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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有没有美感？经常在网上看到与此相关的讨论.我以为从美学界的现状来看，对美感，审美，美

的本质尚且争论不休，要解答动物有没有美感，显然难上加难。  

 

      美是难的,大自然是奇妙的。  

 

      去年六月十二日美国ABC电视台的晚间新闻播放了一条有趣的的报导,应该说还和美学(或许是另类美

学，不是艺术哲学或意识形态美学；也许有一天会称之为动物美学)有关。  

 

 

      每年春天有一种黑燕(BREWER’S BLACKBIRD)飞到美国OREGON的EUGE市. 这种黑燕在市区的行道

树上筑巢. 每当行人走近他们的鸟巢时, 他们会袭击行人,猛啄行人的头部(见附图1.).人为了防止鸟的袭击, 以

手护头,颇为狼狈. 记者说其实防止鸟的袭击,也不难,绝窍是向昆虫学习.有的飞蛾双翅展开时, 双翅上两个大

而圆的图案,就像两个大眼睛,称为假眼(见附图2,3).鸟见了害怕, 至少感到不安全.因此这种飞蛾就免遭鸟的捕

食.还有的毛毛虫,不仅头上双眼圆睁(可能是真眼加化妆),而且身体侧面和尾部, 都有大而圆的假眼(见附图4),
煞是有趣. 现在人也和昆虫一样,在帽子上作两个大而圆的假眼,就能避免黑燕的袭击了.  

 

 

      我搞不清动物有没有美感，我只是想问，动物有美感又怎么样,没美感又怎么样？飞蛾，毛毛虫之类

的低等动物，肯定是没有美感的，但它们竟然能在翅上身上长出彩色园环。美学家不是认为园形是最完美的

图形吗？成双,对称的,色彩鲜明的圆形图案,不可谓不美.请问有哪一位具有丰富美感的艺术家，审美大师能在

自己的身体上“生长”出彩色图案呢？我只听说过人体彩绘艺术，却没有见过人体“彩生”艺术。据说动物只能

按照一个种的尺度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度建造。看来上帝死了,入住圣殿的是无所不能的

人。这种以人万能，以人为神的思想阻断了我们的思路，局限了我们的视野。美感对人来说是重要的, 美感

对动物来说未必重要.如果人真拥有任何一个种尺度，就应该用任何一个种的尺度衡量宇宙万物。不幸的是

以人为中心的思想,习惯于只用人这一物种的尺度来认识自然环境。  

 

      人是用符号信息思维的高等动物。符号信息是它指的信息，是信息之信息.信号信息直接表达信源的

特徵，而符号信息表达信宿与信源之间新的约定,即用此信号信息它指另一信号信息和它的信源特徵。人之

为人,正是由于人共创，共建，共享,共用统一的符号信息系统.人用符号信息进行思维所以具有意识。意识是

以符号信息为主的信息系统。人有意识,因此具有美感，以此辩识美。人的美感是人的生态本能。所谓生态

本能是指人通过美感和在此基础上发展的审美能力，感知辩识环境，进而改造和适应环境。缺失这种生态本

能，没有美感和审美能力的人，或在这方面有巨大偏差的人难以生存或不存在。  

 

      郑板桥说他画竹的过程是”林中之竹,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这正是信号信息到符号信息,再从

符号信息又转化到新的信号信息(同时也是符号信息)的过程.郑板桥的眼中之竹,是他接收到竹的信号信息。

他的胸中之竹,已是艺术家的符号信息。他胸中符号信息的对象化墨竹,看来是实体的信号信息, 其实是板

桥先生与具有审美能力的人所约定的符号信息。所以郑板桥之竹,画得再好，再真再美,只有人能欣赏,猫,狗,
鸟雀是正眼不看的.可见审美 人与环境之间的信息交流是通过符号信息这一中介实现的。人工美,艺术,是

人的意识，人头脑中美的符号信息的对象化。  

 

 

      动物一般没有思维能力,有的高等动物既使有，也是很低级的思维能力。没有思维能力，不具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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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山客：动物,美感及美的生成 



动物只通过信号信息与环境交流，因此它们没有美感,也不审美。那么没有美感，不具审美能力的动物能不

能感知美,辩识美？要说清此问题,自然需要长期系统的,科学的观察,试验和研究。但动物创造的美,是客观事

实。可见没有意识的动物，虽然它不能将自己的本质力量对象化，但通过生物物种与自然环境之间长期的信

息(信号信息)交流,能将自身的本质力量(通过信号信息)自身化,创造自身之美。这正是自然界绚丽多彩的根源

所在,也是大自然的奥秘所在。  

 

      那么美是供欣赏的吗？我看不完全是.美可以供欣赏和被欣赏，美也可以不供欣赏和不被欣赏。飞

蛾，毛毛虫翅上和身上的彩色园环不是供它物欣赏，也并不是要美化自己，而是向黑燕传递虚假信息，保护

自身。可见美的实质是信息交流，它和商业广告的作用差不多。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商业广告铺天盖地

而来，自然也越做越美。当然也不排除有的商业广告越做越假.因此切不可忘记,还有许多传递虚假信息的商

业广告.不然你上了当,也吿不动它.将美看作只是供欣赏和只是被欣赏的, 这无非是以人的一个种的尺度去衡

量大自然所有的尺度。  

 

      目前流行的观点是审美涵盖了美的实质:美是审出来的,美是具有审美意识的人的创造物和专利;认为

动物除非具有审美意识，自然美才可能存在.  

 

      赵汀阳在”对美学的一种理解”一文中说: “由普通的经验产生审美意识在逻辑上是不可能的，因为缺

少一个必然的逻辑根据，除非认为事实本身具有美的特质，并且美不是人类的创造产物和专利。但这个假设

必须拥有这样一个事实才能成立，即动物也具有审美意识。而马克思早已通过严密的论证向我们指出，只有

人才“按照美的规律来建造”[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异化劳动)一节。]。因此，只有艺

术经验才是产生审美意识的真正原因”(1).  

 

      我早已失去了为一些人的马克思的引文查找原文的兴趣，因为我的经验积淀表明,他们所引的关键之

句往往是我无法找到的。我只知道马克思说过”人也按照美的规律来构造”。但赵文却说”马克思早已通过严

密的论证向我们指出，只有人才“按照美的规律来建造”,不知典出何处. 再说马克思再严密论证也没有用,自然

界不会按照马克思在一节手稿中的”严密论证”运行的。希望唯物主义真正“唯物”，而不是“唯书主义”，更不

是自我“辩证”的“唯书主义”。马克思说”人也按照美的规律来构造”,一个”也”字,说明马克思认为人不是第一位

遵循美的规律的建造者,更谈不上美是人类的创造产物和专利.美的规律决不是人的实践产物.人只是在实践中,
特别是通过艺术经验了解,应用和掌握美的规律.  

 

          有人将美感和美混为一体,也是不对的.美感是人对美的感知和辨识.美感不是美.人对冷热的感知和

辨识可称为热感.热感不是热.没有热感,热依然客观存在. 热感研究得再透,也未必说清了”热本身”.只研究美感

和审美也同样不能说清美的本质.美是什么?美是一种信息现象。热是什么? 热是物质能量属性的一种表现.体

外热源可以引起人的热感.同样, 体外信息源的某种性质可以引起人的美感.信息源的什么性质可以引起人的美

感?事物信息的某种有序组合具有美的特征,能引起人的美感. 美是序的表征,美感是序的滋味.这里并不排除主

观美的存在.因为美是信息,美既可以是客观的,又可以是主观的,也可以是主客观的统一. 人通过审美可以在头

脑中产生美,它是人大脑中动态信息系统的有序组合.但是人的审美意识是有符号信息参于的信息系统动态有

序过程.而自然美是没有人的符号信息参于的信息系统的有序组合.  

 

      美感和审美的关键还是康德所指出的合目的性。人通过符号信息有意识地合目的，动物通过信号信

息无意识地合目的。殊途同归,有何不可.合什么目的？生物和环境之间信息交流的和谐统一，两者关系的有

序化. 生物将这种有序化的信息潜藏在基因里。人有意识地合目的,有序化的符号信息储存在文化里.由此可

知,有序乃众美之源.万物之美源于序;人工美如是，自然美亦如是.飞蛾，毛毛虫翅上和身上的彩色园环是为

了吓阻飞燕而产生的，它虽然也可说是美，但不是供欣赏的。它是飞蛾，毛毛虫防止飞燕啄食自身而创生

的，从而建立了一种新的种间关系，是生态系统有序化的产物。和谐有序的生态关系是自然美的重要根源之

一. 序是理的展现.有序亦是有理.绝对有序, 绝对有理.柏拉图认为”美本身”是来自对 “理念”的分有,是有一定

道理的。  

 

      可见飞蛾，毛毛虫身上的彩色园环的美学启示十分重要. 人不应只用人一个种的尺度去衡量大自然,
而是要学会用更多的尺度去衡量大自然。人不是无所不能的神,只有自然,实际它也包扩人在内,才拥有所有的

种的尺度.美不是人的专利,恰恰相反,美是大自然的专利. 美是序,是生,是成,是理的分有.人通过美感和审美活

动辩识美和创造美, 创序, 创生, 创成,分有万物之理.一些动物既使没有美感和审美能力(不排除有些动物可能

有美感),它们也有创造美的生态本能, 它们也创序, 创生, 创成,虽然处于被动态.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谁能否认

动物也能分享万物之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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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1.黑燕袭击行人的头部. 

 

 

 
附图2.当黑燕接近时飞蛾展开双翅,显示双翅上的圆型图案假眼,以此吓阻飞燕. 

 
 

附图3.另一种飞蛾双翅上的假眼. 

 
 

附图4. 一种毛毛虫身体上的假眼. 

 
 

(以上附图均为作者拍摄,资料来源是美国廣播公司2005年6月12日的晚间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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