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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是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机制的科学，是当今生

物科学界重点关注的学科，涵盖神经科学及其相关的生物研究领

域，与人类的健康密不可分。同时，它也寻求了解人们情绪生

活的生物学基础。神经科学对人类大脑功能的定位研究、对人

生理和认知活动特性的研究，都获得了很大进展，其研究成果

对教育学、心理学、艺术学等人文学科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艺

术活动是以人生命感受的体味和表达为主要形式的活动，人的生

命活动特性或从根本上影响艺术的美感，因此，神经科学的研

究成果对于艺术理论研究来说意义重大。

艺术学与神经科学的关系探究

2005 年 5 月，英国伦敦召开了第一届神经美学会议，这也

意味着对艺术和神经科学生理基础的研究有了专项负责人员，对

于神经科学的研究，也有了更多专家学者参与其中。在此会议中，

汇聚了很多领域的专家，包括审计科学、教育学、艺术学等学科，

这些专家学者参与会议，共同讨论神经科学相关知识。神经科学

的成果在很早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也因此引发了一些艺术研究

者的关注，1994年,泽基与马修·拉姆 (Matthew Lamb) 撰写了

论文《动态艺术的神经学》 (The Neurology?of Kinetic Art) ，

在泽基、拉马钱德兰和索尔索等人的努力之下，人类开始探讨自

己的脑与艺术的关系问题，开始了神经美学的科学研究。在《内

在视觉》一书对于神经科学给出了极为全面而权威的解释，从视

觉艺术功能的角度加以分析，这本身属于一种主动性的功能，对

于事物本质进行深入的探究。从生理的角度来看，视觉艺术是大

脑视觉皮层功能的延伸，作为一种特殊的创造过程，视觉艺术与

一般的功能并不相同，相对来说更为深入，也较为全面。在此次

研究中，确定了艺术家对于描绘事物的恒定性 (constancy) 的

追求。

德国心理学家费希纳 (Gustav Theodor Fechner)也曾经提

出，艺术是人类活动中不容忽视的内容，和其他的精神产物一样，

都符合神经机制的运行规律。艺术家们通过音乐作品、绘画、雕

塑作品、书法作品、优美的舞蹈等方式展现了他们对物理知识的

理解，从中也体现了他们对大脑活动规律虽原始但深刻的认识，

现实世界与艺术家作品中的世界存在着一些差异，正是由于这些

差异的存在，让人们对人类大脑有了更为深入的认知，也更为全

面的理解了人们周围所处的世界。相关研究人员通过科学实验，

找出了艺术创造和审美过程中的规律。

艺术活动的多感官协同与相对应的脑机制研究

加德纳在其著作《改变思维》（2009）中以认知科学等心

理学理论为基础，提出运用认知主义的方式改变思维可以取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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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进入到了新世纪，脑科学时代的来临，脑科学时代计划的提出，使得神经科学有了明显的发展，对于相关工作提供了
非常坚实的基础。借助现代的先进医疗设备和研究成果，建立在物理学、化学、神经生物学、神经病理学、脑科学等基础上的神经
科学对人脑在感知客体、形成表象、使用语言、记忆信息、推理决策等生命活动特性的相关研究都获得了突破性进展，而人类的生
命活动特性必然会影响艺术的创作与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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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效果，其关键在于改变个体或群体的“心理表征”。

加德纳从“改变思维”的七个因素、六个领域、思维的四个

内容来进行阐述，其中加德纳认为艺术与其他改变思维的方式不

同，艺术运用音乐智能（音乐）、空间智能（绘画、建筑）、动觉

智能（舞蹈）等“纷繁复杂的传统与现代符号体系”和“各种形

式的心理表征”来改变受众的思维。艺术家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媒

介、题材、精神和三种因素表征重述、共鸣和阻力来改变人们的

思维。

关于艺术活动的多感官协同这一说法，我们并不陌生，它在

过去门类艺术研究中被人们称之为“通感”，引起很多人关注，但

从神经科学的角度讲，这一现象并不神秘，它不过是大脑作为神

经中枢重要作用的显现。大脑皮层的活跃，借助神经通路作为渠

道，能实现多种感觉的融合，呈现出不同层面的回应，而且在皮

层之间相互交换，也成会影响到不同类型的感觉区域。于是，就

出现了“通感”这一现象。

美国神经科学家Shaw与Bodner，分析人脑对音乐节奏的反

映，可以看出，在欣赏音乐时，不仅仅激活了大脑皮层颞叶区，也

会激活一些运动、视觉神经中枢区域，以及一些高级思维区域。

冉祥华在《美育心理神经机制研究视角》中，从听觉与视觉

的角度展开分析，一般情况下，语言区域是对音乐节奏的理解，视

觉区域是对音调的想象，大脑右侧‘颞叶’区域能将帮助我们去

识别旋律。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有因疾病获得艺术才能的情况，也有因

此丧失创作才能的情况。例如著名画家梵高，他患有颞叶性癫痫，

他的很多成名作例如《向日葵》、《梵高的椅子》、《加歇医生肖像》、

《有雪松的麦田》等，都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最后三年完成的，

这段时间的作品极具代表性，但同时这段时间，梵高的癫痫病发

展也最为严重。反之，澳洲的一位女青年在做右颞叶切除术前，是

一名很出名的钢琴家，但术后却丧失了音乐才能，弹奏钢琴时旋

律几乎一直在走调，这一后遗症不得不让人相信大脑右半球对艺

术才能所起的重要作用。

神经科学对艺术活动思维机制的探讨

脑是影响人类思维机制的重要生理器官，在大脑的认知功能

支配下，人类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取得了很多骄人的成果，创造

了辉煌灿烂、高速发展的人类文明。

20世纪70年代前后，一个由认知心理学与脑神经科学形成

的交叉学科-----认知神经科学正式出现。通过研究大脑的神经

机制来加深对人的心智、认知的了解。

美国著名的心理生物学家、神经生理学家罗杰·斯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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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RogerSperry）于上世纪60 年代开始的“割裂脑实验”中

提出“左右脑分工”理论，左脑和右脑有不同的分工。左脑

掌管着逻辑、记忆、书写、推理等功能，通常被称为“意识

脑”或“学术脑”，左脑工作时主要调动逻辑思维和抽象思

维，右脑则对空间、艺术、形象、记忆、音乐、灵感等敏

感度比较高，右脑工作时思维具有跳跃性、灵感性、无序性等

特点，许多高阶思维如创造力、想象力、批判力思维离不开右

脑的支持，因此右脑常被称为“艺术脑”或“创造脑”。

尽管右脑的功能经常被忽视，但依然与左脑一样在人的日常

思维和活动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且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

展，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证明了右脑无可取代的高级认知功能，

如创造力思维、批判性思维。艺术能够促进思维发展已在大量脑

科学研究结果中得到证实，过去的人们曾对艺术存在一种误解，

以为艺术活动是感性的、直觉的、不涉及高阶思维的活动，然而，

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在艺术活动中，运用了较为复杂

的全脑思维模式。艺术与科学一样使用了两侧大脑，并且某些艺

术活动实际上比大多数科学使用了更多的脑区，艺术为学习者提

供了同时发展多个神经系统并使之成熟的办法。

神经科学与艺术结合的未来发展方向及前景

关于审美行为神经生理机制的相关研究一直没有停止，尤其

是进入到了新世纪之后，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更为深入，从研究中

感受人脑活动的过程，也能感悟美和艺术的创造过程，无论是哪

一种人脑活动，都可借助神经科学的理论知识展开深入的探究。

这一学科本身就是不同领域之间的交叉，在其内容选择上，除了

要解决科学角度方面的因素之外，还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

关注不同艺术类别的研究

1.首先，我们从以往的研究结果中可以看出，目前所研究

的艺术作品基本集中于绘画、音乐等，缺乏对雕塑、文学、舞蹈

等其他类别的研究。综上，后续调查过程中，除了集中的绘画、音

乐之外，还需要进一步丰富研究类别，从其他不同的层面加以研

究，这也能从不同的渠道进行审美欣赏，成为了与感觉通道完全

不同的神经基础。

2.大力发展和改进测量工具以满足神经科学与艺术研究的

需求

关于艺术活动的相关研究和其他的内容相比，基本上趋于完

善，一般情况下，都是通过个体研究或者是理论研究入手，加之

研究者的一些思考，最后得出相应的结论。不过这一研究过程大

多数还是集中的脑成像研究中，并不能为脑生理电的研究提供相

应的基础。同时，在研究过程中，大多数对于艺术创造力的指标

研究，还是从同感评估技术的角度入手，关于创造力脑机制的研

究，需改进现有的测量工具和测量设计，借助计算机测量手段，逐

步的形成科学的测量工具，这一测量过程可以类比为经典智力测

验，通过这种改变，使其更为符合神经科学实验的要求。

3.加强艺术活动与脑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

在之后的研究中，关于艺术活动和脑结构之间关系的研究，

不能单纯的集中于这两个领域，还需从其他领域入手，和其他的

专家学者相互交流合作，进而能找到更多的灵感，尤其是借助脑

结构影像技术来探究二者的关系。同时，也能经过这一研究过程，

不断的对艺术创造力与科学创造力的异同进行界定。

在了解神经科学相关理论知识之后，可以将其应用到艺术活

动中去，也能将其作为理论基础，组好后续实验工作，更好的分

析艺术现象，在积极吸收神经科学带来的成果后，将神经科学

与艺术理论进行结合，使其建立在更加科学和具有说服力的根基

上，更好地服务于当前艺术理论的全面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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