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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美学之父(泽基的审美体验及相关研究

胡!俊

摘!要! "神经美学之父#泽基教授从脑神经机制的角度+持续研究视觉大脑$审美体验和判断+以及色
彩$形式和运动等知觉与审美关系+获得一系列研究成果, 本文聚焦泽基的审美体验研究+阐述泽基通
过核磁共振的脑扫描实验+揭示审美体验激活大脑的特定区域位置+即内侧眶额叶皮层的 C# 区+并在
此基础上重新探索美的定义+最后延伸到审美体验与快感体验等美学核心问题的辨析,
关键词! 神经美学-!泽基-!审美体验-!美的定义
作者简介! 胡俊+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神经美学研究, 通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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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美学'是西方学术界一个非常年轻.非常前沿
的跨学科研究门类)主要探索人脑审美的神经生物学机
制, 神经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方向)其形成和发展
离不开泽基的研究努力和贡献, &#''' 年英国伦敦大学
学院!P2,\90-,.1=/FF9@9H/25/2"的泽基!G97,0K9S,"教授
依据视觉艺术的研究成果出版了著作$内在视觉* 探索大
脑和艺术的关系% !T%%"3b*)*2%* ,% KP'/23,!*2% 2=A3!,%0
!$"F3,*%")正式提出了美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神经
美学!6940/A9-.;9.,E-")建立了第一个神经美学研究所

!N2-.,.4.9/W6940/A9-.;9.,E-")泽基也因此被西方美学界称

为&神经美学之父'!胡俊)&艺术' #$%", 近 "B 年来)泽

基潜心研究神经美学)依托神经生物学实验)研究视觉大

脑.审美体验.审美判断.崇高与美.数学与美.形式与美

学)以及色彩.运动等感知与美的关系等)在认知神经科

学和美学之间取得许多重要突破, 其中关于审美体验)

泽基通过对脑部扫描实验数据进行关联分析)认为已经

初步知晓审美体验的共同神经生物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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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美学之父'泽基的审美体验及相关研究

一$ 审美体验的脑神经基础

美是什么)它居于被理解的客体中)还是存在于进行
感知的主体之中)各种观点一直贯穿于各个时代)吸引了
许多哲学家和学者们的推测,

柏拉图提出了差不多主导几千年的美学理论)认为
美存在于它自己之中)美是独立于理解它的主体的, 然
而)即使是他)也认为审美中的个体参与者是起决定作用
的, 柏拉图在$会饮篇%和 $费德鲁斯篇%强调把 &美'
!89A4.1"当作个体之外的永恒存在)不过作为妥协的平
衡)他在$大希庇亚篇%中指出美的!89A4.,W4F"是那些能愉
悦参与者的眼睛和耳朵的,

我们一直在追寻过去几千年来提过很多次的问题)
即美是什么, 这个问题)以一种接近神经生物学的方式)
也被埃德蒙(伯克!T57425 _40S9"进行了专门的推测,
伯克在$崇高与美之源起%中写道*&美在更大程度上)是
身体的某种能力)通过感觉的介入对人类的精神进行机
制化运作'!_40S9#)&", 伯克认为有个独特的美的能力
能够被任何和所有的感觉刺激到, 因此泽基提出一个重
要的问题* 来自视觉.听觉等不同感觉的审美体验)是与
相同的还是不同的脑区活动相关联+ 如果是后者)那么
这是否就意味着与审美体验相连的大脑系统是功能专门

化的)某一区域的活动是与视觉审美体验相连)而另一区
域的活动是与听觉审美体验相连+

不少理论家的观点都受到伯克的影响)康德也不例
外, 随着康德作品特别是$判断力批判%的发表)重点更
多地转移到了寻找感知者的美的原则和审美价值, 康德
睿智地提出了这一问题* 美的现象的存在条件是什么+
以及我们审美判断有效的前提是什么+ 泽基把这些问题
推到实验探索中)试图通过脑扫描的方法来解答康德的
问题)探索美的现象是否有一个特别的神经条件的基础)
是否有一个或更多的脑部结构提供这一功能,

英国艺术评论家克莱夫(贝尔!=F,\9_9FF"在$艺术%
!A3!"一书中)寻找客体本身的共同和特别的一些性质)提
出&有意味的形式')认为其能够促发主体的审美情感,
泽基认为)尽管贝尔把&审美情感'看作一个纯粹的主观
的事)但是贝尔本质上追寻的却是引起所有人类共同的
&审美情感'的形式, 笔者认为)一般来说)虽然审美存在
着个人体验的主观异同)比如同一幅画或同一处自然景
观)有人觉得美)有人觉得不美)然而对于绘画作品$蒙娜
丽莎%或作为自然景色的黄山)可能绝大部分的人都认同
是美的, 换句话说)如果个人的审美体验是主观的)那么
是否存在一个共同的神经组织能够导致个人的主观体

验)即引发所有人类共同的&审美情感', 虽然贝尔的构
想和神经生物学是不相关的)但是泽基认为贝尔的观点
促发了有意义的询问和思考)他指出贝尔的理论引发了
神经生物学的思考)即大脑活动中是否有一个共同特质
来负责&审美情感', 泽基希望通过实验来寻找审美体验
的共同因素)即不管审美客体的来源如何)也不管审美主

体的文化和经验背景的差异)大脑中是否存在一个共同
机制能够支撑美的体验,

泽基致力于寻求个体审美体验的共同的神经基础,
"BB% 年)泽基等针对不同风格的绘画作品)使用功能性磁
共振成像 !W42E.,/2AF7A@29.,E09-/2A2E9,7A@,2@)简称
WO3N"技术进行脑部扫描)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即当主体
观看美丽的绘画作品时)不管绘画类型是抽象画.风景
画.静物画或肖像画)是否有脑区特别参与其中, 进行脑
部扫描前)每个被试者都观看了大量的绘画作品)并把它
们分类成美的.丑的和中性的, 在被试者进行脑部扫描
时)研究者观测到所有被试者的平均血氧水平依赖信号
!8F//5 /U1@92 F9\9FM59>92592.-,@2AF)简称 _<HR"的变化)
被试者观看不同绘画种类时)产生不同反应!美的)中性)
丑的")其中对比美的和丑的实验数据)发现当被试者感
觉到美时)内侧眶额叶皮层!.;9795,AF/08,./W0/2.AFE/0.9U)
简称7<L="被激活!ZAVA8A.AA25 K9S,#$''", &实验的
研究结果)让泽基和同事们认为内侧眶额叶皮层代表了
所有美的神经关联性'!+4-./2) 9.AFJ#(&",

很多神经美学研究者多次引用泽基等在 "BB% 年的绘
画实验)将其作为视觉神经美学的重要研究成果)并视为
神经美学研究史上的重要案例)甚至认为其与 "BB% 年另外
两个实验一起开启了神经美学实验研究的先河, 比如)克
拉 孔迪!=9FAM=/259"等认为*神经美学的实验领域开始于
"BB%年)因为该年有三个不同研究提供了审美欣赏期间脑
区激活的首次阐释--泽基等的实验结果是把内侧眶额
叶皮层的激活认同为美的刺激!+4-./2) 9.AFJ%B*", 此
外)最近的一项研究报告说)将阳极经颅直流刺激应用于
内侧眶叶皮层)会直接增加视觉刺激的审美级别)推测是
因为 增 强 了 其 内 部 的 神 经 活 动 !6ASA740AA25
ZAVA8A.A$&%", 内侧眶额叶皮层对于这类多感觉加工)
笔者认为其实是一种跨模式加工, 关于内侧眶额叶皮层
和积极价值的审美体验及快乐感觉的对应关系)除了泽
基的绘画实验外)还有其他丰富的多感觉加工的神经科
学研究来证实)包括音乐)面部)嗅觉和味觉等,!

与泽基的观点相左)有许多学者认为审美反应!A9-.;9.,E
09AE.,/2)有时也称为美的反应 89A4.109->/2-9".审美欣赏
!A9-.;9.,EA>>0A,-AF)或称为A9-.;9.,EA>>09E,A.,/2".审美评估
!A9-.;9.,E\AF4A.,/2".审美知觉!A9-.;9.,E>90E9>.,/2"与很多
脑区都有关系)并对大脑审美的图谱进行了概括,"因此他们
认为美的反应并没有独特的脑区)而是与其它反应共用一些
脑区)&这些研究的脑图谱显示审美反应需要多个神经区域
和通道)这些脑区和通道是和感觉及关联皮层相连)这些皮
层的功能属性包括知觉.情感和认知, 审美反应并不是一个
单一的特有的专门处理美丑的大脑活动' !KA,59F#$(",
&艺术生产需要一个多样和广泛分布的大脑区域)涉及到几
个相互连接的神经通道)包括 "个半脑的参与, 艺术的审美
反应也是这样, 没有专门的艺术审美通道)艺术反映涉及到
感觉.运动.知觉和认知等'!KA,59F#'",

当然)目前对于审美过程的称呼以及细分是名目各
异.交叉重叠的)没有明确界定)有些混乱, 泽基是把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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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过程中的审美体验!A9-.;9.,E9U>90,92E9"和审美判断
!A9-.;9.,Eb45@792."进行了区分)虽然泽基在实验中提出
美的判断是一个复杂的多脑区配合的审美过程)而且也
不否认审美体验时不仅激活了内侧眶额叶皮层)还激活
了其他脑区)比如大脑视觉区.听觉区)以及美的视觉刺
激也激活了尾状核)但是泽基认为内侧眶额叶皮层与审
美体验具有独特关系)并且进行跨感觉区的审美体验研
究)最终确定内侧眶额叶皮层中的某一特定区域是多感
觉来源审美体验的独特激活脑区,

"B## 年)泽基等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的脑扫描实
验)探索来自视觉艺术.音乐等不同来源的审美体验在大
脑中是否有一个共同活跃区域!&D/VA05' #", "# 名受试
者参加了实验)他们的国籍.文化背景是不一样的* #B 名
西欧人)" 名美国人)% 名日本人)( 名中国人和 " 名印度
人/除了一人外)其他人都不是艺术家或音乐家, 在开始
实验前)他们观看了绘画作品)并听了音乐片段)都采用
##' 的分值对实验材料进行评分)##( 分被分类为丑的)
%#$ 分被分类为中性的))#' 被分类为美的, 这使得实
验确定了 ( 套刺激物###美丽的.中性的和丑陋的, 通过
脑部扫描实验)主体观看或聆听刺激材料)并在每次演示
结束时进行评价, 泽基等对此次实验显示的大脑活动进
行关联分析)发现每种类型的审美体验都激活了几个脑
区)然而只有一个位于内侧眶额叶皮层中的区域)被唯一
共同激活, 为了避免产生歧义)把审美体验界定的内侧
眶额叶皮层内的区域与其他研究)特别是判断.评估.奖
赏和愿望等涉及的区域相混淆)泽基等试探性地把以上
已经描述的被美的刺激物激活的唯一共同脑区称为内侧

眶额叶皮层的C# 区, 该实验结果已被学界知晓并引用)
比如戴利亚(扎德!RA;F,AKA,59F"在著作$艺术的神经心
理学%!Q"(32')6#$2/2-62=A3!"中重点介绍和阐述了这一
实验结论,#

也有学者认为其它实验与泽基的实验得出的

C# 区的位置是相同的)只是名称不同而已,$

可见)泽基希望解决的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 当
时泽基还没有闯入更困难的地形)既不是温克尔曼
!:,2ES9F7A22".伯克!_40S9"和康德!ZA2."提出的关于
崇高和美的差异的问题)也不是个体看待美是怎样被文
化.教养和爱好调控的问题, 泽基在这次实验中通过允
许主体自己来决定什么是美的)什么不是美的)来规避这
些问题, 因此泽基的问题变成一个简单问题)即不管不同
主体怎么认知)也不管审美材料的来源如何)仅仅提出是
否有特定脑区被审美体验激活, 如前所述)泽基等实验证
明)当主体正在体验美时)不管这个来源如何)C# 脑区都会
持续地活跃, 泽基等认为)就大脑的活动而言)C# 区具有
一种审美体验的功能)不依赖于它传达的方式)但至少可
以由音乐和视觉两种来源激活)也可能来自其他来源,

值得一提的是)神经美学史上是泽基首次提出和划
定了审美体验的 C# 区, 对于 C# 区的范围和边界)目前
泽基等还是进行试探性界定)把 C# 区的中心放在#( %#
#*)估计其直径在 #&##) 毫米之间 !N-;,[4 A25 K9S,
&D/VA05' (", 笔者推测)可能 C# 区的内部还有更深的

功能化细分)还需进一步研究,
泽基强调)他的理论是暂定的)除了视觉和音乐之

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体验可能也被认为是美的, 概括地
说)通过泽基或其他人关于审美体验的实验)发现不同来
源引发的审美体验有相似之处)对于视觉.音乐.面孔.道
德.数学%

的美的体验)都与内侧眶额叶皮层的C# 区的活
跃相关, 泽基认为)其理论会根据未来对其它领域审美
体验更深入的研究)来坚持或推翻* 审美体验是与内侧眶
额叶皮层的C# 区相连的)或者进行适当调整,

二$ 探索'走向一个脑基础的美的定义(

关于审美体验)泽基认为* 一是不论审美的材料来
源)以及审美主体的文化背景的差异)审美体验都与人脑
的内侧眶额叶皮层 C# 区的活跃有关/二是 C# 区的平均
血氧水平依赖信号与被试者声称的审美体验的强度之间

是有着线性关系的, 这给泽基的理论增加了可测量性和
量化的可能)也使得泽基以实验研究的这两个主要结果
为基础)形成了一个基于大脑神经机制的美的定义及其
理论推测, 笔者认为这实际上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美的
定义)这只是泽基关于审美体验乃至&美是什么'的神经
生物学角度的研究和思考,

泽基认为)&美是什么'的问题已经有着足够多的定
义, 有些人)如维特鲁威!I,.04\,4-".阿尔伯蒂!CF890.,"
和达芬奇!H9/2A05/5AI,2E,")都是在被感知物体的特征
方面理解美的, 在视觉艺术和建筑中)美可能会被简化
到对称!-1779.01".比例! >0/>/0.,/2".和谐! ;A07/21"等
等)而在音乐中可能是节拍!89A.".和谐!;A07/21"与旋律
!0;1.;7", 但是)在一个更复杂的场景)如戏剧或电影中)
美又是什么呢+

在试图回答美是什么时)泽基受到贝尔的启发)贝尔
在$艺术%中写道*&如果我们能够发现所有客体中普遍和
特殊的能够唤起美的特质)那么我们就会解决美学中的
核心问题'!"'"", 贝尔主要关心的是视觉美)但泽基试
图把范围扩大到所有的美, 泽基认为)贝尔与休谟!RA\,5
+479"的观点是不同的)休谟将美完全置于知觉者身上)
而贝尔在被感知的客体上寻找&特殊的特性')同时也给
感知者以首要地位, 贝尔还提出*&所有美学体系都必须
以个人体验为基础)也就是说)它们必须是主观的'
!"'"", 贝尔问到)什么是&圣索非亚教堂)沙特尔的窗
户)墨西哥的雕塑)一个波斯碗)中国的地毯)乔托在帕多
瓦的壁画)普桑!6,E/FA-?/4--,2".皮埃罗(德拉(弗朗西
斯卡!?,90/59FFAL0A2E9-EA"和塞尚!?A4F=h[A229"的杰作
的共同特性'!"'""+ 这个名单里面不包括音乐, 泽基通
过添加音乐这一审美材料来修改贝尔的问题)并问到* 当
观看不同的视觉刺激和聆听不同的音乐刺激时)我们每
个主体的所有审美体验的共同之处是什么+ 也就是说)泽
基认为)贝尔带来的第一个神经生物学挑战是)审美如果
是主观的)独立于文化和学习之外)是否存在一些共同的
能够导致人类共同的&审美情感'的个人主观体验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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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结构, 因此贝尔的理论促发泽基去追寻大脑活动中
是否有一些共同特性)来支撑&审美情感', 研究结果激励
着泽基推测性地提供一个新的神经生物学方式来修改贝

尔问题的答案)这个答案只是基于感知者而不是客体对
象)但这并不意味着泽基认为客体对象可能没有使其获取
美的资格的特征)相反泽基努力寻找客体中引起&审美情
感'的性质及其神经生物学因素!&=F,\9_9FFY-' )(B",

贝尔给出的答案是)定义所有艺术品的单一特征是
&有意味的形式', 泽基等认为这样的定义有许多缺点)
其中主要的缺点是)要从绘画.音乐.时尚.设计.电影.歌
剧)以及许多我们体验美的其他领域)包括道德美)来定
义&有意味的形式'可能是什么, 事实上)贝尔自己甚至
对于什么是基本的视觉属性!如颜色和线条"的&有意味
的形式')也可能是模糊的, 泽基等认为&有意味的形式'
这个概念)与应用到我们审美体验的所有领域的定义是
抵触的)因此也变得不可测量和量化, 因此)泽基等提出
一个神经生物学定义)使得它不必定义这一&有意味的形
式')或者任何其他的被感知作品的特征)这是一个单独
依赖于感知者的可测量和量化的定义, 也就是说)对贝
尔理论进行思考)泽基首先是去追寻体验为美的共同主
观因素)把他关于能够促发&审美情感'的共同属性)转化
为* 不考虑文化和经历)大脑中是否有一个共同机制能够
支撑美的体验, 泽基等认为所有对主体显得美丽的作品
都具有唯一的.共同的基于大脑的特征)这个特征就是)
与主体对刺激物的审美体验紧密相连的)是他们的内侧
眶额叶皮层 C# 区内的活跃强度的变化!&D/VA05' %",
泽基等修改了贝尔关于美的定义)认为美在更大程度上)
是通过感官的介入)与内侧眶额叶皮层C# 区相连的身体
的某种能力)这样使之依据于感知的主体)而远离被感知
的客体对象的特征, 不过泽基认为)被归类为美的客体
可能某些特征是有助于主体把它归为美的)尽管这些特
征已经并仍将会是一个争论的话题,

因此)泽基的基于主体的美的定义使得在确定是什
么构成艺术作品的审美吸引力时)不必考虑其他因素)如
教养.文化.情境.鉴赏家身份和货币价值等)尽管这些因
素都可能有助于审美体验, 确实)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泽
基选择不同文化和种族背景的被试者来参加审美体验实

验, 当然)还有很多标志性的艺术作品)比如贝多芬的音
乐.米开朗基罗的&圣殇'雕像)它们都是属于不同文化.
背景和民族的人都能体验为美的作品, 这可能如同康德
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中所说的)假设存在一个共通感
!-92-4-E/7742,-"!#*B")也就是说)这样的美的作品能
够刺激的不同文化的个体的大脑组织是相似的, 人类能
够体验到美的能力)是与所有人类大脑中某一特定脑区
的激活是共同关联的,

这并不是说)在审美体验期间)只有这个区域是激活
的)也不是说)有一个&美点'在大脑中)也不是暗示)审美
情感是被这个脑区单独促发的, 实际上)视觉美的体验)
是通过视觉脑输入到内侧眶额叶皮层 C# 区)而音乐美的
体验)其输入是通过听觉脑, 因此这些脑区)和其他脑区)

比如视觉刺激时的皮下尾状核)是与内侧眶额叶皮层的C#
区一起激活, 但是)最重要的是)内侧眶额叶皮层的C# 区
是来自不同来源的唯一激活的共同脑区, 现在)它看起来
是所有体验为美的唯一共同神经特质, 而且内侧眶额叶
的C#区的激活强度与宣称的审美体验强度是成正比的,

这为哲学美学的一个中心问题)即是否有审美价值
的客观判断!]/05/2 ("$")给予了一个神经生物学的答
案, 这里的新奇之处在于)客观判断直接与大脑中一个
精确位置的激活及其激活程度相关联, 它可能被称为主
观的)某种程度上它与个人体验相关)激活发生在个人大
脑中)尽管一个人体验为美的)并不必然与另一个人体验
为美的相同, 但是它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客观的* !#"
不管什么时候一个主体体验到美)不考虑来源.文化和教
育等)其内侧眶额叶皮层的 C# 区是激活的, 一方面)不
否认文化和教育在塑造美的体验中的重要性)但是神经
生物学关于美的定义是具有普遍性的)是超越文化的,
在上面提到的实验中)参加这些实验的主体是来自不同
种族和文化背景的)脑活动位置的客观识别及激活程度与
文化.成长.教育.国家或种族价值是无关的, 另一方面)并
非所有的绘画或音乐片段都被所有主体一致体验为美)但
是每当一个主体体验到美时)在内侧眶额叶皮层中的 C#
区都有与之相关的活动, 因此泽基认为)所有人类大脑中
某一特定脑区的激活是共同与美的体验相关联的, !""这
个激活是可检测.可量化的, 也就是说当人类进行审美体
验时)不仅其激活的脑区是客观可测的)而且其激活强度
也是可检测和量化的)美的体验又是与宣称的强度是正相
关的)那么一个人审美体验的强度也是客观可量化的,

笔者认为)从大脑审美的角度来研究美)是一条非常
前沿的科学路径)我们不仅需要研究主体大脑的审美机
制)还要继续探索客体本身的美)尤其是在解决了审美体
验等大脑审美机制的神经生物学基础之后)更要追寻)是
客体中的一些共同因素导致了主体的审美机制的运作)
还是大脑审美机制主动选择了拥有某些共同特性的客体

成为美的客体, 笔者认为这一共同特性因素必然是超越
音乐的共性.绘画的共性等的所有审美刺激物的一个综
合共性)如果说颜色.线条是绘画的抽象共性)节拍.旋律
是音乐的抽象共性)那么在颜色.线条.节拍.旋律等绘
画.音乐等抽象共性之上推测)还应该有一个更高.更抽
象的共性)比如中间阀值!这一概念的提出还得益于笔者
与美国佐治亚大学神经分子生物学家申平?,2@G;92的多
次交流)也是依据申平教授实验室团队的一项相关实验
的数据和脑神经解剖图得出的结论")这一概念可能也是
与西方神经美学家常提到的与神经加工流畅性密切相关

的典型性!>0/./.1>,EAF,.1"!Q"(32,")!$"!*#)")*")以及蔡仪
美学思想中的&典型'客体的概念相关)笔者将来会继续
关注.追踪和研究审美的中间阀值.典型性与典型之间的
关系以及它们是否具有科学性, 换句话说)我们在解决
了审美体验的唯一共同激活脑区即审美的神经生物学基

础之后)是否可以继续追问)客体中的什么特性才可能激
活共同的唯一的审美体验脑区)或者大脑神经机制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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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拥有哪些共同特性的客体为美,
众所周知)许多人)包括古罗马时期的著名建筑学家

维特鲁威!I,.04\,4-")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理论家.
哲学家阿尔伯蒂 !CF890.," 和科学家. 画家达芬奇
!H9/2A05/5AI,2E,"都寻求客体使之为美的特征)但没有
任何坚定的结论, 贝尔即使认为审美情感是一个纯主观
的事情)同样也在寻找所有客体本身的一些共同的普遍
的特性, 贝尔提出一个重要的核心概念###&有意味的
形式')即线条和颜色用某个特别方式结合在一起)某些
形式以及形式之间的关系)激起我们的审美情感, 这些
线条和颜色的关系和组合)这些触发审美的形式)贝尔称
之为&有意味的形式')他不仅认为这是所有艺术作品的
一个共同特质)还指出根据某些未知和神秘法则来排列
和组合的形式能够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打动我们)艺术家
的工作就是去排列和组合它们)使得它们能够打动我们,
与此相应)荷兰画家.抽象风格派最核心人物之一的蒙德
里安!?,9.O/250,A2"也强调)他是单独通过线条和颜色来
表达或创造美的, 泽基认为贝尔带来的另一个神经生物
学的挑战)在于试图理解数学.视觉艺术.音乐等多种来源
的美的体验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被所有人类偏爱的客体特

性所解释)因为这些多种来源激活了我们神经系统中类似
的共同神经组织和构造)因此独立于文化和教育, 针对贝
尔的&有意味的形式'这一引发美的客体的特质的构想)泽
基提出构建一个更完善的概念)即&有意味的组态',

以视觉为例!下文也是")泽基认为&有意味的组态'
可能比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更适合于我们的视觉大
脑)因为后者限于线条和颜色及其组合)而前者可以应用
于任何属性或特质)除了线条.颜色)还可以包括面部.身
体或视觉运动刺激, 同时)泽基也提出疑问)在不同的领
域中)是否有一个在每个领域中都最佳地或审美地激活
该脑区的&有意味的组态'+

泽基认为)为了激发情感)必须首先感受到线条.形
式.颜色.面部等属性)这是大脑感知系统的功能)因此在
线条等客体特质)与它们唤起的审美感情之间)还存在一
个审美感知, 对于感觉区)以视觉区为例)依据神经生物
学研究成果)泽基认为)近几十年来已经理清大脑中视觉
区域的专门化分区* 视觉皮层的I#.I" 区是对视网膜的
视觉信号的主要皮层接收者/I( 区是专门用于形式的感
知)特别是动态的)I% 区对颜色感知是至关重要的)I& 区
是专门负责视觉运动的)&

枕骨面孔区!/EE,>,.AFWAE9A09A)
简称 <LC".梭状回面孔区!W4-,W/07WAE9A09A)简称 LLC"
专门处理面部感知/'

位于腹侧颞叶皮层的梭状回躯体区

!W4-,W/078/51A09A)简称L_C")以及位于外侧枕颞皮层的
纹外躯体区!9U.0A-.0,A.98/51A09A) 简称T_C"专门进行身
体识别!R/V2,2@)9.AFJ"%)B")其中 T_C负责处理单个
的身体零件)而 L_C更擅长进行整体加工!CF;/)9.AFJ
#B("/外侧枕叶复合体!简称 H<="主要涉及客体识别
!OAFAE;) 9.AFJ*#(&", 泽基认为每个专化视觉区可能有
一个原始的生物学的成分组合)不受认知.文化和学习的
因素影响)其成分是为专门加工某些属性,

不同领域和不同视觉区域的这种会导致审美激活的

模式是怎样的)以及这与不会导致审美感知的相应的刺
激激活同一区域是怎样的不同+ 泽基认为)&有意味的组
态'刺激方式不是最强或最大的)而是最佳或特定的)从
而最优激活相关感觉区域, 以视觉运动系统为例)泽基
指出&有意味的组态'的激活模式不同于其他激活模式)
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专门从事视觉运动加工的
视觉区的更强烈反应/第二种)特定或专门的激活模式)
特定的不同细胞群进行参与/第三种)一个最佳反应)而
不是最强的反应, 泽基的意思是指)&有意味的组态'激
活感觉区域的方式不同于那些缺乏&有意味的组态'的刺
激)只有&有意味的组态'激活的大脑的&感觉'区域才能
唤起审美情感, 也就是说)大脑感觉区每个专化区被最
优激活时)审美感知被唤起)并最终导致审美情感, 刺激
物不能以最佳或特定的方式激活相关区域)就不会导致
审美感知)它们将会评定为中性, 如果刺激物是极端地
背离&有意味的组态')那么就会被体验为丑陋的, 研究
实验表明)当人类看到一个中性面孔时)在梭状回面孔区
中有很强的激活, 当他们看到他们体验为美的面孔时)
除了在梭状回面孔区中有激活)在内侧眶额叶皮层中也
有相关的活动, 当他们看到一个丑陋或毁容的面孔时)
除了在梭状回面孔区有活动以外)还有杏仁核!一般被连
接到丑的情感"内的激活,

从大脑审美机制的角度来看)泽基认为&有意味的组
态'不仅导致早期感知领域!审美感知"更强或最优的激
活)而且还有内侧眶额叶皮层C# 区!审美体验或情感"中
的相关联的激活, 这引发了三个问题* !#"在不同视觉
领域中)&有意味的组态'通过什么样的神经方式激活了
审美感知/!""这些专门化脑区的神经激活与审美体验相
关的内侧眶额叶皮层C# 区的激活两者有什么样的关系,
也就是说)大脑如何将信号过滤到一个或另一个目的地*
什么样的神经机制确定美的信号从感觉区被引导到有内

侧眶额叶皮层 C# 区这一个目的地)而不是其他的目的
地+ !("审美情感被唤起)是否可以进一步分化+ 在体验
了美的不同作品所引起的情感中)例如视觉或音乐审美
情感)发现了内侧眶额叶皮层 C# 区中的共同激活)它的
激活是与美的体验相关)但是视觉和听觉的美的信号进
入内侧眶额叶皮层 C# 区的来源和通道是来自于不同感
觉区)那么内侧眶额叶皮层C# 区是否有进一步的处理审
美的不同领域.功能和划区的细分,

三$ 审美体验的相关研究及思考

审美体验是美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部分)如果想要
透彻研究审美体验)还需要弄清审美体验与其他快感体
验的异同)以及审美体验与审美感知.审美判断的关系,
在泽基看来)虽然目前已取得一些成果)但很多方面还有
待进一步展开实验研究,

#J审美体验与快感体验
审美体验与其他感官愉悦的体验)或其他抽象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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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奖励体验有什么异同呢+ 美学界对于美感和快感)一
直呈现出不同观点)有的认为两者大同小异)程度不同)
本质一致/有的认为美感是一种精神智性愉悦)而快感只
是感官愉悦)一个是高级的)一个是低级的,

神经美学家们对于审美体验与其它愉悦体验关系的

认识也是有分歧的, 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主体发生奖
赏和愉快体验时)其内侧眶额叶皮层部分也会产生持续
活跃)无论这体验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以及期望的,(

这在神经生物学层面上自然而然地提出了美学界长期讨

论的问题)即审美体验与快乐的关系!]/05/2 #'(",
在一些神经美学实验中)研究者发现奖赏和愉悦通

常也是与审美体验相关的, 所以一方面)这表明了审美
体验与快乐的相关性)另一方面)如果仔细思量)反过来
会产生一个质疑)比如目前对于泽基关于美的假设的一
个反对意见)就是有学者认为内侧眶额叶皮层的活动可
能也与其他体验有关)如其他领域的愉悦.奖赏体验)也
就是说)可能内侧眶额叶皮层并不与美直接相关!+4-./2)
9.AFJ#(&", 所以)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一方面
是审美体验)另一方面是其他事物的愉悦.奖赏体验)这
些不同种类的快乐体验在大脑位置和活动上是否相同)
也就是说)审美体验作为一种快乐的奖赏)是不是与其他
类别的奖赏共用一个神经通道)如果共用)那么是不是
说)审美体验与其他感官愉悦的奖赏体验也没有什么区
别+ 如果不同)那么具体差异何在+ 已有的资料显示)内
侧眶额叶皮层是一片广阔的皮层)有几个细胞结构学上
的分区!&D;9+47A2' $'#", 而且)已有的实验结果显
示* 不是所有种类的奖赏和愉悦都激活了审美体验相关
的内侧眶额叶皮层的 C# 区, 泽基依据自己和他人的研
究实验)总结道* 饮料偏爱看起来是与内侧眶额部皮层的
相同部位!C# 区"相连!OE=F409) 9.AFJ()'")抽象体验
!&C8-.0AE.09VA05' '& ".预测奖励 !]/..W0,95) 9.AFJ
##B%"和某些运动模式偏爱!K9S,A25 G.4..90-#&$"也是
一样)食物的享乐体验好像是与内侧眶额叶皮层 C# 区更
外侧的眶额叶皮层部分相连的!&CE.,\A.,/2' #B$%")然而
情欲快感的体验是与眶额叶皮层 C# 区的背侧区域相连
!G9-E/4--9) 9.AFJ#(B'&", 另外)关于货币奖励)有一项
研究报道了货币奖励的激活区与内侧眶额叶皮层的 C#
区是对应的交叉重叠!Z,7) 9.AFJ)$'"/但是另一项研究
认为货币奖励的激活位置是在眶额叶皮层的 C# 区外)位
于更靠前的位置!G9-E/4--9) 9.AFJ#(#B%", 总之)这些奖
赏和快乐体验的激活区都是临近或重叠的)但明确结果
尚无定论, 泽基认为)除非通过相同的主体.实验过程和
关联分析来探索奖励和审美的体验)否则很难精确地确
定不同体验关联的部位是否相同, 而且)即使涉及到相
同部分)目前也很难通过实验来确定在这些不同体验时
期是否是相同细胞群被激活, 也就是说)我们还需要设
计一个相同主体的实验来区分不同快乐.奖赏和审美体
验是否涉及到相同脑区和相同细胞群)然后更加精确定
义不同类型的快乐和奖励任务得到的激活与泽基确定的

审美体验区即内侧眶额叶皮层C# 区的关系,

"J审美体验与审美感知
&哲学史.美学史普遍重视美感中的感情活动)忽视

或轻视其认识作用)代表人物有休谟.康德, 休谟认为)
理性传达真与伪的知识)趣味产生美与丑.善与恶的情
感)所以知识的认识是和理性相关的)美.美感是和情感
相关的, 康德提出了知.情.意的划分)主张感情和理智
各自独立)审美判断和知识判断相对立, 审美判断是情
感的)与主体相联系/知识判断是逻辑的)与客体相联系,
审美只涉及主体的情感)或曰主观情感)而不关联于客体
的认识)这样就隔断了美感和认识的联系'!&蔡仪美学与
辩证' #&)", 泽基通过脑扫描实验)证明人脑的审美体
验与对客体的认识.感知是相关联的,

"BB% 年)泽基等在实验中发现当主体观看美丽的不
同类型的绘画作品时)不仅都激活了审美体验的脑区即
内侧眶额叶皮层/同时不同类型的绘画还激活了视觉脑
中的不同位置)而且特定类型的刺激是和独特的专门的
大脑视觉加工区相关联的)比如客体的形状.颜色和运动
属性分别激活的是大脑视觉专门区的 I(.I% 和 I& 区,
也就是说)视觉脑是功能专门化的)无论这些画作是否被
归为美的)观看这些不同类别的画作)比如肖像画和风景
画)会激活视觉知觉区的不同位置,

"B## 年)泽基等通过同一被试者观看不同视觉作品
和聆听音乐来进行实验)虽然精确发现C# 区的共同审美
体验活动)但是视觉和音乐通往内侧眶额叶皮层的通路
是不同的, 虽然眶额叶皮层几乎不接受直接感觉输入)
但是审美体验时内侧眶额叶皮层与视觉艺术和音乐认知

的知觉区是&共同激活'的)笔者推测相关信号可能是从
视觉区.听觉区等知觉区输入到审美体验相关的内侧眶
额叶皮层C# 区, 泽基使用术语&共同激活')而没有区分
激活的先后时间顺序)主要是因为磁共振成像技术的局
限)不能够分离出这些脑区的激活顺序,

更多地基于伯克关于美的定义的思考)如被感官调
节)泽基后来补充认为美的决定因素不是内侧眶额叶皮层
C#区的单独激活)而是内侧眶额叶皮层的C# 区与专门的
感知区域以及可能!在视觉刺激的情况下"与尾状核)一起
共同激活, 因此)泽基扩大了上述关于美的神经生物学定
义)不仅包括内侧眶额叶皮层的激活)还包括与感觉区域
的共同激活)因为他认为这些感觉区域滋养了内侧眶额叶
皮层, 这些感觉区域和尾状核等其它区域地区以及内侧
眶额叶皮层的C# 区的相互作用)以及后者的活动如何被
前者的活动所调节)仍然是未来非常有趣的研究难题,

关于感觉区域和内侧眶额叶皮层C# 区的活动顺序)
笔者认为是主体对于客体的认知在前)内侧眶额叶皮层
C# 区的激活在后, 也就是说)关于绘画中的颜色.线条以
及音乐中的节拍.旋律等可以感知的内容)在知觉区经过
接收和加工处理后)符合相关审美条件和标准的特质因
素)会打开某个与美相关的连接知觉区与审美体验 C# 区
的神经通道的起于知觉区的开端细胞区的阀门)并连接
到内侧眶额叶皮层的 C# 区)或者说)相关神经元会输入
并激活内侧眶额叶皮层C# 区)引发大脑的审美体验,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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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继续猜测)一种可能是客体中那些达到符合中间阀值
区间范围的抽象感知特性)从知觉区加工处理后)相关信
号输入.传导到内侧眶额叶皮层 C# 区)或者打开了激活
内侧眶额叶皮层C# 区的阀门)从而激活了内侧眶额叶皮
层的C# 区, 于是联想到)美学家蔡仪&主张认识是情感
的基础)认为对于美的事物进行认识和欣赏之后)必然会
发生美感即审美情感)这就将美的认识和感情的活动有
机地结合起来了'!&蔡仪美学与辩证' #&)", 虽然蔡仪
指出在认识.感知美的事物后会产生相应的审美情感)但
是这个从认知到情感体验过程的脑神经机制究竟是如何

运行的)上述也只是一种简单猜测)我们还需积极探索)
比如知觉因素的传导信号是怎么打开内侧眶额叶皮层C#
区的阀门的+ 或者是打开连接知觉区与 C# 区的神经通
道的阀门+ 是什么样的信号才具备打开的条件+ 目前还
不知道知觉区与内侧眶额叶皮层 C# 区之间是否有这样
的神经通道)以及是否有这样一类负责打开和关闭的阀
门细胞)这样的阀门细胞是在知觉区还是 C# 区, 另外)
如果是在知觉区)那么视觉区.听觉区等不同知觉区的审
美阀门细胞是否具有相同的结构和功能+ 如果在 C# 区)
那么是有一个总体的专门阀门细胞区)管辖所有事物的
美的信号的传导/还是有分类的阀门细胞区)分别管辖视
觉.音乐等来源的美的信号的传导,

(J审美体验与审美判断
在许多探索奖赏.愉悦和判断的关系.审美体验和价

值比较
)
的研究中)都发现了内侧眶额叶皮层的激活, 也

就是说)内侧眶额叶皮层不仅在审美体验中被激活)而且
在判断期间也是很活跃的, 具体地说)一方面)许多研究
表明)内侧眶额叶皮层的C# 区在审美体验中被激活, 比
如泽基等研究发现)不管它的来源是视觉艺术还是音乐)
位于内侧眶额叶皮层的 C# 区的活动总是与审美体验相
关联, 另一方面)审美判断期间)内侧眶额叶皮层也是激
活的, 比如)泽基等在进行审美判断和认知判断的对比
实验中发现)审美判断!A9-.;9.,Eb45@792.-"单独激活的脑
区)比审美体验期间激活的脑区范围要广)除了涉及到与
审美体验激活位置相同的眶额叶皮层的内侧)还包括内
侧眶额叶皮层的外侧部分 !FA.90AF-485,\,-,/2-/W.;9
/08,./W0/2.AFE/0.9U")以及与情感运动规划相关的皮层下站
!-48E/0.,EAF-.A.,/2-"*苍白球!@F/84->AFF,54-".壳核 屏状

核! >4.A792MEFA4-.047".杏仁核 !A71@5AFA".小脑蚓部
!E90989FFA0\907,-"!&D;9_0A,2Y-' #%#(", 我们通过比较
发现)在眶额叶皮层位置上)审美体验和审美判断具有皮
层关系的紧密性, 审美判断在内侧眶额叶皮层的激活位
置与C#区是部分重叠的)表明做出判断和体验美时)在内
侧眶额叶皮层内激活的位置既有共同部分)也有差异部
分, 那么在内侧眶额叶皮层是否有单独的分区)来调节审
美判断和审美体验)仍然有待观察, 另外泽基等研究发现
外侧眶额叶皮层!.;9FA.90AF/08,./W0/2.AFE/0.9U)简称N<L="
也是涉及审美判断的)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审美体验研
究都牵连到内侧眶额叶皮层/而审美判断时眶额叶皮层的
内侧是和外侧紧密相连的)那么眶额叶皮层中的这两个部

分在审美判断中分别起什么作用)还需进一步明确,
体验到事物是美的)意味着对该事物进行一个判断,

这就引发了一个康德已提出过的问题)即这个判断是发
生在美的体验之前)还是在此之后+ 两者是否能够真正
全部分开+ 由于泽基等核磁共振实验的技术局限)还无
法解决审美判断是否发生在审美体验之前)或者两者是
否在空间和时间上同时发生的问题, 同样)泽基等认为)
能否站在神经生物学的角度来识别.判断愉悦是来自听
一段轻歌剧)还是来自贝多芬交响乐)在目前也仍是一个
需要解决的问题, 总之)尽管审美体验和判断期间部分
涉及共同的大脑区域)但是两者的关系仍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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