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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中的“情绪客体化现象”与审美现象的直接关系——写给中国的美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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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情绪客体化现象”是心理学研究中的科学事实早已早已表明的、一种存在于人的心理反映过程当中的特殊现象。我写本文的目

的，是想通过对这一心理学现象以及它与人的审美现象的直接关系的介绍，使人们可以看到在心理学中——美是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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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绪客体化现象”是心理学研究中的科学事实早已早已表明的、一种存在于人的心理反映过程当中的特殊现象。我写本文的目

的，是想通过对这一心理学现象以及它与人的审美现象的直接关系的介绍，使人们可以看到在心理学中——美是简单的。为了便于对情绪

客体化现象的认识，在此先介绍一下情绪感官化现象。生理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的快感与痛感都是在脑中最后形成的，简单来说它们的

形成过程与内容是这样的：当人体中的某些感受器——如肤觉感受器受到外界刺激时，大量的感觉细胞便产生理化变化，这些理化变化产

生的神经冲动通过感觉神经传递到脑中，会在脑中引起一种正面或负面性质的、具有一定强度特征的、纯生理性的情绪性反应，或称情绪

状态，并且被大脑皮层所反映；与此同时，由于躯体感觉系统和其它心理机能的参与，大脑皮层也同时反映出当前肤觉感受器的内部状态

以及它在身体中的相对部位等特征。这样，当大脑中同时形成的两种反映：大脑皮层对当前脑中情绪性反应的反映与大脑皮层对当前肤觉

感受器的诸等特征的反映复合在一起时，就形成了人们的快感或痛感的感觉经验。例如，当我们的手上受到某种能产生快感的刺激时，手

上皮肤中的大量感觉细胞产生理化变化，这些理化变化引起的神经冲动传递到大脑，在脑中引起一种快悦性质的（正面的）生理性情绪反

应，并且被大脑皮层所反映；与此同时，由于其它心理机能的参与，皮层也同时反映出当前手上肤觉感受器的内部状态与“手上”这一确

定部位等特征，这样，当大脑中同时形成的以上两种反映复合在一起时，就形成了我们的“手上很快悦”这一快感经验。通过对以上生理

心理学内容的了解我们可以发现，在人的这种快感经验中包含着一种十分顽固的“情绪感受化”现象，即本来是由于手上肤觉感受器的信

息上传而在脑中引起一种快悦性质的情绪性反应，而我们在直觉中所感觉到的却是“快悦在手上”。前面看到，当大脑中同时形成的两种

反映——皮层对脑中情绪性反应的反映和对当前感受器的反映复合在一起时，会发生情绪感官化现象。那么，当大脑中被引起某一生理性

情绪反应并形成反映时，如果在大脑中同时形成的不是对身体某个感受器的诸等特征的反映，而是对某一当前外界对象的各种客观特征的

反映，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现象呢？我们知道，视觉感受器（眼睛）是人的高度发展了的感觉器官，我们在运用这一感受器时，大脑

通常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对外部对象的各种客观特征的把握上的，所以对该感受器的当前内部状态和所在部位等特征的反映一般是处于抑制

状态而反映不出的，除非在遇到如强光的刺激等一些特殊情况下。而在我们进行正常情况下的某些视觉活动的过程中，由于外部对象光线

的刺激使视网膜大量感觉细胞产生复杂的理化变化，加之视觉系统一系列内部活动的激发，也必然会在脑中引起不同强度的正面或负面的

情绪性反应，并引起皮层对其的反映；又由于此时大脑反映活动的“注意机制”是指向外界对象的，没有形成对视觉感受器的诸等特征的

反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大脑就必然会把对脑中当前情绪性反应的反映与同时在大脑视区形成的对当前外界对象的各种视觉特征的反

映——视觉图象复合在一起，从而就产生了“情绪在视觉图象上”这一特殊的心理反映形式，即“情绪客体化现象”。在这种现象里，我

们会在直觉中把自身的快悦或不快性质的心理性情绪反应（往往也含杂着某些当前的心理性情绪）当成是存在于当前外界对象的形象之中

的、一种最直接地令我们喜爱或者厌恶的东西。  例如我们在观赏晚霞时，晚霞的适宜光线的刺激通过眼球晶体投射在视网膜上，使视网

膜大量感觉细胞产生理化变化，这些理化变化产生的神经冲动传入大脑，在视觉系统其它机能的参与下使皮层视区形成对晚霞的颜色、明

暗和形状等等特征的反映——晚霞的视觉图象的同时，也必然会在脑中引起一种显然会是快悦性质的情绪性反应并且形成皮层对之的反

映；又由于心理注意机制等因素的作用此时大脑没有形成对视觉感受器的内部状态与位置等特征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大脑皮层便把对

晚霞的视觉反映与对当前脑中快悦性质的情绪性反应的反映复合在一起，从而就形成了“快悦情绪在晚霞的视觉图象上”这一情绪客体化



现象。这时我们就会在直觉中“看”到在那晚霞的客观形象之中，仿佛存在着一种最直接的令我们快悦的东西，并把它当成是晚霞本身所

具有的一种（往往被称之为美的）特质或属性来加以喜爱和体验。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情绪客体化现象是存在于人的视觉反映过程中的一

种心理学现象，是因为我们视觉组织的特殊性和人的心理反映过程中的注意机制等一些心理学原因所决定的自然而又必然的现象。在这种

现象中，人们会把发生在大脑中的情绪性感受错觉为它是当前外界对象之中的某种特质来重新体验，这种情绪客体化现象不正是人们的审

美现象的内部形式吗？如果当前外界对象的刺激在我们的心理反映过程中引起的是快悦性质的情绪性反应，我们就会把这一快悦情绪错觉

为它是存在于当前外界对象之中的被称之为“美”的特质来加以喜爱；如果当前外界对象的刺激在我们的反映过程中引起的是负面性质

（不快的）情绪性反应，我们就会把这一不快情绪当成是当前外界对象的被称之为“丑”的特质而投以厌恶。当然，情绪客体化现象不仅

存在于人的视觉过程中，在人的听觉、心理感觉等感觉中也普遍的存在这种现象，甚至在我们的触觉和嗅觉中，也会由于当时情境的特殊

性而偶然发生这种现象，在此就不一一叙述。 现在我们应该看到，在美学研究中一直难以解释的关于美是什么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对

人的审美现象的内部形式——情绪客体化现象的认识而得到科学的解释。可以简单地说：作为本质意义上的美，它就是由存在于人的心理

反映过程中的情绪客体化现象所产生的、人的自身快悦情绪在当前外部对象的形式和具象之中的“显现”。而外部那些美的视觉和其他感

觉的对象，它们在这里所具有的只是能够引起人的快悦情绪的那些特质和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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