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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在高：生命力·意志·美：性的价值透视

  [内容摘要]  性是人的最深沉的需要，性欲的满足带来生命的丰沛与饱满。而且，性关系比其他人际关系更为

“切身”，其构成影响着社会的其他所有关系。性关系中的双方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人，自由者选择合适的性交对象所

进行的健康性交往，可以创造一个和谐而美好的世界。性的存在导致个体的孤独与对美的追求。真正的两性交往是美

的灵魂与美的灵魂的相遇与契合，肉体的亲昵仅是其表现形式，她遵循美的法则。爱情是生命里最美的花朵，生命

力、意志与美是其形成的基本因素。在两性交往中，如果主要是生命力与意志起作用，称为性爱，主要是意志与美起

作用，称为情爱，而三要素的有机统一，也就是既有性爱又有情爱，则可以形成男女两性交往的理想状态——爱情。

爱情的有无直接关涉生活质量和生命境界，也是衡量个人幸福和社会美好的重要尺度。 

  [关键词]  生命力 意志 美 自由 性的价值 

  在当今，性与色情过分夸张或变调，有人甚至将这种状况称之为“性狂躁”或“性爆炸”。数不清的有关性的信

息激撞着人们的感官，人类的性欲似乎空前高涨和饱满。在现实生活中，性病、性交易和色情表演随处可见(1)；在

文化产品中，丰乳肥臀、欲望尖叫和床上绝活炫耀比比皆是(2)。人类在享受性解放、性自由所带来的快感的同时也

面临许多性困惑。中国古人云：“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性不见得是坏事，很可能是好事，

是给人带来快乐和幸福的好事。事情的关键在于，人们对待性的态度和性的存在方式怎样。因而，性的价值问题关系

重大。所谓“性的价值”(3)，是指“性”的存在对于人生存和自由及其社会发展的意义。性的存在本质上是非凡的

创造活动。爱情完全是主动给予，体现了创造。爱情很好地实现了性的价值。生命力、意志与美是形成爱情的基本因

素，直接影响性的存在水平。下面主要从生命力、意志与美这三个维度透视性的价值及其实现方式。 

一 

  人和动物都有性现象和性行为，不过，人的性现象和性行为最为复杂，最为独特，最有意义。人的性欲异常旺盛

和炽烈，“性欲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如果失去控制，它就可能成为灾难。不应该把精神和肉体分开，把梦想和现实分

开。这会导致人的本质的变态，导致扼杀生命。”(4) 人的性欲的满足已不再是纯自然的过程，而且变成了根本性的

文化创造活动。人力图将人的性活动创造得纯正而优美，摄人心魄，从而最大程度上激发人的生命潜能和创造力，使

人达致自由境界。现实地看，人的性欲的满足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如，血亲之性，群交之性，幼交之性，兽交之性，

同性之性，变态之性，卖淫嫖娼，一夜性，虚拟性爱，自慰，婚外情（性），爱情婚姻，等等。我们知道，社会少不

了必要的性禁忌，另外，性生活还有质量的高低之分、好坏之别。人是自由的有限性存在，人总在努力不断地创造价

值和意义，追求生活得更美好。毋庸置疑，没有人愿意选择劣质的性生活，但总有人对性生活的优劣好坏弄不清楚。

如何选择好的性生活，是人生重要的必修课。弄清性是怎么回事，是我们必须跨出的第一步。关于性，很难界定。性

首先是一种自然现象，性是什么的问题首先是一个科学的问题，这时候不能用道德逻辑和评价的形式加以解答，得用

科学的逻辑和方式来解答。在人的自由选择行动中，性的价值意义得以凸现。人的性行为是生理、心理、社会文化等

共同作用影响的结果，任何单一理论、观念都难以说明人的性本质。先从性欲的生理基础知晓起。 

  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理安·艾斯勒(Riane Eisler)在其著《神圣的欢爱》一书中谈到，现代科学研究表明，性欲

不是产生于我们的生殖器官，而是产生于我们的大脑。在老鼠身上做的实验也表明，用电流刺激大脑的某一个区域，



可在对生殖器官没有任何刺激的情况下，直接导致勃起甚或射精。不仅是科学研究，就连日常生活的经验和观察也能

证明这一点。我们知道，性画面、甚至性想像都能撩起人的性欲。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在性上被某人所吸引，不管有

多少个体差异，主要还是因为人们大脑中的某个部位发生了作用。爱的情感同样来自于我们的大脑。事实上，人类所

有的感情和感觉——关于性的、精神的或爱的——都是经由心理学家所谓认知或思维而产生，并在大脑里形成的。但

是，由于我们的大脑是肉体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是在肉体里体验所有的感情和感觉，不管从前人们认为它们是高尚

的还是低下的。性高潮也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意识的超常状态（缩写为ASCs）——它确实也是。朱利安·戴维森（Jul
ian Davidson）在《心理生物学》一书中指出，虽然存在着极大的个体差异（其他经历ASCs的个体也有巨大差

异），“所有的性高潮都具有巅峰状态的ASCs的共同特征”，包括“时空、认同等感觉”的变化，以及“强烈的情

感和肌肉运动迸发等巨大改变”。(5) 

  日本社会学家桥爪大三郎在1995年出版的《性爱论》一书中也强调，人类的性行为是受大脑支配的，这方面有

很多证据。不过，至今尚未发现合适的模型来解答大脑支配是怎么回事。(6)儿童精神病学家比尔·雷纳曾谈到，“最

重要的性器官不是生殖器，而是大脑。”(7) 瓦西列夫在《情爱论》中认为，研究和观察表明，爱的感情有特殊的生

物基础。使人激动不安的感情无疑是“大脑的功能”。感情产生的基础是在神经系统中完成的一定生理过程。不过，

瓦西列夫同时指出，感情在功能上是同人体的所有器官（血液循环系统、内分泌腺、肌肉等）的活动和状态联系在一

起的。正因如此，感情才能表现人经过大脑皮层的某种生命反应。爱的感情在功能上决定于性腺的状态和活动，决定

于生殖系统总的活跃程度和生命力。(8) 

  现代性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英国的哈夫洛克·埃利斯在其著《性心理学》中指出，生殖与性不一定相关，反过来

说，性也不一定与生殖相关。(9)试管婴儿的成功诞生和安全套的普及是明显的例证。埃利斯说：“人的爱欲人格受

制于大脑、内分泌系统以及自主的神经装置三者之间的一个三角形连体。这最后一个因素（自主的神经装置）迄今还

未引起明显重视，但我们在这里要表明它的重要性。它是由消化、循环、呼吸、泌尿系统，以及分泌腺和它们的神经

节神经系统所组成。因此，这个装置调节被我们认为是生存基本功能的东西。它主要是要激发肯普弗所谓的那种不由

自主地想同环境协调一致的冲动。……我们也是仰仗这种方式把身体的因果关系和精神的因果关系联系起来，而且将

个人理解成一个整体。我们还因此而进一步理解了关于意志和欲望的概念。”(10)脑垂体现在被认为是“内分泌交响

乐的指挥”。哈维库辛认为：“在这个隐蔽甚深的地方，埋藏着原始生命的原动力，也即是说生长的冲动、激情的冲

动和生殖的冲动。”伊万斯和辛普森的研究结果表明，脑垂体的某些细胞同人体的生长和性发展有关系。(11) 

  我们人类有根深蒂固的对于亲密接触的强烈且持久的渴求。这首先是一种生理需求。并不是说只有人才努力追求

亲密接触。这种奋斗其实是进化过程中经常出现的现象。虫鸟鱼兽群聚而居，这种对亲密接触的需求就在我们所谓群

聚的本能中表现出来，许多同类紧密团结，这样便更安全，更有利于生存。在各种生命形式中，从瓢虫到小猫，从猴

子直至人类，我们都能看到通过触摸使肉体发生亲密接触的需要。这种触摸所产生的肉体联系，与物种通过性的交配

而完成的繁殖是不可分的。对于哺乳动物，后代的存活尤其需要触摸，如果没有成年兽的保护和照料，幼兽就会死

去。(12) 

  尽管对亲密接触的渴求并非人类特有，但是在人类中，这种渴求得到了最大发展。这是由人类的特征所决定的。

其中最突出的是，人类的婴儿依赖别人照料的时间特别长，人类中的女性能够不分季节地性交，并且能反复达到性高

潮，我们一年四季都能有性联系，我们的童年更需要有亲密的联系。人类的思维能力远远强过动物，这在我们称之为

意识的现象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人有高度发达的意识能力。语言使人在性生活中能够分享感情与合作，能促使男

女之间建立更持久、更合作的接触，因而就更需要、也有更多的机会进行交流。我们有更发达的交流能力。爱总是充

满着诗意——诗歌是最能表达爱意的。 

  没有爱，没有一定程度的关爱为联系或纽带，我们人类就无法生存。在婴儿阶段，如果无人照料，无人喂我们饭

吃、给我们衣穿，我们就活不下来。如果没有肉体的触摸，我们也活不下来——在毫无关爱的触摸的孤儿院里，婴儿

有时会在肉体完全正常的情况下死去，对这些不幸婴儿的研究证明了上述观点。我们最强烈的肉体和情感的感觉，都

是从关爱的触摸中产生的。我们不仅从触摸中得到快乐，而且在痛苦时得到安慰，在绝望时得到希望，更从触摸中得

到那种不可或缺的感觉，即我们不是孤零零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是与同类中的其他人联系在一起。因此，马图拉



纳说，我们人类确确实实“靠爱活着，任何时候剥夺了爱，我们就会生病”。 

  人，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一旦降生于世，便被抛入动荡不定、开放无拘的境遇之中。孤独与死亡对于人是与生

俱来、如影随行。人具有理性和自我意识，他能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和自己未来的种种可能性，意识到自己的孤独、脆

弱、渺小和死亡的命运。性的存在加剧了这种意识，同时也为人提供了超越孤独与死亡命运的法宝，即通过性行为的

创造活动走出悲剧人生的牢狱，达到与自然、他人、社会、世界和宇宙的交融合一，生命旺盛而永恒。可以作注的明

显例子是，9?11事件发生后的连续几天内，美国许多地方的许许多多的男男女女，除了向上帝祈祷安宁外，便投身

于没日没夜地疯狂地做爱，以驱赶笼罩在心头的对灾难和死亡的不安和恐惧。 

  现在看来，性是一个通体的现象，可以说，人浑身是性。人的性器官的存在，是人进行性活动的生理基础。人的

身体是一个活的生命有机体，有各种需要。当某种需求状态（比如，饥渴、性欲等等）出现时，具有发达的神经系统

的机体便感到一种紧张，感到一种不满足。机体开始寻找能够满足需要的对象。这要求情绪反应和适应。在辨识所寻

求的对象和满足需求的过程中，紧张自然消除，机体便感受到一种满足、舒适、快活等状态，这种状态逐渐达到饱

和。机体被破坏了的平衡于是得到恢复。机体重新处于衡稳状态。人的性的欲求本身不是内在本能的简单的、初级的

生命冲动，这种欲求包含一系列必需的、连贯的、互相联系的组成部分。 

  奥古斯特?倍倍尔在《妇女和社会主义》一书中写道：“在人的所有自然需要中，继饮食的需要之后，最强烈的

就是性的需要了。延续种属的需要是‘生命意志’的最高表现。这种需要深深地埋藏在每一个发育正常的人身上，到

成年时，满足这种需要是保证人的身体和精神健康的重要条件。路德说：‘如果有人想抵抗自然的需要，因而不去做

他想做和该做的事，那就犹如一个人希望自然不再是自然界，希望火不会灼人，水不会打湿东西，希望人可以不吃

饭，不喝水，不睡觉一样。’路德这样说是对的。”(13)倍倍尔的言论基本符合实情，虽然性不仅仅是“延续种属的

需要”。性爱不仅像饮食一样是人类生活的不可或缺的方面，是自然的、正常的，而且比美食佳肴更有魅力，可以给

人带来更强烈、更深沉的满足。性爱作为人的自然的、正常的生理需要，其满足应有宽松的环境和条件，在不影响社

会秩序和个人身心健康的限度内，不可过分地压抑和限制。 

  性生活可以说是一个正常成人的一种必需的生理需要。性欲的实现，这种最深刻的内在能力的实现会直接促使所

有其他的器官活跃起来。这种能力归根结底是个体总状态的标志，是整个具体的生物系统发挥职能的标志。它刺激内

分泌腺的活动，增强生命的活力，提高对抑郁的抵抗力。一个人的性精力表明他生命的活跃程度，表明它作为一种生

物系统的稳定性。在意志力坚强、精神潜力强大的伟大人物身上，性本能通常也是高度发展的。一个人的创造性活动

同他爱的能力，同他深切地体验肉体和精神的这种渴求的能力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歌德、拜伦、普希金、巴尔扎

克、雨果、裴多菲等人的生活和创作就是例证。正常的性生活对神经系统有良好作用，可以使它平静下来，有助于改

善睡眠和总的状况，使人精神饱满，精力充沛。长寿的秘密，老年时精神饱满、情感充沛的秘密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性

激素、性能力能否维持联系在一起的。 

  性冲动是人的天性的根本部分，人的一生可能都有性的欲求。只不过，在儿童时期，性的欲望是作为一种模糊的

爱的预感而潜伏着的。青壮年时期是人的性活动异常活跃的高峰时期。随着性欲的衰退和老年时期的到来，含有明显

的性欲成分的爱情可能转变为“柏拉图式”的情爱。性的生理功能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性生活会在人的心理上留下痕

迹。大脑记录下性欲，仿佛是把个体的历史“封存”起来，这种历史的机制在一定环境中可能死灰复燃，尽管它的力

量已经减弱而并不引起生殖器的强硬。 

  随着性成熟期的到来，性欲苏醒之后的人对世界有新的认识，对生活的迷人之处也有新的看法。青年人开始用新

的眼光看人。他开始感受到性的欲求，性的欲求逐渐成为刺激感情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这是爱情之花自然开放的

第一个前提。青年男女的相互吸引力急剧地增强了，青年人的情绪和心境出现了一个深刻的转折。期待着生命的宏大

秘密的时期开始了。人的性器官激动起来，受刺激的部位涨满了人的种子，“于是就渴望把那些种子射向疯狂的情欲

所渴求的那个东西，肉体就去找寻那个用爱欲来刺痛心灵的对象。”（14） 



 

二 

 

  意志是人的活动有意识的自我调节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同活机体承担着某种有目的的机能的那种随意的、自发的

反应系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古代斯多噶派哲学家早就说过，意志是人的“理性意向”。他们认为愿望和欲望有本

质上的差别。前者是人的意志、理性意向的表现，后者则是本能，是机体无意识冲动的形式。动物只有欲望(饮食欲

望、满足性欲的欲望等等)，它们没有自我意识和意志。各种动物都受制于本能的强大威力。唯独人有意志，有在必然

性的范围内决断的能力。意志作为人的属性，并不是存在之盲目而又不可遏制的力量。它表现在受具体历史条件制约

的决断自由中，表现在有意识的要求中，表现在理性行动中。 

  意志是作为人类行为自我调节的完整、复杂的过程而存在的。概括起来，意志的基本要素如下：(一)需求，即人

作为一种系统所特有的“恒定状态”被打乱；(二)对于这种需求是否被满足的意识，即提出一声的目的、某种任务；

(三)动机，如果这些动机是对立的，它们往往会造成心理状态的动摇；(四)采取具体的决断，以达到既定目的；(五)
主体的实践行动，即对行为的某种惰性之“牵制”。（15） 

  意志是作为有意识生物的人得以实现的形式。它使个人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创造性思维和实际行动的自由，

增加自己的行为同客观相适应的成分以及合理地支配自然现实和社会现实、支配历史的成分。 

  意志使爱情具有一定的内在行动性和主动性。如果没有它的“杠杆”的深刻运动，亲密的接近实际上是不可能

的。意志规定目的，选择情感对象，决定采取行动和克服障碍，激发一定的愿望，使力量动员起来，引导主体去主动

地实现爱情。 

  古希腊神话说，女神阿佛罗狄忒有两个儿子，一是埃罗斯(恋爱)，一是希默罗斯(愿望)。他们两个终生形影不

离。埃罗斯点燃爱情和幻想，希默罗斯则激起交往的愿望。 

  爱情的接触有一定的内在动机。它是主体对于心目中的对象所怀抱的思想和感情的客观表现。这种接触中体现着

爱情的丰富多彩的精神因素。各种色彩不同的情感则通过一定的外在形式有目的地客体化。好感要求一定的行动来表

现它作为情绪的实质。情人的赞赏也必须得到相应的实际表现。 

  著名的性学研究专家霭理士曾强调指出 ：“要知道性冲动有一个特点，和饮食冲动大不相同，就是，它的正常

的满足一定要有另一个人帮忙，讲到另一个人，我们就进到社会的领域，讲到道德的领域了。在任何方面的行为，谁

都没有权利来损人利己，谁也没有权利替人出损人利己的注意。”（16）诚哉，斯言！这一段话是对性活动的伦理意

义的科学的表述。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最需要的是人。男女间的爱情是性欲满足的

最好形式。爱情，不单是延续种属的本能，不单是性欲，而且是融合了各种成分的一个体系，是男女之间社会交往的

一种形式，是完整的生物、心理、道德和美感体验。真正的爱情意味着，各种因素是综合地、同时地起作用，彼此之

间都直接或间接地相互作用着，形成一整套功能上相互依存的、多方面的深刻的联系。只有人才具有复杂而完备的爱

的感情。 

  爱就是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智慧而且有力量。神话中说，从前人是一种“圆球状的”特殊物体，他有四只手，四

条腿，有观察相反方向的两副面孔，一颗头颅，四只耳朵。这种人非常有力量。人的胆大妄为使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

忐忑不安，宙斯于是决定把人一分两半。使分开后的每一个人用两条腿走路，这样人就变得软弱一些了。在人的身体

被分成两半之后，为了获取力量，每一半都急切地寻找另一半、扑向另一半，他们拥抱在一起，纠结在一起，强烈地

希望融为一体。这样就产生了尘世的爱情。 



  异性爱的质量远远高于自慰的质量。自慰指的是为了使自己产生性兴奋和性满足而采取的自我刺激的所有形式。

手淫指的是用手使自己产生性兴奋和性满足。一般而言，身体健康、先天良好的人，适度的自慰是允许的，与睡眠中

的性冲动给人的影响差不多，并不一定会产生不良后果。不过，断言自慰和男女正常性交一样无害，似乎多少使人误

入歧途。实际上，手淫比性交更容易放纵无度，需要比性交付出更大的神经努力。性活动不只是纯生理现象，性活动

在正常情况下，总是与由异性激起的大量的强烈的情绪分不开的。正是在这些情绪带来的快乐以及性高潮的外泄中，

有着性交的满足。缺少一个渴求的对象，无论性活动带来什么快感，随后总会有一种不满足，或抑郁，或疲倦，常还

有羞愧和后悔。过渡的手淫，尤其是在青春期前开始的，会导致性交无力，或性交欲望淡漠，或一些性的烦恼，如阳

痿和早泄。在心理和社会文化上，持续而过度的手淫会造成自恋意识的病态的加剧和创造力低下。被一个自己渴求的

异性吻过的人，都有一种骄傲和昂扬的满足感，而自体爱欲行为是得不到这种满足的。沉溺于自体爱欲行为的人，会

加深对社会的恐惧，产生对别人的不信任，心理能力减退，感情麻木，记忆力差，不能把握和协调外部的印象，甚至

神经衰弱。 

  异性爱的质量也远远高于同性爱的质量。按一般常识，世界上的人，无论什么人种，都存在男、女二性。一般而

论，性别是在母亲受孕时便决定了的。哺乳类动物的雄性可产生两种精子，X型精子和Y型精子；而雌性则只能产生一

种卵子。对于人而言，X型卵子与X型精子结合则变成XX型受精卵，它在以后将发育成女性；X型卵子与Y型精子结合

则变成XY型受精卵，它在将来则发育成男性。“无论是在XX型还是在XY型的受精卵中，都存在着发展冲动的生理基

础，它相应地将男性和女性这两种不同的性别加诸发展着的受精卵之上。”（克鲁）（17）人出生后，如果以睾丸为

首所组成的腺的复杂体占主导地位，那么这个有机体就属男性；如果以卵巢为首所组成的腺的复杂体占主导地位，那

么这个有机体则属女性。这样，我们便确定了最初的性征区别，与此相连的则是以后的性器官的发育。最后，第二性

征日臻显著而后达到充分成熟，性成熟阶段也随之到来。作为结果，个体的人在生理上或心理上（或者两者兼具）可

能会去接近异性，寻求与异性结合。当然，这个过程有可能发生变异，性腺和第二性征都有可能向中性方向发展。 

  身体，特别是性器官的形状适合异性爱。从实际考虑，男女之间是要性交的。此外，人类天生具有异性相吸的倾

向。从性别来看，异性是异质的他者，而同性则与自己相近，因此，异性爱比同性爱更加然。再有一点，我们知道，

任何社会，若不对下一代进行再生产就不能存续下去。试管婴儿的成本太大并且质量难以保证，不可能普及。只有异

性爱才能发挥女性的性别功能、生殖功能，男女性爱的结合很自然地生产下一代。世界上的婚姻家庭几乎全部是以男

女异性爱为核心形成的。自古以来，异性爱被认定为性爱的应有形式，其作为正统的文化渗透到人们当中，并支配着

人们的意识观念和性行为。绝大多数人在社会化过程中，接受了社会的性别规范、性别选择和性别作用，思想上有个

框框。所以绝大多数人本来就不会把同性看作是性爱的对象。然而，如果没有这种文化的话，不管是同性还是异性，

人们大概在性爱方面也不会考虑得那么多。在当代社会，异性爱者对同性爱者抱有偏见和歧视，对于异性爱者来说，

同性爱者败坏了社会的性文化。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将同性爱看作需要治疗的精神病或者是不道德甚至类似犯罪的

越轨行为。实际上，正同异性爱者不能解释自己为什么是异性爱者一样，同性爱者也解释不清自己为什么会是同性

爱。同性爱者仅仅是忠实地表达了自己的性志向，它只是不符合社会设定的框子，并没有想到是越轨、败坏、危险。

我们社会首先要对已是同性爱者抱宽容的态度，尊重其自主意志的选择行为，不要横加指责和惩治。 

  不过，艾滋病的出现和流行，使同性恋者等性生活异常的人，甚至整个西方社会都大受震惊。著名影星洛克?霍
德森和著名舞蹈家鲁道夫?哈米托维奇?努里耶夫可能要算是20世纪最著名的同性恋者了。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也

是同性恋者。霍德森、努里耶夫和福柯都因患艾滋病而离世。努里耶夫1993年元月死后一星期，美国发行量最大的

杂志之一《新闻周刊》以“失落的十年”为题，列出了94位包括霍德森、努里耶夫和福柯在内死于艾滋病的文化“名

人、天才和尖兵”。一声何等令人沉痛的警钟啊！同性恋男子最经常的性行为是肛交和口淫。在肛交过程中，几乎都

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出血，而肛门——直肠区对感染又没有什么抵抗力，因此很容易染上艾滋病毒。据调查，在伦敦，

男同性恋者每遇到四个性伙伴，其中就有一人受到感染；在美国部分地区，有60%以上的男同性恋者受到感染。在这

一可怕的灾难面前，西方世界开始响起了反对“性解放”的呼声。现在，面对艾滋病的传播，西方原来那些性混乱的

现象，想男女初次见面，连姓名都还不知道便可以上床，宿娼嫖妓、频繁更换性交对象，以及同性恋等行为，都大大

地减少了。（18）人类性行为选择的最基本原则是，既要不违背行为者的意愿，也要不伤害行为者身体的健康。 

 



  伴随性解放运动，现代人尝试各种各样的“不规范”性行为或性关系，已经变得越来越容易，其成本越来越低和

承担的后果也越来越小。人类性生活的混乱已经危及人自身的健康和社会正常秩序与进步。公共生活是需要理性化安

排的，性作为人的非理性的一个重要部分，对于社会的任何秩序都构成巨大和直接的冲击，特别是伦理秩序。不难看

出，文明对于性的禁忌是十分必要的。禁忌反对无节制地满足兽性需要。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

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

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生命活动。（19）人类性行为或性活动有意

愿、对象、时空、方式等的限制，不能不分场合地逮谁就跟谁随心所欲地乱干一通。人是“类存在物”，按照“主客

体统一的尺度”或“美的规律”将自己行为和周围世界“文化”，以体现人的价值、尊严和自由。人类将性活动理想

化为惊心动魄的爱情。 

  人改变外部自然世界，从中获得工具和制造物，这些工具和制造物构成了一个新的世界，人的世界。人同样否定

自身，进行自我教育，比如拒绝在满足其动物性需要方面放任自流，而动物在这方面则没有什么保留。有必要承认，

人的两种否定——否定既定的世界与否定自身的兽性——是相互联系的。我们无需确认哪一个优先，无需分清（以宗

教禁忌的形式出现的）教育是劳动的结果，抑或劳动是精神变化的结果。但只要有了人，就一方面有了劳动，另一方

面有了通过禁忌否定人的兽性。对人而言，禁忌规定了性生活的地位：性生活的自由从来都是有保留的；禁忌总是将

性生活限制在习惯规定的范围内。禁忌的不存在只能意味着：兽性。人类有意识地脱离这种兽性，我们无法回到兽

性。 

  对动物需求的憎恶，一方面与对死亡和死者的厌恶，另一方面与劳动的实践同时产生，它标志着“从动物到人的

转化”。人是否定自然的动物：人通过劳动否定自然，劳动破坏自然，将自然变成一个人工的世界，人在生活的创造

活动中否定自然，在死亡中否定自然。乱伦禁忌是变成人的动物对动物状况感到厌恶的结果。没有这种厌恶我们与动

物没有两样。兽性的形式被逐出一个具有人性意义的明朗世界。 

 

在一个充满伙伴关系而不是统治关系氛围的社会里，所有的性关系——从最逢场作戏的到最热烈真诚的——都将不再

是冷漠、机械和带强制性的。人的肉体，男人的和女人的，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也不再成为仅供人利用的工具，更不会

遭受他人的虐待。 

 

三 

  爱的对象本质上不是有限的欲念对象，而是永恒而无限地向人敞开的美。美与爱虽不能从其它方面得到确切说

明，却可以相互明证。因为美与爱中都包蕴着无限丰富的个体感性生命的自由追求。自由是两者的共同根基。 

  现代美学一般将美定义为与人类生存状态与实践活动密切相关的，在主客体某种特殊关系中对人的本质力量进行

肯定的正面价值，进而达到人的自我实现和彻底解放。实质上，这是马克思所言的未来理想社会人所享有的自由状

态。人们追求美的过程就是不断超越自我的有限性过程，不断地获取自由的过程。审美活动是一种自由活动，在审美

活动中，人可以超越现实，进入某种理想的忘我状态，从而升华人的精神境界。审美活动的结果是对象的人化，是人

与对象境界的升华。于是人的整个生命便与世界(内心世界、外在世界)相互拥抱，是谓之“天人合一”。美无止境，

美的价值就在于让人享有一定自由的同时，意识到不自由，从而去追寻更高的自由。 

  爱同样植根于自由之中。爱要求超越有限的自身，要求奉献和牺牲；爱要求把个体融入整体之中；爱要求使自身

变得圣洁和完善，总之，爱要求自由的真正实现。在爱中，能够体会到的正是自由包含的解放的快乐、升华的快乐和

自我实现的快乐。爱作为自我自身中创造的一种显著的感情回应能力，一种用他们的情感、他们的语词和他们的行为

来赋予价值和评价价值的能力，可以起到缓解矛盾和冲突，实现自由的作用。爱是无限的，因为自由是无限的。爱的

每一次迁进，都使人体验到更多的自由。 



  美与爱都指向人的自由和完善，但只有把美附丽于爱，把爱引向美，两者才各是其所是。俗话说：“情人眼中出

西施”。就是说在一双含情脉脉的眸子里的对象是美的。但更多时候的爱，一半出于本能，一半出于知识、道德和人

生经验。是知识、道德和人生经验滋养了爱，使人不仅知道美是什么，应该怎样以及他们需要什么，而且造成一种动

力，驱使他们用整个生命拥抱美。爱与美同源共生。对于爱来讲，知识、道德、人生经验统统指向美才有意义。所谓

爱的迁进，也就是美的迁进，而且只有同时是美的迁进，爱才能迁进。所以，如果说爱是人追寻自由的动力，那么美

就是人自由的确证和尺度，是指引人永远前行不灭的灯火。 

  注 释： 

  （1） 零点调查公司与欧洲前景集团于2001年对中国西南的两个省针对性从业者进行了调查。这是中国进行的

第一次独立的大规模性工作者调查。调查结果和思考记录在《走进风月：地下性工作者调查》（零点研究集团袁岳等

著，中国盲文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中。这本书深入探讨了性工作者”(Sex Worker)的从业原因、她们的文化教

育、经济状况、情感生活、性生活，以及她们是如何面对不同的性需求同时保护自己的健康……。以性工作者为核

心，七种人群构成了性产业整个链条。其中包括：性工作者群体、边缘性服务群体(通常是坐台小姐群体)、妈咪群

体、堂子老板群体、保护者、提供庇护的官方机构和人物、出租司机群体。调查表明，性工作者存在很多普遍的认识

误区，促使了艾滋病的传播。每次进行性交易都使用安全套的性工作者大约只有60%。另，调查显示，中国84%的

女性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其中，又以职业女性最为深受其害。（参见纪康保：《对性骚扰说“不”》，中国盲

文出版社2002年版） 
  （2） 如，美女作家卫慧在《上海宝贝》中写道：“我一次次地在爱人身边用纤瘦的手指自 
渎，让自己飞，飞进性高潮的泥淖里，想像中永远有一盏罪与罚的长明灯。”“他丝毫不加怜悯，一刻不停，痛意陡

然之间转为沉迷，我睁大眼睛，半爱半恨地看着他，白而不刺眼带着阳光色的裸体刺激着我……。”棉棉在《糖》中

有类似的叙述：“我开始和不同的男人睡觉，我冷了很多，我懂得了性交和做爱的不同。我们做爱不错，很本能。”

一个女性网络写手“木子美”，在网上发表她的性爱日记《遗情书》，访问量巨大。据《遗情书》记载，木子美性放

纵的方式多样：不仅频频更换性伴侣，还曾经当着朋友的面与朋友的朋友性交。此外，日记内容显示，木子美并不拒

绝参加多男多女集体性派对。木子美是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的：“不需要工作时，会看看碟，上上网，或者去一些酒

吧，碰到心仪的男人，可能会跟他聊聊天，喝喝酒，然后一夜情……因为不害怕，我轻易就能爱上一个男人，轻易就

能跟他上床，轻易就能从他身边离开。”(引自其《城市画报》专栏文章) （见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
1月11日02:31） 
  （3） 与之容易相混淆的一个概念是“性价值”，它指事物的存在和变化对于“性”的存在 
的意义。 
  （4） 瓦西列夫：《情爱论》，赵永穆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5） 参阅理安·艾斯勒(Riane Eisler) ：《神圣的欢爱：性、神话与女性肉体政治学》，黄觉  
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96-197页。 
  （6） 参阅桥爪大三郎：《性爱论》，马黎明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7） 见《天“性”难移》，载《新京报》2004年6月6日B27—B29。 
  （8） 瓦西列夫：《情爱论》，赵永穆 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7页。 
  （9） 哈夫洛克·埃利斯（Havelook Ellis）：《性心理学》，陈维政 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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