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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本文是把美的内容退步到情感内容进行讨论。以前我已经进行过这方面的探讨，这次专题

性他讨论，也只是描画出一个框架，把情感分为几个层次，并对美的内容做出概括性结论。 

【关键词】情感、感性情感、理性类情感。 

 

  根据我对美的定义，美的内容是三因夹中的概念内容。它并不完全相同于美感内容；它不但包括美学

自身的狭义概念，还涉及到哲学内容；它不是即时概念而是再现概念。小说、戏剧、文学的表现技术或技法

比美术、音乐更复杂。人的情感内容随时间跨度也在变化，对美的内容的研究永无止尽。 

  美学的研究历史表明，对美感产生的原因的探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美感与客体的关系和美感

与概念的关系。在美感与客体的关系上由于找不到必然联系又把"主体"外延为客体；概念原本是客体的运动

内容，由于没有必然联系则又把概念外延到主体的运动内容，例如"理念"等。无论怎样的外延再外延，只能

导致抽象更抽象，直至得到一个绝对抽象然而又绝对正确的美感的定义："美感是美的感觉"。 

值得深思的是，这个似乎是没有意义的定义也有意义。它暗示着，要研究美感需先行研究美，要研究美

感内容需先行研究美的内容。 美的内容是三因夹中的概念符号内容，它来自于正向情感内容。要探讨美的

内容就应该把探讨"情感的内容"作为逻辑起点。严格意义上的情感一词不能作为名词使用，因为情感一旦静

态化便成为美。"情感的内容"的指义为产生理性情感的那概念内容。 

  实际上人们对"情感"一词存在着误解，甚至把兴趣也认为是情感。"兴趣"是意向，是付诸行动的推动

力，虽然具有方向性但是它的方向是客体。它和情感都是精神现象然而兴趣不是情感。情感只是感受现象，

虽然也有方向性但是指向不是客体。情感是主体的单一感受，它没有推动力也不付诸行动。意向与情感也有

关系，意向的指向虽然是客体乃至财富，然而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情感。"情感"一词具有侠义概念，

它不包括与感受有关的其他精神现象。只有界定了侠义情感后才能探讨情感内容，美的内容。更容易误解的

是情感与感情的区别。感情是感觉到了情，（在解析情感..."一文中有对情的界定，情是意向），情感是感

觉到"情"后对情的再感觉。是不同时间概念。情感是对由"情"促使的行动是否是人本质行为的双向裁定。并

且意向的实现与否不是指客体物的实现而是情感的实现。例如，一个盗窃犯为了实现得到钱这个客体的意

向，不是去用人本质行为去获取而是采取"偷"的这种动物行为去实现，无论是被发现还是实现了意向最后都

会受到情感的裁定。只不过有时间长短区别。 

   我在"解析情感---探讨美的本质"一文中已经对情感内容进行了初步讨论，它涉及到的只是情感的本质

内容并不是内容的全部。根据本人观点情感来自于意向，并且所有正向情感都来自意向，所有意向都会导致

情感。（不排除有例外）。正向情感来自于意向的实现。正向情感内容实际上包括所有意向的具体内容；意

向来自于反向情感，并且所有的反情感都会产生意向，所有的意向都由反向情感产生。（意向不同于目的，

如果目的顺利实现不显现情感。例如上街买菜）。 

  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等实际上都是对理性正向情感的内容的揭示，然而

都不是它的的全部内容。正向情感的概念符号内容是还未显现美感的内容，它包括反向情感、意向、以及为

实现意向主体实施的具体行动。表现理性正情感的戏剧等各种故事性艺术形式中都有反面形象内容，甚至有

的艺术形式只有反面形象内容而没有正面形象。我不认为"丑也是美"，因为丑联系着反向情感。我认为"没

苦就没甜"，反向情感是正向情感的滋生地。（但是不能说没甜就没苦）。只有反面形象的艺术之所以能使

人产生愉悦感，是因为作品中流露出了作者那揭露、批判、嘲讽等情调。其中也有正面形象 ----幕后的作

者；对作品中形象正价值的点评都是面向作者本身那敏锐的视觉。（该类艺术作品中的反面形象内容，多属

于构不成犯罪的那些错误、丑陋的表现。日常生活中此类表现不表现为公开斗争形式。） 

  通过对大量的事实研究发觉，所有的反向理性情感内容都是人本质内容；而正向理性情感内容并不都

是人本质内容。由于正情感都来自反情感，所以可以说正向情感内容都与人本质有关。例如，吸毒产生的正

情感与人本质无关。当毒瘾形成后又产生的吸毒意向并不是情感，但是当认识到吸毒有害控制意向不能实现

时，就会显现反向情感。其反向情感显现的原因是因为人的理性特征。 

  再如，由于久旱无雨又没有足够的灌溉条件，一个农民意识到自己的丰收意向不能实现，产生的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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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评论 

许著:美的内容 



情感也是人本质内容。这里不妨提醒一下，"人本质"表现在"丰收意向上"！假设这个农民种植的目的（不是

意向）只是为了够吃就行（不是丰收），那么即使那一时的天旱无雨他并不在乎。现在再来体验一下那个有

丰收意向的农民心情：大旱后天降一场暴雨，满足了他盼雨的意向会显现正情感。但是这个理性正情感的显

现条件是天降的雨，与人本质内容无关。 

  人类的情感具有自己的发展历程，并且还在进化着。本人主观地划分为三个阶段：感性情感、价值类

理性情感（即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类理性情感（即人与人的关系）。 

  1）感性情感。正向感性情感指的是，由于满足人的生理需求或生存需求的原因产生的正情感，即快

感。主要包括对食物、生殖和温度需求。感性情感与理性情感的一个主要区别是，它不是来自于概念没有概

念内容。所以感性情感被记录形成美时，形成的是二因夹，其中只包括客体符号（符号是被记录的信息）和

快感符号。并没有概念符号。所以感性情感没有内容。由此也就显现了它们的动态区别即感觉上的区别：感

性情感的感觉只是快感，理性情感除了快感外，还因为其联系的概念内容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快感类别，例如

高兴、舒畅、愉悦、爱慕、激动等。我们平常对"快感"的理解，首先想到的是感性情感。 

  快感肯定是满足了需求，但是满足需求不一定出现快感。我们每时每刻的呼吸都是在满足对氧气的需

求并没有快感感觉。实际上，不论感性快感还是理性快感，它们都是来自于意向，来自于不满足，来自于反

向情感。饥了吃饭才香，饱了蜜不甜。渴了喝水才"美",不渴没滋味。冷了烤火才舒服，不冷烤火就热。快感

出现在满足时和满足后一段时间，如果继续满足快感消失。儿童的精神表现特征是每天都快乐。我曾问过人

们这是为什麽，得到的只是一个答案，是因为他们无忧无虑。这近似于常识的回答实际上是绝对的错误！因

为这个答案违背了上面提到的正向情感规律。无忧无虑的快感应该出现在有忧有虑之后，儿童没有忧虑。即

使有忧虑，快感也只是显现在解除忧虑时或延续一段时间，但是不能长期存在。儿童处在生理上的快速生长

发育期，对食物需求迫切，当不能满足时经常出现饥饿感，吃到食物后即显现快感。儿童平时只知道要吃

的，所以会经常得到满足，其快乐表现比成年人多的多。也正是由于快乐这个原因，他们对自然界的任何客

体都感觉到爱，不但喜欢各种动物，而且喜欢玩耍物件。 

感性正情感来自于天生本能，但是并不都是动物属性，其中已经显现了人本质内容。人喝的水已经不是

动物喝的自然水，是创造的清洁水；人吃的食物也不是自然界现有的；人找个对象固然有生殖需要，但是也

感觉到对方对自己人本质价值的肯定。找不到对象显现的反向情感，不单是不能满足性需求，主要是感受到

自己人生价值的低下。 

客观上确实也有与人本质无关的快感表现，如食入野生动物或野生禽类肉快感或自然风的凉爽感。 与

人本质没有任何关系的快感比较少见。 

  感性快感在人的日常生活中具有调节精神作用。人在生产活动中产生的疲劳感，吃上一顿饱餐立即会

消解很多。如果没有经常显现的餐饮快感，人追求理性情感或幸福感的精力会大打折扣。正向感性情感的二

因夹由于没有概念符号，所以任何概念都不能显现感性快感，只能由客体符号表现。如果某些符号是某些人

从未见到过的（例如人体形象中的某些符号，就是未成年人没有目睹过的），在这些人的大脑中就不存在那

些符号的二因夹，即使这类符号具有具体的概念内容，也不能通过联想显现那理性认为的应该产生的快感。

根据笔者对美的对象和对艺术的定义，这样的符号对于有的人来说就不是美的对象，其表现也不属于艺术表

现。显现的欲望或意向，如果不能得到满足还会产生反向情感。实际上，并不是所有感性快感或者理性情感

都能够通过再现显现为美感，中间还要通过"美"的过滤。 

  我认为人体美来自于性感。性感的产生与客体的的信息符号本身内容无关，身体美不在于黄金分割，

动物也有黄金部位；女人和男人每一处的比例都不同，女人的黄金部位在男人那里就不是黄金。女人的概念

联系在她特征性信息上，这信息就是与男人相区别的信息。例如隆起的乳房、宽大的臀部，较小的脚，较长

的脖颈、较窄的肩部、园韵的肢体等，男性则相反。由于这些信息在穿衣人体上也能显现出来，它还记录着

日常生活内容，其中还不乏较高层次的理性情感！在这个意义上说性感也有层次性。 

  大卫雕像式形象情感来自哪里？它来自于一处特定的公共场合。古希腊人在体育赛场中有一丝不挂的

运动员，当时人们对比赛胜利者的崇拜情绪遍及全社会，目睹此类特征的形象的作品产生的是理性的崇高感

受。当时此类艺术品多为男性。（如果此类雕像放在中国，人们的感受会绝然不同。） 

  电SHI剧中的某些情节如果是人们（不排除有的人）不曾目睹过的，例如床上戏、子弹穿进人体时从洞

中淌出的血等（怪异信息），不属于艺术表现，也不属于美的内容。淌血的概念也不过就是打死概念，亲眼

看到打死人的少了又少，绝大多数都是听说过的，并且多联系着"残忍"感受（这怪异信息还会显现丑或恐惧

感）。即使表现的是好人打坏人，在大多数眼里这样的细节产生的实际效果与作者的意图相反，有损于正面

形象。我认为，这些怪异信息就如同绘画的比例错误，属于表现技法内容。 

  2）自然类理性情感。这是理性情感的第一阶段，它的内容包括人类对除人以外的自然客体的作用活

动。正向自然类理性情感内容是不断提高的生产实践能力。而这能力的提高来自于对自然规律的更深层次的

认识。 

  当动物具有了记忆客体运动内容能力后（严格讲，动物也有极短时间的记忆，但是没有内容））便出

现了人类。这里的记忆内容指的是因果关系，即规律。人能够利用自然规律去改变客体的自然状态，是由于

这实践活动具有剩余价值。 



  这不断提高的能力来自于反向理性情感。这反向理性情感的产生原因是感受到了客体的运动对自身生

命产生的威胁，或对自己的意向产生的阻力，或因自己的错误生产方式导致意向不能实现。反向理性情感的

积极意义在于能够感受到将来的威胁，这是因为在人的大脑中不但记忆了客体的运动内容而且还记忆了自己

先前产生过的情感。 

  例如，那世界上出现的第一个人在吃饱了休息时（也只有在这时），会本能的显现反向情感，它意味

着自己又处在了动物状态，对人本质生命形成了威胁。这情感会再现出过去出现过的反向情感内容，例如过

去遇到天灾时出现的食物缺乏现象和难受情感。于是他就利用这个休息时间去储存食物。他之所以知道储存

食物能够防灾，是因为它懂得了这样一个规律：一切无生命客体在没有外力作用时不会自己跑掉。 

  这个自身的运动内容产生了剩余价值：他储存食物占用的时间，小于那天灾时寻找到等量食物占用的

时间。这样，这个人就有了更多的休息时间。但是如果不是因为生理上的原因不得不较长时间休息的话，就

会进入动物状态，本能地会显现难以感受的反向情感。通过情感反射概念，回忆到过去经历过一个更大的天

灾和当时的感受和内容。感受迫使他又想出了办法，他把食物种子撒在自己周围土地上，获得了距离自身更

近的食物。它产生的剩余价值使他又有了更多的休息时间。但是他能够休息更多的时间吗？当他休息到一定

时间时又显现了反向情感，又回想到天不降雨时自己种植的作物枯死的情景...。单就抗旱说，从挖坑储水到

打井、从打浅井到深井，直到现在的人工降雨，都说明以下的道理，A)推进生产技术进步的是反向情感。这

是因为它是不乐意接受的感觉，必然产生摆脱意向，必然促进新技术出现，必然又会产生剩余价值。这价值

是利用剩余时间（即剩余资金）创造的，所以又是在原来基础上又增加的价值。而正向情感是乐意接受的感

觉，会使其继续重复原来的生产方式。B)打井出现后生产的粮食固然是更加富裕了，然而也不会留有富裕粮

食。这是因为打井取水必须付出价值，这些价值就来自于它们。反之，如果没有那富裕粮食他就没有时间（

资金）去打井。C,直到当代的我们创造粮食的能力如此之大，也还没有更多的富裕粮食！这是因为随着生产

力的大幅提高，维持必然消费（包括生产工具消费）的资金量也相应大幅增加。但是也必须储存一定数量用

来预防天灾。看来，现在如此高级的人类，还像远古那第一个人一样还在储存食物，还在面临着食物短缺对

生命的威胁。处在楼的最底层的农业的作用，是在满足着人类的第一需求，即保护着人的生命安全，与那上

层建筑的功能没有主次之分。 

  一个人利用自然规律为自己创造剩余价值的意向不一定都能实现。他自认为的规律如果错误的话，意

向不能实现也会显现反向情感。正确的认识才会产生正向情感。 

  通过以上分析做出一个结论：自然类情感是主体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能力的肯定与否定。 

  3），社会类理性情感。这是更高一个层次的理性情感，指的是人与人的相互作用产生的情感。此类情

感的显现原因表面上与货币价值无关。但是自然类情感是它的属性，也会追溯到货币价值。 

  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显现的情感表现在方方面面，都具有可操作性。可操作性表现在：A),要想使某人显

现正情感，不用学习谁都能做到。B)，如果知道一个具体人遇到一个具体事物或处在某一具体场合，谁都能

够知道这个人会产生怎样的情感。然而并不是对所有人都能够判断准确。只是一个大概的判断。艺术家还需

深入生活，了解具体人的具体情感内容和更具体的情感符号。 

  人与人的相互作用具有以下规律：A,人甲对人乙的作用行为，如果满足了人乙对物质或精神的需要意

向，人乙必然给与人甲以回报。其回报量大于人甲付出量。B,人甲对人乙的作用行为，如果故意对其造成物

质的或精神的伤害，人乙必然对人甲以伤害回报。对人甲的伤害程度大于对人乙的伤害度。 

  这个现象说明，人与人的相互作用具有正负剩余价值。但是人对人的作用的价值表现，已经不同于对

除人以外的客体的作用的价值表现。一是表现在时间上。人对人的帮助和付出已经不是以回报为目的，是出

于情感或者理性认识。这理性认识是通过经验感觉到而又作为美德的教育形成了一种习惯的行为。这回报是

较长时间显现的。二是表现在情感上。人的价值理性情感表现在主体上，客体没有情感。人的社会类理性情

感则只表现在对方。多数情况下人对人的帮助是出于对方需要帮助的意向。（如果对方遇到困难自觉自身能

够解决，那么谁对他的帮助都不会产生好的结果。友善的价值表现不一定都是正值的）。满足的意向是对方

的意向，帮助方不一定显现情感。表现社会类情感的艺术作品，鉴赏者显现的情感内容，已经不是像自然类

情感那样显现的都是主体的行为内容了。表现社会类情感的艺术的情感来源，多数是来自客体人的优良品

质。 

   理性情感也有不能再现的正向情感。盗窃现象显现正情感的有可能出现在盗窃人那里，不能再现。由

于盗窃行为的秘密特征使绝大多数人看不到，盗窃内容都是听到的。所以表现盗窃概念在绝大多数人那里都

显现反向情感和愤恨意向。理性情感表现为美感，也要经过美的过滤。世界上每一个具体人都是人，但是并

找不到一个完美的人。同样，虽然情感是人本质的感性显现，情感也不是完美的。美感虽然是经过过滤后显

现的，然而也不能认为是完美无缺。 

  美感的内容多于美的内容，这是因为在显现美感时必然会显现出不属于该美内容的信息和概念。 

   4），结论。 

  情感内容与生命进化内容一样具有层次性，它也是美的内容特征。 从无机客体到有机客体到人类自

身，共同构成了时间运动这棵生命之树。从根到茎到叶，对于生命树说各自都有美的内容和丑的内容。那美

的内容使它们和谐相处，共同维持着树的健康生长；丑的内容制约了树的生长并威胁着它的生命，然而它们

则决定着树的进化。 



人们习惯地认为，上层的是崇高的，对社会贡献大，正价值大；下层的是底下的，对社会贡献小，价值

小。这种认识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不能和谐相处。通过对美的机理的研究会发现这是错误认识，没有科学根

据。 

"美"好吗？当然好，没有美我们就没有了方向，智慧也来自美。然而正是它的愉悦感会使我们停止不

前；"丑"不好吗？，不好，它使我们难受、苦恼，然而没有它我们就不能创造再创造。应该相信，我们不断

强化的智慧足以使丑变成美。 

  由"老大的幸福"引发的又一次幸福大讨论，如果不介入情感和情感显现特性，单从物质生活水平上来

界定永远不会有结果。幸福生活必须是有幸福感的生活，幸福感只能是情感，也只能是正向情感。幸福感显

现在"更上一层楼"那段时间，与这个动态的人本质条件以外的任何条件都没有必然关系。无论国际上研究出

如何准确的测度方法，得到的结果都会与富裕程度无关。那准确的测度方法也值得怀疑，被测的那个人的即

时精神状态好时，他感觉到的幸福感就高，第二天情绪不好时感觉到的幸福感就低。如果这个人当时情绪极

坏时，只能使他显现过去的那些反向情感，他肯定会说；"我这辈子没有幸福！" 

  最后，我用艺术形式结束这个话题。对社会现象做的结论，不会像"2＋3＝5" 那样具有绝对性，只是

相对于一定场合有效。有时候理论所表现的概念内容会受到限制，只能用艺术形式去感受。由于作者写作能

力所限，有的词汇和语义表达的不确切，可能引起误解。作者的意图是用形象去感觉以上那个结论的内容。

请不要产生与作者本意以外的猜测。 

  

  话说有一天，我在路上碰上一起交通事故。是一辆轿车挂坏了一个民工的自行车。轿车主人与民工争

执不休。主人戴着礼帽并且压得很低，连同那副墨镜似乎是不让人认识他。他突然大声说道："我没有时间

听你唠叨了，"顺手甩出一百元钱，"不少吧！算我捐助了你这个穷光蛋！"说完就要上车，我拦住他说："你

先等等，穷就是光蛋吗？""你想理论理论吗？那好我告诉你，穷就是光，光就是蛋！""你不光也不蛋，你就

比他高级一等嘛！"我心里想着，你如果回答不高级，我就会问你为什么骂人。但是他说道"金钱万能，你懂

吗？钱多能力大，能力大就高一级，有什么不对？""金钱万能我懂，它还能牵着穷人给主人当牛用。人毕竟

不是牛，他们如果都走掉，你这个主人还能生活吗？""你别把我当犯人这样审好吗，我再说一句就够了，我

的钱存到银行里，光利息就能养我一辈子，没有他们我过的更自在！气死你，气死你...""你别走！"我笑了笑

拉住他说："我家里有个狗，吃香肠和大肉，只张口不伸手 ，...""别给我狗啦狗啦的，...""我隔壁有头

猪，..."他扭身到车里去了。 

                                             
题目：谁伺候谁？ 

  我住在一个偏僻小村叫孔家庄。街坊一个文化人，屡考不中，最后虽然只差"一点点"也不能再试了。

祖上的遗产已耗尽，只剩一间小茅屋。他爱喝酒也吃茴香豆，也穿着一件四季都露在外面的旧长袍。人们给

他送了个绰号叫孔己乙。 

  他时常对人说，他只差一点点就中了，中了就当官。起初喝酒要一碟茴香豆后来叫半碟，今天拿来了

一点点，有人取笑说："没钱了吧？""钱哉？"他拍了一下长袍"多也。"那人伸进他的口袋笑起来，又引来一

场哄笑。孔己乙也应酬地笑着。往日喝酒他都是挺着腰板，右腿骑在左腿上，今天人们发现他的右腿放在地

上，不断地颠着。 

  孔己乙人穷志不穷，进酒馆从不赊欠。"欠账麽？非理也。"就是那村长，在街上舔着大肚子过来，他

也舔起肚子过去，谁都不哼一声。"要不差那一点点，你岂不属我管嘛！"然而今天他走出酒馆总觉得没有滋

味。"酒馆能不进，觜不能不吃，以后没有了那斗米？..."后来，孔己乙想到本村地主孔老三曾经两次找过

他，由于临时人手不够要找一个短工，都被他拒绝。现在暗想道："丢面子是丢银子哉？非也。撕破面子疼

麽？不也。"然而他曾两次推开老三的大红门，都退回来了。 

  一天，孔己乙有机会遇到一辆去城里的车，便搭车到了那里。一进城，不知道是因为没人认识他了还

是觉得自己成了城里人，顿时感到愉悦多了。但是每每看到用人广告都不是自己能干的事。一次，他对一个

招收广告产生了兴趣。是本城第一服装厂的老板太太需要一名清洁工，只是洗洗衣服、扫扫屋子和院子。孔

己乙心想，打扫屋、院不用力气，洗洗衣服也不费劲。况且主人有的是肥皂也不愁洗不干净。 

  就在当天，他着实地拍了拍长袍上的土，跨进第一服装厂。一进屋便看到几个人正在围着一张桌子打

麻将。孔己乙并不傻，一眼就看出那个抹着红嘴又有特殊打扮的老板太太。他先应付地鞠了个躬问道："请

问太太，有事需要帮忙麽？"太太扫了一眼说："没有，我不忙！"他寻了个无趣，退到院子里。打了一个圈

圈又回到屋里："太太，你们有衣服需要洗麽？"她把麻将往桌上一拍："你干嘛不讲清楚！是来应招的吧？"

他微微点了一下头。她对着孔己乙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问道："你看清了广告内容没有，知道不知道一个

月给你多少钱？""莫讲钱，我是来帮忙的。"顿时一场哄堂大笑。太太心里说："神经病！"她把孔己乙带到院

子里说道："屋里吗？你就别管了，这个院子还有那两个院子，早晨起床后先把它们打扫干净。该洗的衣服

都放在这个桶里。记住，必须洗得干干净净！"孔己乙说道："可以，可以。" 

  过来几天，太太发现他真的还行，衣服洗的无可挑剔。至于消耗了多少肥皂不在她的眼里。到了月

底，她拿着一叠票子递向孔己乙说道："拿着，这是你这个月的工钱。""不讲钱，不讲钱。"随说着把手伸过

去，"谢谢太太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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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钱，他先换了一件新长衫，并且用不着出门就在厂里随便买了一件。剩的钱不仅有酒喝还能吃上

茴香豆。日子倒也过得自在，活儿不多，天冷了整天坐在南墙下面晒太阳。晚上躺在床上，美滋滋的想

道："过年回家时，那个酒馆老掌柜准会问我：'你到哪儿去来？''到城里去来。''干什么？''第一服装厂做

事。''什么事？''你猜猜，我的名字麽，工人们不知道，工头们不知道，董事会的人知道，当然老板，老板太

太...'想到这里晕乎乎的睡着了。 

  然而他并没有那么运气。一天，太太拿着一件衣服怒冲冲地冲他走来，高声嚷道："你看看，你看看，

这是我下午接待客户要穿的，偏偏就是没有把它洗干净！"对孔己乙说话，只要是笑着说说什么都不介意，

唯独看不惯这张耷拉着的脸。暗想道："无理也要辨三分嘛。"对于"作诗对诗"张口就来的他，并不紧张。他

又听到太太在喊："听着！你若不好好伺候我，就..."没等她往下说他站起来："不对吧，太太，我伺候的是衣

服。""衣服穿在我身上，伺候衣服就是伺候我！""也不对，太太，我穿的这身衣服就是你们给我做的，..."太

太上前拧住他的耳朵让他半歪着头，说道："我教训教训你，你这衣服是用你的钱买来的...""又不对，太太，

那钱也是你们的。伺候你哉？非也。伺候我哉？是也。"太太把手松开，抱着胛子喘着气，片刻后她指着他

说道："你，你，你什么也别说了，现在就给我滚蛋吧！"孔己乙犹豫了一下，扭过身背向着太太，两臂背在

后面迈出方子步，说道："我吃茴香豆去也！" 

 
附，作者解释： 

  要面子与不要面子放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价值概念。一个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出自己都认为是不道德

的事或者说出歧视对方的话语（如那个轿车主人），这种不要面子的行为就不如要面子好。这行为不但对社

会不利并且对自己不利；鲁镇的那个孔乙己认为的那个面子就不好，他死要面子必然会落到可悲下场。而那

个孔己乙，由于要面子发展到对自己生存的威胁。后来虽然还有要面子的意识，但是他的行为已经是不要面

子了。看来要面子意识无所谓好不好，关键在于他的具体行为。 

  人们都知道人与人没有贵贱之分，不一定就按照这个认识去做的。官民具有平等人权，如果走路时官

碰上民，至于谁先说话并没有"理"与不理之分。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民先说话几乎成为人之常识了。这相互矛

盾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如果那个民不想用见不得人的行为去谋取自己的私利的话，（指狭义

的私利，例如利用官的权利去谋取不应该的补助），那个官也认为自己没有权利去答应他的话，这个民在路

上碰到这个官，即使谁都不哼一声也不会互相挑剔了。至于民先说话现象，可能是因为"权钱交易"能够形成

的条件取决于那个贪官吧。如果这个"互不挑剔"的逻辑能够成立的话，双方的各自谋取私利行为，便是把都

处于一个时代的官、民等级化的原因。（当然等级的含义是上等和下等，不是上级和下级）。如果把富、穷

产生的贵贱等级化原因也包括在内，那"谋取私利行为"应该替换为"错误行为"，它的内涵是"暂时对自己有

利，长远看对自己不利的行为"。有利与无利的判定者是情感！它也是这些现象也属于美学现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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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再林：作为“后后儒者”的李贽 朱志荣：《夏商周美学思想研究》

相关新闻    全部新闻       

 张前:音乐审美四题 (6月17日) 
 于淳: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的现代化与多元化 (6月17日) 
 于润洋:关于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上）... (6月17日) 
 于润洋:关于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下）... (6月17日) 
 刘法民著《魅惑之源：艺术吸引力分析》一书... (6月17日) 
 冷昊:浅论当代中国审美观的形成 (6月13日) 
 余祖信:中华品美史概观（中） (6月8日) 
 张再林:释“文” (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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