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國鎮：論知覺與學懂的心靈變化

41

壹、前言

眾生都具有許多先天本能，透過

後天的學習，又能獲得其他的能力，結

合先後天的能力，對於任何物種要應付

環境而存活，以及繁衍後代都是非常重

要的條件。

人類重視後天的學習更勝於其他

生物，因此產生了教育文化，讓歷代人

的學習所累積的知識、經驗、資料和方

法得以流傳。每個世代都有些教育方法

的改進，讓學習變得更有成效。

任何學習過程，首先要讓學習

者有知覺，然後才可能期望他們明白或

學懂事物。教育的一切努力，無非在企

求這兩階段心靈變化的實現。每學懂一

次，心中的感覺都像忽然開竅而有所領

悟，使心中的認知會變得更合理、更有

自信。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呢？心靈

的開竅領悟究竟是什麼機制或狀態？

剛開始學習事物不得其門而入時，

經常掌握不到應有的知覺，因此離明白

或學懂好像有峭壁阻隔，讓人無法往前

邁步，又或如煙霧迷障，不見視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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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旦有了正確的知覺，再鍥而不捨地

追溯，卻常能茅塞頓開，眼前的壁壘或

迷霧渙然消失，心中也似乎若有所得。

這種豁然開朗、若有所得的感受，在心

靈中的生命功能究竟發生什麼變化？為

什麼有知覺和學懂能如此扣人心弦？

有知覺和能學懂雖似個人的主觀感

覺，然而大家的反應其實都相似。諺語

常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或「有理

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不就在暗

示大家心中，都有相似的反應機制嗎？

正因為有這樣的反應機制，彼此才能夠

互相知覺、溝通、分享和諒解。作者認

為這樣的反應機制，值得思索和探究。

貳、生命多重相態說

有知覺與能學懂，都是生命體的

表現，因此必須先了解生命的內涵，才

可能論說其表現。對於生命的了解和詮

釋，從古至今頗多見解，大致上不外乎

肉體和精神的二元說，直到現在的多元

說法如身心靈三元，或者如身體、能

量、乙太、星光、心智及靈等多元說

法，常令人不知如何和科學驗證互相連

結。本文的論述所憑藉的生命多重相

態觀，固然有作者個人的生活與修行體

驗，也有從傳統醫學的醫理探索，以及

信息醫學的實驗研究結果，共同凝聚而

成的生命觀。因此在科學的驗證上，似

乎變得比較明確可行。

在地球上，肉眼可見的生物都具

有物質構成的軀體，也具有推動軀體生

長、活動與繁衍所需要的能量，因此生

物必然擁有物質與能量兩種相態。截至

現代的生命觀，對於生物僅認識此二相

態的人仍然佔絕大多數。若以愛因斯坦

的質能互換來看，物質無非是能量的凝

聚態，生命似乎可以簡化成能量一種相

態。

然而如眾所周知的生物，各有千

奇百怪的體態、姿色、機能或性情，單

憑能量的觀點其實無法妥切全部詮釋。

作者在信息醫學的實驗及其醫理的研究

中，發現生命除了有物質與能量兩種

相態之外，還具有信息的相態。此信息

一方面很像電腦的指令訊號，它既可依

存在物質或能量之上，另一方面卻又像

能夠獨立存在的東西。這種情形頗像能

量的特性，既可依附在物質之上，也可

以獨立存在。不同的信息，可以使生命

體表現不同的生命機能。生物能建構近

乎完美的軀體，展現隨機調控能量的能

力，使身心保持機能活躍、防衛靈活、

適應環境及繁衍後代等一切生命機能的

主導者，信息相態的存在似乎至關重

要。

信息不完全等於能量，更不像是一

般所謂的抽象資訊或消息。雖然它不是

物質也非能量，卻很像是它們的前身，

它可以和能量或物質結合在一起。信息

可能是宇宙裡，除了物質和能量以外，

另一層次的實存之物。它與能量的關

係，應該類似能量與物質的關係。彼此

之間，也應該有互換的公式。

若接受信息是實存之物，則生命的

內涵即包含物質、能量和信息三相態。

信息以什麼型態存在呢？依據作者的實

驗接觸，它頗像是高維的波動。信息的

存在與傳播的速率，以現有的時空概念

似乎無法明確描述。信息好像無所不

在，傳播時也像瞬息畢至。

生命除了前三相態之外，必須論及

信息的收發者。能收發信息者，必然是

功能的表現者，因此生命的另一層次，

作者認為是生命的功能。各種生命功能

匯聚在一起，所形成的集合就接近所謂

的心或心靈。功能和信息不能分屬兩種

相態，二者是一體的兩面，有功能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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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有信息即有功能。功能偏向形而

上的道，信息則偏向道之下的形，兩者

雖似一隱一顯，實則同出一源，無可切

割成各自獨立的兩種相態。

綜合言之，生命具有物質、能量、

信息／心靈三相態。心中動念時即心靈

現出功能，因此必有對應的信息向外投

射，此信息可以調變能量，能量可以驅

動物質，如此層層相態緊密相使，因

此生物能表現各種微妙的生理與心理現

象。

參、信息與心靈的描述

作者認為信息像是高維的波動，因

此引用高維的函數Ψ (x 1,  x 2,  x 3,⋯ . )代表
信息，x i是各維度的自變數。不同的函數

Ψ′( x 1,  x 2,  x 3,⋯ . )，代表不同的狀態信
息。

就數學而言，有函數即有其相應

的運算，可以對函數加以運算，反之亦

然。若將生命功能視為數學的運算，則

必有生命信息可被生命功能運算。以算

符H代表生命功能的運算，能被H運算的
函數必然很多，其中能被H運算的簡單函
數，滿足下列方程式 (1)：

      - - - - - - - -   (1)

的函數φi   稱為本徵函數 (eigen funct ion)，
λi   稱為算符H對函數φi    運算所得到的本

徵值。若以量子力學而言，H是某一實驗
觀察或度量的動作，λi  則是此動作對於

被觀察系統的本徵態φi   觀察或度量後，

所獲得的物理量。

找出所有的本徵函數φi   ，並使它們

滿足么正化 ( o r t h o n o r m a l  c o n d i t i o n )的
條件，分別將它們作為各維度的基本座

標函數 ( b a s i s )，則可架構出一個完備的
函數型空間，此空間稱為希爾伯特空間

(Hi lber t  space)。這樣架構出來的空間，

可以是有限、無限或連續的維度。不同

的功能運算，會架構出不同的希爾伯特

空間。希爾伯特空間是算符H產生的對應
空間，H代表心靈中的某一功能，因此它
所對應的希爾伯特空間，作者將它稱為

對應該生命功能的心靈空間。

凡是能存在此空間中的任何函數

Ψ，根據線性代數的方法，可以用不同

的權重a i   乘以對應的基函數φi  ，相加起來

表達如下 (2)式：

- - - - - - - -   (2)

心靈中任何生命功能有生滅時，

即有相應心靈空間的生滅。生命功能的

昇起即心念的發生，心靈空間也同時展

現，對應的狀態信息也包括在其中。心

念轉變時，心靈空間跟著變換，狀態信

息也改變了。心念消失時，心靈空間跟

著消失，各種狀態信息也化為烏有，心

中回歸平靜無波。

肆、有知覺的心靈運作

心靈是各種生命功能的集合，每個

功能都可以用運算的算符予以表示，則

這些算符無論得自先天的稟賦，或是後

天的學習，必然會形成各有差異的功能

或算符系統，整體的表現則顯示各自生

命的特質。

功能系統的算符H突顯時，則顯現
相應的心靈空間。功能算符H對於出現在
空間中的狀態信息Ψ加以運算，即可得

到如下 (3)式：

- - - - - -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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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功能H的運算，要使身體有所
反應時，必須持續一段有效時間T，才可
能產生有效的生理信號或知覺。於是，

身體得到的是功能H對狀態信息運算後，
再對時間取平均值，即得到如下 ( 4 )式的
期望值 (expectat ion value)：

                          
 - - - - - - - -   (4)

此期望值是眾多基函數φi  的本徵值λi  組

成的複合值，在 ( 4 )式中    是狀態信息

Ψ在第 i維度上所佔的機率。
生命功能H對不同狀態信息  運算，

由於權重  的不同，可以得到如下之 ( 5 )
式：

- - - - - - -   (5)

再對時間平均，即得到不同的平均

期望值如 (6)式：

 - - - - - - - -   (6)

能夠這樣運算而獲得一個期望值，

即身心得到了一個知覺，不能這樣運算

或沒有獲得期望值就無知覺。從 ( 5 )式及
( 6 )式都可以發現，每個知覺都是許多基
函數的本徵值λ i組合而成的結果，只是
各佔不同的份量而已，因此想要釐清一

個知覺的內涵，若無適當的內修途徑，

實非輕而易舉之事。

能否運算及期望值的獲得與否，決

定了知覺的有無，而其穩定度則決定知

覺的鮮明或模糊程度。相似的知覺經常

會接續產生，形成環環相扣的關係時，

聯想也就跟著發生。

在某一心靈空間中，可以存在的狀

態信息很多，生命功能H對許多狀態信息
運算，會產生各種的期望值，期望值的

多寡，即知覺的多寡。許多知覺共同鋪

陳出心靈空間特有的情境或心境，所以

心境的變換，其實是心靈空間的變換。

在心靈中，生命功能會自動湧現或

消失，因此心靈空間常不斷切換，心境

也隨之變換不已，念頭和知覺跟著生滅

無常，人心因此難以保持平靜安穩。許

多透過修行而後能夠自制心地的人，心

靈空間比較平穩安定，心境比較清朗。

伍、論「學懂」的心靈變化

「懂」代表什麼變化？懂就是知

道！「知道」又是什麼？老子《道德

經》上說「道可道非常道」；孔子在

《易經繫辭》上則說「形而上者，謂之

道」，所以「懂了」或「知道」是形而

上心靈層次的變化，不是形而下的物質

軀體的變動。當然，「知道」若能持續

長久，則軀體的狀態是會逐漸隨之改

變。

學懂或知道，經常是心靈受到內外

在因素的激勵，新舊功能發生變動，然

後導致生命功能系統的重整。源自內在

因素，突然福至心靈的懂或知道，常被

稱作「靈感」。那是心靈本具的生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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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性，可以從無中生有，自行創造新的

功能，促成功能系統的重整。其實，心

靈也可以自動抹除舊有的功能，從有化

為無，同樣能夠讓功能系統發生重整。

心靈的生滅自主性，會影響生命功能的

數目，也會改變它們彼此的連結關係，

使心靈展現不同的特性。

學懂一件事物時，會自覺得心中的

認知更合理、更能概括事物。從數學的

概念來說，作者認為更合理、更能概括

事物的意思，即可能是許多功能彼此連

結成群 ( g r o u p )，展露更龐大的群性關
聯。

數學上，群的基本性質指：有一個

功能運算集合S，對於二連運算 ( b i n a r y 
opera t ion)，具有封閉性 (c losure)、結合
性 (associa t iv i ty)、全同性 ( ident i ty)及逆
向性 ( i n v e r s e )。現以0°、9 0°、1 8 0°
的原地轉向為例說明上述群的性質，集

合S的元素為：立定不動 I、向右轉R、向
左轉L、向後轉等B四個元素。☉為二連
運算的符號。

封閉性在說明任何兩個連續的轉

動，會等於S中的某一個轉動，例如先右
轉 (R)再左轉 (L)等於立定不轉 ( I )，即L☉
R=I。結合性用符號表示如下：

(B☉R)☉L=B☉ (R☉L)

全同性即集合 S中必有一全同運算
I，它與任何運算連結起來的結果，等於
該運算單獨做運算，例如L☉ I = L或 I☉
R = R。逆向性是任何運算都有反運算，
兩者的連結等於全同運算 I。若以符號X -1

代表X的反運算，則L☉L -1=I，其實L -1即

R。此集合S中，B☉B -1=I，B亦為自身的
反運算，即B -1=B。

心靈是眾多生命功能的集合，有

些功能之間有特殊的相關性，彼此能

夠形成群的關係。只要能將未成群的功

能，轉變成群的關係時，作者認為就是

「懂」或「知道」的時刻。所以「懂」

或「知道」是心靈中的功能，在合適的

激勵下產生群的關係。

倘若功能彼此差異甚多，無法形

成群的關係時，則不會有「懂」或「知

道」的開竅感。因此心靈中相關的生命

功能必須逐漸齊備，才可能聚集成為群

性的開竅領悟，否則仍須努力學習或歷

練，以開啟必要的相關功能。這說明教

育的重要性，教育不僅是知識的傳承，

更要包括實務的歷練，為的是要有正確

的知覺，以開啟新的正確生命功能，或

者修正舊的錯誤功能，以滿足成群的條

件。

群的集合愈大，則「懂」或「知

道」的程度愈深廣。至於群的穩固性，

一則該有的功能不可缺少，若先天不曾

帶來，則需透過後天的學習加以開啟。

另則不該出現的功能，也需要藉後天環

境的磨鍊，予以矯正或消除，建立正

確的群才可能有正確的「懂」或「知

道」。不同層級的群之建構，要透過不

同層級的教育才可能實現。

陸、討論

知覺並非單純的感官接收問題，而

是要開啟正確的心靈空間，與事物的狀

態信息有正確的對應，才可能獲得正確

的知覺。不同的人對於同一件事物，其

知覺與解讀經常見仁見智，這即意味各

自開啟的心靈空間並不相同，因此得不

到相同的期望值，導致各不相同的群性

理解。知覺的差異，很多人都認為是成

見的差別，其實成見是事物的觀察者，

常以其習用的偏差心靈空間面對事物，

因此而產生偏頗的知覺與解讀也不自

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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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時的成長，必須從生活的四周

獲取各種知覺，藉以開啟許多新的生命

功能，為往後的「懂」或「知道」預為

鋪路，因此孩子的教育方式不宜過度保

護，應給予他們必要的體驗或歷練，以

輔助其開啟生命功能的機會。當然更不

應引導他們產生錯誤的知覺，否則即為

反教育。可是在現實社會裡，人類經常

為了政治、權力或功利目的，故意散發

錯誤的資訊，扭曲大眾的知覺，甚至犧

牲許多人也在所不惜。這類錯誤知覺所

導致的偏差行為，在人類的歷史紀錄裡

不斷告訴我們，都要付出慘痛的代價才

可能撥亂返正。

學佛無非在開啟正知覺，為提昇

生命的品質而逐步鋪路。正確知覺的獲

得，要從生活中不斷歷練和汲取，所謂

「佛法不離世間法」，因此從修行之初

以至於開悟證道，都不可能脫離生活的

激勵而能獲得成長。

心靈開竅領悟的速度與深度雖然因

人而異，但是有一個共同點是，平常人

累積較多經驗者，對於事物的知覺與掌

握能力，總是比較快速也比較有深度。

從「懂」或「知道」的論點來看，經驗

的累積無非是在心靈中，開啟較多的生

命功能，產生較豐富的知覺，也擁有較

大或較好的功能群。

修行人一路往上走的過程，都在開

啟可能的功能與敏銳的知覺，同時也在

擴大功能之間的群性，因此慈悲心與般

若智才可能自然顯露。很多修行人排斥

知覺的纏縛而力求斬斷其牽絆，作者認

為那樣的修行方式，對於證道修持則適

得其反。禪宗六祖慧能有偈子說：「慧

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

菩提作麼長」，不正說明正確的修行不

是阻絕知覺，那無異於壓抑生命功能的

開啟，相反的是要有知覺，能了無罣礙

開啟生命功能，方可產生具備更大群性

的無師智。觀世音菩薩的圓通法說明證

道的覺受，「一者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

心，與佛如來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

一切六道眾生，與諸眾生同一悲仰」，

也證明有知覺才是正修行，要有知覺但

不要被知覺所囿。

循著正修行的道路往前走，不僅

知覺會愈來愈豐富，智慧的開顯也會愈

來愈明朗自在，因為開啟了許多生命功

能，彼此之間很多都能連結成不同層級

的群，心靈中的群性越是明顯，「懂」

或「知道」的能力也越來越廣大深入。

演化是生物憑藉知覺而學懂事物，

然後所做的自我改變，因此學懂的效果

是可被觀察的，例如科學家觀察自然現

象的物理或化學變化，逐漸改變了自己

對物質世界的對待模式，造就了當今鼎

盛的物質文明。

心靈是生命最上層的功能系統，它

主宰其他相態的運作。當心靈的生命功

能有了正確的變動，其他相態也會跟著

正確運作，於是生命會處於比較健康的

狀態下。因此觀察身體是否朝健康的方

向轉變，就等於觀察心靈的功能系統是

否朝正常的方向重整，這也等於在看被

觀察者，從知覺與學習中是否真的「學

懂了」。

古人早就知道學習的重要，因此

提倡多讀書、多習藝、多歷練，藉以潛

移默化生命的品質。現代人因為有許多

電子用品、電腦和網路為伴，逐漸缺少

真實世界的接觸與歷練，所得到的知覺

和解讀，與真實世界的距離越拉越遠。

這樣的生活體會明顯悖離生命存在的意

義，缺乏了真實的知覺，造就偏差的生

命功能群，生命的靈性發展不正常了，

長此以往是否會釀成人類無可挽救的劫

難，這確實令人憂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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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 human being has various feelings and can understand many things taking 
p laced  around h im.  Psychologis t s  cont inue  to  explore  such  occurrences  and  mind 
renormal iza t ion 1.   P rev ious  researchers  pay  much  a t t en t ion  to  the  exc i ta t ion  and 
the storage2 of  brain network.  This  paper,  however,  suggests  the possible functions 
of  mind once feel ing or  understanding happens,  put t ing aside the t ransducer  effect  
of  bra in  network.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many scient is ts  real ize  the 
a tomic world by introducing brand-new concepts  of  physics  to  explain  the s t range 
data collected by experiments,  and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Quantum Mechanics by 
applying l inear algebra.  Under the same line of thinking, this paper tr ies to describe 
the  possible  contents  and operat ion modes of  mind.  Thereby feel ing is  real ized as 
a  resul t  of  computat ion the mind operators  make on cer ta in  s ta te  informat ion,  and 
understanding represents  bet ter  group property ar is ing from the renormalizat ion of 
mind operators.

Keywords:   f e e l i n g ,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  l i n e a r  a l g e b r a ,  o p e r a t i o n ,  l i f e  f u n c t i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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