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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弘：《走出审美迷宫——人类审美深层心理透视》序言 

1986年，我在从事美学教学两年以后，决意不再重复别人的思想，在纷纭的美学理论界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但这条路究竟怎样，当时心中并不十分明确。我只是感觉到美的魅力何在——这个斯芬克斯之谜，曾经使人类最

伟大的智者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都困惑不解，这一点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诱惑了，而我

的贪大求深、好高骛远的性格不知不觉将我推向此深渊。我当时全然不顾自己是否真正具备这种实力，我只是认

定一点，要想做伟大的学者，他就必须解决人类智慧中的大难题，而不是解决鸡毛蒜皮、枝节性的、一般性的问

题。正如同伟大的政治家他们之所以在历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正是与他们解决所处时代的重大难题相联系

的，他们的远见卓识、大智大勇正是表现在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思考和处理。 

循此思路，我认为，在美学领域我们不可能回避对“美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的探索，而在经过反复比较

后，我发现人类智者们的失误，大多在于不清楚作为人类审美，其内在的、现实的动力来源在哪里。因此，许多

美学家、哲学家将美空泛地等同于一般的哲学认识论问题来看待，从而带来了美学界长时期对美源于物还是源于

心的纠缠不清的形而上学的争论。幸运的是，这一年我偶然读了达尔文的名著《人类的由来》，我顿感这本名著

事实上包含了解决美学根本问题的重要线索。达尔文在这本名著中大量、详尽地谈到了动物审美的习性特点，据

这位杰出的进化论者的观察，动物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将美当做两性交配、繁殖的手段及催化剂。这不是在告诉我

们，美的原初的目的、美的真正的内在动力正在于此吗？人类伟大的智者们其困惑不也就是这个问题吗？找到了

美的原动力，曾使我久久地激动不已，但我随后也意识到人类的审美意识及审美心理绝非动物那么简单，作为一

种精神现象，它肯定是复杂的，否则，达尔文的解释为何没有引起美学界的重视。因此，理清一条从动物到人类

审美变化的线索，尤其是描述动物审美到人类审美的质的转变过程及契机，这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人类的

审美心理意识之所以复杂难解，就在于它是一个深沉复杂的积淀，它包含了动物的原始的、本能的审美心理，又

有原始的、早期的人类祖先稚朴、神异的审美心理意识，更有人类文明时期各种文化意识、心理参与。我们只有

揭示这种深层心理，只有紧紧抓住美的内在动力，再把握住它与整个人类各种文化因素、社会因素的融合，美的

根本问题的谜底才可能大白于天下。在此我需说明我的理论与弗洛伊德理论的联系。80年代后期，国内理论界正

是“弗洛伊德热”的时候，我仔细比较参证了弗氏的理论，坦白地说，我受弗氏理论的影响并不太多，尽管我十

分尊敬这位思想家。弗氏理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受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启示而创立的，在其理论上也不可避免

地带有达尔文的痕迹。奇怪的是，弗氏虽然大谈特谈“性”，但是对人类精神感受中确实与性有直接联系的“审

美”，谈的却非常模糊、笼统。他意识到美与性有联系，但他也认为直接观赏生殖器并不给人美感，对此他深感

困惑。弗洛伊德的缺陷正在于他忽视了作为人类精神现象的“审美”复杂性。 

经过多年的研究，我认为这种复杂性正在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一系列反性排性的道德牵制，使美发展到

与原初审美目的愈来愈远，甚或发展到走向它的反面，这正所谓从“无性不美”到“无伪不美”的过程。正因为

如此，才使后世的一些智者，感觉到美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美的问题也越搞越复杂，越搞越变成空中楼阁，

美学理论也越来越使人云里雾里，不知所云。 

抓住了审美的原动力，再将此与整个人类精神现象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我发现，审美作为人类精神意识，它

是在经历了第一阶段泛性信仰之后，再经过第二阶段的泛灵信仰（万物有灵）的洗礼后方才诞生，这样不单解释

了审美意识本身的产生问题，也对人类的整个精神现象的产生稍作了一些新的补充。 

由此再作进一步的考察，我发现审美并不是无功利、无目的的奢侈活动，在这巨大的奢侈活动背后潜藏着最

大的目的和功利。人类由猿进化为人，这其中有相当大的作用应归于强大且无情的审美选择活动。人类不仅通过

审美选择改变、影响了自身，审美选择也促使人类改变了其周围的物质世界，并促使人类的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

融合为一体，这就是审美活动的真正目的，功利所在。 

作为整个人类的审美意识其发展是如此，但是作为现实的人，作为个体的人，其审美意识、心理的产生过程

又是怎样？本书也作了一些探讨，这种微观的探讨也是相当必要的。这种探讨能使我们看到作为个体的、活生生

的人，其审美的动力如何（或何时）产生，他们又如何导致审美欲望、审美意识的产生，如何与自己在社会所处

的特定的角色意识及复杂的社会心理相联系，在个人特定的人生时期，在社会处于大动荡的变革时期，它们是如

何被当作与美不相关的心理动机的手段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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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此书时，我常感觉到牵涉的面太广，问题太多太复杂，而我个人的精力、时间、学识毕竟有限。因此，

本书在许多细节问题上可能不一定准确，尽管我个人想做到尽善尽美、巨细无遗，现在我只能说在整体思考、整

体构架上力求不出差错，正所谓“见林不见树”。 

写作此书时，我尝到了耕耘的喜悦，也感受到了作为一个严肃学者的艰辛。我想本书的立论——美根植于性

本能，决非哗众取宠，追赶时髦，我一向对搞学问的人追赶时髦是比较反感的。我认为，学者们可以对大众关心

的问题感兴趣，但却不能对广为流行的意见趋于附和。我坚定地认为本书所讲的是科学，或者是接近科学和真理

的东西。我深知我们仍然处于一个对性讳莫如深的国度，任何这方面及与此相关的探讨，都可能遭到意想不到的

阻力，但这并不能使我们放弃对于真理的体认和追求。拙著的本意，我想用一句法国谚语来形容，倒是比较贴

切，那就是本书作者“只对真理感兴趣，第一是真理，第二还是真理，第三完全是真理”。我相信真理在某个时

代，可能由于同时代人的某些思想局限及道德偏见，暂时可能被人们忽视甚至误解，但终有一天真理会昭然若

揭，为人们普遍理解并接受。 

本书写作过程中，曾得到我敬爱的父亲陈德超先生的大力帮助和支持，父亲大人帮我誊清全部文稿，并对文

稿的写作予以指导，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在我的一生中，父亲予我的影响最深、最大，他培养了我独立的

批判思维能力，扩充了我的思维境界，而这一切都使我终生受用不尽。为表达我对父亲大人辛勤培育之情及回报

父亲大人对我成功的企盼——谨以此书献给我敬爱的父亲。 

衷心感谢……（略） 

本书是我三十岁之前的习作，酝酿构思写作到正式出版，其间经历了整整十个春秋，真正是“十年磨一

剑”，作者饱尝了写作的艰辛，尤其是出版过程中的酸甜苦辣。“凡事都有定期，万物都有定时”，也许是这

“定期”、“定时”之因，使我不得不等待多年，但比起那些只有在自己“作古”之后才问世出版的书，我多少

还算幸运。 

本书出版后，出版界、批评界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反映，套用中国文人常说的一句话：知我罪我，随便随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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