在右前额叶、右基底神经节和顶叶 0 枕

叶双侧区域发现了激活现象。前额皮层的右后边和

顶叶皮层已被证实能促进空间工作记忆（1&’2,*3 等，

-..4；52)3&’ 等，-..4）和长时记忆提取的某些方面

（ 6789’*" 等，-..:；;7""#’ 等，-..<；=8>#8%*" 等，

-..?）。［-?］

神经生理学和脑成像技术为意识和无意识过程

的机能定位提供了方便，这进一步促使人们从生物

发生学的角度思考意识和无意识的起源（或者是它

们所对应的神经组织的发生学关系）。@*A*"（-..4）

提出了意识和无意识的生物进化观，此后 B#%>*C3
（-..<）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D -E］。生物进化观认

为，意识和无意识都是生物体适应环境的机能，而这

些机能都依附于一定的神经结构而存在。进化观从

种系发生学角度认为意识过程的起源晚于无意识过

程，在所有物种中都可以观察到最基本的无意识适

应机能，例如条件化等；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

是无意识的程序学习和情节记忆等较复杂的适应机

制；并最终进化产生意识过程，乃至于人类独有的复

杂语义符号系统。简单地说：意识进化自无意识；无

意识过程在发生学上靠前，是所有物种共有的机能；

意识过程在发生学上靠后，更体现出生物进化的特

化过程。目前已有一些证据表明，无意识机能在对

应的神经系统结构上确实处于比意识过程更古老

（在种系发生史上更早出现）的位置。

生物进化观点注重实证的证据搜集。@*A*" 提

出，如果进化观点是成立的，那么遵循进化论原则，

无意识系统应至少具有这样几个不同于意识系统的

特征：强健性（@&A73%’*33），即无意识不易受到机能

障碍和机能失调的影响；年龄独立性（(F* 2’,*G*’H
,*’8*），即无意识过程不受年龄发展的影响，相对稳

定；稳定性（I&C J#"2#A)2%K），即无意识过程的个体差

异小、群体差异小；LM 独立性（LM 2’,*G*’,*’8*），即

无意识过程不像外显操作任务那样容易受到智力测

验得分的影响；普遍性（;&NN&’#)2%K），即无意识的内

部机制具有跨物种的普遍性。

目前，以上推论中的部分已经得到了实证研究

的支持。例如，!"#$ 和 =8>#8%*"（-.E:）证明了健忘症

患者虽然无法正常再认，却能表现出内隐记忆功

能［-.］；O233*’ 等（-.E<）报告了药物（莨菪胺）能损害

外显 记 忆，却 并 不 影 响 内 隐 记 忆［-4］。=8>#8%*" 和

B&38&J2%8>（-.EP）总结认为在婴儿出现任何类似于描

述性外显记忆的表现之前很久，就已经表现出记忆

机能了［Q/］。这一结论暗示了，个体发生学上居先的

内隐记忆，将不会受到此后神经发育障碍导致的健

忘症影响。R#"92’ 和 =%"**%*（-.EE）用图片启动任务

测试了 4 岁到 Q/ 岁的被试，结果没有发现任何年龄

差异［Q-］。而在 @*A*"，5#)9*’$2*), 和 S*"’3%#,%（-..-）

的一项研究中，大学生被试接受内隐学习任务和一

个高度外显的任务。在两任务的正确率（/ T ?/. 和

/ T?--）没有统计差异的情况下，发现外显任务的方

差相当于内隐任务的 P 倍之多，说明内隐学习的个

体差异比外显任务更小［QQ］。

总之，对意识和无意识所对应生理机制层面的

研究，为两者在种系发生学上的联系提供了线索，生

物进化观由此应运而生。虽然到目前为止在神经生

理和生物发生学方面的直接研究成果并不很多，但

这种努力将很可能真正揭露意识和无意识的本质，

它们有怎样的相互关系，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关

系。

P 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相互关系

意识和无意识的相互关系曾经是纯粹的哲学问

题，科学心理学的诞生促进了对这一问题的实证视

角考察。心理学对意识和无意识的概念界定受到早

期哲学家的影响，确定了它们都是人类心理的机能，

并能够在外在的任务操作中表现出来，这为实证研

究提供了基础。现代认知心理学发现了对应意识机

能的外显过程和对应无意识机能的内隐过程，通过

实验证明两者既相对独立，又共生共存。人的任何

认知过程都是意识和无意识共同作用的产物，在同

一任务中，意识和无意识之间视条件不同可能会产

生协同促进或冲突阻碍的相互作用。而在对心理过

程的贡献大小上，意识和无意识则存在权衡现象。

最后，意识和无意识可能对应了不同的神经生理机

制，并可能在发生学意义上存在先后关系。无意识

及其对应的神经结构，在进化过程中很可能比意识

及其对应的神经结构更早出现；因此无意识在心理

过程中起的作用是普遍的、抽象的、抗干扰的，而意

识则建筑在无意识的基础之上，有着更大的变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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