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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邓晓芒（一）现代的人类学家和艺术学家们，在谈论人类文化和艺术现象时，少有不追溯到遥远
的史前艺术的。
这种“遥远”，不仅指年代的久远，而且是指文明的陌生。
现代的印第安人、布须曼人和波利尼西亚人带给今天的研究者们的，是与考古发现一样的远古时代的
回声，它使人们陷入深深的困惑和好奇，不由自主地要去探讨史前艺术和文化的奥秘。
但由于种种原因——过去是因资料的贫乏，现代则是因方法的陈旧——这一奥秘始终笼罩在迷雾之中
。
　　易中天先生的《艺术人类学》，在当今国内外众多的同类著作中独树一帜。
其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在于，作者首次表明，史前艺术的奥秘并不只是包藏在那早已不留痕迹地消失了
的史前人类的一闪念中，也不只是封闭在那重见天日而沉默不语的石斧、陶罐和洞穴壁画中，而且还
沉睡在我们自己心里，它就是人们自己的奥秘、一般艺术的奥秘，即“人”的奥秘。
对史前艺术的陌生感，无非是对我们自己的潜伏着的、已被遗忘了的本质力量的陌生感而已。
　　这样，本书在大量引证已由现代人类学家们发现和整理过的考古学、人种学材料时，便有了一个
完全不同于实证研究的前提，即对艺术的本质和人的本质的哲学思考。
作者提出，为了避免“被那充满魅力的神奇世界眩惑了我们的目光，以至于只能在自己的著作中留下
一片散发着荒蛮气息的光怪陆离”，本书的任务是“实现艺术本质的人类学还原”。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比起实证的田野考察来更为艰难的任务，也常常是个费力不讨好的工
作。
当今美学、艺术学和人类学研究的大趋势，是纷纷转向实证材料的介绍和收集，“形上研究”早已被
视为过时和“迂腐”。
这股实证之风在本世纪从西方刮来，与中国传统的文献考据之学一拍即合。
　　⋯⋯我与中天已有近二十年的交情。
记得当年在武汉大学研究生楼，他是中文系的，我是哲学系的，但在美学这一共同领域中我们互相启
发，相得益彰。
后来又合写《走出美学的迷惘》一书，并以此为教材合开“中西比较美学”课，一时间轰轰烈烈，在
八十年代的“美学热”中很是弄了一阵子潮头。
　　如今命运使我们天各一方，美学热也早已“降温”。
但中天兄对美学一直锲而不舍，功力日见其深。
这部《艺术人类学》充分表明，他已将国内的艺术起源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即现象学和哲学
人类学的层次。
这是他在目前美学界理论兴趣日益消沉的现状下为美学所做出的一个令人惊叹的成果。
　　本书写作于80年代末，1992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94年获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1995年获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2001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第二版时，增写了“结论与补充”一章，并约请武汉大学哲学系博士导
师邓晓芒教授撰写了学术性前言，以期对本书的学术观点进行一番清理和反思。
本次收入文集，未作修改。
　　值此文集出版之际，谨向上海文艺出版社和本书责任编辑赵南荣先生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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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易中天文集2：学术卷》易中天先生的《艺术人类学》，在当今国内外众多的同类著作中独树
一帜。
其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在于，作者首次表明，史前艺术的奥秘并不只是包藏在那早已不留痕迹地消失了
的史前人类的一闪念中，也不只是封闭在那重见天日而沉默不语的石斧、陶罐和洞穴壁画中，而且还
沉睡在我们自己心里，它就是人们自己的奥秘、一般艺术的奥秘，即“人”的奥秘。
对史前艺术的陌生感，无非是对我们自己的潜伏着的、已被遗忘了的本质力量的陌生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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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易中天，1947年生，湖南长沙人，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他长期从事文学、美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央视《百家讲坛》“开坛论道”的学者，其
主讲的“汉代人物风云”、“易中天品三国”系列首播即获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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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 关于“确证感”　　前面已经说过，人类要实现自我确证，就必须有一个对象；要实现人与人
之间的相互确证，就必须有一个中介。
但是，对象也好，中介也好，都只能为人的确证提供条件，即只能提供人的确证的可能性。
至于人是否在这个对象或这个中介那里得到了确证，却仍然是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人的确证本身，也是需要确证的。
　　那么，人又怎样才能确证自己得到了确证呢？
显然，只能通过一种心理形式。
因为人的确证是对人的证明，不是对物的证明，因此不能借助诸如数学公式和测量标准等外在客观手
段，用数学或物理学的方法来进行；而对象也好，中介也好，都只是“物证”和“他证”，人的确证
却归根结底是一种“自证”，即对自我的确证。
因此，它必须能为每个人自己所意识到。
如果一个人作为人已经得到了证明，他自己却不知道，这就等于没有被证明。
这样一来，人的确证，就只能诉诸人的内心体验，即只能通过一种内心体验来确证自己得到了确证。
事实上，正如人只有在感到自由时才自由，在感到幸福时才幸福，他也只有在感到自己被确证时才被
确证。
这就说明，人的确证，是要由确证感来证明的。
　　事实上，人的确证，也确实是由确证感来证明的。
母亲疼爱婴儿，猎人炫耀猎物，小男孩因水面的圆圈而惊喜，艺术家因遇到了知音而激动，这些都是
确证感。
正是靠着它们，人确证了劳动是人的生命活动；而那些不能使人体验到确证感的劳动，就是“异化劳
动”。
　　的确，人最早是在劳动中，在自己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体验到确证感的。
当一个原始人捕获了一头猎物或打制了一件工具时，他会像一只猫逮住了老鼠一样感到兴奋。
但是，猫的兴奋也仅仅只是兴奋而已，它不会因此而爱上那只老鼠。
然而人却会爱上那猎物和工具，比方说到处拿给人看，向人炫耀，或是用它们殉葬。
显然，在这里，猎物和工具已被看作了人自我确证的对象；人在劳动中体验到的也不仅仅是兴奋，而
是确证感。
　　于是，人从此就获得了一种心理能力，即通过确证感的体验，在一个属人的对象上确证自己的属
人本质。
可见，确证感，是人确证劳动的心理形式，也是人确证自己得到了确证的心理形式，是“确证的确证
”。
它对于人来说，无疑极为重要。
因此，它不可能是某种特殊的、罕见的东西，而只可能是极为普遍、寻常，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可以体
验的。
这种心理能力也不可能是个别的，而应该是人人都有的。
我认为，这种“人皆有之”并“无时不在”的心理能力、心理活动、心理过程和心理体验，就是情感
。
　　什么是情感？
情感就是人在一个对象上体验到自我确证的心理过程。
　　人类最基本的情感无非爱和恨。
爱，显然是人的一种自我确证。
我们爱祖国、爱家乡、爱父母、爱亲人、爱自己的劳动成果，都无非因为这些对象或者使我们成其为
人，或者证明了我们是人。
事实上，一切能够引起人们爱的情感的对象，都无不最能提供这种证明。
如果这些对象不能提供这种证明，或不被看作是对自己的证明，那么，无论这些对象在理论上是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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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应该”被爱，也仍不能被当作爱的对象。
所以，尽管母爱常常被说成是人类一种普遍性的情感，甚至被说成是人的一种“天性”，但在实际上
，只有那些以生儿育女为女人天职、为女性自豪的人，才会真正有母爱，而那些对此持相反意见的女
人，其对子女的态度，却可能会“禽兽不如”。
　　爱是人的自我确证，恨则在表面上是人的不能自我确证，因为它是一种否定性的情感。
那么，人会恨谁呢？
一般的说，人们不会仇恨自然，或其他非人的对象，因为它们即便不能证明我们是人，至少也不会证
明我们不是人。
我们最恨的，是那些不把我们当人、不能证明我们是人，或使我们不成其为人的人。
正因为他们不把我们当人或会使我们不成其为人，所以，我们也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地说他们“不是
人”甚至“不是东西”。
从理论上讲，仇人也是人。
即便“不是人”，至少也是个什么“东西”。
然而，当我们对某一个人恨之人骨时，就会说他“真不是个东西”。
因为对于人来说，即便一个“东西”，也是应该能够证明人之为人的（比如劳动工具就是）。
现在，那家伙作为人，却居然不能证明人之为人，当然也就连“东西”都不是了。
　　然而，一个人如果连“东西”都不是，应该说也就无足可恨。
比方说，我们不会也不能去恨一只猫或一条狗，一块石头或一根木头，因为它们原本只不过是“东西
”。
那么，一个连“东西”都不是的东西，又有什么可恨呢？
就因为他原本“不是东西”，而是人。
是人而不能确证人是人，这才特别可恨。
然而，也恰恰正是在恨中，人同样实现了他的自我确证：一方面，恨是一种只有人才有的心理能力，
我恨了，说明我是人；另方面，如果我不是人，又何以能够判定对方“不是人”甚至“不是东西”？
因此，恨也是人的自我确证。
它曲折地又双重地确证着我们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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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此次首发的《易中天文集》第一、二卷分别是文学卷《高高的树上》和学术卷《艺术人类学》。
《易中天文集2：学术卷》为学术卷《艺术人类学》。
《易中天文集2：学术卷》在大量引证已由现代人类学家们发现和整理过的考古学、人种学材料时，
便有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实证研究的前提，即对艺术的本质和人的本质的哲学思考。
作者提出，为了避免“被那充满魅力的神奇世界眩惑了我们的目光，以至于只能在自己的著作中留下
一片散发着荒蛮气息的光怪陆离”，《易中天文集2：学术卷》的任务是“实现艺术本质的人类学还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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