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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科学与广义进化论》

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认知科学与广义进化论》一书是著者所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成果。在本
书中著者创立了横跨哲学认识论、比较文化学、进化生物学、计算机科学、系统科学等多学科的高度
统一的认知科学基础理论――广义进化论。并探讨了该理论在建立伦理学、美学等社会科学基础方面
的作用。本书论点丰富新颖，论证严密科学，表达深入浅出，不仅适合于有关学科的教学、科研人员
参考，而且适合于一般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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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南元，1946年4月生，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学博士。现任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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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知识很容易复制，但拿到副本并不代表拥有。现代乃至未来的知识壁垒，靠的不是信息封锁，而
是认知复杂性。正是读了《认知科学与广义进化论》，对此话更有深刻体会。在此书中，广义进化论
的概念总体拓展了我的认知边界，善理的三大原则帮我理清了以往杂乱无章的迷思，系统构建了认知
科学观。自我表述的嵌套和递归深化了我对大脑认知层级的认识。软硬结构模型自下而上的建构解析
力，从更高的抽象级别助我理解万物的运作机制。若你能越早阅读这本书，相信以上的认知收获是你
一生所不可逆转的。最后感谢陈虎平先生多次在微博力荐此书。
2、: �
B842.1/4841
3、其实是讲控制论的
4、言而有物
5、难得的中国人写的这方面的好书。推荐对认知和智能本质感兴趣的同学读一读。本书的缺点是写
的有点混乱.....可能我没看懂？？
6、读到一半来不及看了。
7、不好
8、前半本很赞，后半本。。。忘记了。。。
9、我早期读过的一本知识范围很广而且内容靠谱有新意的国内学者写的书
10、这本书是“毁三观”再重建“三观”的一本神书，作者的学问不用质疑，书中林林总总的观念可
谓石破天惊。遗憾的是这本书只是讲了概念，没有讲编程实现。所以我作为一个心理学系兼爱编程的
学生，本着无比尊敬赵老师的精神，开始尝试实现其广义进化算法的神经网络模型。目的就是检验一
下广义进化理论的威力。
11、涉及面很广；奇怪的是，某些观点很有价值而某些观点感觉水平很低；第四章总体很不错。
12、非常超前的一本书，真正做到深入浅出，再补充修剪一下可以作为通识教育必读书，或者给未来
的政治课。偶见吐槽也很有特点
13、这个评价对这本书不为过：此书一出，世界上便分为两种人，看过这本书的和没看过这本书的
14、很好玩的书，绝对是一本贯通哲学、宗教、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等等等的超级大杂烩。
15、不失幽默，理论体系完善，知识广博。国内作者能写出的少有的好书。

16、为什么这本书的打分会那么高呢？感觉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呀⋯⋯尤其里面哲学方面的论述，各
种武断的论点，就是为了论证自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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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里面的很多思想，不管你同不同意，都给你强烈的刺激，他的工程认识论，的确很有刺激性就私
下来说，或许会觉得他有固执，有狭窄的地方，但就是这些地方也都有一种勇于认知的睿智不读可惜
这书
2、按：这篇书评写作时，对西方哲学尚处于懵懂、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状态，因此文中谈及哲学家
的部分所言大谬，此帖代表当时的想法，一时没想好怎么修改，姑且立此存照，以为自鉴。20140707
自从七年前在图书馆邂逅这本书，重构了整个认知体系，一直就想写一篇书评，却始终做不到（完美
主义太严重），几次动笔都是开了头难以为继。今天想再试试看。有影评说，某片一出，世上的人便
分成两种：看过此片的和没看过此片的。这种分类方式逻辑上可以应用于任何事物，本质是烘托某片
的重要性。我借用一下——在《认知科学与广义进化论》面前，世上的人可分成三种：第一种：没看
过、知道了也不想看、想看而没看下去的人。这里不含价值判断。每个人的兴趣不同，MBTI分类中
，N型人喜欢抽象的逻辑的问题，S型人对此完全无感，这很正常。（以下内容仅针对N型人）至于想
看而没看下去也很正常，因为此书的结构并不是对所有可能对该书有兴趣的人都足够友好（下文会解
释）。第二种：看过之后，世界观完全“颠覆”。这个“颠覆”是戏说。它的颠覆性在于提供了一种
可能完全不同于以往课本上讲的看世界的方式，而对于读书时代便喜欢各种胡思乱想的人，这个“颠
覆”可能仅仅是“重构”——把以往零散的胡思乱想一下子系统、全面、一致地梳理成形。第三种：
看过之后，不以为然，“我依然相信上帝是存在的”，“我依然相信真理”，“我依然相信一切世界
的运动都是由确定的规律决定的”（决定论）。这也很正常。信念是不能用逻辑来处理的。而不同的
信念在生活上基本殊途同归。当年第一次读这本书，就是——“把以往零散的胡思乱想一下子系统、
全面、一致地梳理成形”。阅读的过程中一次次看作者把自己头脑中朦胧的想法清晰地说出来，一次
次不谋而合。读书到半途，眼前一亮，仿佛脑中的城堡凛然成形，那种欣喜愉悦，不亚于球场夺冠、
游戏通关或是类似任何一种高峰体验。一个喜欢脑力游戏的人，如果没有体会过爽到拍案叫绝的阅读
经历，您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说自己是读过书的。嗯，这本书是本人“拍案叫绝”书系其中之一。读这
本书的好处（被“颠覆”的好处）：当你艰难或兴奋地读完这本书，你就好比趟过了一条激流的河（
很可能这条河之前你已经时不时地跳进去过很多次了）。笛卡尔站在岸边拉你上岸，说“欢迎加入！
”；休谟在一旁高深莫测地对你点头微笑致意；达尔文和赫胥黎表情抱歉，“他们误解了我们”；苏
格拉底和柏拉图在不远处窃窃私语，间或调侃两句亚里士多德；李耳坐看庄周躺在草地上梦来梦去，
表情怡然空无；释迦与众弟子轻轻对话，对旁边的一切不置可否；马克思抛下了他的广大信徒自己跑
到了河的这边，“不，我早就过来了，他们却以为我在河那边。”，然后耸肩摊手；波普尔表情严肃
，“你现在才过来。不过来了总比不来好。”；各个专业领域的研究者埋头于自己的工作，TA们不关
心此岸还是彼岸；等等！神父？你怎么会在这边？“孩子，我理解你！”“好吧，我也理解你，但是
那边那位⋯⋯”“那是那个上帝，我身后这位才是现在的上帝”。遥望河的那边：一把高耸入云的十
字架；一座刻了“真理”二字的丰碑上挂着两条分别写着“决定论”和“随机论”的链子；牛顿望着
一堆草稿喃喃自语：“第一推动力”“上帝的手”⋯⋯；康德举着两只手左右互搏：“有限”“无限
”“单纯”“复杂”“自由”“决定”“存在”“不存在”⋯⋯。这些东西也可以通俗地玩。比如各
种畅销书：《黑天鹅》（跟同名电影没关系）、《推理的迷宫》、《上帝的残屑》⋯⋯，比如各种热
门电影：《盗梦空间》、《黑客帝国》、《楚门的世界》⋯⋯。似乎只要从这本书（准确地说，当然
不限于这本书，而应该说是河的这岸）随便捡点零碎作为主题，再加上各种实例、故事、商业化或通
俗化或艺术化的表现手法，读者和观众就会觉得：哇！好颠覆！好过瘾（这是畅销书作者和电影创作
人的才华和功劳，不能掠美）！好深刻！如果你对以下话题之一感兴趣，那么你很可能对这本书也会
感兴趣并可以从中获益：* 人的认知和心理* 人的世界观* 世界的规律和人的自由* 科学哲学* 社会和文
化的发展* 东西方文化比较* 伦理学* 生物的进化* 人工智能* 艺术与美学这本书的不足：1. 只是导论性
的书，涉及面极广，“本书的一节，乃至一个自然段所讨论的问题，有不少可足以构成一个博士论文
的题目，有待读者进行发掘”（摘自本书序言），所以涉及到的点在表述上难免有不够细致的地方。
比如关于伦理学的一节（5.3节）就有一些不能完全认同和值得补充修正的论述。这是一个不是不足的
不足。因为我相信能够完整读进去这本书的人，一定是独立的思考者，能够自己去扩展阅读和补充修
正，不会人云亦云地盲目听从或盲目反驳。2. 把哲学论（善理的世界观和逆镜模型的认识论）、广义
进化范式（一种解释社会/文化发展和人的认知的新的方式）和认知科学绑定在了一起，这导致许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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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对本书有兴趣并从中受益的人（比如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的研究者或爱好者），因为知识储备的不
同（注意是不同，不是不足），从而兴趣被阻隔或者难以读进去。这个不足，我只能提醒：不要被它
的名字吓到；可以只读第二章、第三章和第五章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026883/discussion/1020151/具体谈谈这本书：书名中包含两个关键词
：认知科学、广义进化论。在内容上，作者也正是由人工智能的难题引出了认知科学的主题，进而有
条理地阐述了从认识论、广义进化论研究范式到认知与思维的一系列问题。应该说，书名和书的内容
是完全切合的。然而，这样的书名却使得这本书看上去专业性很强。这恐怕会吓退一大批读者，也导
致其读者群限制在了认知科学这个专业——而事实上国内开设认知科学专业的大学至今屈指可数。大
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本惊人的好书事实上却显得惊人的孤立。这本书一版只印了4000册（我买
了2/4000，其中一本送人了），之后只出了一次第二版而且还改成了《认知科学揭秘》这样的科普性
题目。而第二版更名为《认知科学揭秘》，名字是通俗化了不少，可并没有很明显地吸引到更多的读
者；而新的书名并没有概括出书的核心内容，在这一点上甚至还不如第一版的书名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127971/同样疑惑的是，在这两本书之外，赵南元教授既没有别的书
出版，也没有新的研究结果出现（很可能是我不知道）。国外学术界是否有类似的研究观点作为旁证
我也不太清楚。这可能跟认知科学的进展缓慢和不在大众中普及有关系，而赵书中对社会学历史学研
究同样有启发性的哲学论则掩藏在认知科学这个框架下不为跨学科的研究者所知。备注：标题借自马
希文教授为GEB一书所写的序言中的一句话：“这是一本空前的奇书”。事实上，这两本书也确实有
着一定的联系。GEB也是“拍案叫绝”书系其中之一：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291204/
3、1. 简要概述借助数学和分布式计算，当代人工智能进入了新的春天，大量全新的应用层出不穷，包
括基于语义的图片搜索、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其中，因为模拟深层次的神经网络，深度学习
取得了惊人的效果。虽然这些新的方法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我仍然认为这些工具距离真正的智能存
在较大的差距，而要想弥补这些差距，必须深入学习人类的认知原理。赵南元先生这本书系统地解释
了人类认知，使用自我表述系统这一概念，对认知科学中的众多疑问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当然，这本
书的最大价值不在于其介绍的认知知识，而在于它提供的一个全新的看待世界的视角，即软硬结构支
持的自我表述系统。2. 对我的影响这本书对我影响极大，既彻底摧毁了我残缺而没有章法的世界观，
又帮助我把脑中残碎的杂乱想法组织起来。下面我简要谈谈这本书对我的具体影响，以做总结。首先
是世界观的极大震撼：中国目前的教育完全依靠西方的自然科学理念，逻辑与实证贯穿其中。接受了
十多年这样的教育，我早已暗暗认为这世界背后存在着真理，因而成年以后，无论是学习还是做事，
总是奔着那个“真理”而去，但从未找到“真理”。读完这本书之后，我不再追求“真”理，而是去
追求“善”理，满足三大原则的就是“善”理。其次是对中国文化的重新认识：经过多年的科学教育
，我们很自然地认为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先进，中国本土文化之中存在着太多落后封建的观念，荼毒
中国两千多年。但是在这本书里，赵南元把西方文化拉了回来，将其与中国文化放在一个平面上比较
，赵先生认为中国文化强调人伦，文化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上，而西方文化强调上帝，文化
建立在信仰上帝的基础之上。3. 遗憾赵南元先生在本书里提出的广义进化论模型能够很好的解释认知
问题，但并未对社会文化做同样系统和完整的解释。在全球化愈演愈烈的今天，众多植根于不同文化
基础的文化观念相互冲突，严重地干扰人们的价值判断，特别是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正处于形成
阶段的青少年。我相信，正是为了应对这些严重的影响，新一届中央政府才适时地推广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但我担心的是，在政府公信力严重缺失的现在，这种依靠行政力量推广价值观的做法可能很
难达到预期的效果。我认为，对于个人来说，面对如此纷乱繁杂的文化冲突，要想建立自己的价值判
断，需要系统地比较各种文化的冲突与一致之处，在这个分析过程中确立正确的观念。而这正是我对
这本书的期待之处，可惜赵先生于此着墨甚少。
4、这本书我看了多一半了，我有点不敢相信中国还有如此博学的教授，如此有思想的大家。网上随
意一查，发现在某一期一虎一席谈上赵老师表达了关于动物的一些看法，然后找来好多人的痛骂，我
个人不对赵老师的观点表达看法，我相信以赵老师的思想，任何观点都不会随随便便提出。在此，我
表示对赵老师极大地敬意！又看了一天，看到最后一章了，赵老师对伦理，对社会科学的独到见解让
人回味无穷，机智幽默的语言让人忍俊不禁。此后有感，还会再补上。
5、摘自本书：警察问一个在路灯下找东西的人：“你在找什么呢？”“我在找钥匙”“你的钥匙是
丢在这儿了吗”“不是”“那你为什么要在这儿找呢”“因为这儿比别处亮”歧路亡羊。某人的羊丢
了，他请村里的人一起去找，不久他愁眉苦脸的回来了，别人问他：不就是一只羊么，何必如此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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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不是羊的问题，我想的是，路上有岔路，岔路前头还有岔路，这样算起来村里有多少人
也是不会够的”。研究认知的一个重大的困难，就是无法避免主观因素。计算机受物理定律的制约，
不可能作到无限大和无限快，速度受光速的限制，元件的缩小受测不准原理的缩小受测不准原理的限
制，元件的个数受地球资源的限制。勃瑞姆曼极限。一个由最小的元件构成的相当于地球质量的最快
的计算机，从地球诞生时一直计算到现在，可以处理的信息量小于10的93次方位。行为主义。进行心
理学研究时反对一切内省和推测，只从可观测的行为出发，以保证心理学遵循科学所必须重视的客观
性准则，排斥诸如意识、感情、知觉、目的、意向之类的依赖主观观察的用语。进化是自然界中自我
实现的最富有成果的创造活动，对于创造的两大问题指数爆炸和评价，都提供了解决的指南，没有人
参与的进化，其评价不可能是主观的，只能是客观。人工智能本来也可以看成是计算机科学与心理学
的一种组合，把这种组合进一步扩大，就形成了现在的认知科学。与认知科学有密切关系的六个学科
，它们是：哲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人工智能，神经科学。心理学、语言学和人类学是认知
科学中比较靠上层的学科，如果把人脑看成一个黑盒子，这些上层学科可以给我们提供这个黑盒子的
输入与输出关系。从脑神经科学的方向接近认知科学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方法。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
。所谓反思就是人类精神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思之。人类的精神生活的主要部分是认识，所以也可
以说，哲学是对于认识的认识。对于认识的认识，就是认识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认识之，这就是认
识的反思。——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绪论按照认知科学的标准，我们对于认识的认识如果是充
分的，那么这种认识应该能够指导我们制作一台能认识的机器，（或者找到充分的理由说明制造这种
机器是不可能的），否则不能认为对认识的认识是成功的。这就是计算机科学与认知科学之间的密切
关系。认知科学的12个主题。信念系统，类似于我们常说的思维定势。意识，最复杂和重要的问题。
成长。感情。相互作用。语言与知觉。学习。记忆。行为实行。技能。思考。我们为什么不把这种认
识论称为科学认识论呢？一个原因是，科学这个词由于其现代的声威而被用得比较泛滥了，毫不科学
而自称科学的玩艺儿在街面上比比皆是。所以我们采用比科学条件更为苛刻的工程这个词，其含义是
要求认识论的概念不仅是科学的，而且具有工程可实现性。一个微不足道的狗肉问题，其实有其深远
的文化背景。西方人认为人和天地万物都是上帝造的，上帝造什么都有他的目的，猫生来是为了吃老
鼠，老鼠生来是为了给猫吃，狗生来是给人作伴的，当然不能吃，而且整个世界都是上帝造的，所以
这个理儿是世界通用的，因此纽约人管得着北京的狗，这是西方人的逻辑。女娲炼石补天，伏羲则创
造了阴阳八卦，发明了二进制和互补原理。其后的事情都是人类中涌现出的半人半神的发明家解决的
。燧人氏发明了取火的方法，有巢氏发明了房租，神农氏发明了种植技术，仓颉造字，如此等等。中
国人没有得到上帝关于制造诺亚方舟的通知，只好靠自己的双手和智慧战胜大洪水。禹的父亲受命治
水，他从天界借来息壤，这是一种具有自增殖能力的土，放到什么地方就能自己增加，但是这种堵塞
方式仍归于失败。大禹顶替了治水任务，带领人民实行了开河疏导的正确方针终于治水成功，因而继
承了帝位。上帝具有绝对的形而上学性，是个不可探讨，不可研究，无法规定其性质的存在。于此相
比，中国文化中的各位神明则是相对的存在，对于每一位神明都有他的来历，他的姓名、性别、出生
地点，现住何处⋯⋯“仁者爱人”和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是类似的，但其理论基础完全不同。关于
这种人与神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区别，最集中地体现在一种下意识的呼唤之中。当人们遇到令人
吃惊的现象时，西方人脱口而出的是“啊！我的上帝！”，东方人则喊的是“哎呀！我的妈呀！”，
妈是与自身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人而不是神。西方人如果遇到魔鬼的纠缠，只有划十字或举十字架请
上帝帮忙之一法。中国人在遇到妖邪，不仅可以请和尚道士降魔，还可以自己动手，泼上一盆乌鸡狗
血或倒上一桶粪尿混合物，都不失为一种驱邪之法，甚至可以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中国人与神的关
系，就象人与人之间那种平等的贸易伙伴关系，许愿就好比签订一个先发货后付款的贸易合同，货到
之后付款可以防止受骗亏损，这里对神明的信任是有限的，相对的。中国的神只是一种有事才请的，
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存在。西方的上帝是渗透于生活全过程之中的。孔子曰：祭神如神在，不祭神如
神不在。西方宗教之争有可能上升到战争形态。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经常利用宗教作为聚众的口实，
但一旦起义成功或失败，这种宗教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成了用了就扔的东西。从印度传来的佛教基
本上否定人的欲望，而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则钻研房中之术，提倡性科学。y=sgn(∑wi·xi+Θ)  式
中wi可以看作第i种物质的比重，而xi是它的量（体积），由式子可以定出y，即应该作（1）还是不应
该作（-1）。只要事先给定食色礼各自重要的程度w1、w2、w3，再按实际情况定出三者各自的得失x1
、x2、x3，就能决定可为和不可为的y值。注意x可取正值或负值以代表得和失。从孔子对鬼神的态度
可以看出东西方哲学的一个深层的区别，西方哲学中的认识论是建筑在本体论基础上的认识论，而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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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哲学中的本体论，是建筑在认识论基础上的本体论。在一神论的大鱼模型的理论体系之中，上帝造
人是整个社会道德伦理体系的基础，相当于支持大地的大鱼。否定了这一点，就像大鱼突然动起来，
整个大地的稳定性都要受到威胁。但是进化论传到中国时，甚至听不到反对的声音，在众多的小行星
中加上一颗，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6、如果你对很多社会问题看不清，可以阅读一下这本书。他可以从原理级为你解释答案。吴思的《
潜规则》、郑也夫的《代价论》等书，相当于此书部分内容的社会科学版。
7、最初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是在学校的图书馆，当时只是好奇，等到慢慢地看进去时惊叹不已。能够
用如此精确的语言描述科学和认知领域的知识，还有很多闪亮的思考和分析，真是大开眼界。有一年
的教师节，还想办法问到了赵老师家的电话，介绍了自己是这本书的读者，表达了对真正有学问的老
师的问候。然后，自己激动不已。想知道为什么猫和狗会有不同的性格吗？道德可以分成结构性道德
和非结构性道德，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往往是道德体系最小化的过程。软结构和应结构的建构和支持
的作用。建立了这样的认知观，能够相对客观冷静地分析很多现象。有空的时候，优先读这本书吧。
一句话，这是操作系统级别的书，不是具体的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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