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同样是清晨的阳光，有人感

到希望，有人却陷入怅然？为什么人们

常说，“我下意识地去做某种事情”，又

或者“我无意识地做了什么事情”？人

的意识究竟是什么？

随着现代成像技术，例如功能性磁

共振成像、光学和遗传学等生物技术的

发展，科学家们如今能够实时观察人类

大脑活动时的血液变化以及脑内神经

元的活动。人类大脑由数百亿个神经

元组成。当这些神经元受到刺激时（例

如视觉、听觉或触觉等外界刺激），它

们会产生电信号，生物学家称之为“放

电”或“激发”。这种放电过程类似于电

流通过电路点亮灯泡。这些动态、不断

变化的激活模式，就像圣诞树上的灯在

不同的时刻被点亮，呈现出有序而又多

样的闪烁效果。上述过程描述了神经

元的基本运行原理。然而，真正的难题

在于，科学家们如何从这些神经元的活

动中理解它们的共同作用，进而形成人

们所感知到的“自我意识”。

意识的定义与普遍性

著名神经科学家克里斯托弗·科赫

给出了“意识”的直接定义：意识是任何

形式的主观体验，从最平凡的日常感受，

到最高尚的生命体验，都是“活着的感

觉”。心理学家认为，认知是一种特定的

意识感知；而神经科学家通过研究大脑

中的神经关联，认为大脑是思考的核心

器官。然而，为什么思考的中心是大脑，

而不是心脏、肝脏或其他器官呢？

科赫指出，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

需要了解人体的结构，然后进一步研究

大脑的定量理论。在《生命本身的感

觉》中，科赫详细描述了这一理论如何

解释与意识相关的神经学现象，并阐明

了其建立和推广的过程，以及最终如何

发展成为一种临床上有用的意识测量

标准。

科赫是意识研究领域的先驱，曾与

脱氧核糖核酸（DNA）双螺旋结构发现

者之一的弗朗西斯·克里克共同开拓了

对意识的科学研究。科赫在《生命本身

的感觉》中，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观

点：意识是所有复杂系统的基本属性，

而不仅仅是人类大脑的特权。

科赫曾在个人访谈中提出异议：

“如果你养了狗或者猫，毫无疑问你觉

得自己的宠物是有意识的。那么到底

意识的范畴在哪里？是只限于哺乳动

物吗？一只蜜蜂只有 100万个神经元，

但是它可以识别其他个体，还能跳复杂

的 8字形舞，那它到底有没有意识？”

科赫认为，意识同样存在于其他生物。

这一观点挑战了传统科学界对意识的

理解，促使读者重新审视“什么样的系

统能够拥有意识”这一问题。

整合信息理论与意识

在《生命本身的感觉》中，科赫重

点介绍了整合信息理论（以下简称

IIT），这是由意大利神经科学家朱利

奥·托诺尼提出的关于意识的理论。

IIT 认为，意识的核心在于系统整合

信息的能力，即系统对外界和内部信

息进行加工、处理，并最终生成意识

的整体复杂程度。

IIT 得出的重要观点与科赫的想

法不谋而合：意识并非人类大脑的独特

属性，而是所有复杂信息系统的潜在属

性。这意味着不仅人类和高等动物可

能拥有意识，甚至某些人工智能系统、

社会网络或其他复杂结构也可能在一

定程度上具备“意识”。

科赫在书中也讨论了人工智能与

意识的关系。他认为，尽管当前的人工

智能系统在特定任务上表现出色，但由

于缺乏足够的复杂性和信息整合能力，

尚未具备真正的意识。这一观点引发了

各学科界关于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思

考，即在追求更高级人工智能的过程中，

是否有可能创造出具备意识的机器。

结合对 IIT的深入探讨，科赫在书

中尝试回答了有关意识的哲学和科学

问题，包括意识的起源、性质以及可能

的存在范围。例如，大脑在受到损伤

时，某些区域的损失如何影响意识的程

度和质量？为何某些脑区的活动，例如

前额叶皮层和后顶叶皮层的连接性，与

意识密切相关？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

推动了神经科学领域的发展，也为开发

意识测量方法、研究意识障碍（如昏迷

和植物人状态）提供了重要启示。

意识的进化意义

此外，科赫还提出了意识在生物进

化中的关键作用。他认为，意识不仅仅

是一种生理现象，更是生物体适应环境

和生存竞争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在生

物进化的过程中，意识可能帮助动物更

有效地处理外部信息、评估潜在的威胁

或机会，并据此做出快速、适应性强的

决策。因此，意识可能为物种提供了生

存上的优势，使得它们能够在复杂多变

的环境中更好地应对挑战。

科赫的观点与进化生物学的基本

理论相契合。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生

物体通过自然选择不断适应其生存环

境，具备更强生存竞争力的特征被保留

下来。在这种背景下，意识可以被视为

一种“适应性特征”，它通过帮助生物

体整合来自不同感官的信息，提供全局

性的情境感知，从而提升决策的效率和

准确性。例如，人类的大脑能够同时处

理视觉、听觉和触觉信息，这种信息融

合的能力使得人们能够根据环境变化

更加灵活地调整行为，避免危险。

此外，意识不仅仅关乎感知外部世

界，还涉及对内部状态的反思。例如，人

类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情绪、思想和行为，

并根据目标进行自我调节。这种能力在

进化上提供了巨大的优势，使得个体可

以不断调整策略，优化行为表现。

科赫的这些观点也得到了神经科

学和心理学领域的支持。多项研究表

明，意识的进化与大脑皮层的复杂性

密切相关，尤其是前额叶皮层在决策、

规划和自我意识中的作用。例如，灵长

类动物（如黑猩猩和大猩猩）的大脑前

额叶皮层比其他动物更发达，这可能与

它们复杂的社会行为和较高的意识水

平直接相关。

科赫在讨论意识的普遍性时，也提

到了一些较为激进的观点：任何能够整

合大量信息的系统，都具有某种程度的

意识，甚至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认为，意识

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复杂系统中的现象。

这一观点为科学界对意识的理解

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意识不再是人类或

某些高级物种的专利，而可能是大自然

赋予所有复杂信息处理系统的一种普

遍属性。这种视角拓宽了人类对意识

本质和进化的理解，也为探索人工智

能和机器人意识的可能性提供了理论

支持。

意识的未解之谜

1998 年，科赫与哲学家大卫·查尔

默斯签订赌约，约定到 2023年为止的

25 年内，科学家将彻底揭示大脑产生

意识的机制。科赫因技术进步，对解开

谜团充满信心。然而 2023年 6月，在纽

约的年度意识科学研究协会会议上，科

赫和查尔默斯宣布赌约结束，查尔默斯

获胜。这场轰动一时的赌约，最终因目

前的研究仍未解开意识机制的谜团而

落幕。

尽管如此，科赫并未放弃研究，他

认为随着技术的发展，解决这一问题仍

有可能。虽然意识的神经机制仍是一

个悬而未决的科学难题，科赫在《生命

本身的感觉》中提出的观点仍然具有

深远的影响。

科赫不仅揭示了意识是生物体适

应环境的关键工具，也为未来人工智能

与意识的关系提供了前瞻性的思考。

科赫的研究不仅为神经科学领域提供

了新的思路，也为读者理解生命本身、

感知世界和自我反思提供了深刻的哲

学启示。

在意识这一永恒的科学难题面前，

《生命本身的感觉》既是一次科学与哲

学的深刻交锋，也是人类探索自我与存

在意义的一次思想上的重要尝试。这

本书的出版，标志着我们在对意识的理

解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同时也提醒我

们，这一探索仍在继续，答案或许就在

不远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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