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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報導

情緒與腦
⋯⋯不斷地，我徹夜穿針引線

企圖縫補傷口。在龜裂的心層

重新安置應該被安置的東西，

但橋墩毀了，那一片茫茫湍急無序的意識

將⋯⋯

（憂鬱症/惠童）

■楊延光



術及知識無法滿足對行

為的探討，在這種時空

的背景下助長了精神分

析的成長，就因如此，

雖然精神醫學依然留在

醫學的領域中，但似乎

與其它學科漸行漸遠。

從二十世紀中葉

起，當各學科紛紛進入

分子醫學的領域之際，

精神醫學卻仍以精神分

析為其主軸。當時的精

神分析理論不只涵蓋精

神官能症、精神分裂症

及憂鬱症，還擴及許多

心身症，包括氣喘、高

血壓、消化性潰瘍、糜

爛性大腸炎等，以致在

往後的二、三十年，當

精神醫學再度回歸醫學主流的過程中，為克服前述的鴻

溝，其擺盪之巨是可想而知的。

情緒、感覺或任何的心靈活動是如何在大腦中運作

呢？讓我們先來認識一下大腦的構造。人的大腦包含了

約一百億到一兆個神經元。當人思考、感覺和行動時，

神經元就會在腦中傳遞訊息。訊息的流動藉著電流及化

學物質，以極快的速度從一個神經元傳遞到另一個神經

元，其過程約為五千分之一秒的時間。這樣的速度，讓

大腦可以很快地反應；例如，我們聽到笑話就笑、感到

疼痛就叫痛，而不會發生如電腦動畫「停格」般現象。

但若是神經傳遞的過程大幅減慢，請想像這世界會

變成怎樣呢？例如一個刺激的產生到疼痛呼叫的動作至

少需連接20到30個神經元，若每一間隔需時一秒，則被

打一下要等30秒後才有反應，那麼拳擊賽還會有人看

嗎？

假如將大腦的某一區放大，將看到綿密的神經網

路。大部分是結構簡單的神經膠細胞，其主要的功能是

支持大腦中的神經元，它將所有的神經元黏合為一整

體。也有人認為，神經膠細胞在放大或調整電流活動上

大腦訊息如何傳遞

處在一個多變、精簡、講求

效率及證據的分子醫學時代中，心

理治療及行為的研究面臨了更大的

挑戰。基本上，心靈（mind）及

頭腦（brain）是不可分的，然而早

期的臨床實務經驗及一般的學術論

文卻將其分割為兩個獨立個體。

回 顧 歷 史 ， 當 笛 卡 爾

（Descartes' Rene'）的雙面論將人類

的行為分割為心靈及頭腦後，科學

家、哲學家及大眾漸漸地也習慣將

其視為兩個獨立的個體，它們分別

擁有個別的語言、特定的研究組群

及信仰方式，雖然在理論的宣傳上

兩個是不可分的，但於實際的運

作，這樣的聲音是那麼地微弱。

佛洛伊德（S. Freud）一生的

傳奇便是個明顯的例證。以神經學、神經解剖為他學術

生涯的起點，其最為人們熟悉的是有關人類行為的解

析。他將其建構在與原出發基石完全無關的動態分析理

論上，在他的論著中雖一再強調生物基本概念的重要

性，然觀終其一生的論著始終無法找出心靈及頭腦兩者

之間有任何關聯的蛛絲馬跡。

但有趣的是，他自己的夢中依然有許多與神經科學

相關聯的內容，如嗎啡與神經功能的關係。後人除了讚

嘆其戲劇化的轉變及充滿創意和敏銳的觀察外，他的學

說可說是「巧奪天工」般地將當代心靈及頭腦的鴻溝困

境暫時化解。從另一角度而言，只因當時神經科學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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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神經元（甲）的構造，包括有樹狀突起的分枝，細胞

體及髓鞘化所包圍的神經軸突等。神經軸突的末端又以細

小分枝的突觸點與其他另一個神經元（乙）相互連繫。

神經纖維連結放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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褶的灰色組織，稱為大腦皮質。每一個凹下去的溝叫做

腦溝，凸起來的部分則叫做腦迴。每一個人的大腦表層

都有一點不同，但是主要的皺褶是每一個人都有的，只

是略有差異。在整個腦部的最後面是小腦，其主要功能

之一為平衡身體。

每一半的大腦都可分成四區，最後面是枕葉，在下

面側邊（大約在耳朵的位置）是顳葉，上面是頂葉，前

面是額葉。每一腦葉都有它特殊的功能，枕葉幾乎全屬

視覺處理區，頂葉掌管動作、方向、計算和物體辨認等

功能，顳葉負責聲音和語言理解，通常是左腦部分，也

與記憶的某些層面有關，額葉是所有大腦功能的總匯

合，思考形成概念執行計畫，另外也在有意識的情緒上

扮演重要的角色。

將大腦從中間剖開，使兩個腦半球分離，會看到皮

質下有複雜的神經核，是神經細胞體聚集的團塊。每一

個神經核都有它自己的功能，彼此之間也由錯綜複雜的

神經網路聯結。大部分的模組是灰色的，因為神經元的

細胞體就是灰色的。

連接神經核的細胞束顏色比較淡，因為神經外面包

有白色的物質，叫做髓鞘。髓鞘的作用是絕緣，使電流

可以快速沿著髓鞘流動。在大腦裡，除了中央底部的松

果體以外，每一種神經核，在左右兩半球中都各有一

個，遙遙相對，功能有時類似，有時互補。

將腦半球切開，看起來最顯著的就是呈弓型白色的

纖維束，叫做胼胝體。它是兩個半球聯結的橋梁，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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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重要的功能。

大腦活動最主要的細胞是神經元（neurons），它們只

占大腦細胞總數的十分之一。但每一個神經元具有許多

分枝，可以跟大約一萬個鄰居相連接。神經元的分枝可

分為兩類：一為「軸突」可將訊息從細胞核往外傳送，

另一為「樹突」則用來接受傳入神經元的訊息。

假如更進一步觀察，會發現每一個「軸突」和「樹

突」交接的地方有一個很小的間隙，這個小空隙叫做

「突觸」。為了要讓電流通過這個空隙，軸突必須分泌出

化學物質，即所謂的「神經傳導物質」；當神經元準備

發射訊息時，神經傳導物質會釋放到突觸中，這些化學

物質再啟動附近的神經細胞傳遞訊息，這樣的連環效應

就會引發幾百萬個彼此相連的細胞進行同步活動。

神經元和神經傳導物質之間的活動，是建構人類心

智活動的基礎，目前精神醫學的藥物及其它相關的治

療，即透過控制或影響這些神經元的活動，而達到治療

的目的。舉例來說，抗憂鬱症的藥物在神經傳導物質

上，主要的作用之一是強化血清激素的作用。這方面的

研究發展出很多新的藥物，可以幫助許多情緒低落的人

迅速地改善。所謂迅速至少也要7∼30天，但比起沒服用

藥物需達6∼24個月的恢復期已好很多。因此科學家認

為，意識、情緒或人類種種行為的祕密就在此，或甚至

在更基本的分子變化的歷程上；在腦細胞中進行極為細

緻的活動。

大腦有兩個半球，約二千公克重，外層是很薄有皺

大腦皮質表面有兩條較明顯的皺紋──即中央溝與外側溝，以

這兩條溝紋可將大腦初步劃分為四個腦區。

人類大腦結構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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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將訊息往返運送。在胼胝體底下的構造

稱為邊緣系統，它包含了數個神經核，以

下所談的神經核均屬於邊緣系統的一部

分。這一部分的腦負責潛意識的運作，但

是它對人類的經驗及生存反應有重大的影

響，因為它與大腦的意識皮質間有密切的

聯結，不斷地把訊息往上方的大腦輸送。

視丘是神經訊號傳入大腦前先匯總的地

方。下視丘與體內內分泌調節及食慾關係

密切。

腦與情緒

腦是人類意識活動的指揮中心，掌管

著思考、感情、行為、動作、身體各種感

覺功能。其中接受情緒刺激的主要位置在

杏仁核，是下皮質的一部分。意識情緒的

產生有直接和間接兩種方式。直接途徑是

從杏仁核送往大腦皮質，間接途徑則經過

下視丘，傳送荷爾蒙訊息到身體以產生生

理的改變，如肌肉收縮、血壓上升、心跳

加快等。這些生理的改變又回饋到大腦的

感覺皮質區，再將訊息送到額葉，額葉把這些生理改變

解釋為「情緒」。

由此可知人類的情緒反應並不是單獨控制在邊緣系

統而已，其實還包括了大腦及其它的神經核。邊緣系統

到大腦皮質的通路是雙向的，就好像下層的衝動會影響

上層意識的思維一樣，亦即人類的想法和行為也影響大

腦的意識反應。但是由下往上的聯繫，也就是由邊緣系

統通往皮質的通路比較多、比較大，事實上雙向公路並

不是對等的，這就是為什麼許多人忍不住會生氣，或出

現「不禁黯然淚下」、「情不自禁」的情境了。

我們一直都認為情緒是一種「感覺」，但是，情緒其

實不只是感覺而已，而是一組來自身體的反應以幫助生

存的機制，演化出這種功能，可讓我們遠離險惡、避凶

趨吉。由此可知，感覺是心智構成的要素，也是一種精

密複雜的基本機制。

人類的情緒其實很像顏色：只有幾個主要的顏色，

但是也可以混合主要顏色而得出無數混合的不同顏色。

73科學發展 2003年7月，367期

一般而言不外乎厭惡、恐懼、焦慮、憂傷、憤怒和父母

親子之愛。不管多複雜，這幾種情緒是所有的動物都有

的。但主要情緒並不需要意識成分，因為情緒大部分與

杏仁核有關，而杏仁核的運作是自主的，雖然意識可影

響來自皮質的作用，但這條路徑遠小於杏仁核至皮質的

路徑，故情緒可產生動作或行為，也可使一個人在完全

沒有意識的意志下轉身走開或衝上前去。有的時候，這

樣情緒化的後果是很糟糕的，也常事後回想對這樣衝動

的事實懊悔不已（皮質的作用），然而當下就是忍不住

（這就是皮質下神經核的作用）。了解了情緒與大腦的相

關位置之後，下次再考慮個人的情緒經驗時，我們必須

關心的將不只是引起情緒經驗的生活事件或外界環境的

變異而已，還必須考慮所引發腦部相關位置的變化及個

人間之差異了。

楊延光
成大醫學院精神科

□

情緒在腦中形成傳遞的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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