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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性之爱存在吗？ 

王娜 

 

性作为人类两大生产方式的核心要素之一，本来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事情，就像吃饭那么自然、正常。但是，在我
国，由于历史的偏见，把性这一绝对自然的事情弄得神秘兮兮的，可做而不可说，更不能看，使得性教育难登大雅之
堂。性教育的缺乏，同时肥皂剧的泛滥，使得很多少女一直都在反问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存不存在抛弃“肮脏”的
性的所谓纯洁的浪漫爱情，按中国传统思想教育的答案是肯定存在的，而且是值得歌颂的，因此这样一种充满浪漫色彩
的精神型爱情是众多少女的追求。当看到一对对情人相依相偎着，甚至亲吻时，觉得好像是男生占女生便宜。等到自己
亲历爱情时，如果发觉男友具有性的意图或目的，又矛盾了，不知该退改进，退则使两人的爱情永远停留在原地，或者
成为失恋的开始；进却冒犯了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在这进与退之间其实并不需要如此矛盾，因为无性之爱[WN1] 是不存
在的。 

一、          性与爱的起源 

（一）、人类性的起源 

人类是从类人猿进化来的，猿也是从比它低等的动物进化而来的，人作为生物进化的产物，从动物那里继承了许多
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功能，其中包括性本能。性最原始的作用，就是人类延续种族的需要。它最基本的功能、性生理、性
行为、性功能，可以看成是天生的，是一种自然本能，这是性的自然属性。 

可是人类的性又具有动物的性所不具有的内涵，动物的性只具有某些生理的和一些低级的心理内容，如动物在发情
时，会分泌特殊的气味，显得兴奋急躁，千方百计地寻找配偶。而人类的性除了本能地具有这些生理内容和低级心理内
容外，还具有大量的高级的心理内容和社会内容，比如明确的审美意识、理智的鼓励与克制、道德规范的提倡与约束，
等等。这些高级的心理内容和社会内容一旦形成就必然反作用于性的生理内容和低级的心理内容，对这些生理内容和低
级心理内容，即人的原始本能进行改造和控制，这是人所独具的性的社会属性。 

（二）、爱的起源 

对于爱的起源，存在着不同的解释，下面选取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来从爱的起源说明爱与性的内在联系。 

1、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爱情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WN2]  

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人类以来就存在的，但是作为一种高级情感的爱情，则是人类
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爱情作为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其产生和发展是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一定状况、与不同
历史阶段的文化特征相适应的。在人类刚刚脱离动物界的蒙昧时代，人类的两性交往中，占支配力量的主要是自然本
性——单纯的性冲动，因而形成了盛极一时的群婚制。到了野蛮时代，随着生产的发展，自然的淘汰和人类性意识的觉
醒，首先由妇女要求而形成对偶婚制，人类在两性关系上从单纯的性欲向情欲过渡。在文明时代，为了继承私有财产的
需要，确立了一夫一妻制，这种个体婚制的出现，为人类性爱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恩格斯指出：由于排他性的产
生，个体意志的发展，等等，才第一次造成了一种可能性，“在这种可能性的基础上，从一夫一妻制之中——因情况的
不同，或在它的内部，或与它并行，或违反它——发展起来了我们应归功于一夫一妻制的最伟大的道德进步：整个过去
的世界所不知道的现代的个人性爱。” 

因此可见，人类的爱情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历史发展到文明时代的产物。 

2、              弗洛姆认为爱是对人类生存问题的回答[WN3]  

当动物进化到人类时，人就作为一种超越了自然的新种属出现，其生命已成为自觉的，具有了自我认识、理智和想
象力的个体。正是这种“人的自我认识、理智及想象力打破了动物生存特有的‘和谐’”[WN4]  ，使人面临着永远也不
能摆脱的生存的两歧，即生存诸问题的矛盾的两个对立面:生与死的矛盾；长远理想和短暂生命的矛盾；心灵与肉体的矛
盾，等等。所以，弗洛姆说，人的“理智既是人的福祉，又是人的祸因；它迫使人类永无止境地去消除那些无法解决的生
存两歧”。它使“人意识到自己，他人，人的过去和发展前途的可能性。人对他的单一存在的觉悟，对他短暂生命的觉
悟，人意识到生不由己，死的必然… …人意识到自己的孤独和与世隔绝，意识到面对社会和自然的威力自己的无能为力—
—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他的特殊和孤寂的存在成为无法忍受的监禁。如果人不能从他的监狱中解放出来和打碎这一监狱，
如果他不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同他人或周围的世界结合在一起，他就会疯狂”。 

人类寻求摆脱孤独的途径或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典型、最常用的途径主要有如下几条：第一条途径是不同形
式的纵欲，例如，通过酗酒、吸毒和性放纵等达到一种恍惚状态，但是这种形式达到的人与人之间的统一是暂时的；第
二条途径是通过同一组人的习惯、风格和看法保持一致来达到同其他人的结合，在这种结合过程中使自己失去了大部分
的个性，这种统一仅仅是一种假统一；第三条途径是创造性劳动，使得劳动者与他周围的物质达成一致，这种统一不是
人与人之间的统一；第四条途径是爱，性放纵虽然能给人带来短暂的快乐，但是以性为心理基础和主要内容的爱却能给
人带来持久的挚情，持久的快乐，只有爱才能冲破人与人之间的高墙，并使人与人相结合，才能使人克服孤寂和与世隔
绝，才能满足“人内心最强烈的追求”。“没有爱，人类一天也不能生存”[WN5] 。此时对人类生存问题的真正的和全
面的回答只能是爱。 

二、性是爱情产生的自然前提和生理基础 

从上一部分关于性与爱的起源的叙述中我们得出：性并非原罪，而是人从动物进化过来时所继承的延续种族的本
能。正是由于这种本能，才使得人类成熟的个体积极地吸引异性，并被异性所吸引。爱情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
阶段的产物，是在性的基础上产生的，并一直以此为基本内容的，所以即使随着文明的发展和道德的进步，爱情会出现
一系列新的道德要求，但是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之爱，爱情始终以性爱为基本特征。正是性爱这个特征把爱情和其他一
切人类之爱区别开来。正常的爱情都包含着性爱的因素，都指向性爱，没有性爱的爱情是一种病态。少男少女自青春期
到来之际，不仅性的器官和内分泌系统在生长变化，大脑皮层中的性控制区与情感控制区也在一同发育成熟，民间说"发
身才懂情事"就是这个道理。青春少男少女对爱情的梦幻中，一般虽无具体性生活的景象，却包含着大量的性象征、性暗
示和性躁动，这是由人体生长发育所产生的一系列变化所决定的，任何人都没有理由为这种正常的生理和心理现象觉得
羞耻，同时社会总体的风气也不应该对性这种本能的自然属性给予压制，因为这样一些扭曲的行为只是仅仅给予爱情方
面，"单项突出"，而对其基础进行否认或者避而不提两者的关系，破坏了人类本身内在的性与爱的统一和一致，很容易
造成自我矛盾甚至自我摧残，反过来又会严重削弱甚至毁掉已有或将有的爱情。 

对于绝大多数把性与爱视为矛盾的人来说，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她们把爱情看得过高过重，而在于她们把性看得太低
太轻。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社会文化对性严厉禁锢，却允许一定程度地"言情"，因此，即使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也只得
首先以要求爱情为旗帜和武器，对性问题谈得较少，这种文化倾向不自觉地把性与爱人为地割裂，使相当多的人误认为
爱情绝对美好、性事绝对丑恶。越是不懈地追求爱情，就越是不自觉地贬低和压抑自己的性存在。殊不知他们所追求的
爱情是人类异性个体之间基于性生理的差异而产生的相互吸引、积极奉献的行为和心理的过程，是以性爱为主要内容
的。 

性爱作为自然属性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具有积极的道德价值。中国古代哲人把阴阳对立统一视为宇宙间永恒
的普遍规律，有阴阳固有男女，阴阳合气而万物生，男女合气而子女生，此乃宇宙大化之过程，天地生生之德的体现。
经典上说：“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性欲与食欲并称为人类的两大基本自然需要，前者是个体
生命存在的前提，后者是人类生命延续的保证。古人并不讳言男欢女爱，每每到了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的年代，社会
已透露出衰败的气象。因此，性欲作为人的两大基本自然需要之一，它的正常满足以及其与爱的统一和一致是社会健康
的标志。爱是精神的，性是物质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早就证明了，物质是第一性的，是独立于人的精神之外的客观存
在，物质是精神的基础，那么，由此我们同样可以得出性就是爱的基础。 

爱情的成功，是生活幸福的源泉。性与爱的完美结合，在爱情中起关键作用，在爱情的结构中，性是动力和源泉，
有了性，爱情才能给人以充实感、完美感，而缺失了性的爱情，则是残缺的、空洞的，它的生命力就会枯竭。因此，现
实生活中是不存在无性之爱的。认识到这一点后，少男少女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就没必要对性产生恐惧的心理，也没必
要使自己处于进与退的矛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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