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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生嬰兒即有模仿的本能（推翻皮亞傑的發展心裡
學理論，嬰兒必須透過學習才會模仿） 

幼兒間也有很多的互相模仿（遊戲室的兩套東西） 

成人的模仿行為使社會行為從一代傳到下一代 
(gene vs. meme) 基因vs.瀰因 
 
模仿是最原始的學習 
「做我說的，不要做我做的」 
小孩很容易模仿大人 
 
擬態模仿（對方用右手，你也用右手） 
鏡像模仿（對方用右手，你會用左手） 
關係越親密，鏡像模仿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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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理論 (Theory of mind) 
我們知道別人在想什麼 

 
藉由自動的、無意識的模擬，我們可以感同身受，
瞭解別人的心智，這正是鏡像神經元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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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到/瞭解」我說的嗎？ 

手勢和語言是一個系統 

語言和手勢中間的不相配顯示了在學習歷程中的轉換：數
學問題中的等號、皮亞傑的液體容量估計（手勢表達出高
層次的概念，也較早發育） 

節奏手勢對說的人較有幫助，視覺手勢對聽的人較有幫助 

（視覺手勢的出現會引起鏡像神經元的活化） 

 

語言起源於「手語」和「手勢」 

嬰兒的手和口聯結（Babkin reflex 手掌施壓，嘴巴會張開） 

嬰兒的溝通手勢比他的第一個字早出現 

鏡像神經元在語言的發展和語言的演化上扮演了關鍵性的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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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表現的語意學 (embodied semantics) 
語言學上的概念是「由下而上」建構的，用必要的感覺/
運動表徵來做出這些概念 
死定了 (the kiss of death) 
開啟一年 (kicking off the year) 
掌握一個概念 (grasping a concept) 
幫個忙 (give me a hand) 
 
「把抽屜關上」（意味著 away from the body），受測者
把手臂靠向身體(toward the body)的反應時間會變慢 
 
我們在讀一本小說時，我們的鏡像神經元會模擬書中所
描述的動作，就好像我們自己在做這個動作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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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哪種情境最容易且最自然？ 

「跟別人聊天」或「對人演講」 

 

在聊天時，我們會互相模仿（包括用字及文法），
即使在看不見對方的情況下（網路上的聊天室） 

 

在面對面的談話中，模仿和互動的一致、同步的手
勢、眼睛的視線、身體的旋轉，都幫助我們瞭解對
方在說什麼 

 

來回的對話正是鏡像神經元透過模仿想幫助你的社
會互動（例如：尼加拉瓜的手語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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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像神經元幫助我們辨識聽到的語音（McGurk effect) 
語音知覺理論：我們對一個人說話中語音的瞭解其實
並不在音本身，而在我們瞭解發聲器官的結構，也就
是「發音的姿勢」(articulatory gestures) 
換句話說，大腦可以聽懂別人在說什麼，主要是因為
我們可以模仿自己在說那個音的情形 
聽到舌音(terra)與非舌音(baffo)時，對運動皮質區掌
管舌頭肌肉的地方有不同的反應 
 

在最近的實驗中發現，聽遊樂場的笑聲和球場興奮的
叫聲，會活化運動皮質區掌管笑容的地方。當我們看
到別人在笑時，我們會不由自主的微笑起來，這表示
人可以透過發聲傳遞正向的情緒，有助於建立社會團
體中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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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和鏡像神經元幫助加速自己和他人的親密關係，
這是同理心的第一步，而同理心是社會認知的基礎 



看別人打哈欠，自己也會打哈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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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別人感受厭惡，自己也會感受厭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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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別人感受悲傷，自己也會感受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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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看到鞭子對準目標，正要往下打到一個人的手
臂或腿時，我們會很自然的退縮，把自己的腿或手臂
縮回來。當鞭子真的落下時我們會感同身受跟挨打的
人一樣感到傷和痛 (Adam Smith, 1759) 
 
 溝通中，訪談者越溫和（身體前傾、微笑、點頭），
受訪者的反應越好 
咬鉛筆妨礙使用臉上肌肉的能力，會使受測者對判斷
照片表情的能力下降 
模仿別人臉上表情時，不需要先辨識表情，鏡像神經
元可以幫助我們在辨識之前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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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模仿者也會是一個有同理心的人 
實驗一：受試者會不自覺的模仿那個假受試者的動作 
實驗二：假的受試者若是模仿真的受試者的自發性姿
勢、動作及態度，真的受試者會較「喜歡」那位假的
受試者 
實驗三：事後問卷顯示，受試者的同理心傾向與實驗
一的模仿程度成正相關 
 
夫妻臉（婚姻品質越高，面孔的相似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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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心的神經機制 

鏡像神經元對觀察到的面部表情提供一個內在的模仿，
它們經過腦島，把訊號送到邊緣系統，邊緣系統提供
所觀察到表情的情緒感覺 

鏡像神經元 → 腦島 → 邊緣系統 

 

我感受到你的痛苦 (I feel your pain) 
 情緒模擬是經過動作模擬做為媒介（扣帶迴皮質可
以對「看到別人被針扎到」而反應） 
在抽象的情境中，我們可以從模擬情意的層面產生同
理心（悲劇受難者、配偶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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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像神經元的主要功能不只在幫助我們瞭解別人的意
圖和情緒，它們對自己的興趣跟對別人的興趣一樣強 

鏡像神經元除了可以執行「模仿」的功能外，還可以
執行「自我辨識」的功能 

 

鏡子辨識測驗 

別的動物是否知道鏡中的就是牠自己？ 

猴子及一歲小孩不行，但黑猩猩、海豚、大象及快滿
兩歲的小孩可以 

在豐富人類環境中長大的大猩猩和紅毛猩猩可以，但
大部分野生的大猩猩和紅毛猩猩不行 

親子互相模仿是塑造鏡像神經元的關鍵經驗，豐富而
長期的互動是動物能辨識自己的主因 



2012/11/27 

鏡像神經元會隨著相片中的自己成分的逐漸增加而更
活化 

當我們看到自己的相片時，「看到的自己」(perceived 
self)是相片中的自己，而「在看的自己」(perceiving 
self)是在看相片的那個自己。這個模擬機制的交互作
用，使得鏡像神經元大大的活化 
當我們聽到自己說話聲音時，同樣的鏡像神經元也會
活化 
 
鏡像神經元是一枚銅板的兩面，它的一面是自我，另
一面是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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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鏡像神經元 

前額葉輔助運動區(pre-SMA)的超級鏡像神經元會對自己
的動作增加活性，但對別人的動作減少活性，這樣的差
別登錄，可能是區別自己與他人的一個簡單而有效的方
法 

 

鏡像神經元所產生的問題行為 

媒體暴力、電玩暴力 

香菸廣告 

毒癮的再犯行為 

 

神經行銷學（廠牌認同）、負面政治文宣（歸屬感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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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為我，我為人人 (BBC human instin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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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是關於如何對待他人的決策 

精神變態的人，是只剩下理性的瘋子（殺人犯的問
題出在情緒腦） 

 

「道德錯愕」的情境 

一家人在愛犬被車撞死後把牠給吃了、用國旗來打
掃浴室、兄妹之間發生性關係 

道德是：情緒腦先做出裁示，理性腦再負責解釋 

道德直覺並非理性，但它們防止我們犯下重大罪刑
（精神變態者的危險之處在於，他們缺少能夠指引
道德決定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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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車失控的道德難題 
 

命題一：假設你正駕駛一輛電車，煞車突然失靈，這輛失控的
電車以最高速駛向軌道分叉路口。如果不改變行駛方向，電車
將留在左邊軌道，那兒有五名維修工人正在修理軌道，五個人
都會被撞死。然而，你如果把電車轉向右邊叉路（只需要撥一
下開關即可），那麼電車將換到只有一名維修工人的右邊軌道。
你會怎麼做？你會蓄意轉換電車軌道嗎？ 

 

命題二：假設你正站在軌道上方的天橋上，看見一輛失控電車
正以高速駛向軌道上的五名維修工人。除非電車能及時停止，
否則五人都會被撞死。當時你身邊還站了一個大胖子，他趴在
欄杆上往下瞧，觀看那輛即將撞上工人的電車。這時，你如果
悄悄的推他一把，就可以把他推落在軌道上。由於他的體型是
這麼的龐大，足以擋住電車，而那五名工人就不會被撞死了。
你會把那人推下天橋嗎？又或者你就讓那五名工人被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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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個人 (personal)：把人推下天橋（情緒腦） 
非涉及個人 (impersonal)：撥轉電車軌道（理性腦） 
 
 
人類在遠古時代就演化出道德觀（並非所有行為都是
「自私基因」，群居的靈長類動物也瞭解把同伴推落
懸崖是件惡劣的事） 
 
壓抑道德本能，才能訓練出殺人機器（戰場上的士兵
必須奮力壓制心中的道德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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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通牒遊戲 (Ultimatum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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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眾利益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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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症患者（永久性的心盲）無法產生同情心，他們將
用最理性的方法來玩最後通牒遊戲 

 

我們的同情心雖然是天生的，但卻也非常脆弱 

「最後通牒遊戲」的修改版「獨裁者的遊戲」 

完全由提議者決定回應者能分得多少錢 （分1/3給對方） 

讓獨裁者看不到回應者 （只分給對方微薄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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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比受更有福 

本能的同情心也是利他行為的重要動機 

實驗發現，受測者腦部負責同情的區域，若是在觀看影
片時特別活躍，在接下來的問卷中較願意「幫助陌生人
提重物」或「把車子借給朋友」 

另一項實驗發現，若是受測者選擇將錢捐出去時，腦中
的報償中心就會活躍，甚至超過自己拿到現金報酬時 

 

同情腦的盲點 

為什麼看飢餓兒童的照片，比起看統計資料，會讓人們
捐出更多的錢？ 

因為統計數字不能激發我們的道德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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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不只是本能，還需要後天環境的培養 

受虐兒的同情腦關閉（殘酷會製造殘酷，受虐會讓我們施
虐，這是悲劇的惡性循環） 

隔絕環境長大的猴子，心靈不健全 (Harlow的研究） 
靈長類的新生兒天生需要愛 (Harlow的研究） 
缺乏關愛的孤兒，身心傷痕累累（羅馬尼亞的國際孤兒營） 
在正常的情形下，人與猴子天生都能感受到別人的痛苦
（六隻恆河猴為免除另一隻陌生猴被電擊，而選擇不拉食
物多的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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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種合作演化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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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兩難 (Traveler’s dile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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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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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愛學樣：發現鏡像神經元 Mirroring people  
作者：Marco Iacoboni 
譯者：洪蘭 
出版社：遠流 
出版日期：2009年07月01日 
 
 
         模仿不但是最原始的學習，更是形塑人類行為的一雙手。 
  從同理心的本能到自閉症者社交缺陷的關鍵，剖析模仿暴力與藥物濫用
的不良行為，從行銷與廣告、政治認同到團體歸屬感，這個與人類生活息息
相關的科學發現，讓我們對大腦的奧妙又多了一份敬畏。 
    一九八○年代末，義大利的一個神經生理研究團隊在獼猴的大腦中，意
外發現一種特別的神經元，進而在人類大腦中也發現同樣的神經元，為神經
科學帶來石破天驚的影響。它有個恰如其份的名字：鏡像神經元（mirror 
neurons）。 
  鏡像神經元的發現有多重要？有學者認為，就像DNA的發現對生物學的影
響一樣。有了大腦中這無數面的鏡子，科學家對這個人體最神祕的主宰從此
「腦界大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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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在暴力公園  
Love at Goon Park: Harry Harlow and the Science of Affection  
作者：Deborah Blum  
譯者：鄭谷苑 譯 
出版社：遠流 
出版日期：2004年06月01日 
 
 在威斯康辛的靈長類實驗室，哈洛以實驗的方式進行研究，因為
他認為人類的感情是可以被瞭解、研究、甚至測量的。弔詭的是，他最黑
暗的實驗可能留給我們最光明的結果：透過研究「忽視」和它對生命的影
響，哈洛確認了愛不但影響我們的感受，也影響我們的思想。他發現，孩
子經驗越多的感情，就對世界越好奇。從結果看來，愛讓人變得更聰明。  
  這是本關於一個人，也是關於一個理念的傳記。在這個人際疏離的年
代，透過哈洛的故事，作者最終也邀請我們檢視自己──想想我們如何去
愛，以及如何被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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