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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识到现代心理学的内隐认知 ,无意识的研究经历了萌芽、初步系统研究及实证研究的历程。未来 ,认知

心理学将注重对内隐认知与外显认知的协同机制与转换机制研究 ,认知神经科学将注重对内隐认知的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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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识 ”又称“潜意识 ”,是指主体没有意识到的心理过程、心理活动及心理状态的总和 ,包括不自觉的

认知和不自觉的体验。古往今来 ,人类一直对自己深层心理的探索 ———无意识现象进行着自觉与不自觉的

认识与研究 ,其理论演变历程经历了缘起、初步系统研究及内隐认知的实证研究过程。探索从无意识到内

隐认知的理论演变历程对人们用历史的观点认识无意识的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中、西方古代无意识思想的萌芽

关于无意识的思想资料 ,我国古已有之。《盗跖 》写孔子遭到盗跖训斥后“出门上车 ,执辔三失 ,目芒然

无见 ,色若死灰 ,据轼低头 ,不能出气 ”。《秋水 》篇写公孙龙闻魏牟之言后“口呿而不合 ,舌举而不下 , ⋯⋯”

都是指在意识、知觉暂时障碍情况下所表现的失知觉潜意识行为 [ 1 ]。实际上 ,关于对无意识这种心理现象

的认识 ,早在我国春秋时期就开始了。我国古代教育家孔子 ,通过音乐教育使弟子们的精神境界在优雅的

琴声中不知不觉地得到陶冶 ,使其人格得到健康发展 ,就是最早成功利用无意识学习的典型范例 [ 2 ]。在《庄

子 》的那些反映“技 ”与“道 ”二者关系的寓言故事中也涉及到了无意识问题 ,如《达生 》篇写“丈夫 ”“蹈水有

道 ,可以与齐 (漩洄 )俱入 ,与汩 (涌流 )俱出 ”。但他自己却说“不知吴所以然 ”[ 1 ]。可见 ,庄子已经认识到技

能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不受意识的控制 ,可以自动化地进行。后来 ,先哲们对无意识的认识则更多地寄存

于浩如烟海的对梦的探索上 ,认为梦是无意识的特殊表现。如 ,荀子在其《解蔽 》篇中说“心卧则梦、偷则自

行。”“偷则自行 ”表明意识放弃了自我控制。明清之际 ,著名的哲学家方以智更进一步提出“醒制卧逸 ”的观

点明确地说明梦之下意识不受自我控制 ,《药地炮庄 ·大宗师 》云 :“梦者 ,人智所现 ,醒时所制 ,如既洛之马、

卧则逸去 ”[ 1 ]。这与古希腊柏拉图和古罗马奥古斯丁的学说不谋而合。南宋著名哲学家朱熹以“性 ”、

“情 ”、“欲”构建起心理结构 ,有“未发 ”、“已发 ”之说。“未发 ”是指或相当于无意识 ,“已发 ”是指或相当于

意识 ,“心 ”则是二者的统一 ,这就是说完整的心理活动应包括意识与无意识两种心理活动过程 [ 3 ]。

在西方 ,对无意识的探索表现在对灵魂的认识。无意识的思想一直可以追溯到笛卡尔 ,而舒尔茨则更

认为可以追溯到柏拉图 ,柏拉图对与无意识密切相关的非理性思维进行了思考。把心灵或灵魂分为理性的



和非理性的 ,非理性的灵魂又有高低级之分。他把诗的灵感 ,解释为“迷狂 ”,又把“迷狂 ”规定为“回忆 ”。

在他看来 ,迷狂并非对现在的当下的理念的直觉 ,而是对过去的久已消隐而今存在于遥远的天国神界灵魂

的回忆、复现。柏拉图的“迷狂说 ”揭示了灵感的来源和非理性特征 ,并极大地弘扬了非理性精神。17世纪

荷兰哲学家巴鲁赫. 斯宾诺莎把无意识比作人们不易察觉决定人的欲望的原因。他认为“人意识到自己的

欲望 ,但是人却忽视了决定这些欲望的原因 ,即灵魂 ”[ 4 ]。

2　无意识概念的提出与初步认识

尽管 1687年 ,英国神学家拉尔夫. 克德俄斯在《宇宙之真理的推理系统 》中最早提到“无意识 ”[ 5 ]。但真

正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第一次提出“无意识 ”概念的是德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莱布尼茨 [ 6 ] (1704年 )。他认为

有觉悟的“单子 ”具有等级的不同 ,因而观念可分为微觉、大觉和统觉等不同的明晰程度。统觉含有自我意

识 ,而明晰性极小的不被自觉地意识到的微觉就是无意识。并认为 ,微觉是处于模糊与昏睡状态 ,属于无生

命的物质 ,人的灵魂就是由低级的无意识的微觉发展而来。德国哲学家康德最初把无意识描述为一种模糊

状态 ,后来不仅肯定了无意识的存在 ,而且把其界定为能动的 ,富有创造性的人的精神世界的“半个世界 ”。

当然 ,在哲学领域研究无意识值得一提的是赫尔巴特 ,赫尔巴特提出了意识阈概念 :一个观念若要由一个完

全被控制的状态进入一个现实的状态 ,必须跨过一道界线 ,这道界线就是意识阈 [ 7 ]。意识阈概念的提出为

人们划分意识与无意识的界限提供了科学尺度 ,这与现代心理学中所提出的阈限有惊人的相似。

随着浪漫主义的兴起 ,人们对无意识的认识主要见于哲学家、文学家们对艺术作品、文艺作品以及对天

才等的论述上。比如 ,德国哲学家谢林认为 ,艺术作品的美是一种意识与无意识 ,自由与必然的完全统一。

在艺术活动的有意识方面 ,后天所得技巧起决定作用 ;在其无意识方面先天恩赐的诗意起决定作用 ,它是艺

术家深不可测的奥秘 ,是命运般地左右艺术家并令其无法理解的绝对同一体 [ 8 ]。歌德说 :“我相信天才作为

天才所做的一切 ,都是无意识的结果。”《人间喜剧 》序言中 ,巴尔扎克提到见于人脑和神经中的一些现象 ,可

证明一个未被发现的心理世界的存在 [ 9 ]。甚至英国批评家托马斯 ·卡莱而声称 ,无意识在所有的正当活动

中 ,不论是文学的、政治的、还是道德领域里的活动 ,都具有绝对的主宰权。他还把对无意识和本能依赖任

作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理想目标 [ 9 ]。

1868年 ,英国的冯 ·曼哈特把康德、谢林、黑格尔和叔本华的观点引进自己的著作《无意识的哲学 》中 ,

并为无意识列出了许多本原。他认为 ,无意识在动植物中都有所体现 ,尤其在它们的本能活动和反射活动

中表现出来 [ 6 ]。当然 ,在概念界定和内容分析上 ,与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最接近的要数费希纳的无意识观了。

他认为 ,意识与无意识的区别在于强度的不同 ,无意识是阈限强度下的没有意识的意识 [ 6 ]。18世纪后期 ,法

国哲学家、生理心理学家卡巴尼斯把神经系统分为 3个部分 :管理思想和意志的最高级部位脑具有意识的活

动 ,只管反射动作的低级部位脊髓具有无意识的活动 ,中间部位的活动则是半意识的。这种从神经系统考

察无意识和意识的区分 ,对后来用实验方法研究心理现象起了一定促进作用 ,但是他的观点和论证显得简

单、粗糙和笼统。到了 19世纪晚期至 20世纪 30年代 ,巴甫洛夫从长期科学实验中提出两种信号系统 ,其中

为人类和动物所共有的第一信号系统有力地论证了无意识心理现象的存在 ,并强调指出 :“我们清楚地知

道 ,精神生活、心理生活是多么形形色色地由意识和无意识的东西构成的。”他对无意识的肯定虽然有了科

学的依据 ,但仍旧显得笼统。

3　无意识现象的系统研究

真正意义上 ,对无意识进行系统研究的应是由奥地利著名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所创立的无意识心理学

体系。随后 ,无意识现象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与研究 ,并提出了很有创建的观点 ,如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观 ,

拉康的语言无意识观等。

3. 1　弗洛伊德的个人无意识观

奥地利著名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从伯恩海姆的催眠术试验中 (1889年 )发现精神病者表现出的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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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状态以后 ,经过几十年著书立说 ,建立了无意识心理学体系 ,创立了精神分析学派 [ 10 ]。

弗洛伊德就把人的心理分为 3个层次 :意识、前意识、无意识 (潜意识 )。他认为 ,意识是与可以直接感

知有关的心理部分。前意识是意识的一部分 ,是现在虽然没有意识到但可以想起来的那一部分。而无意识

则是不能被本人意识到的 ,它包括个人的原始的盲目冲动、各种本能以及出生后和本能有关的欲望。这些

冲动、本能、欲望 ,与社会风俗、习惯、道德、法律不相容而被压抑或被排挤到到意识阈之下 ,但是 ,它们并没

有被消灭 ,仍然在不自觉地积极地活动着 ,追求满足。由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具有这样的性质 ,所以人们把

他的无意识也称为潜意识。在弗洛伊德看来 ,前意识处在意识和无意识之间 ,它是可以召回来的部分 ,也就

是可以回忆起来的经验 ;而无意识 (潜意识 )则是不可召回的。他认为人的精神活动好像冰山 ,只有很小部

分浮现于意识领域 ,具有决定意义的绝大部分都淹没在意识水平之下 ,处于无意识状态。

弗洛伊德还借助三分法建构了心理机制的模式 ———本我、自我和超我 3个层次。第一层是“本我 ”,处

于心灵的最底层。它是盲目的、混乱的、无理性的 ,不知道好坏、善恶 ,只知道按“快乐原则 ”活动 ,是人的各

种行为的最后根源和决定因素。由于本我中包含人类社会的道德、宗教、法律所不能容许的动物式本能冲

动 ,因而不为意识所接纳 ,构成无意识内容。第 2层是“自我 ”,自我代表理性 ,是一种能根据周围环境的实

际条件来调解自己行为的意识 ,按照“现实原则 ”活动。因为在“本我 ”支配下 ,人的欲望不可能得到全部满

足 ,人不得不根据实际情况来修正自己的欲望 ,决定自己的行动 ,所以自我既压制、控制本我 ,又帮助本我实

现自身的要求。第 3层是超我 ,超我代表社会的道德准则 ,压抑本能冲动 ,按“至善原则 ”活动。本我和超我

经常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中 ,自我总是试图调和这对相互冲突的力量。这三部分是相互统一 ,相互调和的。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发现 ,弗洛伊德强调本能和无意识的决定作用显然具有较大的片面性。在无意识

中 ,他又极力强调人的性欲本能 ,以此来解释人的各种精神和实践活动。所以弗洛伊德原本是依据生物学

原理来思考无意识的 ,即将其看作原始的动物本能的储存。而拉康则从语言结构的角度来认识无意识。

3. 2　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观

集体无意识是瑞士心理学家 ,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荣格所提出的 ,它既是对弗洛伊德个体潜意识的发展 ,

也是自身对无意识理论的一种创造 [ 11 ]。虽然荣格也承认无意识这一概念 ,但却不同意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

是毫无理性的性本能的冲动的观点。

荣格在临床实践和广泛的阅读的基础上 ,从神话以及他的病人的梦和幻想中 ,发现许多现象似乎是原

始社会的集体经验而不是个人经验 ,因此他相信所有的人不仅都有着个人无意识而且同时也都具有一种集

体无意识。于是他在弗氏个人无意识的基础上提出了集体无意识。所谓集体无意识 ,就是一种代代相传的

无数同类经验在某一种族全体成员心理上的沉淀物。换言之 ,集体无意识是指人类自原始社会以来世世代

代的普遍性的心理经验的长期积累 ,“它既不产生于个人的经验 ,也不是个人后天获得的 ,而是生来就有的。

这是一个保存在人类经验之中并不断重复的非个人意象的领域。荣格认为 ,如果说意识是高出水面的一些

小岛 ,个人无意识是由于潮汐才露出来的那些水面下的陆地部分的话 ,那么集体无意识就好比是广大无比

的海床 ,具有更为内在和深刻的意义。

集体无意识的内容主要是原型。荣格说 :“原型是人类原始经验的集结 ,它们像命运一样伴随着我们每

一个人 ,其影响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感觉到 ”。集体无意识是通过某种形式的继承或进化而来 ,是由原型

这种先存的形式构成 ,原型赋予某些心理内容以独特的形式。集体无意识具有普遍的表现方式 ,它组成了

一种超个人的心理基础 ,普遍地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 ,并且会在意识及无意识的层次上 ,影响着我们每个

人的心理和行为。荣格用原型意象来描述原型 ,把原型意象看作是原型的象征性表现 ,可以通过原型意象

来理解原型的存在及其意义。换言之 ,无意识内容一旦被觉察 ,它便以意象的象征形式呈现给意识。象征

的物质成分使意识处于激活状态 ,意识受到象征的激活 ,而把兴趣指向象征 ,并力求去理解它。这就是说 ,

象征除了“能量转换者 ”的动力学作用之外 ,也是“意识塑造者 ”。它迫使心理去同化象征中所包含着的一种

或多种无意识内容。

3. 3　拉康的语言无意识观

拉康的语言无意识理论及实践是精神分析学说发展的新阶段 ,他以结构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对弗洛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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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进行了修正和改造 [ 12 ]。认为无意识具有语言的结构。同时 ,在人的主体的研究中 ,将主

体与自我分离 ,主体被视为一种依赖于语言符号的独特能指 ,表现出强烈的重语言的结构化功能倾向。

弗洛伊德认为 ,无意识先于语言产生 ,它是人的身体机能的一部分 ,是混乱的、任意的 ,既无任何结构可

言 ,也无任何规律可循。拉康不同意弗氏的观点 ,他借助结构语言学的理论对无意识进行了重新界定。认

为 ,语言先于主体存在 ,语言产生无意识。同时 ,他还强调“精神分析在无意中发现的是在语言之外的语言

整个结构 ”。也就是说 ,无意识具有语言的结构。拉康在构架他的无意识理论时还借鉴了索绪尔的语言学

理论。索绪尔语言学认为能指与所指纯属武断。拉康认为这相当于置换被表现的东西 ,类似被置换的东

西 ,它总是不在场但追忆不到。拉康认为 :能指是意识 ,所指是无意识 ,无意识是那些遭到压抑的欲望被禁

忌而受压抑 ,是因为幼儿在孩童期便学会了语言。语言即暴力与隐抑和异化的开端。弗氏学说认为性本能

无意识先于语言 ,拉康则认为无意识象语言一样具有结构 ,是语言的产物。拉康还仿照弗氏的人格三模式

说划分出三界 :实在界、幻想界或想象界、符号界或象征界。想象界属自恋、镜像或幻想领域 ,此时尚未形成

成熟的主体 ,符号界同父亲语言超越 ,主体开始生成。实在界位于镜象与符号秩序之外 ,主体也无法控制

它 ,而反受制于它。

拉康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角度对弗洛伊德主义的重新阐释 ,有可能探讨无意识与人类社会的问题。认

识到无意识并不在人体的内部 ,而在其外部 ,或者说之间 ,是人类相互关系的一种结果。同时 ,拉康纠正了

弗洛伊德无意识的不可知的神话 ,而强调无意识是与语言同时产生的 ,当语言与欲望配合不好之时 ,无意识

便浮现出来 ,并由于话语的存在而强加给主体 ,并且大胆假设无意识不会自行发挥其功能的 ,而通过语言这

个中介物才能产生作用。

3. 4　其他无意识观

这其中主要包括弗洛姆提出的社会无意识 , 詹姆逊提出的的政治无意识以及斯特劳斯的无意识观。

把无意识研究的触角延伸到人类社会 ,就有了弗洛姆的社会无意识理论。美籍德国犹太人人本主义哲

学家弗洛姆提出的社会无意识 ,主要是指社会大多数成员共同受到压抑的那些领域 ,就构成了社会无意识

领域 [ 13 ]。弗洛姆指出 ,社会无意识有些内容可以转化为社会意识 ,这些可以转化为社会意识的社会无意识

是经过“社会过滤器 ”过滤以后留下来的 ,而那些通不过过滤器则被压抑在无意识领域。社会无意识主要通

过语言过滤、逻辑过滤和社会禁忌过滤 3种途径而起作用。当社会结构发生根本变化时 ,这个“社会过滤

器 ”也会相应地有所改变 ,这时 ,一些本停留于无意识层次的东西就有可能成为意识层次的东西。弗洛姆的

社会无意识理论 ,克服了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的生物学化的局限性 ,具有一定的社会洞见性 ,但它并没有跳

出社会批判理论之“心理革命 ”的框架。

詹姆逊是美国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主要理论代表。詹姆逊吸收了精神分析学的某些观点 ,认为“辨证

的批评 ”应当显示文艺作品的内容 ,揭示被压抑的无意识和原始经验。他把弗洛伊德的生物性“个体无意

识 ”和拉康的“语言无意识 ”修正为“政治无意识 ”。政治无意识它是指文本或叙事作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所

投射的社会集团或阶级集体的意识形态愿望或政治理想。他把政治分析和文学分析结合在一起 ,还将精神

分析“历史化 ”,使政治无意识成为一切文本和文本阐释的决定因素 [ 14 ]。

无意识是结构主义范式的核心 ,开创了结构主义思潮的法国人类学家列维. 斯特劳斯通过巫术来研究

无意识。他认为 ,无意识与个人感受、内容、历史性无关 ,它是一个空无一物的场所 ,符号功能就发生在那

里。结构主义在处理恒量与变量、形式与内容 ,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时 ,就是把优先权给予前者。斯特劳斯认

为无意识只是一个场所 ,一些法则 ,一个人身体外的器官。在这个场所内 ,对个人历史形成的潜意识根据一

定的法则进行重构。作为一个器官 ,把潜意识作为素料 ,生产出个人的意识。这样 ,斯特劳斯的无意识概念

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相比在内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15 ]。

4　内隐认知研究

虽然无意识的概念的提出已经有很长的历史 ,但很长时间以来 ,人们只是处于一种不自觉地研究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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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研究之中。关于无意识认知的实验研究也只能追溯到艾宾浩斯的重学法对无意识记忆的测量。此后相

当长的时间内 ,无意识认知又被抛在一个少有人问津的时间内 ,除了桑代克等人尝试对其进行描述与分类

外。20世纪 60年代之后 ,随着以信息加工为基本范式的现代认知心理学逐渐兴起 ,人们开始了对无意识的

真正实证研究 ———内隐认知研究。

内隐认知即是指无意识认知。目前 ,认知心理学对无意识认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内隐记忆、内隐学习

和内隐思维等领域。20世纪 60年代 ,M ilner等人 [ 16 ]对一位 H. M. 病例进行了追踪观察 ,该病例因患有顽固

性癫痫而被做了脑部双侧颞叶切除手术后出现了广泛的顺行性遗忘现象。M ilner等人发现 H. M. 尽管不能

回忆刚刚事 ,但在所做的动作技能方面却表现出与正常人相类似的学习和保持现象 ,即表现出了内隐记忆

现象。随后一些学者的研究也同样证明内隐记忆的存在。内隐记忆的特点是被试并非有意识地知道自己

拥有这种记忆 ,但它可以在对特定任务的操作中自然地表现出来 ,并且这种任务的操作不依赖于被试对先

前经验的有意识恢复。内隐记忆具有自动和无意识的特点 ,其形成和提取不依赖于有意识的认知过程 ,一

般不能用言语表达 ,它不同与外显记忆。外显记忆则是指个体需要有意识地或者主动地收集某些相关经

验 ,用以完成当前任务时所表现出来的记忆。它对行为的影响是个体能够意识到的。

随着内隐记忆的研究 ,内隐学习研究也兴然而起。美国心理学家瑞柏在其人工语法概念学习的实验中

发现被试在无意识条件下也能习得实验材料中蕴涵的语法规则 ,于是首次明确提出了“内隐学习 ”这一概

念 [ 17 ]。内隐学习是指有机体通过与环境接触 ,无目的、自动地获得事件或客体间结构关系的过程。大量的

实验证实 :学习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的方式或类型 ,一种是有目的的、受意识控制的、需要付出意志努力并

采取一定策略来完成的外显学习 ,另一种是学习主体对学习过程缺乏明确意识的内隐学习。内隐学习除具

有自动性 ,抗干扰性 ,抽象性 ,理解性等特征外 ,我国学者杨治良在研究中还发现内隐学习具有高选择力、高

潜力、高效性等特点 [ 18 ]。

内隐思维是指缺少注意的思维 ,即个体思考时 ,不是指向思考的内容 ,而是指向其他无关事物。最近 ,

阿姆斯特丹大学的 D ijksterhuis教授通过一系列实验研究提出了内隐思维理论。认为 ,在遇到复杂情景时 ,

内隐思维比外显思维能作出更好地决策 ,外显思维需要伴随注意思维 ,而内隐思维不需要注意的参与 ;同时

研究发现 ,外显思维的容量有限 ,而内隐思维具有更大的容量。因此 ,外显思维只能考虑到可利用信息的一

个子集 ,而内隐思维则可以关注更广的信息 ,对目标做出更全面的评价 ,且能对事物各属性的自然权重加以

把握并作出最优决策 ,而外显思维会破坏这种自然权重 ,影响决策质量 ;外显思维过程受到对结果的预期和

头脑内部图式的影响 ,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加工过程 ,而内隐思维将信息漫漫整合并依据总体作出判断 ,是一

种自下而上的加工过程 ;外显思维及其记忆收缩过程是聚合式的 ,而对内隐思维则倾向于发散式 ,这将突出

地体现在创造性活动中 [ 19 ]。

在大量的实验研究后 ,研究者们研究揭示了内隐认知系统与外显认知系统的诸多不同特点。依据瑞柏

的归纳 ,内隐认知系统往往表现出抗干扰性、不受年龄影响、低变异性、与智商无关、底层过程相同等特

征 [ 20 ]。总之 ,无意识认知已在多种实验范式和各个认知领域都得到证实。

5　评价与展望

综上所述 ,人类从古代开始 ,历经中世纪、文艺复兴以至到 19世纪中叶 ,对无意识心理的探索和研究 ,都

是处于无明确的研究目的、目标 ,无明确的研究思想、方法的混沌状态下自发的或不自觉地进行的 ,并夹杂

在对哲学和神学的研究中。精神学派创始人、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应是在人类无意识发展史上第一

个比较系统阐述无意识问题的人。但弗洛伊德所建立的无意识心理学体系以及后来的研究者们所提出的

无意识理论都是在经验分析的基础所建立的并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内隐认知的提出使人们从科学实证

的角度证实了无意识认知的存在。从无意识的经验分析到内隐认知的实证研究过程使人们对无意识存在

的置疑也将成为历史。未来 ,内隐认知与外显认知的协同化效应如何 ,以及内隐认知如何与外显认知相互

转化将是人们研究的重点 ,其研究结果将对人类更好地利用内隐认知系统加强决策的最优化以及培养创新

能力等有着重要的意义。另外 ,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探索内隐认知的脑工作机制 ,包括脑的解剖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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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神经网络联结及其突触活动基础等将对人类的脑开发及教育促进也有重要的作用。当然 ,怎样将内

隐记忆、内隐学习及内隐思维在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下进行研究整合研究是当前人们需要思考与急需做的

工作。由此 ,无意识的神秘面纱也将随着研究的深入被逐渐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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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icit learning of motor skill and exploitation of brain 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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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 licit learning, a different learning style from the exp licit learning, is the p rocess of uncon2
sciously getting the operation laws and the latent structure of the stimulating environment. The motor skill acquired

through imp licit learning has great advantages in time retention, mastery of comp licated skills and stress condition. It

is thus suggested that exp loitation of sportsman’s brain potential requires not only favorable conditions created for the

transformation between imp licit learning and exp licit learning, but also the development of imp licit learning formo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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