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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理心理学第一公设：事件结构式* 

高闯 1马安然 1 魏薇 2 德力达尔 1 

（1 华中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武汉 430079  2 华中农业大学 理学院 武汉 430070） 

摘要：“实验实证纲领”与“理论纲领”属于科学关键纲领。心理学仍处于“实验实证纲领”

主导的实验阶段，追求公理、自洽完备的数理架构是内驱目标，也是 APA 的统一性心理学

（Unifying Psychology）核心诉求。“数理心理学”提出关键数理公设，演绎心理学基础问题，

并与经典发现惊奇一致：知觉功能结构、语义编码、学习实验的控制结构、知识的结构体系、

信息通道完备性。“事件结构式”由于能够串联起物质信息结构表达、信息认知加工机理的

底层逻辑，而成为首要公设。这开辟了利用公理公设演绎心理机制的新途径。基于这一原创

性，本文将综述事件结构式的数理成果。 

关键词：数理心理学 统一性心理学 事件结构式 

 

人类获取知识方法有三个传统：古典传统、实验实证传统、理论传统。上帝天启、思辨、

自然观察、前人经验是“前科学阶段”获取知识的主要方法，称为“古典传统”。在继承“古

典传统”的合理性之上，“科学阶段”则由“古典传统”进入“实验实证传统”。在经历“实

验实证传统”的短期孕育之后，物理学在三大理学（物理理学、生物理学、心理理学）中率

先突破，实现公理、逻辑自洽的架构和数学表示，也就进入了“理论传统”。物理学也就被

划分 4 个阶段：实验实证、唯象理论、理论架构和数学表达（杨振宁，2003）。这一划分方

法对其它学科同样具有意义。 

实验本质是：利用客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所诱发的结果效应，反推相互作用原理、

现象学特征中的属性模式。实验效应是多变的，而相互作用关系、物质属性量关系是不变的。

实验实证的默认纲领是：在多变的现象中寻找不变关系（即规律），也就是研究变性中的不

变性。普适性、不变性是对“规律”的判断标准，也称诺特定理（Noether, 1918），它是一

条哲学律，普适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由于某一领域的实验发现具有局部性，它往往表述

为该局部领域的定律（law）、效应模式，也就是“实验假说”或“唯象学理论”。 

把对同一对象的不同子领域的实验效应的模式、定律，以公设（或公理）为前提，逻辑

起来，使其能够相互推演，这就构成了完备自洽的“理论架构”。如果用数学语言来表示，

就能精确地描述、解释、预测、控制。 

                                                   
* 通信作者：高闯，E-mail: chuanggao@c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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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科学发展的本质讲，结构主义、机能主义、行为主义、人本主义、精神分析、

认知主义（也有称学派）等，均抓住了“人”的整体系统中的某一子系统。这些不同时期累

积的多样、经典的实验效应发现、定律，本质上属于“心理实验唯象学”。 

然而，现象学的“多变、多样”，往往诱使“实验实证研究”的学术探索方向，走向“复

杂性、多样性、个体差异性”，即进入实验实证默认纲领的反面。这与规律的普适性、不变

性产生本质冲突。这一方向的探索有可能构成了心理研究的可贵试错和必要成本。 

Miller（2003）以及近期对“认知科学整合危机”历史性回顾（Núñez, Allen et al. , 2019）

认为：认知科学的整体进展已偏离了认知纲领的初始设定（认知即计算），经早期                                                                                                                                                                                                                                                                                                                                                                                                                                                                                                                                                                                                                                                                                                                                                                                                                                                                                                                                                                                                                                                                                                                                                                                                                                                                                                                                                                                                   

快速扩张之后而步履缓慢，认知瓶颈问题暴露，发展危机潜伏。无论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这

都是对“认知”探索、发展多年的严肃的反思。 

这几方面探索的结晶，均提示：揭示心理本质的唯象学发现的完备集，可能已经完成。

新路径开始显现：以公理体系来逻辑心理学经典唯象学发现，建立心理学自洽完备的数理架

构。数理方法亟待与心理学融合，完成心理学的数理理论体系。心理学的发展，已处于“实

验实证传统”向“理论统一”重大转型的交叉路口。 

APA 早已深刻洞察这一形势，自 1997 以来，特设“统一性心理学”（Unifying Psychology）

专项演讲报告，接受任意领域内的关键成果，试图推动这一关键突破。“认知即计算”可能

是“心理实验唯象学”的最后一个局域的子纲领。“统一性纲领”开始孕育。 

1. 人的普适性加工基本问题 

“物质相互作用”是物质世界基本力学关系。客体具有属性量，每个属性量的特征量（特

征值）构成客体初始条件，它也是客体之间相互区分的差异。即属性量是普适量，特征量是

个体差异。 

客体相互作用诱发的效应，也就是现象特征（也称为结果）。客体相互作用、客体的初

始条件，就构成了“因”，效应就是“果”，因和果之间的关系，即“因果关系”。特征量不

同（初始条件不同），产生的结果也不同。即因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果，也就是因果现象

往往复杂。但“因”对应的属性量、属性量之间的关系，不以“因”的值的变化而变化，也

就是因果律是不变的，也就是“规律”的普适性。如果能用数学表达，则可精确预测。这是

科学追求数理表达的根源。 

物质世界中客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诱发的效应，称为“事件”。“事件”（心理

学称“刺激”Stimulus, S）通过某种信息介质（通信介质）的加载（有些神经通道直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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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发生相互作用，形成心理映像（心理表征），也就构成了事件信息的现场加工。人脑（认

知系统）对将要执行的（未来）事件进行决策后，驱动身体运动系统（生物机械系统）和身

体供能系统，进行行为制动，也就是响应（Response, R）。普遍性的相互作用关系，被简化

为 S-R 模式，S 设定了外界“事件”的初始条件，与人发生“作用”，诱发行为响应 R。S 与

人的精神加工机制，共同构成了“因”，R 就构成了“果”。对相互作用关系的探测，也就是

对因果律的探测。“人”被看作黑箱，黑箱探测属于自然科学中的普适的方法。心理学的 S-

R 模式（含变形），天然遵循“因果律”与“可知论”。它也是人类加工自然世界的普遍模式，

超越实验室探测模式，具有生态学意义。 

关于人的普适性加工机制的存在与否，从刺激对人的作用上（不包含身心关系），要回

答以下两个基础问题： 

（1）事件信息结构的普遍性形式与数理表达。本文将要综述的是，事件（或刺激）存

在统一的数理表达式。这一统一性的结构，与人类认知系统的各个认知功能子系统的功能，

存在对应性。即物质世界的信息结构的普适性，天然地“调教”了人的认知系统。也即物质

世界的普适性决定了认知系统物质基础的普适性。这一统一性的数学表达式，与心理实验唯

象学的经典发现惊奇契合。 

（2）物质世界的心理映像关系及其物质基础。物质事件的相互作用规则（力学关系）、

效应（现象学特征）、因果律（动力学关系），如何经过人类的认知系统中不同认知功能单元

的加工，“完备”地映射到人的精神系统中，形成“映像”（或表征），使得人能够感知外界

世界信息？ 

人的认知功能的环节——感知觉、推理、判断、决策等——每个承担了独立的认知功能。

在对事件属性量、特征量信息、信息结构编码和译码上，整体遵循统一性与完备性规则。即

对事件描述，再不需要添加任何其它加工环节，使得认知获得的“心理（表征）事件”的信

息及其结构，与物质世界的“客观事件”的属性量的最大集合相一致，也就是对物质世界的

认知的“维度”是完备或完全的。本文将要综述的是，在事件结构式的基础上，人的认知系

统在形成心理事件的认知维度上是完备的，这构成了认知闭环。 

上述两种形式的数理表达，前者代表物质世界的信息表达形式，后者是认知功能单元之

间的逻辑关系。明确两者的数理本质，才能回答“物”与“心”之间的逻辑关系。 

高闯（2021）提出并确立“数理心理学”（The Mathematica Principle of Psychology，

MPOP）理论体系，并公布第一数理公设：事件结构式，演绎人的心理加工机制的内在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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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考虑到这种原创性，本文简述“事件结构式”及其演绎的数理成果，并拓展其延伸性

推论。 

2. 事件结构式 

物质世界（物理、生物、人与社会）运行的本质是：客体与客体之间发生相互作用，并

诱发相互作用效应。相互作用及其效应就构成了“事件”。即“事件”是物质世界中客体相

互作用的信息的普遍表达形式。 

“事件”中变量的变化信息，与人的感觉器作用，进入人的认知神经系统，即刺激

（stimulus，S）进入人脑，它是人类认知外部世界的源起。“事件”信息经过调制编码、采

集、传输、解码、判断与决策、自我认知控制等系列、基础认知加工过程，以实现人对事件

的现场加工，对未来事件的决策，对人类经验方法的获取。即事件串联起人类认知功能单元

的数理逻辑，构成了人类认知内容（人类知识经验）的内核。 

因此，事件的数理表达，是物质运作表达、心物关系、身心关系、人类经验之上的基本

关系，被数理心理学列为心理学的公理之一。 

2.1事件结构式的数理含义 

把事件中的客体分为物质对象、生物对象、具有精神性的动物与人，其基础形式包含两

种表达形式：  

 1 2 3 0phyE w w i e t w c= + + + + + +  (1) 

 1 2 3 0psyE w w i e t w bt mt c= + + + + + + + +  (2) 

其中， 1w 、 2w 、i 、e、t 、 3w 、 0c 分别表示客体 1、客体 2、相互作用、相互作用效

应（事件结果）、时间、地点、初始条件（上述各个要素的特征值），这就构成了物理事件表

达式
phyE 。当客体 1、客体 2 中任意一个为精神性客体时（人与精神性动物）、则用

psyE 来

表示，其中bt、mt 分别表示行为动机目标物、内在动机目标物(高闯，2021，p.136)。 

上述每个要素，均具有多个属性，因此，每个要素均需要一个属性量的集合P来表示： 

  1,2, , 1,2,ijP p i m j n= = =； ，  (3) 

其中， ijp 表示事件结构式中 i 个要素的第 j 属性，m 、n 则分别表示要素的个数和属性

的个数。对于一个具体的事件，每个属性具有特征值，则事件的特征值集合就可以表示为： 

  1,2, , 1,2,ijV v i m j n= = =； ，  (4) 

ch
in

aX
iv

:2
02

10
7.

00
02

6v
1



5 

 

ijv 表示事件结构式中 i 个要素的第 j 个属性的特征值。由于每个要素具有独立性，且用

集合来表示，则“事件结构式”中的加号满足 “布尔运算”法则(高闯，2021，p. 257)。 

2.2物质世界属性 

物质世界的事件结构式的两种基本形式，把精神客体（人与精神性动物）和物理物区分

开来，从本质上就概括了物理事件、生物事件、社会事件的普适形式。而事件结构本身，也

暗含了物质运作的 4 种基本物质属性：（1）时空属性、（2）运动属性、（3）力学属性、（4）

因果属性。详见图 1 物质世界的 4 种属性。 

时空属性。任何物理的、生物的、人与社会的事件，都发生在一定时空中，t 和 3w 两者

就构成了时空属性。 

运动属性。客体与客体相互作用发生的效应e，总是在一定的时空中表现出来，也就是

效应e是时间 t 和空间 3w 的关系： ( )3 0,e m t w c= ， ，m 表示运动函数。在物理学中，这些

关系得到了精确的表达。 

力 学 属 性 。 即 1w 、 2w 、 i 之 间 的 关 系 ， 也 就 是 ( )1 2 0i f w w c= ， ， 或

( )1 2 0i f w w bt mt c= ， ， ， ， 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力学关系， f 表示力学函数。物理力、生

理动力、精神动力、社会力都是这一属性的反应。 

因果关系。即建立运动属性、力学属性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相互作用 i 与效应e 之间的

关系： ( )i R e= ，即因果关系，R表示因果律函数。  

 

 

 

 

 

 

 

 

 

 

 

 

 

 

 

3. 事件结构式演绎的认知逻辑 

事件结构式是物质世界事件的普遍表达形式。通过信息介质的调制，把客体相互作用的

 

（a） 

                      

（b） 

图 1 物质世界的 4 种属性。（a）在非精神的事件中，包含 4 层物质属性关系：时空属性关系、运动属性关系、力属性关系、

因果属性关系。（b）有精神运作的事件中，包含 4 层关系：时空属性关系、运动属性关系、力属性关系、因果属性关系。 

 

 

 

 

 

 

 

 

 

 

1 2 3 0phyE w w i e t w c= + + + + + +

时空

力 运动

因果

1 2 3 0psyE w w i e t w bt mt c= + + + + + + + +

时空

力 运动

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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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信息加载到介质中（有的是直接和感觉器作用），被感觉器采集、数字编码、神经传

输，被知觉解码而成为人的“实时”、“现场”知觉的“心理事件”，并经符号编码而成为具

有语义信息的“心理事件”(高闯，2021，p. 136)。即“事件”串联起人类认知功能单元的

底层数理逻辑。由此，从“事件结构式”出发，可以演绎心理学关于认知现象的经典发现。

这样，就可以在底层的数理逻辑上，解答了知觉功能类型、多通道整合、工作记忆容量、普

遍语法结构、行为主义与认知争论等根本性的数理根源。 

3.1知觉功能 

物质世界的“事件”是有结构的，这一结构性，如果对应地映射到人的感知系统中，这

就意味着，人的知觉功能需要对事件结构进行对应地解码，才能得到事件的完备信息。由于

事件的结构要素是独立的，这就意味着知觉需要与结构要素一一对应的独立的解码功能类型。 

在心理学中，知觉的类型被分为：时间知觉、空间知觉、动知觉、客体知觉。这就分别

与事件结构要素的识别一一对应(高闯，2021，p. 448)： 

（1）“客体识别”对应客体 1w 和 2w 、动机目标物bt 和mt 。 

（2）“时间知觉”对应时间 t ，“空间知觉”对应空间 3w ， 

（3）“动知觉”对应相互作用 i 和结果效应e 。 

（4）知觉到的上述各个变量的值，对应初始条件 0c ，如大小、形状等。详见表 1。 

表 1 事件、知觉事件要素、知觉功能、语义事件要素、语言结构之间对应关系 

事件 知觉事件要素 知觉功能 语义事件要素 语言结构 

客体 1w ， 2w  客体
'

1w ，
'

2w  客体识别 客体
'

1sw ，
'

2sw  主语，宾语 

相互作用 i  相互作用
'i  动知觉 相互作用

'

si  谓语 

结果效应e  结果效应
'e  动知觉 结果效应

'

se  结果状语 

时间 t  时间
't  时间知觉 时间

'

st  时间状语 

空间 3w  空间
'

3w  空间知觉 空间
'

st  地点状语 

动机目标物bt ， mt  动机目标物
'bt ，

'mt  客体识别 动机目标物
'

sbt ，
'

smt  目的状语 

条件 0c  条件
'

0c  
知觉特征值

（如形状等） 
条件

'

0sc  条件状语 

 

从事件结构式来讲，知觉到内容是：物质世界中的“物质事件（的结构及其内容）”经

人的认知系统加工，被一一对应地映射到（或表征为）“心理事件（的结构及其内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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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间接回答了知觉功能的数理本质是：提取事件。这样，知觉到的结构及其内容可以表示为： 

 
' ' ' ' ' ' ' '

1 2 3 0phyE w w i e t w c= + + + + + +  (5) 

 
' ' ' ' ' ' ' ' ' '

1 2 3 0+psyE w w i e t w bt mt c= + + + + + + +  (6) 

上标表示我们知觉到的物质事件对应的“心理量”。知觉的本质是赋予事件以意义，为

完备地提取外界事件信息的不同独立要素结构，人脑进化出知觉的不同类型，知觉功能的数

理性也就得到揭示。 

物质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的事件，会诱发光学的效应、振动的效应、化学的效应等，

也就是物质客体不同物质属性的体现。这些属性效应经不同介质与感官作用，通过不同神经

通道传递到人的认知系统。而后经知觉解码并进行多通道整合，形成对物质事件的完整知觉。 

即单一感觉通道仅将单一属性信息传输到知觉。因此，到达知觉的事件信息，必然是由

人体中的多个感觉通道汇聚整合的“完备的”事件属性信息。也就是说，多通道整合必然的

是事件独立属性的集成，满足事件整合原理，也称知觉整合变换原理(高闯，2021，p. 451)。

用数学表示为： 

' ' ' ' ' ' '

1 2 3 0

1 1 1 1 1 1 1

' ' ' ' ' ' ' ' '

1 2 3 0

1 1 1 1 1 1 1

'

1

'

1

=

=

n n n n n n n

pi pi pi pi pi pi pi

i i i i i i i

n n n n n n n n n

pi pi pi pi pi pi pi pi pi

i i i i i

phy

p

i i i i

sy

w i e w t w c

w i e w t w mt bt

E

E 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其中， i 表示第 i 个神经通道， n 表示神经通道的总个数， p 知觉英文词的缩写，加号

满足“布尔运算”法则。如：在某一地点的 3w 和某个时刻 t 的静止的发声物体。物体的光学

信号和振动信号均可到达人的视觉通道和听觉通道。这两个知觉到的事件可以分别表示为： 

        

' ' ' ' ' ' '

1 2 3 0

' ' ' ' ' ' '

1 2 3 0

'

'

= + +

= + +

pv pv pv pv pv pv pv

pa pa pa pa pa pa pa

phy V

phy A

E

E

w i e w t w c

w i e w t w c

−

−

+ + + +

+ + + +
 (8) 

其中，
'

phy VE − 、
'

phy AE − 分别表示视觉通道、听觉通道所提取的事件，事件结构的要素分

别用下标标识为v (visual)和 a (audio)进行区分。在知觉客体的某个时刻，
' '=pv pat t ，客体处

于静止时，知觉到的位置
' '

3 3=pv paw w 。在时空上的效应则包含客体的空间上位置变动和声音

的振动，这两个效应（事件）并不相同。根据布尔运算，两个式子相加，就可以得到： 

( ) ( ) ( ) ( ) ( )' ' ' ' ' ' ' ' ' ' ' '

1 1 2 2

'

3 0 0= + + + + + +pv pa pv pa pv pa pv pa pv pv pv paphy w w i i e e w w t c cE w+ + + + + (9) 

人类个体以自身为参考点，同一时刻知觉到的两个通道的事件的信号，由同一“时空位

置”发出，事件各个要素属性由“同一”客体促发。对应的属性各自保持独立性，而整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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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客体促发的综合属性。 

而当发声体高速运动时，由于介质不同，在某一时刻，视觉通道的光信号速度远远高于

声音信号。则看到的客体的位置和听到的事件的客体的位置不同，两个通道得到的事件发生

了分离。主观判断的客体的空间位置
' '

3 3pv paw w 。则根据布尔运算，可以得到两个通道的事

件结构式相加的结果为： 

( ) ( )' ' ' ' ' ' ' ' ' ' ' ' ' '

1 2 3 0 1 2 3 0

' = + + + + + + + + + + + +pv pv pv pv pv pv pphy v pa pa pa pa pa pa paw i e w t w c w i e w t wE c+  (10) 

这时，人类个体知觉到的客体的时空位置发生分离，而成为两个独立的事件。在生活中，

天空中的飞机飞行时，看到的飞机飞行的事件和听到的飞机飞行的事件的分离，就是这一特

例的反应。而在社会生活中的人际交往事件中，同一客体的光学信号、振动的声音信号，往

往同步，而符合第一种情况。当包含其它通道时，（7）式依然成立。 

3.2语义编码 

由于客观世界运作的本质是“事件”，“事件”具有普适性，因此，人类对外部物质事件

的描述属于普适性描述，即人类需要对普适量（属性量）进行语义符号编码，也就是对事件

进行“类”的编码，这就是符号编码。这意味着，人类通过有限事件所获得的经验（对有限

事件的归纳），可以向无限场景中应用（演绎）。这是认知主义攻击行为主义的天然“七寸”。

事件结构式及其符号化编码关系，天然回答了这一问题。 

现场知觉到的事件，需要转换（编码）为语言符号事件。这就意味着，语言也具有与“事

件结构”对应的结构，以满足对事件结构的语义编码的对应性与完备性，才能实现对事件信

息的完备交流。即语言结构（或变式）与事件结构具有一一对应关系(高闯，2021，p. 288)，

可以表示为： 

 
( ) ( ) ( ) ( ) ( )

( ) ( )

' ' ' ' ' '

1 2

' '

3 0         +

phy s s s s s

s s

E w w i e t

w c

= + + + +

+

主语 宾语 谓语 结果状语 时间状语

地点状语 条件状语
 (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2

' ' ' '

3 0         ++ +

psy s s s s s

s s s s

E w w i e t

w bt mt c

= + + + +

+ +

主语 宾语 谓语 结果状语 时间状语

地点状语 目的状语 条件状语
 (12) 

语言的本质是对“事件”的语义编码。为完备表征事件信息，人类的语言结构均与事件

结构一一对应。具体来说，主语对应客体 1w ，谓语对应相互作用 i ，宾语对应客体 2w ，结

果状语对应结果效应e ，时间状语对应时间 t ，地点状语对应地点 3w ，目的状语对应动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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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物bt和mt ，条件状语对应条件 0c ，详见表 1。由此，事件结构式，就演化为符号事件结

构式，也就是语言的结构及其变式。 

任何一种符号，都是“类”的编码，因此，用符号表示的“事件”，往往指代一类事件，

这就使得语义的事件天然具有普适性的编码特征（高闯，2021）。例如：你、我、它、她等

都是一类的代称。因此，用符号表示的事件，也就表示为一类事件及其涵盖的属性，也就具

有了普遍性的特征。 

乔姆斯基通过对人类几千种语言的统计发现：语言具有结构上的相通性，并提出“普遍

语法结构”、人类具有“语言获得装置”（Chomsky,1957）。事实上，“普遍语法结构”是对物

质世界的普遍信息结构（即事件结构）的心理（语义）编码。从事件结构式出发，事件结构

的普适性，决定了人类进化而来的上千种语言结构的普适性（统一性）。“语言获得装置”是

不存在的，它是物质世界的“事件”结构对人的演化的“调教”，即物质世界的普遍性，决

定了人的语言结构的共通性，即人类的语言编码的唯物性就找到了。关于普遍语法等唯象学

假说的争论，也就找到了物质根源与数理根源。 

3.3学习的本质：行为主义与认知的斗争 

乔姆斯基语言结构的发现、Miller 记忆容量的发现，以事实的形式证明了心理的结构存

在，并在事实上打响了进攻行为主义的第一枪（Miller，2003）。并提出：行为主义无法在事

实上回答：为何有限次的学习可以让人获得可以演绎的经验？即通过有限次的学习，何以习

得普适性的经验，并得以广泛应用。这是认知主义得以兴起，攻击行为主义的天然“七寸”。 

从事件结构式出发，行为主义的经典实验包括：巴浦洛夫狼狗经典反射实验

（Pavlov,1927）、托尔曼小白鼠迷宫实验（Tolman, 1948）、桑代克猫迷箱实验（Thorndike,1998）、

斯金纳小白鼠箱子实验（Skinner, 1938）、塞利格曼的狗习得无助实验（Maier, & Seligman, 

1976）。上述均是控制“事件”的某些要素的“重复”出现。即在事件重复出现中，前后事

件所控制的特征性一致。例如：巴浦洛夫实验控制的事件是铃声出现、食物出现的两类事件

的时间、地点相同，从而在反复出现中，狗习得了这一事件的特征性（共通性或一致性）。

也就是说，食物出现事件的时间 t 、空间 3w 与铃铛响起事件的时间 t 、空间 3w 一致（共通

性）。当狗习得了两类事件的共通性后，单独呈现铃铛时，狗仍然会分泌唾液。 

因此，学习的本质也就暴露了出来：通过有限重复的事件要素包含的属性的重复，归纳

出共通性的属性。这些行为主义的学习实验，共同构成了“事件结构式”要素作为控制条件

的“完备集”，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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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行为主义学习实验的控制条件与事件要素的对应关系 

学习实验 两类控制事件 事件一致性 事件要素 

巴浦洛夫狗实验 铃声 食物 时空一致性 
t 、 3w  

托尔曼迷宫实验 路径 食物 空间位置一致性 
3w  

桑代克猫实验 踏板 箱门、食物 作用关系一致性 i  

斯金纳箱实验 压板 食物 动机目标物一致性 bt 、mt  

塞利格曼实验 电击 逃跑 行为动机一致性 bt  

在事件的重复性中，获取事件要素的共通性属性的本质就构成了“归纳”。通过归纳习

得的不是事件客体的要素的“特征量”，而是事件结构要素的共通性“属性”。一旦这些属性

是物质属性的本质属性，这就为随后的“演绎”做好了铺垫。这是认知主义攻击行为主义的

天然的“七寸”。但是，这随即产生了一个后继的问题，人类习得的知识的本质是什么？ 

3.4知识本质 

物质世界的属性及其规律，是人类认知的内容。这不仅是学习需要关注的领域，同时，

认知的内容也一直是哲学关注的一个焦点：即人类的知识的本质是什么？ 

物质的事件结构式，决定了物质世界的 4类根本属性：时空属性、运动属性、力学属性、

因果属性。 

人的认知加工的感知觉、学习、语义编码，如果均是围绕“事件结构式”的信息加工的

逻辑展开，这就决定了人类习得的知识，必然是对物质世界规律与规则的反应。从数理关系

上看，就应该具有与“物质属性”对应的人类认知的观念体系。这需要我们基于物质对象，

来考察人类知识的基础理学体系：物理学（以物为对象）、生物学（以生物为对象）、心理学

（以人与精神动物为对象）、社会学（以社会群体为对象）。它们均是人类认知的“认知物”

或经验产物。 

上述 4 个理学学科体系中，均包含了时空观念、运动观念、理学观念、因果律的知识。

见表 3 所示。 

表 3“事件”与人的认知体系的对应关系 

物质属性 知识体系 
认知观念分科体系 

物理学 生物学 心理学 社会学 

时空属性 时空观 物理时空观 生物时空观 心理空间 社会时空观 

运动属性 运动观 物理运动学 生物运动学 精神运动学 社会运动学 

力属性 力学观 物理力学 生物力学 精神动力学 社会力 

因果属性 因果律 物理因果律 生物因果律 心理归因 社会因果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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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一关系也决定了：“物质世界运作的内容”在人的经验体系中（人的认知的内容）

的体现。例如：不同学科对知识的机制的划分，往往分为：时空观、运动学、动力学、因果

律。它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试图发现的内容，是由物质事件结构的机制的数理性决定的。

“人的经验”与“物”之间的对应关系，也就决定了经验的唯物性，是人类“认知”源起。

这一性质，也恰恰反映了人类认知的“唯物性质”。而唯心则是唯物的反面，它必然是人类

认知中的一种试错反映。 

3.4信息通道的完备性 

客观存在的“事件”是认知的源起，“事件结构”决定了进入认知系统的“信息结构”。

“信息结构”决定了认知系统的物质基础——信息通道的容量。从客观的“事件结构”来讲，

信息的带宽需要具有基本的物理性限制，工作记忆的容量需要满足对事件的独立信息结构要

素的完备性存储，以实现对事件信息的运算加工。 

物质事件结构式有 7 项元素。仅考虑单一客体 1w 时，去掉另一个客体 2w 和“相互作用

i ”，物质事件结构式共有 5 项元素，即 7 减 2；社会或心理事件结构式共有 9 项元素，即 7

加 2。而仅考虑单一客体 1w 时，去掉另一个客体 2w 和“相互作用 i ”，社会或心理事件结构

式共有 7 项元素。即“事件”的独立结构要素的数量区间是 5,9 。 

那么，为完备性地获取外部事件信息，人类经过长期进化，其信息通道对外界独立信息

单元的短期存贮的数量区间必然也需要是 5,9 。有趣的是，认知科学也找到了同样的结论。

7 2 （Miller, 1956）正是事件结构在人的认知系统的物质基础的反映，是人类的信息通道

为“完备存储”“事件”的独立信息结构元素而进化的结果(高闯，2021，p. 478)。 

事件结构式是物质世界的普遍性表达形式，也是信息结构的普遍性表达形式。这一形式，

决定了感知觉的基本功能、知识学习的本质、语义编码结构、感觉记忆的完备性。这在事实

上均提示了完备性成为人类从事社会化的基本约束条件。这也提示，完备性一旦不能满足，

就会造成人类认知的障碍。这在很多医学、军事的案例中，可以窥视到这种完备性应用。 

（1）色盲。会造成人类关于客体的视觉信号的丢失，从而使得事件结构要素的客体属

性的特征信息丢失。 

（2）信息不对称。利用信息不对称，造成判断困难，本质上属于控制事件信息要素的

特征量，造成它方不能完备知晓事件的完备性（全貌性）信息。 

4. 意义 

4.1数理揭示唯物性的认知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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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结构式是客观的“事件”的统一性概括、最简化的数理表达。由于客观的“事件”

是人类认知的源起，人类认知世界的“内容”的物质性（唯物客观性）就找到了。同时，“事

件”的客观性，决定了人的认知加工机制及其认知加工产物（知识经验）的唯物客观性。正

如上文上述，为完备性解码事件信息，人类按照“事件结构”进化出特定的知觉功能类型；

为完备性整合事件信息，人类按照“事件结构”进化出多通道整合这一认知功能环节；为完

备性存储与运作事件信息单元，人类的工作记忆容量范围恰好是事件的独立信息结构单元的

数量区间；为完备性符号化编码事件，人类的普遍语法结构恰好与事件结构一一对应。即唯

物性质的认知基础，就找到了数理根源。心理的主观能动性体现在事件结构式中的行为动机

目标物bt和内在动机目标物mt 中，即人在认知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拥有主观意志。但“唯心”

是人在认知客观世界的“试错结果”，最终将回到“唯物”道路。 

4.2数理揭示可知论的认知根源 

物质事件信息结构的维度（属性）完备性映射到人的认知系统以形成心理表征，必然导

致外界世界的“因果关系”被完备地携带到人的认知系统中形成“因果律”，人认知世界才

成为可能。“世界可知”的认知机理的基础就找到了。以“人类可见光波段较窄”、“感觉系

统扭曲外界世界”的认知方法哲学，缺乏认知机制的支持，是哲学争论中的“无花果”。 

4.3认知功能的数理研究将成为可能 

事件串联起了认知功能的内在逻辑，认知功能的数理研究、统一性机制研究将成为可能。

事件结构式，是独立于或先于人的主观性而客观存在的规则，也是人脑所获取的信息的统一

性编码表达，回答了进入大脑的信息表达规则及其内容。这将带动人的所有认知加工环节的

数理化，基础性心理学的数理理论研究或将取得重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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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Postulate in the Mathematical Principle of Psychology:  

The Formula of Event Structure 

GAO Chuang1, MA Anran1, WEI Wei2, DE Li Da Er1 

(1School of Psych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2 College of Science,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Physics”, “biology”,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 are the three major sciences, which are all 

the products of human cognitive knowledge.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ognitive knowledge has 

gone through "classical tradition", "experimental and empirical tradition" and "theoretical unity 

tradition". Physics was the first to unify, while the other two kinds of science did not achieve a self-

consistent and complete unifi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Psychology inherits classical tradition, 

experimental and empirical tradition naturally, and follows the standard experimental methods of 

natural science. The phenomenology of psychology has experienced such historical deposits as 

structuralism, functionalism, behaviorism, humanism, psychoanalysis, cognitivism, etc., and has 

always been troubled by the transition from "phenomenology" to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at is, is it possible for psychology to establish a self-consistent and complete unifi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rough several key equations? This is the question of "Unifying Psychology". 

Whether there exists a uniform cognitive processing mechanism in human, the following two 

questions need to be clarified :(1) the universal form and mathematical expression of the event 

structure (or stimulus). (2) how are the events processed by different cognitive function units in 

human cognitive system, which enables human to perceive the outside world. APA has a deep insight 

into the key to this issue, and has created a special topic on "Unifying Psychology" to receive critical 

advances in any field at any time, but it has not yet made a breakthrough.  

After several years of exploration, Chinese scholars took the lead in putting forward the 

theoretical axiom system of "The Mathematical Principle of Psychology"(MPOP), and  has 

published the first phase of the results: " The Mathematical Principle of Psychology: The Geometry 

of Mental Space", and proposed the following: (1) the formula of event structure, (2) the principle 

of cognitive symmetry, (3) the theory of cognitive entropy increase, to deduct and predict the key 

theories and discoveries in the local field of psychology from the mathematical perspective. 

Specifically speaking, in order to extract the event structure completely, the human brain has 

evolved different types of perception. In order to integrate event information completely, human 

have evolved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multi-channel integration based on "event structure". In order 

to storage the "event structure" completely, the capacity of human information channels is “Seven 

plus minus two”; In order to represent event information completely, the language structure 

corresponds to the event structure one-to-one. 

This may mark the beginning of the watershed event from the era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into the era of unified, mathematical "theoretical psychology". Limited to topics, we will make a 

series of announcements. This article only reports the first part: the formula of event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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