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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人脑·审美

———当代西方神经美学的研究进展、意义和愿景

胡 俊

摘 要: 审美活动过程是美学研究的重要部分，而审美活动都是人的审美活动，即人脑的审美活动。不管是文艺欣赏，还

是艺术创作，都离不开人脑的参与。所以要想研究清楚审美活动的具体过程，那么对于人脑审美神经机制的研究应是美

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科学基础。近年来兴起于英美的神经美学研究，不仅为美学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且给美学研究

提供了最重要的脑神经科学的实证支撑。本文主要针对神经美学的研究方法、范围、领域、研究成果、美学意义、不足之

处和未来展望进行具体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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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神经美学已成为西方美学界最前沿、最
具跨学科特征和最有挑战性的新分支。1999 年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的

泽基( Semir Ze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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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ner Vision: An Exploration of Art and the
Brain) ，正式提出了美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神经美学( Neuroaesthetics) ，建立了第一个神经美

学研究所( Institute of Neuroaesthetics) ，泽基也因

此被西方美学界称为“神经美学之父”。神经美

学借助于脑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方法，主要研

究人脑与审美机制之间的关系，探索人脑的审美

活动过程和神经处理机制，为美学的发展提供了

崭新的途径。接着，索尔索 ( Ｒobert Solso ) 、查特

杰 ( Anjan Chatterjee ) 、拉 马 钱 德 兰 ( Vilayanur
Ｒamachandran) 等继续进行艺术审美认知神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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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科学探索，吸引了很多欧美的神经科学家、心
理学家、美学家加入研究队伍，在 2008 年成立了

国际 性 的 神 经 美 学 学 会 ( The Association of
Neuroesthetics) ，定期召开国际性的神经美学大

会，而且“美学的神经认知方法”也成为国际经验

美学 大 会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mpirical
Aesthetics) 的主要议题之一。神经美学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已形成了清晰的研究领域，依据认知神

经科学的研究方法，在视觉、听觉艺术等方面，取

得了一系列的美学研究成果，将迎来认知科学与

美学发展的繁荣兴盛期。

一

神经美学对传统的哲学美学研究的思辨方法

进行了扬弃和革新。正如周昌乐所说: “与传统

美学研究的思辨方法不同，认知神经美学的研究

主要是实证性的，就是说是通过实验观测来探询

我们审美活动的一般规律”( 12) 。神经美学除了

秉承实验美学的实验研究传统，还引入认知神经

科学的最新研究手段和方法，如 FMＲI、MEG、
EＲP 等无创伤脑成像研究，为神经美学相关理论

模型的建立提供了脑科学的实验依据。
从美学研究的方法论角度来看，神经美学的

学 术 思 路 是 植 根 于 19 世 纪 的 实 验 美 学

( experimental aesthetics ) 。德 国 美 学 家 费 希 纳

( Gustav Theodor Fechner ) 分别于 1872 年、1876
年发表了《实验美学论》和《美学导论》，标志着实

验美学的创立。费希纳开辟了审美现象实验研究

的先河，把实验心理学的方法引入美学，通过科学

实验的实证方法来探究人类审美心理过程及其一

般规律。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随着脑科学、认知

科学的突飞猛进，到 20 世纪末，越来越多的认知

科学家、神经生物学家、脑科学家和美学研究者开

始关注审美过程与大脑神经活动的关系，把认知

科学、神经生物学的实验方法与美学研究相结合，

进一步探究人类审美心理活动的生物学基础即神

经机制。
神经美学是一个融合人文和自然科学的跨学

科。从美学研究的视角来看，神经美学与传统美

学研究自上而下的思辨方法不同，它主要是采用

实验美学自下而上的实证方法，通过认知科学、脑
科学、神经生物学、神经心理学的实验来测量和寻

找艺术创造和审美知觉活动的一般规律。神经美

学的实证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针对脑损伤者的观测方法。既有对传

统观 察 法 的 发 展，如“艺 术 属 性 评 估 法”( the
Assessment of Art Attributes，简称 the AAA) ; 又有

来源于解剖学、神经病理学的有损脑探测方法，如

皮层电刺激。早期神经美学家们通过对脑损伤者

进行实验观测，从而大体上分析哪些脑区是与艺

术审美或创作相关的。
另一类是可以应用于正常人的无损脑观测方

法。具体分为两种: 一种是具有时间分辨率较高

优势的电生理学方法，如事件相关脑电位检测

( EＲP) 、脑电图 ( EEG ) 等，主要用于观测人类审

美活动过程中的脑电活动，可以用来解析人脑审

美活动过程中神经机制的加工处理过程。另一种

是指具有空间分辨率优势的影像学方法，如功能

性核磁共振成像( FMＲI) 、磁共振成像( MＲI) 、正
电子发射断层成像( PET ) 、单电子发射计算机断

层成像( SPET ) 、近红外光学成像技术( NIＲS ) 、脑
磁图( MEG) 等，主要研究审美活动过程中的不同

脑区定位及其审美功能划分。

二

国外神经美学研究的范围已非常广泛，主要

集中在绘画、音乐、舞蹈、建筑等方面。神经美学

家们试图探知这些不同领域中审美活动过程的神

经机制基础，包括人类在自然欣赏、艺术欣赏和艺

术创作中到底激活了大脑的哪些区域，审美体验、
审美情感、审美判断和审美偏爱等审美活动的神

经加工处理过程是怎样的等等。在这些范围和领

域，神经美学研究已取得以下一些成果:

第一，视觉审美的神经机制。神经美学家通

过病理学方法和无损脑功能成像实验，来测试不

同的视觉艺术所激活的不同脑区，观察大脑对形

状、颜色、线条、位置和运动等不同视觉刺激要素

的反应、认知和整合，研究视觉审美活动过程中的

神经加工通路和运行机制。
相对于其他领域，神经美学家们对于绘画艺

术的视觉审美机制研究开展得较早。泽基通过视

觉艺术研究发现，视觉神经细胞在加工不同视觉

信息特征时是有选择性的，而且对于视觉信息特

征的处理过程是非同步性的( “Parallel” 36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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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基通过被试者欣赏视觉艺术作品的脑成像研

究，发现人脑对于艺术的审美感知与大脑视觉神

经的功能是一致的，所以他研究认为，艺术家是遵

循直觉而非知识，不自觉地模仿视觉神经系统的

运行机制进行艺术创作的 ( Inner Vision 1 ) 。另

外，卡瓦巴塔( Hideaki Kawabata) 等运用 FMＲI 方

法，对被试者欣赏不同种类的绘画作品进行脑成

像 扫 描 分 析，如 肖 像 画 ( portrait ) 、风 景 画

( landscape ) 、静 物 写 生 画 ( still life ) 、抽 象 画

( abstract composition) 等，实验结果发现，“美”、
“丑”、“中 性”的 不 同 刺 激 在 眶 额 部 皮 质 ( the
orbito-frontal cortex ) 的激活程度是从强到弱的，

因此他们认为美与大脑中的眶额部皮质存在着重

要关系( Kawabata and Zeki 1699) 。迪奥( Cinzia
Di Dio ) 等对原雕像和改变比例的仿品进行脑成

像对比研究，发现原雕像激活了被试者的双侧枕

叶( lateral occipital gyrus) 、楔前叶( precuneus) 、前
额叶 ( prefrontal areas ) 和 脑 岛 右 部 ( the right
insula) ( “The Golden”1) 。索尔索通过 FMＲI 技

术，进行熟练画家和初学者脸部绘画创作的脑成

像实验对比，结果发现两者都激活了处理脸部信

息的脑右后顶叶区域 ( the right-posterior parietal
region of the brain) ，然而专业画家的激活程度低

于新手，可见画家处理脸部信息更加轻松有效。
不过专业画家的右脑额叶区( the right frontal area
of the brain) 的激活程度比新手强，这说明新手在

绘画时，需要集中精力来处理模特脸部特征的分

析和表现，而专业画家的创作已不再停留在基本

的视觉感知和提取上，而是更关注于更高级的创

造性思维活动( Solso 31) 。
在视觉审美神经机制方面，神经美学研究者

们除了以绘画艺术为研究对象，还比较关注舞蹈。
克丽斯汀瑟 ( Julia Christensen) 和卡尔沃-梅里诺

( Beatriz Calvo-Merino ) 挑战性地研究大脑的神经

机制是如何加工舞蹈审美的。尽管一些神经影像

学研究显示人们能够从简单表现和复杂舞蹈序列

中识别出情感表达，可是到目前为止，鲜有证据支

持情绪或情感加工在舞蹈审美经验中起重要作

用。克丽斯汀瑟和卡尔沃-梅里诺对此进行了一

些可能的解释，提出一些改进意见以进行更好的

探索( 76-88) 。
第二，听觉审美的神经机制。神经美学家们

关注音乐等听觉艺术，通过各种实验方法来试图

研究清 楚 有 关 音 乐 审 美 感 知 的 大 脑 神 经 活 动

机制。
从进化艺术史学的角度，一部分学者研究音

乐的历史进程以及与人类的密切联系。有学者研

究认为，西欧发现的一些鸟骨制造的 36 000 年前

的乐管，精细程度甚至超过许多中世纪的相关乐

器; 还有学者推论，既然现代人类 4 万年前迁徙到

欧洲大陆时，已经有了比较复杂的音乐演奏，这样

就可以得出推论，乐器在现代人类迁徙到欧洲的

4 万年前的很多年之前已经制造出来了，那么可

以继续推算，需要发出声音以及进行身体运动的

音乐活动甚至可能在乐器制造出来之前就已经出

现了( qtd． in Cross and Morley 61-82) 。可见，音

乐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已知的最古乐器

和人类的出现是一样久远的，音乐发展史和人类

进化史基本是同步的。
近 20 年来关于音乐知觉、认知和情绪的神经

基础研究，确定了音乐神经科学作为神经美学分

支的地位，使得音乐神经美学已明确成为一个新

的研究领域。布如特克 ( Elvira Brattico ) 和皮尔

斯( Marcus Pearce) 对音乐神经美学的学术研究

史进行了梳理、总结和归纳。对于音乐神经美学

的研究主要涉及到音乐的 3 个基本审美反应( 情

感、判断和偏爱) 与知觉、情感和认知加工的神经

机制和结构。布如特克等指出一些神经美学研究

者经常把音乐认知与语言加工相比较，把音乐引

发的情绪与视觉刺激下的情绪相比较，这些学者

得出这样的推论: 音乐知觉和认知加工主要由额

颞 部 脑 区 神 经 机 制 ( the frontotemporal brain
mechanisms) 支撑，音乐情感由边缘和旁边缘神经

网络 ( the limbic and paralimbic networks) 负责。
但是布如特克等认为音乐审美反应的神经计时法

和结构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并指出另一些学者最

近开始观测音乐审美中聆听者、聆听状态、音乐性

质的调节影响。布如特克等除了在文中陈述一些

学者对于音乐审美的知觉、认知和表达加工理解

的研究史，他们自己还进行了大量关于音乐知觉、
认知和情感的神经机制的实验，研究听觉神经加

工过程是如何进行审美体验和欣赏的 ( 48-57 ) 。
总之，布如特克等对于音乐神经美学的研究，目的

是创建一个音乐审美神经机制的研究程序和框

架，探索人脑对于音乐是如何描绘、感知和被触动

的，以及大脑是如何获得审美情感、审美判断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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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倾向的。
此外，还有一些神经美学家们从各个角度对

听觉审美的大脑神经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肖

( Gordor Shaw ) 通过研究指出，审美活动与大脑的

智力 发 展 是 相 连 的，经 常 聆 听 莫 扎 特 D 大 调

k． 448 号作品的人，可以提高大脑的时空推理能

力( 611 ) 。萨琳普 ( Valorie Salimpoor) 和萨托雷

( Ｒobert Zatorre) 的研究主要关注音乐欣赏的情

感问题，聚焦于理解能使某些声音序列更让人听

起来感觉愉快的神经机制，观测大脑的中脑边缘

奖赏和强化回路 ( the brain's mesolimbic reward
and reinforcement circuits) 在音乐体验和享受中的

作用，这涉及到提升抽象愉悦的高水平认知的几

个大脑区域的联合( 62) 。布朗( Steven Brown) 等

进行了听觉审美的脑成像实验，结果发现聆听条

件下的听觉审美活动不仅激活了大脑初级听觉区

( primary auditory ) 、次 级 听 觉 区 ( secondary
auditory ) 和颞极区( temporal polar areas) ，与此同

时，还激活了大脑边缘和泛边缘系统 ( limbic and
paralimibic system ) 的神经活动 ( 2033 ) 。布拉德

( Anne Blood) 等进行了听觉审美机制的脑成像实

验，观测到人脑的右楔前叶 ( right precuneus) 、海

马旁回( parahippocampal gyrus) 的激活程度与不

谐音的评价成正相关，腹内侧前额皮层 ( ventral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 、双侧眶额部皮层和体下

扣带皮层( subcallosal cingulate) 的激活程度与此

成负相关( 383-86) 。他由此得出结论: 听觉审美

神经加工机制不仅包含听觉皮层———一般听觉

神经加工系统，还包括与审美、情感决策相关脑

区的神经活动，这是听觉神经审美机制中的重

要部分。
第三，审美体验的神经机制。审美体验是美

学研究中绕不开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关于“美感

是怎样产生”的神经机制研究，主要涉及到审美

的感受、知觉和情感等方面，是呈现高级、复杂形

态的大脑意识活动。泽基认为，人在欣赏美的事

物或艺术时，都存在相似的审美体验神经机制。
克拉-孔德( Camilo Cela-Conde) 等运用脑磁图描

记仪( MEG) 进行观看摄影作品的实验观测，发现

当 被 试 者 感 知、体 验 到 美 时，前 额 叶 区 域

( prefrontal area) 被选择性地激活。他们推测人类

是通过特别的大脑加工系统来感知审美属性，其

中前额皮层( prefrontal cortex ) 起了主要作用。通

过进一步研究，他们发现被试者产生美感体验时，

左背外侧前额皮层( the left prefrontal dorsolateral
cortex ) 被 激 活; 进 行 审 美 判 断 时，扣 带 回

( cingulate gyrus ) 被 激 活 ( Cela-Conde， et al
6323) 。迪奥和加莱塞( Vittotio Gallese) 的研究表

明，被试者对视觉艺术作品产生审美体验时，感觉

运动区域、核心情感中心和相关奖赏中心都被激

活。他们根据这些被激活功能的关联性，分析认

为审美体验是一个多级的加工过程，不仅包括对

艺术作品的纯粹视觉感知、分析，还与内脏运动、
感觉运动和情感共振相关。情感与审美的明显神

经连接，表明至少在基本加工层面上，审美体验受

到核 心 情 感 中 心———脑 岛 ( insula ) 和 杏 仁 核

( amygdala) 的调节。他们认为审美体验的产生不

仅和客观的审美价值有关，也和主观的审美判断

相连( “Neuroaesthetics” 682 ) 。此外，迪奥和马

卡鲁索( Emiliano Macaluso ) 等研究发现，审美体

验的主观判断与被试者的情感调节有关，可见审

美体验、审美判断是受到情感、情绪的影响( “The
Golden”1) 。菲尔普思( Elizabeth Phelps) 等的研

究也证实了审美体验与情感的关系，因为被试者

对审美偏好的视觉刺激反应激活了人脑的右侧杏

仁核( the right amygdala) ( 175) 。
第四，审美活动过程的神经加工模型。早期

的神经美学由于处于起步阶段，主要研究了各种

不同的审美活动分别激活了大脑的哪些脑区，并

对审美相关的脑区进行定位和功能细分。在掌握

了这些审美与大脑神经区域和功能关联之后，当

前的神经美学研究更加关注人脑审美感知、情感、
判断等复杂、动态、整体的处理过程。神经美学家

们依据实验成果，对审美活动过程中人脑神经的

运行机制进行了阶段划分，建构了审美神经机制

的几种基本加工模型，从而对人脑处理审美过程

进行了科学推测。2004 年，查特杰在神经美学史

上第一次提出视觉审美的神经加工的“三阶段”
模型。查特杰的视觉审美加工模型，把视觉审美

神经机制划分为三个加工阶段: 第一阶段是早期

加工阶段，主要由枕叶皮层( occipital cortex ) 对视

觉特征元素 ( 如形状、颜色等) 进行提取、分析。
第二 阶 段 是 中 期 加 工 阶 段，主 要 通 过 颞 叶 区

( temporal lobe) 对第一阶段提取的视觉元素进行

有选择性地筛选和加工，包括自动剥离一些元素、
组合另一些元素，激活相关记忆信息来赋予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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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一定意义，从而形成统一的表征，接收额顶叶

( the frontal and parietal) 即注意皮层的反馈信息。
第三阶段是晚期加工阶段，在识别了审美对象以

后，眶额部皮层和尾状核区( caudatum) 会激活、引
发主体的审美情感反应，最后是前扣带回和背外

侧前额叶区被激活，于是主体会产生审美偏好，从

而对审美客体做出审美判断 ( Chatterjee 55 ) 。同

年，莱德 ( Helmut Leder) 等提出审美体验的五阶

段加工模型，五个阶段分别是感知、外显分类、内
隐分类、认知控制和评价，此外还提出各阶段的子

加工过程 ( 489 ) 。侯夫 ( Lea Hfel) 和雅各布森

( Thomas Jacobsen) 在绘画视觉审美之外，还研究

了审美的其他不同形式，如音乐、诗歌和舞蹈等，

在 2007 年提出另一种审美加工三阶段说: 第一阶

段是感受阶段，主要是与知觉加工有关的枕叶、颞
叶皮层区的脑区神经被激活，对审美客体进行知

觉加工。第二阶段是中央处理阶段，主要是由与

工作记忆、情感反应和认知控制有关的前额叶皮

层、扣带回等脑区神经完成对客体审美价值的思

考，做出审美判断。第三阶段是产出阶段，主要是

由控制身体动作的运动皮层负责，作出外显行为，

进行绘画、音乐、诗歌和舞蹈等方式的审美表达

( Hfel and Jacobsen 25-29) 。

三

日益兴盛的审美神经机制研究为美学的未来

发展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虽然“目前的审美

神经机制研究还不足以构建以它为基础的美学理

论，但是它为美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挖掘被

美学理论家长期遗忘的神经机制将对美学的发展

做出革命性的贡献”( 丁晓君 周昌乐 1248 ) 。近

20 年来，神经美学所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推

动着当代美学学科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最重

要的是，在美学概念和美学原理方面，神经美学进

行了独特、全新的阐释，在思维方法层面一定程度

上激活了传统美学研究。
一是对“美是什么”、“何以为美”，即“美的定

义”、“美的标准”进行了重新推断。如泽基提出:

能称之为美的艺术是能最大限度、最精确地展现

现实的基本或本质特征 ( 而非现实的外观特征)

的艺术，从而为同样寻求基本或本质特征的审美

主体的大脑带来审美满足( Inner Vision 12) 。简

而言之，艺术与人脑对于事物的感知是一致的，艺

术与人脑有着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从不断变化

的世界中提炼出事物恒定的本质或基本的特征，

美的事物是指符合人脑审美神经机制的事物。
二是对“美的成因”，即“审美如何可能”，“何

以体验到美”重新进行了科学阐释。例如，根据

一些视觉实验，研究者发现艺术家凭直觉而不是

知识遵循了视觉神经系统的运行机制，推测出这

样一个审美规律: 如果视觉刺激的特征与人的视

觉机制的运行规律相合，那么人就能感觉到该事

物的美。反之，神经细胞只对某些特定特征的视

觉刺激做出反应，如果观察对象的特征超出人类

大脑神经机制的处理范围，这些特征就无法被感

知，人脑更不能对此进行审美了。
不同的审美主体在欣赏或创作艺术时，能通

过艺术进行沟通，说明不同的正常人脑都存在一

个共同的神经基础，美的艺术能够引起人们的美

感，在于具备激发这一共同神经机制的外在表现。
人脑与艺术的契合性，说明美的产生是有神经基

础的，人脑产生审美体验背后都有着相似的神经

机制。寻求事物恒定本质特征的大脑，与表现了

恒定事物特征的艺术相遇，于是就产生了审美体

验。一些神经美学家根据实验和观察，总结出一

些美学与人脑关系的规律。如美国加州大学圣迭

戈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 ) 的拉

马钱德兰教授提出关于各类艺术的共同特征以及

艺术体验的八个法则，认为艺术家们有意识或无

意识地展开这些法则，从而最适宜地激发了大脑

的视觉区域。这八大法则有: “峰移效应”( Peak-
Shift Effect) 、“分类”( Perceptual Grouping ) 和“装

订”( Binding) 、“隔离”( Isolating) 、“对比提取”
( Contrast Extraction) 、“对称”( Symmetry) 、“类观

点”( Generic Viewpoint) 、“隐喻”( Metaphor) 、实

验测定( Experimental Test) 等( Ｒamachandran and
Hirstein 17-31) 。

三是可以从审美认知神经基础的角度来验证

以前的美学理论，或开拓新的理论。“移情说”①

是西方传统美学中的代表性理论之一。该美学理

论认为，当审美主体聚精会神地观照审美对象时，

身体会不自觉地进行运动反应感受的内模仿，从

而将自身的情感与审美对象融为一体，这样就把

人的主观感情移到对象上，使对象显示出情感色

彩。如今，神经美学中关于镜像神经元的研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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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证实移情说，为移情说提供了神经生物学基础。
镜像神经元是一种视觉运动神经元，主要分布在

腹侧前运动皮层、下顶叶皮层等处。镜像神经元

能够对观察对象的动作做出模仿，并辨认出动作

的潜在意义。另外，镜像神经元和杏仁核、颞上沟

等情绪加工神经环路有联系。神经美学实验中，

研究者发现被试者在观看表现动作的静态艺术

时，如表现某种动作的雕像，分布有镜像神经元的

脑区被激活，所以“人们观赏艺术作品 ( 绘画、雕

像、建筑等) 所产生的身体反应感受不仅涉及对

作品中所见或其所暗示动作的模仿感，而且还由

此诱发其对该作品的情绪反应”( 张卫东 54 ) 。
可见，镜像神经元的发现和研究，为移情说提供了

神经生理学的科学基础。
总之，神经美学的研究为美学发展提供了新

的科学基础，为“美的定义”和“美的成因”等美学

基本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和实验依据。就像

泽基所说，“任何美学理论，若没有构建在脑活动

的基 础 上，是 不 完 备 也 不 可 能 深 刻 的”( Inner
Vision 52) 。或许我们可以说，“神经美学研究试

图从神经生理学的角度为美学问题提供新的研究

角度和解释框架，在视觉艺术、听觉艺术、审美体

验以及艺术创造力等四个方面取得了许多有意义

的研究成果，为传统美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思

路”( 金晓兵 5) 。

四

神经美学家们在艺术、审美和神经机制方面

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已基本研究清楚各种与审

美体验、判断等关联的脑区及其功能细化，并尝试

建立了几种人脑神经审美加工过程的基本模型。
随着研究越来越具体和深入，可望在将来彻底了

解人脑审美的整个神经动态处理过程，及其每个

子阶段的具体情况，然后在脑科学的实证基础上，

建构起新的美学理论。为了推进神经美学的研究

进程，我们需要清醒地看到当前神经美学研究所

面临的问题:

第一，研究范围和材料不够广泛。一方面，实

验的审美对象针对艺术材料时，“目前神经美学

的研究还主要局限于视觉艺术( 绘画) 、听觉艺术

( 音乐) ，其它艺术领域如动作艺术( 舞蹈) 、文学

艺术( 小说) 等比较少见”( 金晓兵 7 ) 。另一方

面，神经美学研究中对其他非艺术品方面的审美

对象涉及得更少，如自然景色，以及建筑、服装、汽
车、手机等产品的设计或外观。

第二，研究者缺乏跨学科、跨文化背景。当前

神经美学的研究者绝大多数是英、美、丹麦、德国、
意大利、西班牙等西方国家的神经生物学家、神经

心理学家、神经病理学家、认知科学家，研究人员

的这种结构不利于神经美学朝着美学方向进行深

入发展。一方面，目前神经美学实验主要是由认

知神经科学家在操控，他们由于自身的专业知识

背景，会倾向于把神经美学研究看做是认知神经

科学中与研究学习、记忆、情感等平行的子学科来

对待，很少关注美学领域的基本或具体问题。而

研究纯理论的美学家由于知识背景的缘故，很少

有人参与神经美学的研究，导致当前研究不仅对

美学本身的理论建设不够系统，对美学基本规律

的研究和审美原理的抽象提炼不够透彻，也没有

达到一定高度; 而且关于美学与认知神经科学融

合的关联性以及融合的目标、前景研究做得也不

好。另一方面，由于一些非西方国家很少有研究

者主持开展或参与神经美学研究，所以导致实验

的艺术材料和被试者也大都以欧美国家为主，对

于跨文化的审美神经机制研究严重不足，这样会

影响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普遍性。
第三，研究任务过于简化。“神经美学为了追

求其实验研究的科学性而往往需要将艺术审美问

题简化为能满足限定实验条件的可观测的操作任

务( 例如偏好评分、美丽与否判断等) ，其所分析的

只能是审美行为的某个特定侧面，而忽视审美行为

及其发生背景( context) 的整体性，因此其研究结

果的 构 念 效 度 ( construct validity ) 和 生 态 效 度

( ecological validity ) 难免受质疑”( 张卫东 54) 。
第四，不同层次实验的研究结论相互矛盾，研

究缺乏整体感。“神经美学领域众多研究结论并

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原因可能在于这些研究者

站在不同角度进行观察，也可能因为不同的研究

涉及了审美加工的不同阶段，因而对审美整体过

程的了 解 如 同‘盲 人 摸 象’”( 黄 子 岚 张 卫 东

672) 。

五

神经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正处于蓬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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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时期，还有广阔的开拓空间，面对问题、质疑和

挑战，展望未来，还需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拓展:

第一，突破学科壁垒，促进美学、神经科学和

认知科学的大融合。当前神经美学发展的当务之

急是缺乏一个跨学科的学术环境，尤其是需要培

养一批真正跨学科的通晓认知科学、心理学、神经

科学的美学专业人才。美学家们研究美学和艺

术，一直是以哲学思辨的研究方法为主，现今一些

西方学者从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等视角、方法和

成果来进行神经美学研究，是随近 20 年认知和神

经科学的突破而兴起的。“在心理学发展史上，

审美认知的研究从未中断，却似乎只是零星点缀，

直至近几年引起关注”( 陈丽君 赵伶俐 127 ) 。
所以神经美学的未来发展需要突破学科壁垒，借

用认知和神经科学的成果来激发美学研究的新方

向，使神经美学成为美学发展的新路径之一。即

需要通过促进人文与科学的融合，提高哲学家、美
学家、艺术理论家和认知神经科学家、心理学家之

间实质性的融合、交叉和协作，形成跨美学和认知

神经科学的研究队伍和复合型专业人才。
第二，加强神经美学在中国的研究进程，开展

国际对话和交流。欧美国家的神经美学研究已经

形成了一定的学术规模，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

神经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仍具有很大的发展空

间。目前中国虽然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热情最

高的美学家队伍，但是对于神经美学普遍没有关

注和研究，所以未来的中国美学家如果携手心理

学家、认知神经科学家，共同探索研究神经美学，

对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课题进行拓展和深化，那

将会解决当前神经美学发展的瓶颈问题，对中国

美学乃至世界美学的创新发展发挥突破性作用:

其一，通过不同艺术形式、不同文化背景的审美对

象和审美主体，来研究跨艺术、跨文化、跨地域的

审美认知神经机制的异同。在艺术形式方面，

“神经美学除了探索不同的艺术领域的神经机

制，还要研究不同艺术领域中的审美活动是否存

在相同的神经机制”( 金晓兵 7) 。此外在跨文化

方面，还需要中国的美学家乃至神经美学家进行

中西审美神经机制的比较，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

审美主体面对不同文化审美材料时的审美神经机

制是否具有共同的基础，如关于西方油画和中国

国画的中西方审美主体的审美体验的比较研究。
其二，深入研究审美体验的复杂的神经动态处理

过程。早期神经美学主要研究艺术审美活动对哪

些脑区进行了激活，对相关审美加工脑区进行功

能划分。当前神经美学研究更加关注人脑的审美

加工过程，如查特杰、侯夫、莱德等分别提出不同

的审美神经加工模型。这些审美神经机制的假设

都是根据实验进行大胆推想的，审美神经机制的

复杂的动态过程究竟是怎样的，目前还没有给出

科学的结论，这给中国的神经美学研究者们留出

了大片的探索空间。其三，细化不同阶段、不同层

面审美神经机制的差别。“从目前研究来看，‘美

感’ ( aesthetics) 、‘审 美 体 验 ’ ( aesthetic
experience) 、‘审美感知’( aesthetic perception ) 、
‘审美评价’( aesthetic evaluation) 、‘审美判断’
( aesthetic judgment) 等概念似乎是通用的。这些

概念所包含的子加工过程及涉及的神经基础可能

存在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 王乃弋 罗跃

嘉 董奇 25) 。神经美学的发展有待对此进行差

异细分，使得研究更加精确。其四，研究不同的内

外部条件对审美认知神经机制的影响。当前神经

美学研究关于性别、情绪等内部因素，以及历史、
文化、宗教等外部因素对审美神经机制是否产生

影响，如果产生影响，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究

竟是怎样产生影响的，这些都不是很清楚，也很少

有人涉足。这些有待神经美学进行深入研究的问

题，需要中外美学家、认知和神经科学家、心理学

家等共同面对，也是中西神经美学研究未来可以

进行交流和对话的地方。
第三，将神经美学的成果应用到艺术创作、艺

术教育和医学治疗等方面。一是，如果掌握了人

类审美活动的神经机制的理论规律，可以将相关

法则运用到艺术创作、艺术教育中。如画家、雕刻

家在进行视觉艺术创作时，需要遵循并运用人脑

视觉神经审美的运行机制，从而使作品成为美的

艺术佳作。依据拉马钱德兰教授提出的艺术审美

体验的“峰移效应”，视觉艺术可以对事物的本质

特征在形状、颜色等方面进行抽象提炼，从而加强

视觉神经对此的刺激，诱发主体强烈的审美体验。
艺术家或初学者可以依据神经美学实验总结出来

的美学法则，直接运用到艺术创作中去，从而提高

艺术创作的美的感受度。此外，将来如果我们认

识清楚了人类审美活动的神经基础，就可以将神

经美学的理论规律运用到机器人领域，创造出具

有审美体验、审美情感，甚至艺术创作能力的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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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机器人。二是运用到广告投放和新媒体等领

域。如根据神经美学的规律或实验结果来预测甚

至测量某广告投放后是否吸引观者的审美注意，

以及观者是否会体验到审美愉悦。三是运用于审

美的医学治疗。如把镜像神经元与艺术欣赏的关

系、规律，音乐审美对神经机制的影响等神经美学

的成果，转化并应用到抑郁症、自闭症等精神疾病

的治疗和治愈中。
神经美学由于兴起较晚，只有近 20 年的研究

历史，目前关于人类审美活动的神经基础和机制

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科学结论，也没有建立起以

神经美学为基础的一整套美学理论，但是随着认

知神经科学进一步推动美学的发展，随着中外越

来越多的美学家、心理学家、认知神经科学家加入

神经美学研究的阵营，一起深入开展神经美学的

实证实验和理论研究，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神经美

学研究终将逐步打开“人脑究竟如何审美”的黑

匣子，并在清晰探究和理解审美神经加工机制的

科学基础上，使得相关美学基本原理和规律得以

正确、科学地阐释，这也将是神经美学对未来的美

学发展的革新性贡献。

注释［Notes］

① 最早由德国费肖尔( Ｒobert Visher，1847-1933 年) 提出

“移情作用”概念。“移情作用”包括由我及物、由物及我

的统 一，这 两 个 方 面 由 德 国 立 普 斯 ( Theodor Lipps，
1851-1914 年) 和谷鲁 斯 ( Karl Groos，1861-1946 年 ) 各

自进行发展，形成移情说的两个分支，即同情说和内模

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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