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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病故我在”是我在2010年南京国际存在主义心理学大会上演讲的主题，当时我面对的听众都是心
理学家和心理咨询师。
对于他们的工作我并不陌生，因为我从1989年到1993年也从事过心理咨询工作，之所以离开这项工作
，是因为我认为心理学对人心灵的关怀不如艺术那么深切，对于我来说，做一名自由艺术家也许更合
适。
    2002年，我在南京“晒太阳”艺术活动中做过一个“中国当代艺术救护中心”的作品，当时，我觉
得中国当代艺术都很病态。
2005年，我邀请全国各地二十七位艺术家针对“病”这个主题创作作品，并在南京美术馆举办“病：
我们今天的艺术展”。
我希望通过这些作品和展览来帮助我和大家更多地了解艺术与病之间的关系。
    2006年，当我带着许多疑惑进入精神病院与精神病人一起探寻艺术与精神疾病关系时，精神病人的
艺术表现彻底颠覆了我头脑中原有的“健康”“病”和“艺术”的概念，尤其是当我在精神分裂症患
者表现的艺术中看到那些天赋和潜能的那一刻，我立刻超越了以往所有的经验，那是一种豁然开朗的
感觉。
    2010年，我胸口剧烈疼痛，被诊断为肺癌，在得知是误诊后我开始对现代医学产生兴趣。
也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与艺术建立了更深的联系。
我发现中国艺术在社会现实中远没有发挥它们应有的价值，或者说，中国艺术的发展始终没有与人精
神的健全发展联系在一起，即使有联系，那也是极其被动和消极的。
    2010年我与朋友合作创办了南京原形艺术中心，这是中国首个’以挖掘、研究、推广精神病人艺术
为主的非营利专业机构，我希望这个机构能起到改变中国人对人精神和艺术的传统观念的作用，虽然
这项工作每前进一步都非常艰难。
    我病故我在，是指当一个人患病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存在。
我认为“病”是自然的一种意志，自然通过这一意志强制性地调整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其目的是
迫使人反省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行为中所犯的错误，并予以修正。
这个“反省”和“修正”的过程就是我所说的真实存在，反之，则是否定这个真实存在。
    我是一个喜欢实践与体验的人，对于文字却有一种本能的排斥，但为了实现与社会的互动，我又不
得不对自己的实践进行阐释，所以常常强迫自己去写一些文字说明，对此，我甚至期望人类能早一天
取消这些文字，因为取消文字必将有助于实现人与人，以及人与天地神灵之间的和谐统一。
那时，彼此间只靠心领神会就足够了。
    好就好在新星出版社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展示视觉图像的版面，正因为有了这些图像才使得我的那些
文字说明变得稍有意义，所以在此要特别感谢新星出版社老愚对艺术家们的深情厚意，同时，还要特
别感谢南京艺术家黄药为“疗伤系”系列丛书出版所做的努力！
    本书收集的图文来自于我近十年的不同时期，这十年是我人生最接近自由的十年，而真正让我感受
到自由的恰恰是人的精神疾病和躯体疾病，我之所以选用“我病故我在”做书名，是因为没有其他概
念比“我病故我在”更能概括我这十年的身心体验。
    郭海平    2012年5同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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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通过艺术进入中国人的潜意识并让中国人的潜意识得到充分展示一直是郭海平的理想。
1989年，郭海平在南京青少年心理咨询中心创建艺术分析部，这是中国用艺术介入心理咨询实践的最
早记录。
由于条件限制，他不得不在四年后放弃这项工作而去做一名自由艺术家。
2006年郭海平进入精神病院了解精神病人自发创作的原生艺术，从那一刻开始，他的艺术观、人生观
和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郭海平希望用艺术打开中国人的潜意识大门，让中国人心灵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为此，他与精神科医
生合作出版了中国第一本介绍中国精神病人原生艺术的著作，又在朋友的支持下建立了中国第一家专
为精神病人服务的艺术中心。
《我病故我在》是郭海平近十年艺术实践的首次总结，其中有评论、随笔，也有与精神分裂者的对话
，大量绘画、装置、行为图片与文字结合在一起，又让《我病故我在》增添了许多不可言说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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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海平，南京人，自由画家。
1986、1987年参与策划南京“晒太阳”艺术活动；1989年组建南京青少年心理咨询中心艺术分析部
；2002年策划南京“晒太阳”艺术活动；2005年策划《病：我们今天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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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是否能够接受个人自由？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现在中国的“85美术新潮”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宣告结束，也许
是因为年轻，当年也没有想到去追问“美术新潮”与资产阶级到底有哪些具体联系。
但在后来的岁月中，却不知为什么一提到“个性自由”与“思想解放”，还是会有不少人联想到那个
“资产阶级自由化”。
我开始疑惑，然后是自问，难道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能追求个性自由吗？
如果是这样，岂不是逼迫大家投奔资本主义社会吗？
当年陈丹青、徐冰、陈箴、蔡国强、袁运生、黄永砯、周春芽等一批年轻艺术家前往美国、德国、法
国、日本是否就是追求“资产阶级自由化”呢？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共产党宣言》中看到这样一段内容：“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
阶级旧社会的。
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不仅如此，他们还说过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
由此可见，个人自由也并非是资产阶级的专利，那为什么至今仍有许多中国人会将个人自由与资本主
义联系在一起呢？
后来我在《马、恩是怎么看待个人自由的》(2010年7月12日《北京日报》)一文中找到了答案，这篇文
章写道：“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由于‘左’的错误倾向的影响，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体
系内本应存在的范畴被人为排除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之外。
‘个人自由’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曾一度将个人自由与极端个人主义混为一谈，其直接影响就是，在否定极
端个人主义的同时，也否定了个人自由。
”该文还明确写道：“马、恩认为，个人自由的发展水平是衡量社会是否进步的尺度，社会发展的进
步水平是以个人自由水平为标志的。
”    “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过去了近三十年，中国国民人均收入已从二十多年前的一百多美元上
升到了今天的两千多美元，中国也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不过，更大的变化还是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时代的到来。
这时，中国人如仍不能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中解脱出来，依然还对追求个人自由心存戒备，不仅
会伤害到每个个人，同时也一定会伤害到社会。
    也许是因为中国人对个人自由实在是太陌生，以致当这个社会允许我们去追求个人自由时，我们竟
不知所措。
南京艺术家罗隶曾在“清明”艺术展上做过一个“放生”实验，他买了一百只金丝雀在一座山丘上放
生，打开鸟笼门，结果只有极少数会选择飞离，对于不愿出门的金丝雀，罗隶将它们一一捉出笼外，
没想到90％都围绕在竹笼周围蹦来跳去。
也许是因为不曾有过飞翔的体验。
也许是因为翅膀飞翔的功能早已退化，第二天当我们再去看望这些鸟儿时，竞没有看到一只存活在鸟
笼的周围，看到的竟是金丝雀残缺不全的尸首。
正当我们感到惊讶时，住在不远处的工人师傅告诉我们说他夜里听到了金丝雀挣扎的惨叫声。
他说估计那惨叫声是野猫、黄鼠狼偷袭造成的，因为这山丘附近常有动物出没。
    如果说昨天对个人自由的追求还是少数个人的先知先觉，那么，今天对个人自由的追求则与自由市
场经济和信息化社会关系密切，这是因为只有个人自由才能自由地应对这个自由市场经济和信息化社
会的种种全新挑战，如果拒绝或逃避个人自由，其结果只能是被淘汰和吞噬。
情景就如同罗隶“放生”实验中一个个被吞噬和肢解的金丝雀。
    允许你自由，要求你自由，如果你不能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最终也只能逃避自由，或任由现实来判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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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逃避自由的现象，弗洛姆曾在《逃避自由》一书中写道：“解脱任何束缚与不能积极实现自
由及个人化，这两者之间不均衡的结果，将导致一场恐慌的对自由的逃避，有的逃人新的束缚中，有
的则至少变得完全漠不关心。
”对于逃避自由，很多中国人一定不能理解，这些人会认为拥有越来越多的电脑、手机、空调、汽车
、飞机就是个人自由的具体实现，但事实上这不仅不是个人自由，而恰恰是一种反个人自由。
这是因为真正的个人自由是指一个个人生命内在自然和内在潜能的觉醒，只有当这种内在生命觉醒时
个人自由才可能得以体现。
电脑、手机、空调、汽车、飞机只是外在赋予个人的自由，这个赋予具有强迫的性质，即非使用不可
。
但在现实中人们往往会忽略这种强迫性，大家不知道现代人精神上常常出现的紧张、困惑、焦虑、动
荡、不确定、孤独恰恰与这些强迫有关。
    本文说的逃避自由并非是指逃避这种具有强迫性的自由，而是逃避自已内在生命固有的个人自由，
即自我逃避。
对于那种强迫性的自由，中国人不但没有逃避，反而正在狂热地追求，而这种追求本身恰恰是对个人
自由的逃避，因为他无视自己生命的内在自然与潜能，自我逃避、自抛自弃，结果是不自信和孤独，
或者用狂妄自大来掩饰这种不自信和孤独。
越不自信越孤独就越向外寻求帮助，越依赖外界，结果是越追求越不自信，越孤独，越虚弱，越狂妄
自大，直至形成恶性循环。
之所以说这个时代为我们创造了一次获得个人自由的机遇，是因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受到的重击
次数非常有限。
今天的全球化、信息化社会应该是我们这一代和年轻一代难得的机遇，所以每个中国人都不应该错过
这次机遇。
    不过，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西方相比，的确存在许多落后的地方，如欧洲用五百年时间清理他们
只有四百年封建社会的思想，而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二千多年，对它的清理，包括资产阶级和无产阶
级革命在内一共也只用了一百年时间，如果说中国人现在既要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和封建势力的束缚，
同时还要应对极左思想的干扰，相比之下，欧美人要轻松许多，因为他们基本上已还清了旧账，而我
们还有太多旧账没有还清。
为了还清旧账和新账，我们应当了解一下西方是怎样还账的。
就以他们近一百年里的哲学界和艺术界为例，哲学界诞生了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
雅斯贝斯、阿多诺、马尔库塞、维特根斯坦、萨特、福柯、德勒兹、罗兰，巴特等，艺术界诞生了塞
尚、梵高、高更、克利、毕加索、杜尚、塔皮埃斯、杜布菲、波洛克、罗斯科、培根、安迪·沃霍尔
、波依斯等，这里还未包括大量作家、诗人和电影导演。
正因为有这些人的不懈努力，才使得个人自由在他们那里形成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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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病故我在》收集的图文来自于郭海平近十年的不同时期，这十年是作者人生最接近自由的十年。
我病故我在，是指当一个人患病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存在。
作者认为“病”是自然的一种意志，自然通过这一意志强制性地调整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其目的
是迫使人反省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行为中所犯的错误，并予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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