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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丹尼尔 ·丹尼特的意向工具主义思想在当代西方心灵哲学中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文章以阐明其

意向战略的工具主义立场为出发点 ,从意向立场的选择、理性自主体的构建及意向系统合理性的预设三个方面细致

地分析了丹尼特意向战略的核心内容及其本质特征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其重要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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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尼尔 ·丹尼特是当代西方心灵哲学界的领军

人物之一。长期以来 ,他一直致力于对常识心理学

工具主义方案的清晰阐述 ,并试图在此基础上运用

“意向战略”为之进行必要的辩护。在他看来 ,常识

心理学中诸如“相信”、“愿望”等具有意向性的术语

虽然并不指称什么实在 ,意向心理状态也并非是实

在的内部状态 ,但它们却在我们对行为的解释和预

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他站在工具主义的

立场对意向战略的论证 ,使得意向分析方法逐渐在

意识等科学及其哲学研究中发挥出愈来愈重要的

作用。

1 　意向战略对工具主义立场的选择

在当代西方心灵哲学关于意向心理性质的众多

看法中 ,丹尼尔 ·丹尼特的意向工具主义思想可以

说是介于意向实在论和取消主义之间的较为折中的

一种主张。他一方面承认常识心理学中信念、欲望

等意向性术语的有用性 ,承认它们有存在的理由与

价值 ;而另一方面又否认意向心理状态是真实存在

的内部状态 ,否认上述术语、概念能够指称、描述任

何实在、过程、状态和属性。具体而言 ,丹尼尔 ·丹

尼特首先是以反对意向实在论为出发点来构建其意

向工具主义理论的。他坚决否认意向实在论将信

念、愿望等命题态度看做是存在于人脑内部的一种

实在 ,并通过对“思维语言”或“心理语言”存在性的

否定性论证 ,从根本上否定了命题态度的内部原因

性质。但在同时 ,他也并没有采纳取消主义将我们

对信念、欲望等意向心理状态的预设看做是完全错

误的 ,并认为它们终将随着神经科学或认知科学的

发展而被取消的极端化主张。换言之 ,丹尼特并没

有完全拒斥意向心理状态的术语 ,相反 ,他还强调上

述这些现象的客观性。因此 ,与实在论及取消主义

相比 ,丹尼特的观点比两者都要温和 ,他自己也称他

所主张的是一种较温和的实在论〔1〕28 。

丹尼特构建其意向战略的核心是从实用的角度

出发 ,将信念、欲望等意向术语、概念及其思想、理论

看做是主体为了某种目的而设计的。因此 ,“其真理

性不在于它们与实际的一致或符合 ,而在于它们能

有效地充当人们行动的工具”〔2〕。因此 ,其意向战略

在本质上只是解释、预测的工具。人们拥有信念和

欲望等意向心理状态的意义只是在于它们有助于对

行为进行解释和预言 ,就如同地球对赤道、经线、纬

线等概念的应用 ,也好比力的平行四边形中的线 ,抑

或类似算盘上的算珠 ,在解释实践中对它们的运用

只是为了有助于对地球地理及气候、力的关系、数量

关系等现象进行描述和解释 ,整个过程虽然并没有

触及实在性的事物 ,但通过对它们的操作、计算却可

帮助我们理解、解释或预言实在世界中的事物。由

之 ,信念、欲望等术语所指谓的意向状态并非是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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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 ,它们只是“抽象物 ———与计算连在一起的实

在或逻辑构造”〔3〕。这充分表明 ,在丹尼特的意向工

具主义理论框架内 ,关于信念和愿望这些“所谓的

⋯⋯状态”其实就是“行动预言和行动解释演算中的

理想化虚构角色”〔4〕。其工具主义色彩是显而易见

的。这样看来 ,如果说意向实在论主张的是意向心

理状态的真实存在是其具有解释效力的前提。那么

意向工具主义则恰恰相反 ,它坚持认为正因为意向

心理状态强有力的解释效力才使其获得了存在的意

义、理由与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在丹尼特的意

向战略中 ,“一方面 ,信念、欲望等由常识心理学所预

设的意向心理状态的形而上学的实在性就被工具主

义地取消了 ;另一方面 ,常识心理学的概括及其所预

设的意向心理状态的解释作用又被工具主义合法化

了”〔5〕147 。

2 　意向战略的核心内容及其本质特征

在丹尼特看来 ,意向战略是一种有用的战略 ,因

为“它给予我们以预言的力量”,“是预言的极其有力

的工具”〔6〕。而意向战略的预言和解释功能是通过

运用意向系统方法 ,站在意向的立场上 ,在系统合理

性预设的前提下 ,将信念、欲望等意向心理状态归属

于意向系统或作为相信者的人的方式得以实现的。

具体地讲 ,意向战略的核心思想及本质特征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 1) 三种立场的划分是意向战略的理论前提

丹尼特认为 ,人们在对一个系统行为进行解释

和预测时 ,可根据解释对象的不同类型及其复杂程

度 ,分别按照三种不同立场来操作。这三种立场分

别是 :物理立场、设计立场和意向立场。就物理立场

而言 ,它是比设计立场、意向立场更为基本的一种立

场 ,是对一切物质科学进行解释和预测的标准方法。

当站在物理立场采用其方法时 ,就是要诉诸于因果

自然律 ,利用已知的有关物理规律 ,根据被解释对象

的实际的物理结构与组成以及它所处的物理环境来

进行解释和预测。例如 ,对手中放开一块石头会落

到地上的预测所采取的就是此立场。在此过程中 ,

解释、预测者考虑的只是引力定律和石头本身的质

量 ,而并没有把信念和愿望赋予这块石头。然而 ,基

于物理立场的解释在某些时候并非十分有效。例

如 ,对于一些人造物品 (如摩托车、钟表等)以及通过

进化而获得的具有功能性的大自然的作品 (即生物

体及其组成部分 ,如动植物及心脏等器官) 来说 ,采

用设计的立场往往更为方便。当我们利用闹钟叫早

的时候 ,我们只需根据其设计的功能 ,简短地查看按

钮与显示 ,并按动它们便可达到目的 ,而无需考虑闹

钟这一功能的物理学原理。可见 ,对设计立场的运

用可以忽略被解释对象的物理构造而可凭借该对象

的特定的设计与功能在不同环境下做出合理的解释

和预测。至于意向立场 ,它适合于复杂程度更高的

系统。例如有一台正在下国际象棋的计算机 ,若要

解释预测它的“行为”,只需把它看做是一个有着“想

赢”愿望的有理性的自主体便可得到较为满意的结

果 ,尽管这台计算机在物理层次与设计层次上是非

常复杂的。在这里 ,意向立场无疑是比物理立场、设

计立场更为有效、便捷的“好方法”。概言之 ,“意向

立场正是我们通常对彼此采用的态度或观点 ,所以

对其他东西采用意向立场似乎是故意将它拟人化”。

也就是说 ,“它把一个实体 (人、动物、人造物、其他任

何东西)看做似乎是一个理性的自主体 ,它通过考虑

自己的‘信念’与‘愿望’来对‘行动’加以‘选

择’”〔7〕。丹尼特正是以这一立场为基点 ,来构建他

的意向战略及意向系统理论的。

( 2)有理性的自主体是构建意向战略的重要基

石

按照丹尼特的观点 ,意向战略的核心是要站在

意向立场上“将某一对象 ———它的行为是你所要预

测的 ———看做是具有信念、欲望以及其他表现出布

伦塔诺和其他人称之为意向性的心理状态的有理性

的自主体”〔1〕15 。这里的有理性的自主体除了作为相

信者的人之外 ,还可以是其他事物。例如具有向光

性的植物与具有趋利避害特性的微生物 ,都可以被

视为是具有理性的自主体。其在实践中等于把解释

对象处理为我们当中的一员 ,因而它们也都可归入

一个可以预测的意向系统。不言而喻 ,意向战略只

有在意向系统中才能够实施。而对于任何对象或系

统 ,只要我们采取意向立场对之的行为进行解释与

预测 ,这个系统就是一种意向系统。那么 ,具备了这

样的前提条件 ,意向战略又是如何进一步实施的呢 ?

其步骤是这样的 :“首先 ,将你要解释和预测其行为

的对象看做是一个有理性的自主体 ;接着 ,推测他应

有何信念 ,并给定其在世界中的位置及他的目标 ;然

后 ,出于同样的考虑 ,设想他有何愿望 ;最后 ,预测这

个有理性的自主体将会按照其信念作出特定的行为

以实现其目标”〔8〕。可见 ,所谓的意向战略就是根据

行为来确定信念、愿望等心理意向的归属 ,并且反过

来又依赖这些具有意向性的信念、愿望从而解释和

预言其行为的一种战略。其关键是要将解释对象看

做是一个有理性的自主体。而这也恰恰符合了意向

解释中的“理性建构观念”,即“在描述他人的命题态

度时 ,我们总是试图尽可能地使此人的思维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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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理性”〔9〕。由此看来 ,丹尼特的意向战略及其构

建的意向系统理论在实质上是将常识心理学解释为

一种理性主义的演算 ,即一种在方式和步骤上都具

有一定规范性的对人之信念、欲望和行为进行的理

想化解释和预测。

　　( 3)意向系统的合理性预设是确保意向战略可

靠性的关键

丹尼特在分析了意向战略实施方式与步骤的基

础上又明确提出了意向立场工作的三条基本法则 ,

即 :a. 如果一个系统的知觉能力、认知需求和历史是

确定的 ,那么这个系统的信念是它所应当具有的信

念。b. 如果一个系统的生物需求和满足这些生物

需求最为实际的手段是确定的 ,那么这个系统的欲

望是那些它所应当具有的欲望。c. 一个系统的行为

就是那些信念与欲望的持有者会合理地做出的行

为〔1〕49 。由之 ,我们可以看到 ,丹尼特的意向战略主

要是在意向的立场上 ,通过对一个有理性的自主体

在特定的条件下应当有什么样的信念和欲望来进一

步推测他应当有什么样的行为 ,从而达到解释和预

测的目的。这在实质上是对意向系统提出了一个规

范性要求 ,即意向系统必须是建立在其合理性预设

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应当”是一种推测 ,而要确保

这种推测的准确性与可靠性 ,就必须首先确保意向

系统是合乎理性的。换言之 ,只有在对意向系统合

理性的预设之下 ,意向立场的运用才是可能的。否

则 ,信念、欲望等意向心理概念便失去了其发挥作用

的根基 ,“应当”式的解释和预测也都将无法顺利进

行。这也是为什么要将解释、预测对象看做是具有

信念、欲望等意向心理状态的有理性的自主体的重

要原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系统的信念、欲望与

系统的环境和目标的合理性的关系 ,以及系统的信

念、欲望之间 ,信念、欲望与行为之间的合理性的关

系 ,构成了意向的立场对系统的行为进行解释和预

测的基本框架”〔5〕151 。意向系统的合理性预设也就

在根本上成为丹尼特意向战略一个最为基本、最为

突出的特征。

综上所述 ,丹尼特的意向战略从方法上为人们

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解释与预测模式。在这一模

式中 ,信念、欲望等意向心理状态虽然没有被认可为

大脑内部某种特定的思维语言而真实存在 ,但这种

解释、预测模式的整个过程却揭示出意向系统理论

所预设的合理性关系的客观性。这就是说 ,在某种

意义上 ,意向解释模式本身是具有客观性的。当然 ,

这种客观性只有当解释、预测者站在某一特定的意

向立场时 ,才能较准确地把握它。正如丹尼特所言 :

“这些模式是客观的 ⋯⋯但这些模式的存在方式并

非是与我们完全脱离的 ,而是部分地由我们自身对

存在于某处的事物的‘主观’反应构成的 ⋯⋯”〔1〕39 。

可以说 ,对意向模式的客观性的界定是丹尼特意向

战略本质特征的又一集中体现。也正因为如此 ,丹

尼特才将其行为可以可靠地由意向立场得到诠释的

意向系统称为“真实的信者”,而“温和的实在论”的

位定也正是缘于此。

3 　意向战略的理论意义

不言而喻 ,丹尼特以意向战略为基点所构建的

一套理论体系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视野与洞

见。这一战略及意向系统理论的提出在理论上为现

代功能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启迪性的思路 ,为认知科

学的形成提供了新的思想基础。不仅如此 ,它还在

为常识心理学的存在进行辩护的基础上进一步调和

了自我概念与科学、常识心理学与科学心理学之间

的关系。具体而言 ,其理论意义主要表现在如下几

个方面 :

首先 ,丹尼特的意向理论是对以普特南代表的

机器功能主义的进一步修正、补充与发展。意识、心

灵问题中的功能主义可以说是当代心灵哲学中影响

力较大的一种理论。普特南的机器功能主义虽然是

心灵哲学中较早的一种功能主义理论 ,但他大胆的

哲学观点却使其成为功能主义诸种理论形态中颇有

代表性的一种思想。其核心思想为 :意识状态就是

功能状态 ,心理属性是一种功能 ,心理事件也同样是

一种功能事件。也就是说 ,心理状态属性与功能状

态属性是同一的。但是 ,尽管这一理论巧妙地解决

了心身问题上的许多难题 ,但它自身的局限性却几

乎使其失去了基本的立足点。这是因为 ,如果支持

普特南将意识状态定义为功能状态的主张 ,那么意

识的外延则会有无限扩大的趋势 ,一些本该不具有

意识状态的功能状态 ,如刀具等一些物品在发挥其

作用时的状态 ,也被归入了意识状态。因此 ,这种理

论的最终结局只能是意识的泛化。丹尼特从其意向

性理论的角度出发 ,依据心理学及人工智能等学科

知识 ,指出了普特南功能主义的上述缺陷 ,并且在意

向层面上规范了这一理论。依据其主张 ,只有站在

意向立场或具有意向内容、意向属性的功能状态 ,才

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意识状态。在这里 ,意向性则

成为区别意识功能状态与其他功能状态的重要标

志。正是由于丹尼特的这一限定 ,才使功能主义在

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上述危机 ,并且在此基础上得到

了进一步的系统化的完善与发展。正是在此意义

上 ,意向战略的提出在理论上为现代功能主义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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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提供了启迪性的思路与借鉴。

其次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 ,丹尼特的

意向战略所展现给我们的方法是一种站在意向立场

上 ,忽略具体物理组成结构、设计方式 ,直接从心理

意向的层面与高度解释、预测一个系统所具有意识、

行为等特征的高度抽象的哲学方法。毫无疑问 ,这

种方法与从物理层次、化学层次、生理层次出发去研

究意识、行为的方法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说后者是

一种还原论的、“自下而上的战略”,那么 ,前者则是

一种反还原论的、“自上而下的战略”〔10〕。虽然两者

对于研究意识及其行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但就

意识及其行为的解释及预测来说 ,采用意向的方法

显然更为有效。作为一个整体的大脑及其意识特

性 ,一经还原则会失去某些重要的特性。丹尼特的

意向战略建议人们不必去探究大脑深层的物质结

构 ,只需将它看做是一个可与外界进行交流 ,可进行

信息处理的意向系统 ,从而通过研究其与外界的信

息交流以及其处理、传递、存储信息的功能来完成对

意识及其行为的解释。恰恰是这样一种高度抽象的

方法、策略构成了认知科学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哲学

来源。一方面 ,它在理论上 ,从意向属性的意义上在

人类与计算机之间找到了可以类比的共同点 ,从而

较好地回答了计算机科学及人工智能理论在发展过

程中所产生的哲学难题与困惑 ;另一方面 ,它在方法

上为认知科学方法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可供选择、借

鉴的启迪性的思路。事实上 ,认知科学的形成恰好

验证了丹尼特的意向理论。认知科学对意识及其行

为的分析 ,也正是从高水平的意向层次出发 ,将意识

理解为一种传递、处理、存储和检索关于外部世界信

息的具有表征作用的意向系统 ,从而替代 (只研究大

脑的)低水平的物理层次〔11〕。正是由于上述两方面

的贡献 ,丹尼特被誉为“是从哲学的角度对认知科学

的形成做出贡献的典范之一”〔12〕。

最后 ,从某种意义上讲 ,丹尼特意向战略的提出

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自我概念与科学、常识

心理学与科学心理学之间的对抗 ,使它们在共存、和

谐的基础上 ,彼此都能进一步得到强化和发展。在

一般意义看来 ,“人类在其活动中总是将他自身看做

是一个具有意识、能自由履行其意志 ,并且能够出于

某种原因或理由作出反应 ,产生行为的自主体”〔13〕。

事实上 ,人类很难放弃诸如思想、意识、自由意志、意

愿、意向、创造力等这样一些自我概念。然而 ,从传

统的观念来看 ,这些自我概念与人类希望并还在努

力建构的科学世界中的概念往往是相互矛盾、抵触

和对抗的 ,因而也是难以共存的。这种对抗通常表

现在 :一方面 ,科学似乎总是意欲削弱甚至是取消自

我概念及其在常识心理学等学科中的运用 ;而另一

方面 ,自我概念等常识心理学术语以及生命有机体、

多样性与复杂性的存在似乎又削弱了科学解释以及

科学的心理学解释的充分性。面对这种矛盾 ,丹尼

特从工具主义的角度出发所建构的意向战略起到了

一定的调和作用。一方面 ,丹尼特的意向战略并没

有预设心理性质及其术语的实在性 ,而是采取了工

具主义的策略 ,因此 ,它并没有违背科学心理学的原

则。另一方面 ,丹尼特的意向战略又强调 ,作为一种

解释与预测的工具 ,自我概念这些常识心理学术语

是相当有用且有效的。因此“它们与我们在认知科

学或神经科学中发现的任何东西实际上是可以和睦

共处的”〔14〕。这在实质上是一种工具主义基础上的

对自我概念及常识心理学的一种保护策略。由此看

来 ,正是丹尼特所强调的这种介于实在论与取消主

义之间的带有折中主义意义的意向战略 ,调和了关

于“我们作为负责的、自由的、理性的、自主体”的观

点与“我们作为科学的物理世界的复杂部分”的观点

的关系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调和了常识心理学与

科学心理学的关系 ,从而使双方由极端对立的断裂

关系走向相互接纳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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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niel Dennett’s intentional inst rumentalism has t he great effect s i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of mind. This paper begins wit h clarif2

ying t he stance of inst rumentalism about his intentional t heory. It analyses t he content s and essences of Daniel Dennett’s intentional st rategy

f rom t he selecting of intentional stance , t he const ructing of rationality2agent and t he pre2establishing of intentional system rationality and clari2

fies t he t heoretical significance of it based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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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科学观与当代科学论学术研讨会
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

　　为纪念马克思诞辰 190 周年 ,回溯改革开放 30 年 ,庆祝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 30 周年 ,中国人民

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自然辩证法史专业委员会、中国人民

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 ,于 2008 年 5 月 23 日 - 25 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了“马克思科

学观与当代科学论学术研讨会”。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自然辩证法史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刘大椿教授主持了开幕式。中国

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 ,副校长、哲学院院长冯俊分别致电祝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马克思

主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秦宣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常务副院长张志伟教授出席会议并讲了话。中国自

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长王玉平因赴福建参会 ,特委托副秘书长刘孝廷教授到会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

研究所金吾伦研究员、海军工程大学高文武将军、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李伯聪教授代表参会专家发表了嘉宾

感言。会议特别邀请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代表参会 ,是为本次研讨会一大亮点。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等 30 余

所高校、科研院所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和博士研究生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共收到 61 篇论文。会议围绕马克思科学观、当代科学论两大主题进行了多维度、多层次的研

讨 ,主要论及马克思科学观研究、当代科学论探索、西方科学论研究等几个分论题。刘大椿教授在会上做了

题为《当下科学论的发展趋势和生长点》的主题报告。

(刘劲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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