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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心灵鸿沟——量子认知能否破解“他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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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他心问题”一直是哲学领域的一个核心难题，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在智能时代，唯我论与怀

疑论的复兴使得“他心问题”再度面临挑战；模拟论与理论论等当代心智理论由于其固有的模型缺陷，

未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具身认知的研究路径虽然提供了新视角，但仍然难以突破复杂心理状态与主

观经验的限制，无法彻底破解“他心问题”。面对这一困境，量子认知在解释复杂认知现象方面展现出

独特优势。量子非局域性为共情现象的理解提供了新的思路，借助量子认知手段，或许能为解开“他

心”之谜提供新的方法，推动“他心”研究进入一个全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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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dging the Mind Gap: Can Quantum Cognition Solve the "Problem of Other M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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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ilosophically， the "problem of other minds" has long been a core challenge， attracting widespread attention 
from researchers.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ce， the revival of solipsism and skepticism has once again brought this issue to the 
forefront. Contemporary mind theories， such as simulation theory and theory‑theory， have failed to effectively resolve this 
issue due to their inherent model defects. While the embodied cognition approach offers a new perspective， but it still 
struggles to overcome the constraints from both complex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subjective experience， leaving the 
"problem of other minds" unresolved. Faced with this dilemma， quantum cognition has demonstrated its unique advantages 
in explaining complex cognitive phenomena. Quantum nonlocality provides a fresh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empathy， 
which through quantum cognitive methods may offer new pathways to unravel the mystery of "other minds"， potentially 
advancing its study into a new deeper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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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正如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在《第

一哲学沉思集》中提及的经典例子：冥想者在观

察外界时不禁陷入深思，“可是我从窗口看见了

什么呢？无非是一些帽子和大衣，而帽子和大

衣遮盖下的可能是一些幽灵或是一些伪装的

人，只用弹簧才能移动。不过我判断这是一些

真实的人”[1]。这一简单的描述揭示了一个深刻

的哲学困境：我们如何能确信他人具备与我们

类似的思想和感受？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习惯

性地将与自己外在特征相似的存在物视为有思

想的个体，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人也能思考、感受[2]。

然而，这一类比推理，虽然在社会实践中行之有

效，但却无法触及哲学的根本问题——我们只

能直接感知并私密地体验自己的意识活动，无

法以同样的方式感知他人的心理状态，即“只见

我心，不见他心”[3]。

长期以来，这一心灵鸿沟一直困扰着哲学

家们。笛卡尔的怀疑主义为这一问题奠定了理

论基础，他的“我思故我在”虽然成功地强调了

个体对自身存在的确定性，但却未能为“他心”

的存在提供同样有力的论证 [4]。心灵哲学试图

通过类比论、理论论和模拟论等理论模型来弥

合这一鸿沟。然而，这些尝试往往陷入循环论

证或预设前提的困境，未能提出令人满意的解

决方案。类比论尝试通过他人行为与自身行为

的相似性来推测“他心”的存在，但这一推论终

究未能跨越个体经验的鸿沟 [5]；理论论依赖抽

象的推理和假设，难以回避理论上的盲点；模拟

论试图通过在自身心智中重现他人的心理过程

来理解“他心”，但依旧面临主观性的限制，无法

提供普遍适用的解答 [6]。

随着时代的进步，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

迅速崛起，“他心问题”再度受到严峻挑战。唯

我论与极端怀疑主义在智能时代的复苏，使得

哲学界不得不重新审视“他心问题”的根本性。

人们开始质疑他人是否真正具有意识，甚至质

疑机器能否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人类的心智。传

统的心智理论和认知模型在面对这些新挑战时

显得力不从心，无法有效应对新时代的伦理困

境和哲学难题。“他心问题”正面临前所未有的

挑战：在机器智能与人类意识交织的背景下，我

们应当如何重新理解“他心”？这不仅是一个哲

学问题，更是一个涉及伦理、科技与人类未来的

复杂难题。

在这一背景下，量子认知（Quantum Cogni⁃
tion）作为一种前沿的跨学科研究途径应运而

生。量子认知通过引入量子力学的数学原理，

构建了一个全新的认知模型。量子力学中的波

粒二象性、叠加态和非局域性等特性，使得量子

认知可以从微观层面探索人类认知、思维与意

识的复杂性，并为传统认知科学难以解释的现

象提供更为精确的描述。量子认知不仅挑战了

经典认知模型的基本假设，还为我们审视“他心

问题”提供了全新视角 [7]。

或许正是这种量子认知的全新视角，可以

打破传统理论的局限，为解开“他心”之谜提供

新的路径。通过量子波动的本征态特性，量子

认知有望揭示潜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复杂性，

为理解和感知他人心灵开辟一条全新的道路。

量子认知的思维方式或许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实

现真正的“读心术”，为“他心”研究注入新的活

力，并引领其进入一个更为广阔和深入的探索

领域[8]。这不仅是对哲学问题的回应，还是对未

来科技伦理与人类心灵研究的一次深刻反思。

二、“他心”研究 : 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

转向

（（一一））从从““他心之所在他心之所在””到到““他心之可知他心之可知”：”：问问

题的演进题的演进

“他心问题”的系统探讨可以追溯至笛卡尔

的心物二元论（Mind⁃Matter Dualism），这一思

想深刻影响着几百年来的哲学辩论，并推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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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物理学以及认知科学等多个学科的交

叉研究。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强调了自我意

识的确定性，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一个根本性

的问题：如果心灵被视为独立于物质的实体，那

么我们如何能确证他人也拥有与我们相似的心

灵？这一疑问源于心灵的主观性和私密性——

个体只能直接体验自己的意识活动，而无法直

接感知他人的心理状态 [9]。经典的“他心问题”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其核心在于他人心

灵存在的不可证实性。

尽管物质的广延性与心灵的主观性在本

质上表现出显著差异，但我们的日常经验却

似乎在不断地彰显心身之间的统一性。我们

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语言和情感表达，推测

并相信他人也具备与我们相似的内在体验。

然而，这种基于外在表现的推断始终面临逻

辑上的不确定性和怀疑论的挑战：我们如何

确定这些外在表现真的与内在的心理状态相

对应？

随着哲学思潮的演进，学界逐渐认识到仅

纠结于“他心”的存在性问题（本体论）不足以推

动对这一难题的深入理解，更为关键的是要关

注“他心”的可知性问题（认识论）：我们如何以

及能在何种程度上认识和理解他人的心理状

态？这种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将研究的

重点从证明“他心”的存在转移到探讨认知“他

心”的可能路径和方法。这一转向不仅是哲学

研究的必然结果，也是对现代科技发展所带来

的新挑战的一种回应。

现代科学的发展，尤其是认知科学、神经科

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迅速进步，为重新审视“他心

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研究者们开始借助更

精密的工具和方法，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人类心

理与行为的奥秘。这些学科的发展使得我们有

可能超越纯粹的哲学思辨，结合科学实证来探

索“他心”的认识途径，推动哲学与科学之间更

深层次的对话。

（（二二））心智哲学中的读心理论模型心智哲学中的读心理论模型：：模拟论模拟论

与理论论与理论论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出现了关于“他心问

题”研究的多种理论模型，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

数模拟论和理论论。这两种模型试图解释人类

如何理解和推测他人的心理状态，并提供了不

同的认知路径和方法论基础。

模拟论的核心主张是，个体通过自身的心

理经验和情感状态来模拟他人的内心世界。当

我们试图理解他人时，会在自己的心智中重现

类似的心理过程，并以此来推测他人的感受、意

图和信念。这一过程不需要借助关于他人心理

的明确理论或知识，而是依赖自我体验的内省

和共情能力 [6]。例如，当看到他人面露痛苦之

色时，我们会在内心唤起自己曾经有过的类似

痛苦体验，从而理解对方此刻的感受。模拟论

强调的是一种直接的、体验性的理解路径，认为

这种基于自我投射的方式能迅速而有效地捕捉

他人的心理状态。

与模拟论不同，理论论主张个体通过关于

人 类 心 理 运 作 的 隐 含 理 论 ，即“ 心 智 理 论 ”

（Theory of Mind），来理解和预测他人的行为。

根据理论论，个体从小通过社会交往和学习，逐

渐形成了关于信念、欲望、意图等心理状态如何

引发行为的认知框架。在面对他人时，我们利

用这一理论框架，通过逻辑推理和经验判断来

推测他人的内在心理状态 [6]。例如，当看到某

人走向冰箱时，我们可以推断他感到饥饿（欲

望）并相信冰箱里有食物（信念），进而预测他的

行为是取食物充饥。理论论强调的是一种间接

的、推理性的理解路径，依赖对心理状态与行为

之间关系的认知和理解。

虽然模拟论和理论论为理解“他心”提供了

有力的工具，但它们各自存在局限性。模拟论

依赖个体的主观体验和情感状态，而不同个体

间的经验差异性可能导致误解的产生。对我们

没有经历过的某些情境，模拟过程可能难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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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进行。理论论则依赖社会和文化背景，不同

个体可能形成不同的心智理论，从而导致推断

出现偏差。此外，理论论过度依赖推理过程，可

能无法及时、准确地捕捉他人的即时情感和内

在变化 [10]。

因此，模拟论和理论论这两种模型在实际

应用中都面临着解释力和准确性不足的挑战，

难以完全解决“他心问题”的认识论困境。由

此，研究者开始思考能否结合这两种模型的优

势，或者引入全新的视角，以更全面地理解“他

心问题”。

（（三三））具身认知视角下的具身认知视角下的““他心他心””研究研究：：新范新范

式的兴起式的兴起

近年来兴起的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
tion）浪潮为“他心”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具身认知理论主张，认知过程并非仅发生在大

脑之中，还深深嵌入并依赖个体的身体经验和

与环境的互动 [11]。

现象学哲学家丹·扎哈维（Dan Zahavi）批

评传统读心模型过于强调内在心理过程，而忽

视了人与人之间直接的、非推理性的理解。现

象学家认为，通过面对面的互动和感知，个体可

以直接体验并理解他人的情感和意图，不需要

通过模拟或理论推断。这种直接社会感知强调

身体姿态、面部表情、语调等非语言线索在理解

“他心”中的关键作用 [12]。

具身认知视角进一步发展出具身模拟论，

认为个体可以通过自身身体状态和感觉的自动

模拟，来理解他人的情感和动作 [13]。例如，当看

到他人微笑时，我们的面部肌肉可能会不自觉

地做出类似的动作，从而在身体层面体验到对

方的情绪。这种过程被认为是快速、无意识且

高效的，有助于即时捕捉他人的心理状态，从而

为理解“他心”提供了一条更直接的路径。

神经科学的研究为具身认知提供了强有力

的实证支持，最著名的莫过于镜像神经元的发

现。这些神经元在个体执行某一动作或观察他

人执行同一动作时被激活，表明人类的神经系

统具备一种“映射”他人行为的机制。这一发现

被视为理解共情和社会认知能力的神经基础，

进一步支持了通过直接感知和身体模拟来理解

“他心”的观点 [14]。

尽管具身认知为“他心问题”提供了新的认

识路径，但它也面临着一些不可忽视的挑战。

例如，在面对复杂心理状态和抽象思维的理解

时，身体和感知线索可能不明显。此外，不同的

文化和社会背景也会影响我们对身体线索的解

读，可能产生误解 [15]。因此，具身认知的解释范

围可能局限于某些具体情境，而难以全面涵盖

所有的心理状态和情感体验。

为应对这些挑战，研究者们开始寻求更为

综合性的模型，将具身认知与传统的模拟论、理

论论相结合，形成更为完整和多层次的“他心”

理解框架。这种跨学科的整合不仅涉及心理

学、神经科学、哲学和人类学等领域的知识交

叉，还推动了对“他心问题”更全面的解决。通

过整合不同领域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未来

的研究有望更深入地揭示“他心问题”的复杂

性，并为其提供更为有效的解决方案。

三、“他心”之谜：量子认知的潜在解答

（（一一））量子认知的理论优势量子认知的理论优势：：突破传统的认突破传统的认

知桎梏知桎梏

“他心问题”作为心灵哲学的核心难题之

一，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哲学家和科学家。虽

然传统的理论论和模拟论为理解“他心”提供了

基础框架，但在实证验证和精确预测他人心理

状态方面依然存在明显不足。理论论主要依赖

常识性推断，缺乏足够的实验支持，难以提供对

复杂心理现象的准确解释；模拟论则由于过度

依赖个体经验的相似性，难以避免具有误读他

人心灵状态的风险 [6]。尽管具身模拟论借助认

知神经科学领域的实证手段取得了一定研究进

展，但在处理个体复杂的感知与情感互动时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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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面临着诸多瓶颈 [13]。面对这些困境，多种理

论进路纷纷受挫，亟须寻找一种能突破现有框

架的新范式。

量子认知作为结合量子力学与认知科学的

新兴领域，在理论模型和技术手段方面展现出

天然优势。它不仅挑战了传统认知科学的基本

假设，还通过量子力学中的叠加态和非局域性，

提供了一种能捕捉人类心灵复杂性的工具 [7]。

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量子世界，或许正是解开

“他心”之谜的新战场，开辟了深入研究“他心问

题”的新路径。

传统的认知理论往往基于经典物理学的静

态模型，假定个体的心理状态在测量之前是固

定且可以预测的，这种观点依赖于经典逻辑和

概率框架。然而，人类心理的主观性和复杂性

使得这一假设在诸多情况下显得不足。量子认

知通过借鉴量子力学的数学原理，将认知科学

中的复杂现象，如决策、意识和心智活动，转化

为动态的量子模型进行研究 [16]。

量子认知的一大优势在于其对测量过程的

动态理解。与经典认知理论不同，量子认知认

为，测量结果不仅依赖于被测量对象的内在状

态，还受到测量者的意图和操作方式的影响。

这一观点充分考虑了人类思维过程的变化性和

不确定性。例如，“薛定谔的猫”实验中的叠加

态为探讨“他心问题”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类比。

在这一实验中，“猫”在没有被观察时处于“既死

又活”的叠加状态，只有在观察后其状态才会坍

缩为确定的结果。这种不确定性正是人类心灵

状态的特征之一，量子概率理论能更好地描述

这种不确定性，从而为理解他人的心理状态提

供新的可能性。

当我们试图解开心智的奥秘时，传统认知

理论常常依赖于经典逻辑和概率规则，但这些

方法在解释心理现象时往往显得过于简单，难

以全面捕捉心理活动中的微妙变化。量子认知

理论通过捕捉人类心理活动中的微妙变化，为

“他心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工具，揭

示出传统认知科学难以触及的深层心理现象。

（（二二）“）“他心他心””的量子认知进路的量子认知进路：：跨越认知界跨越认知界

限的可能性限的可能性

量子认知不仅挑战了传统认知科学的经典

命题，还为“他心问题”提供了新的解答框架。

传统的“他心”研究主要依赖心智理论或模拟过

程来理解他人，但这些方法在面对主观性和个

体差异的挑战时，常常显得捉襟见肘 [17]。量子

认知通过引入量子力学中的本征态特性，为“他

心”研究提供了将物理现象与心理状态紧密联

系的全新理论框架。

“他心问题”探讨的是如何在不直接通达他

人大脑的情况下，准确理解他人的心理状态。

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主观性使得传统认知科学

难以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从量子认知视角来

看，“他心问题”的核心是人类心理状态的纠缠，

即在“我心”和“他心”之间的复杂关联。利用量

子纠缠的特性，量子认知可以在数学和物理层

面上构建模型，以重塑和解释人类心灵状态。

这一研究进路可以借鉴量子认知在解决意

识“难问题”上的方法论。约翰·冯·诺依曼

（John von Neumann）最早将量子力学引入人类

意识的研究中，提出了量子与人类心灵的关

联 [18]，而后大卫·查尔默斯（David Chalmers）将

意识问题划分为“易问题”和“难问题”，其中“难

问题”涉及大脑如何产生主观性感受的过程 [8]。

与此类似，“他心问题”也涉及如何理解另一个

与我们不同但又同样复杂的心灵的问题。量子

认知通过描述心理状态的叠加态，揭示出传统

认知科学难以解释的现象，如直觉、创造力和

灵感。

基于量子认知理论，我们可以将他人的心

灵状态视为一种量子叠加态，通过量子纠缠和

测量来描述“他心”与观察者之间的关联。这种

模型不仅为理解他人心灵状态的主观体验提供

了可能性，还类比了心理学中的测试者与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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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中的观察者之间的关系 [7]。在日常生活

中，直觉预测和灵感闪现背后的机制或许可以

借助量子叠加态来解释。由于“他心”无法直接

被观察，我们只能通过他人的行为和言语推测

其思维与感受，而量子认知模型提供了更加灵

活和开放的研究思路，或许能带来意想不到的

突破。

随着量子科技的发展，量子认知有望在未

来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

用。从量子认知的视角重新思考心灵的本质和

理解方式，可以为解决“他心问题”提供新的启

发和研究方向。虽然量子认知的研究还没有获

得广泛关注，但其潜力和价值不容忽视，值得深

入探索。

（（三三））量子非局域性与共情现象量子非局域性与共情现象：：超越物理超越物理

距离的情感连接距离的情感连接

共情是理解“他心问题”的核心议题之一。

它不仅关乎个体对他人情感和心理状态的理

解，还涉及将这种理解内化为自身体验的过程。

共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他心问题”的另

一种表现形式——通过共情，我们体验并理解

他人的心灵状态 [19]。然而，共情的发生机制复

杂且多变，研究者在解析其本质时可能会遇到

诸多困难。

虽然我们能通过观察他人的情绪表达来推

测其内心世界，但共情现象并非总是与物理距

离成正比。即使在远距离的情况下，熟悉的朋

友之间仍然能准确感知彼此的心理状态，这一

现象挑战了传统认知模型所假设的直接物理联

系的必要性。在量子认知框架下，量子非局域

性正好提供了一个类似的解释模型。非局域性

是指在量子系统中，一个粒子的状态可以立即

影响到另一个远距离粒子的状态，即使它们之

间没有直接的物理联系 [20]。这一概念与共情现

象中的情感共鸣和认知连接有着惊人的相似

之处。

通过量子认知，尤其是量子非局域性，我们

可以更加完善地描述和解释人类情感共振的复

杂性。这种超越物理距离的情感连接展示了量

子认知模型在理解个体间心理互动中的独特优

势。目前，情感计算和计算机情感智能的研究

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对动态情感共鸣的理

解仍然需要更多的研究。量子科技作为前沿技

术，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通过将量子非局

域性作为突破口，研究远距离条件下的心理影

响，量子认知能全面理解和描述个体间的思维

情感互动，为解决“他心问题”提供新的可能性。

四、量子认知在“他心”研究中的前景与

挑战

（（一一））量子认知的算法优化量子认知的算法优化：：重塑心理计算重塑心理计算

模型模型

量子认知作为一种新兴的跨学科领域，通

过引入量子计算的逻辑和技术，展现出重塑传

统心理学模型的巨大潜力。传统的心理学模型

主要通过经典计算方法来描述和模拟人类的认

知与情感过程，但在应对复杂的心理状态和多

样化的情感反应时，这些模型往往显得捉襟见

肘，难以充分捕捉人类思维的动态特征。

量子计算的引入为这一问题提供了全新的

解决途径。不同于经典计算方法需要依次处理

一系列步骤，量子计算利用其超级位置性和叠

加性质，使得多个计算步骤得以同时进行，从而

大幅提高了计算效率和模型的表现力 [21]。这种

并行处理能力使得量子计算能更精确地模拟人

类心理状态的复杂性，特别是在面对模糊和多

变的情感体验时，展现出独特的优势。

在传统心理学中，心理状态通常被视为难

以量化和描述的主观概念。但是，量子认知理

论通过将心理状态转化为量子态，不仅实现了

心理状态的共享与传递，还保留了这些状态的

叠加特性。这意味着，个体可以同时体验和处

理多种心理状态，从而提供更为丰富和全面的

心理模拟。这种量子态的叠加性使得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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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是静态的、线性的，而是多维的、动态的 [22]。

通过量子算法的优化，心理学模型能更深入地

揭示人类思维的复杂性，这不仅有助于研究者

更好地理解个体之间的情感交流和心理互动，

还为深化“他心”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提供了强大

的技术支撑。

（（二二））量子贝叶斯网络量子贝叶斯网络：：推测推测““他心他心””的新的新

框架框架

经典概率模型在解释他人行为与其内在心

理状态之间的复杂关系时，常常显得力不从心。

虽然传统概率理论在某些场景中行之有效，但

在处理人类心理状态时的局限性也较为明显。

人类心理状态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使得单一的

概率模型难以捕捉其中的全部细微差别。而量

子认知理论引入的不确定性原理更契合人类心

理的复杂性，能够为解释和预测他人的行为提

供更为全面和灵活的概率分布。

量子贝叶斯网络是量子认知应用于“他心”

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在这一框架中，个

体的行为和心理状态被视为网络中的节点，这

些节点之间的关系由量子概率幅来描述。与经

典概率模型不同，量子贝叶斯网络不仅考虑了

概率的大小，还将概率之间的相位关系纳入其

中，从而更精确地捕捉心理状态之间的纠缠关

系和非局域性关联 [23]。借助这一网络，研究者

能更准确地模拟他人的心理状态，并将其行为

与内在心灵状态之间的关联描述得更加精细和

动态。量子贝叶斯网络不仅在理论上缩小了

“我心”与“他心”之间的距离，还在实践中提供

了一个有效的工具来通达“他心”。在这一网络

中，每个心理状态的概率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先

验状态，还受到与之关联的其他状态的影响，从

而形成复杂的量子纠缠态。这一特性使得量子

贝叶斯网络能处理多种心理状态的并存，且在

不确定性中揭示新的心理模式。

目前，这一框架虽然处于理论探索阶段，但

随着量子认知理论的发展，量子贝叶斯网络有

望突破经典概率模型的局限，在“他心”研究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这种量子化的模型，我

们不仅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和预测他人的心理状

态，并在复杂的社会互动中更加精确地把握个

体之间的心灵交互机制。

（（三三））认知偏差与主观经验认知偏差与主观经验：：量子认知对量子认知对““他他

心心””感知的解析感知的解析

解决“他心问题”不仅需要哲学的理论探

讨，还需要结合现代科技手段来探索新的可能

性。量子认知结合量子力学中的叠加态、干涉

效应等概念，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方法来解析认

知偏差和主观经验的形成与传递，为“他心”研

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7]。

在量子系统中，信息通过波函数进行建模，

系统的状态通常处于不确定的量子叠加态中。

将这一概念应用于人类大脑，我们可以认为所

有信念和心理状态都同时存在于思维中，而非

如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那样——每个信念都是依

次出现的。正是这种量子态的叠加性，解释了

个体在决策过程中所经历的不确定性、误解，甚

至心理混乱。

在认知过程中，人类常常表现出诸多偏差，

如过度自信或确认偏误等。量子认知理论中的

干涉效应为这些偏差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

当多个心理状态的量子概率幅发生干涉时，它

们之间的相位关系可能导致某些心理状态的增

强或减弱，进而影响个体的认知过程。例如，当

个体过度关注某一可能性时，这种可能性与其

他可能性的相位关系可能导致其信念的过度强

化，最终产生过度自信的偏差。

基于量子认知的视角，研究“他心”感知中

的认知偏差和主观经验，不仅能更全面地描述

他人行为与内在心灵状态之间的关系，还能揭

示认知偏差的成因及其在不同个体之间的传递

机制。因此，量子认知理论具有广泛的应用前

景，不仅为心理学和认知科学带来了新的研究

方向，还为理解和解决“他心问题”提供了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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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的哲学和科学基础。

此外，始于 20 世纪中叶的量子大脑假说指

出，基本层面的量子过程在有机体中被放大并

保持叠加态，进而通过下向因果性约束大脑的

活动。这一假说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机制，用以

解释外界环境信息如何在大脑中转换并形成量

子态，从而进行量子计算和心理模拟。通过这

一过程，个体可以利用自身经验和习得的知识

来“读心”，即理解和预测他人的心理状态 [24]。

这一假说进一步说明了量子认知在心理学

和神经科学中的潜在应用价值。如果量子大脑

假说成立，那么其不仅为量子认知的科学基础

提供了有力支持，还为未来开发更先进的人工

智能和脑机接口技术提供了理论依据。通过模

拟和预测他人的心理状态，量子认知或许能在

未来的技术应用中实现真正的“读心术”，从而

深刻影响人类与机器的互动方式。

五、结语：量子认知的哲学意义与未来展望

量子认知作为一种跨学科的方法，不仅揭

示了心物关联的深刻奥秘，也为理解人类思维

和意识的本质提供了全新的视角。通过将量子

力学的数学模型应用于认知过程，量子认知有

效地捕捉了心理状态背后的复杂关联性和非局

域性。这种方法不仅为解开“他心问题”提供了

新的思路，还为缩小“我心”与“他心”之间的哲

学鸿沟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量子认知通过引入叠加态、纠缠态和非局

域性等量子力学的前沿概念，拓宽了人们对认

知和意识的理解维度。在理论层面，它为传统

的心灵哲学和认知科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得

研究者能在一个更广泛的框架内思考复杂的心

理现象。量子认知不仅为传统的哲学问题提供

了新的解答路径，还挑战了经典认知模型的基

本假设，为理解心灵与物质之间的关系提供了

更深刻的理论基础 [22]。在应用层面，量子认知

为脑机接口、生成式人工智能、量子人工智能等

尖端技术的研发带来了全新的可能性。这些

技术的发展不仅依赖对认知过程的深刻理解，

也需要突破传统认知科学的局限，而量子认知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供了关键的理论支持。

通过量子认知的视角，研究者能够更好地理解

和模拟人类心灵的复杂性，从而推动人工智能

技术向更加智能化和人性化的方向发展。这

一视角不仅有助于提高人机交互的质量，还为

未来的智能系统注入了更为人性化的维度，使

得其能更加精确地理解和响应人类的需求。

尽管量子认知在理论和应用方面展现出了

巨大潜力，但我们仍然需要注意到——它目前

还处于探索阶段。量子认知与经典认知科学之

间的关系、差异以及互补性，还有待进一步的实

证研究来验证和阐明。这意味着，量子认知虽

然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理论工具，

但这些工具的实际效用和应用范围仍然需要通

过更广泛和深入的研究来确定。尤其是在量子

认知如何与传统认知科学相互融合、共同发展

的问题上，还有许多未解之谜等待研究者去探

讨和解决。

随着量子认知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可以

预见它将在改善人机交互质量、提升人工智能

理解能力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量子认

知也有望突破“他心问题”在智能时代复陷怀疑

论的困境，打破心灵与物理之间长期存在的隔

阂。更为重要的是，量子认知不仅是对现有认

知科学的补充，还有可能成为重新思考心灵与

物质、意识与存在关系的重要起点 [25]。这一新

兴领域的研究，将在未来的哲学探讨中占据重

要地位，为理解人类心灵的本质提供全新的

视角。

展望未来，随着量子认知理论的逐步完善，

我们有理由相信，后续研究者将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回应量子视域下的身心问题、意向性以及

意识的层次性等经典哲学问题。这些问题的深

入探讨，不仅可以深化我们对心灵本质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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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将为哲学、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开辟

新的研究领域和应用场景 [26]。量子认知可能会

成为这些学科的关键枢纽，连接并推动它们在

21 世纪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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