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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有兩種：「我醒了」，早上醒來，我們恢復了意
識，這是第一種意識；「聞到柚子花的香味」，意識
到特定的影像、意境、物件……這是第二種意識。顯
然，沒有第一種意識，第二種意識是不可能的；但這
第一種意識也是最難捉摸了解的問題。我們甚至無法
給這種「意識」一個明確的定義。 
 

Damasio,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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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是由什麼組成？對我而言似乎是不平凡的心智
（mind with a twist），因為除非擁有可以意識的心智，
我們無法擁有意識。但心智又是由什麼做的？心智是
來自空氣還是肉體？聰明的人說心智來自大腦，心智
存在於大腦中，但這回答無法讓人滿意。大腦如何進
行有意識的心智活動？（How does brain enable 
conscious mind?） 
  
 

Damasio,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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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is Crick (1916-2004) 
1962 Nobel laureate 

意識的組織架構與研究的10大課題 

NCC: neural correlate(s) 
of consciousness 
意識的神經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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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丘與腦幹中負責清醒與睡眠的腦區即是意識的神經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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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狀態」與「覺醒狀態」的改變過程 

MCS: minimal conscious state 最低清醒狀態 
PVS: persistent vegetative state 植物人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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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人(awake but not aware)有意識嗎？ 

fMRI的證據顯示有些植物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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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意識是較容易定義的意識現象，
因此較適合研究意識的神經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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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意識的神經關聯」是產生(視覺)意識時
所需的最小神經組合 

皮質神經細胞的反應同步化產生
意識的神經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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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注意 = 無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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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意識」但可「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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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意識」但可「影響」情緒詞彙的處理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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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注意 = 無意識 
但 

「注意」等於「意識」嗎？ 

Attended (w or w/o grating)  

Unattended  

有注意，V1區域就會有反應，
即使沒有看到（無視覺意識） 

「注意」與「意識」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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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的謎團 (BBC brain story) 
 意識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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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ch Green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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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識與無意識（佛洛伊德的心智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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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腦的暗能量就像
待速狀態的汽車，
隨時準備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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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的謎團 (BBC brain story) 
我們有自由意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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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意志可能更早在10秒前大腦就已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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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識缺席的情況下，個人觀點將被擱置；我們不知
道自己的存在；我們不知道其他任何事物的存在。 

如果意識沒有在演化過程中被發展出來，並擴展成為
人類意識，我們現在所熟知的人性，包括其全般的弱
點與力量，也都不會發展出來。 

Damasio, 2010 

如果主觀性並未突然出現，就不會有認知也不會有人
注意到，結果將不會有歷史記錄下人類歷世歷代的作
為，也根本不會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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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識如何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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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自我喪失」時，身為人的價值還存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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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的謎團 (BBC brain story) 
自我意識只要半個大腦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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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身體意識」vs.「靈魂出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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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TP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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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互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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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第三隻手 

Classic rubber 
hand il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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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洋娃娃，世界也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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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或自我是不可能與腦分開的 

心物一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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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腦與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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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禪與開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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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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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腦比天空更遼闊：揭開大腦產生意識的謎底  
Wider Than the Sky: the phenomenal gift of consciousness  
作者：傑拉德．愛德蒙 
原文作者：Gerald M. Edelman 
譯者：蔡承志 
出版社：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09年10月09日 
 
正在活化的神經元是如何引起主觀的感覺、想法和情緒呢？身體和心智這兩個
不同的範疇是如何調和？了解「意識的科學基礎」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需求，
並且也吸引了各個領域的人員開始進行研究及闡釋。傑拉德．愛德蒙博士窮盡
他的一生做科學研究，這次更用科學的方法探討意識，解析大腦的運作；直接、
淺顯的語言貫穿全書，解答了你我都會思考的問題──「心智－身體」的奧祕。  
  作者的敘述方式精確而淺顯，解釋了現在腦科學研究的發現、複雜的大腦
如何產生意識。傑拉德．愛德蒙探討了意識與因果、演化、自我發展、學習、
記憶，以及和人類感覺起源的關係。利用現今卓越科技的優勢，包括了生物化
學、免疫學、醫學顯影、神經科學，和生物演化學的觀點，他將意識做了廣泛
的分析，甚至將推論擴展得更遠：超越了科學和醫學的世界，進一步探索人類
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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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究竟從何而來？從神經科學看人類心智與自我的演化 
 Self Comes to Mind: Constructing the Conscious Brain 
作者：安東尼歐．達馬吉歐 
譯者：陳雅馨 
出版社：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12年04月15日 
 
 
除了從內省觀、行為觀及神經觀等三種傳統觀點研究人類心智，達馬吉歐也引
進演化觀，為看待及講述意識心智史的方式帶來根本變革。他也提出與感覺的
起源和多樣性有關的大膽假設，此假設在其所提出的意識之生物學建構的架構
中，扮演了關鍵角色：感覺是以身體和腦部網絡的幾近融合為基礎，最先浮現
於由來已久、功能簡要的腦幹，而非近代發現的大腦皮質。 
達馬吉歐認為，人類腦部發展出的「自我」挑戰了自然的漠不關心，並為文化
的誕生開闢蹊徑，是演化過程中的一個徹底決裂，也是社會文化恆定的源頭。
他直指他稱之為社會文化恆定之未竟工程的藍圖，乃是具有穩固基因根基的基
本恆定，是簡單的生命形態存在了數十億年的價值的監護者。讀完本書，猶如
走過一趟探索心智與自我之神經生物學基礎的創新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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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與腦－開悟如何改變大腦的運作 Zen and the Brain  
作者：James H. Austin 
譯者：朱迺欣編 
出版社：遠流 
出版日期：2007年08月30日 
 
 
 
  赫胥黎把人類精神成長的基本趨勢稱為「永恆哲學」，奧斯汀認為這種
趨勢表示一種動態的、直接的「永恆心理生理學」，因為覺醒或開悟發生在
人類的腦經歷重大改變的時刻。開悟的顛峰經驗是什麼？這些狀態如何能深
入強化，卻又能簡化腦的運作？  
  在這本書裡，禪學變成廣泛探索意識的楔子。為了要釐清哪些腦機制產
生禪的狀態，我們必須對腦的解剖、生理和生化有某種程度的瞭解。奧斯汀
是腦神經科學家，同時也是禪修行者，他把腦研究與他的禪經驗交織在一起：
科學的部分廣泛而嚴謹，禪的部分清晰又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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