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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科学是门高度综合和发展迅速的新学科

—
《脑科学概要》评介

肖静宁副教授新著《脑科学概 要》 (武汉

大学出版社出版 )是国内第一部提供脑 科 学

的完整思想体系的专著
,

是为哲学专业的本

科生和研究生开设脑科学课程用的教科书
。

全书分作 16 个篇章
,

共 30 万字
,

52 幅插图
。

粗略读后
,

觉得《概要 》最主要之点有
:

一
、

《概要》是系统阐述脑科学思想体系

的专著
。

作者依据多年教学的经验和科学研

究的总结
,

在多次请医学界和哲学界著名学

者提意见的基础上
,

几经易告
,

潜心琢磨
,

精

心撰写而成
。

其内容丰富
,

立论新颖
,

实验

材料先进
,

系统地阐明了脑科学的完整思想

体系
。

其中不只是科学地阐明了脑科学研究

的对象
、

任务
、

方法和途径
,

以及对哲学和其

他科学发展的意义
,
而且

,

还从宏观到微观和

各个不同角度
,

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人脑的生

理结构及其组成元件的物理的 和 化 学 的结

构
,

脑的基本功能
,

脑的信息输入
,

人脑与

电脑
,

以及当代脑科学研究发展的特点
,

等

等
。

可以说
,

全部阐述构架了脑科学的思想

理论体系
。

作者认为
,

当代脑科学研究有
“

两

个显著特点
:

一是对脑的结构方面的研究已

由宏观深入到微观
,

在细胞与分子水平上把

结构与功能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
,

研究神经

元
、

突触
、

神经网络的活动规律
;
二是对脑

的功能方面研究 已突破感觉与运动等一般生

理功能
,

而把复杂的
、

高级的精神意识纳入

了科学研穷的轨道
,

探讨大脑与行动
、

大脑

与思维的关系
。 ”

作者的这一见解
,

对于借助

脑科学深入研究意识论
、

思维科学
、

心理学

以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

都具有很重要的具

体意义
。

二
、

《概要》对从事其他学科工作的人也

是值得一读的书籍
。

脑科学的兴起是当前生

物学
、

人体学发展的一个新动向
。

它是一门

高度综合和飞跃发展的新学科
,

它与诸多学

科领域存在着日益加强的互相渗透 的关系
。

它不仅与生命科学的诸领域存在 着 密 切 联

系
,

而且还同哲学和其他技术科学紧密联系

着
。

因而
,

脑科学的研究已成为举世关注
、

竞相攻占的科学阵地
。

在过去
,

仅仅是医学
、

心理学
、

教育学等学科
,

需要了解脑研究的

一些状况
,

而现在思维科学
、

人工智能科学
、

语言学
、

仿生学
、

哲学
,

乃至保健学
、

航天

学都需要与科学知识
。

因此
, 《概要 》对于从

事哲学
、

生理学
、

医学
、

心理学
、

教育学
、 ’

思维科学以及同大脑工作原理 有 关 的 仿生

学
、

人工智能等学科工作的同志
,

都是值得

一读的好著作
,

对于全面了解和掌握脑科学

知识及其同本学科的关系
,

是很有益处的
。

三
、

《概要》是获得脑科学专业领域概貌

的很容易读懂的著作
。

脑科学不仅是高度综

合的学科
,

而且是飞跃发展着的学科
,

在它

的领域中新观点
、

新发现
、

新技术是层出不

穷的
。

然而作者却在有限的篇幅内将大量资

料融会成一本清晰易读的作品
,

把脑科学的

最新实验成果
、

理论思维
、

发展简史
、

以及

对脑科学学术观点的哲学评论有机地结合起

来
,

使不熟悉脑科学的其他专业工作者能够

费时较少而得到这一领域的概貌
,

是难能可

贵的
。

正如首都医院刘 曾复教授为《概要》写

的序中所说
: “

目前国内还缺乏类似这样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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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清楚又全面地介绍
`

脑科学 (神经科学 )
’

的

书
。

国外有关神经科学的教材
、

专著
、

专集

虽然不少
,

但内容太多
,

过于专门
; 也有较

全面的普及性作品
,

但具体实验的内容又嫌

太少
。

国内也有供生物学或医学专业用的神

经生理学专著
、

小册子
,

但一般限于事实描

述
,

而学术讨论方面则较欠缺
。

这一著作将

实验成呆
、

理论思维
、

发展简史
、

学术讨论

有机地结合起来
,

具有突出的特点
。 ”

这既表

明了作者在脑科学专业领域中有较高的学术

造诣
,

又表明了作者的理论素养的根基深厚
。

四
、

《概要》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意识论
、

认识论的重要参考书
。

由于《概要 》是在为哲

学专业的本科生
、

研究生开设脑科学课程的

基础上写成的
,

因而形成其一个 突 出 的 特

点
,

就是以加深马克思主义意识论研究为主

要宗旨
,

着重论证和具体阐明脑科学发展同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密切联系
。

作者在保持脑

科学知识的系统性的前提下
, 以相对独立的

专题方式从两个方面作了具体阐述
:
一是通

过阐明有关人脑及其基本组成 单 位的物 理

的
、

化学的和神经生理过程的基本知识和研

究进展的状况
,

揭示出脑 的 整 体 活动的基

础 ; 二是根据人的心理意识和行为表现 阐明

人脑活动的神经机理和生化基础
。

这样既为

加深研究意识提供了坚固的科学基础
,

又具

休地揭示出脑科学与哲学的密切联系
。

作者

认为
,

脑科学每前进一步
,

都为马克思主义

意识论和认识论的研究提供新的科学依据
,

而脑科学的发展又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

确指导
。

作者还指出
,

脑科学发展本身不仅

提出种种哲学问题
,

而且还会为唯心主义哲

学的存在和活动提供地盘
,

并举出在脑与意

识的关系间题上
,

滋生出怀疑论或不可知论

为例说明
。

因此
, 《概要 》对著名脑科学家的

哲学观点作了确切的评述
,

从而更具体地阐

明了脑科学与哲学的密切关系
,

深刻论证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脑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
。

特别要指出的是
,

作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

观点和方法
,

以整章的篇幅科学地揭示了 人

脑和电脑的联系和实质区别
,

概述了电脑产

生 的历史过程
,

说明电脑的实质和特殊功能
,

以及在科学发展和实际应用中的重大意义
,

驳斥了电脑可以超过人脑的唯心主义观点
。

五
、

《概要》是国内脑科学园地中初生的

第一部成果
。

毋庸讳 言
, 《概要》虽然是脑科学

园地中第一部与哲学理论结合较好的专业著

作
,

但它也如同其他初生的新事物一样
,

不

是完美无缺和完全成熟的著作
,

还有它的不

足和薄弱之处
,

特别是随着脑科学的日新 月

异的发展
,

和理论研究的深入进展
,

它的不足

和薄弱处会愈加表露
,

但这却是脑科学研究

和理论研究共同前进和发展的杠杆
。

因而
,

这里无需赘述
,

大家读后 自能分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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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
。 ”

中国历史藏书学的情况正是如此
。

正如前文所提示的那样
,

对中国历史藏 书 的 当 代 研 究 已 不

仅仅是中国藏书史研究范畴的事
,

而且是历史学研究整个历史中国的迫切需要
。

唯其如此
,

才可能在广 泛的

历史科学的背景上结撰出一部初具历史教科书意义的《中国藏书史》来
。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新进展
,

已给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赋矛了新的使命
,

同时也给予 了新的压力
。

我衷心

希望
,

所有从事中国历史藏书研究的同志们能瞿然 奋起
,

勇敢改造和克服旧 日研究中的不足和错误
,

带着负

鬓 重般的使命感集结到中国历史藏书研究的新的起跑道上 1

注释
:

① 台湾五年前尚出版有严文郁先生著《 中国图书馆发展史 ))( 台北枫城出版社 )
,

颇受游岛学术界好评
。

因迄今 长见原本
,

故不列为评论对象
。

关于《近代藏书三十家》 ,

详参徐雁 《我国近代私家藏书的历史

终结— 论台湾传记文学版 <近代藏书三十家 ) 》
,

载《图书馆学刊》 1 9 8 6年第 4 期
。

趾 ② 见 《我国古代藏书实践和藏书思想的历史总结—
中国古代藏书学述略》一文

,

载 《四川图书馆学报》

雷
`

1 9 8 6年第 l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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