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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与自欺: 萨特的情感现象学

○陈素君 蔡文菁

摘 要: 通过现象学的研究方法，萨特致力于创建一种有别于传统心理学的情感理论。他把情感视为一种关联

于世界的意识样式。为了应对真实世界中面临的各种困难，意识通过魔幻行为把自身从真实世界下降到魔幻世

界，情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对魔幻世界的相信与自欺的相信异曲同工，都指向自己对自己的欺骗。因此

有必要重点考察情感与自欺的内在关联。在萨特看来，首先，两者的产生都是意识作用的结果; 其次，不管是

情感还是意识，丧失了欺骗者与被骗者二元性的现象之所以可能，主要源于反思意识能够对前反思意识在对象

世界中所揭示的事实进行否定。通过对情感与自欺的产生方式以及产生机制的对照分析，进一步指明对情感与

自欺的分析如何服务于萨特哲学对自由这一核心概念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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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并不只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它也有着特殊的哲学意义，并一直以来受到哲学家的重

视。萨特在 1939 年专门写了一本论述情感的书，题为 《情感理论概要》① ( Sketch for a theory of
the emotions) 。在书中，萨特对心理学家所采用的经验研究方法进行了批判，并以一个现象学家

的视角阐述了情感的本质结构。在萨特看来，情感是一种意识样态，它具有意向性，体现的是人

与世界的关系。本文主要探讨萨特现象学视域下的情感意识问题，尤其通过情感与自欺的对照考

察情感的现象学意义及其最终归属，也即萨特的自由哲学。萨特对情感理论进行的现象学阐释不

仅有力驳斥了心理学家关于情感的机械经验论，为情感理论寻找到了新的研究突破口; 同时，对

情感意识的论述根本上而言即是对人的存在的讨论，它对萨特后期自由哲学体系的建立起了先导

作用。鉴于此，文章将首先分析萨特对情感意识的现象学定位，进而论述情感的自我特性，并由

此引出情感与自欺在作用机制上的一致性，指明情感本质上就是自欺。最后，文章将聚焦于萨特

情感意识与自欺理论的共同指向，即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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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书的中译本通常翻译为《情绪理论纲要》，在本文中，我之所以将 emotion 翻译为“情感”而非“情绪”，主要基于两个
原因: 首先，情感更加具体明确，而情绪更多是弥散性的; 其次，考虑到萨特在本书中所谈论的内容与胡塞尔现象学紧密
关联，且 emotion 被萨特视为一种意向行为。而我们一般也把胡塞尔那里所讨论的称为情感意向性。因此，在本文中，翻
译为情感更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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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情感作为一种意识样态

萨特的情感理论处在当时已有的理论背景之下，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贾内 ( Janet) 有关情感

的心理学理论。后者区分了两种心理行为，即高级行为和低级行为。所谓高级行为，指的是人们

面对困难时所采取的恰当措施与行为; 而低级行为则是在人们不愿意或者无法采取恰当行为之

时，取而代之的另一种不够恰当但是更加容易完成的行为。“贾内把情感视为一种适应性较差的

行为，或者……一种不适应的行为，一种被击败的行为。”① 他列举了一个病人因无法坦白而开

始哭泣的例子。哭泣这个低级行为在贾内看来就是悲伤情感的具体表现。因此，贾内宣称，情感

是在高级行为无法继续维持下去时主体所采取的低级行为。在他看来，从高级行为到低级行为的

降级是自动发生的，萨特称其为“机械的简单性” ( mechanistic simplicity) ，并由此指出贾内的

理论在本质上与其他心理学家无异。也就是说，心理学家把身体与外界关系简单地理解为刺激—
反应关系，认为情感就是在外界刺激作用下形成的自动机械式的结果。他们对情感的研究不是从

情感本身出发，而是把情感理解为生理上的具体行为表现，并且认为这些行为表现是自动发生

的。比如哭泣这个身体表现就反应了伤心这种情感，且哭泣是自动发生的，这一自动性表明，哭

泣行为由于缺乏行动的最终目的而具有随意性。因此，情感就被认为是身体在遭受外界刺激时的

自动反应，该反应没有具体的导向，因而没有最终目标。贾内对两种行为的划分，本质上也是把

情感视为身体的自动反应。在他的理论中，低级行为指的就是情感，而低级行为替代高级行为的

过程是自动发生的。这就是说，真正替代高级行为的是一系列自动发生的身体表现。比如哭泣这

一身体表现自动替代了坦白这个高级行为。
正是在这一点上，萨特对心理学的情感理论进行了批判。在萨特看来，情感虽然是一种身体

现象，但不是自动发生的。因为情感是一种意识样态，这就决定了情感具有意向性，情感行为是

有具体指向的。他认为，“除非我们去寻找情感的意义，否则我们无法理解情感。”②这意味着，

对情感本质的研究在于把情感理解为一种有意义的现象。何为情感的意义? 萨特认为情感“既不

是无序也不是单纯的混乱，它有一个意义，它意味着某物。”③在对心理学的批判中，萨特进一步

表明了情感与某物的具体关系。他指出，“大部分心理学家把情感视为一个意识的事实，就好比

当我们说: 我生气，我害怕等等。但是害怕并非始于害怕的意识。…… 情感意识首先是非反思

的，……情感意识首先是对世界的意识。”④可见，情感首先是一种意识，它总是指向世界中的

一个对象。比如生气意味着对某物的生气，害怕意味着对某物的害怕等等。在萨特看来，对某

物的指向性才是情感的意义所在，才是情感的本质。萨特之所以强调要用现象学的方法研究情

感，主要就是为了利用情感的意向性来驳斥心理学家把情感视为自动机械的身体反应这种错误

观点。
关于情感的意向性，萨特有时也用目的性 ( finality) 一词来解释。他说: “如果我们再引入

目的性，我们就能够很好地理解情感行为并不是无序，它是一种有组织的指向一个终点的方法模

式。”⑤所谓目的性，即情感有一个指向的最终目标。比如，在贾内的例子中，萨特认为，病人哭

泣是为了能够不坦白。在这里，哭泣这个低级行为并非自动发生，它的产生具有一个目的，即回

①
②
③
④
⑤

Jean－Paul Sartre，Sketch for a Theory of the Emotions，trans. Philip Mairet，London: Ｒoutledge，2002，p. 18．
Sketch for a Theory of the Emotions，p. 28．
Sketch for a Theory of the Emotions，p. 17．
Sketch for a Theory of the Emotions，p. 34．
Sketch for a Theory of the Emotions，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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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坦白这个高级行为。贾内的理论正是由于缺乏情感的目的性，导致高级行为在寻找替代行为的

时候缺乏目标，从而成为自动机械的转换。对此，萨特认为: “情感要想获得打败行为的精神意

义，意识就必须干预并且把这个意义赋予给它。”①也就是说，贾内所讲的情感是没有自身意义

的，然而真正的情感本身，其意义在于它是一种意识行为。换言之，在萨特看来，情感就是意

识，情感的本质源于它自身拥有意义，这个意义需要情感意识自身赋予。因此，情感就不是机械

的身体反应，而是一种意识样态。基于此，萨特认为，当低级行为替代高级行为的时候，情感意

识必然很清楚地明白自己是作为另一种行为的替代者而呈现的。由此，萨特指出 “意识可以单

独解释情感的目的性。”②正是由于意识的干预，低级行为才拥有了指向性，即对另一个行为的替

代。因而，从本质上讲，最终产生的情感其实就是被设定了的意识。

至此，我们注意到，萨特尤其强调情感是一种意识，拥有某种意义，意指某种东西。萨特指

出: “情感以它自己的方式意味着整个意识，或者，从存在主义的层面看，就是意味着整个人的

现实性。”③这正是萨特的情感理论区别于传统的心理学情感理论的关键点所在。他坚信，情感并

不是惰性的、单纯的在那里而已，它不是一个被动的存在。情感的存在具有目的性，具有自己的

意义。或者用萨特的话来说，情感不应该是一种自在的存在。正是情感行为的指向性使得情感获

得了主动的行为权力，同时也使情感自身获得了现实意义。

因此，在萨特看来，情感的产生其实就是情感作为意识的具体呈现。或者说，情感就是一种

特定的意识。那么，作为一种意识行为，情感是如何运作或起作用的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

须继续深入地探讨萨特是如何解释情感的发生机制的。

二 真实世界与魔幻世界

既然情感是一种意识模式，那么情感就必定享有意识的一般特征。在萨特看来，意识的最主

要特征，就是胡塞尔所强调的意向性。这就意味着情感具有意向性，情感是对某物的情感。按照

萨特的逻辑，所有的情感都应该有其指向的对象，但若果真如此，一些内心的自我感受该如何解

释呢? 比如孤独。当我说我感到很孤独时，孤独的对象又是什么呢? 正是在此意义上，有学者认

为“萨特的理论从根本上讲仍然是模糊不清的。”④埃尔皮多罗 ( Elpidorou) 为萨特的观点提供了

辩护，在他看来，“情感意识首先且最主要的一点在于，它是一种非反思性的意识……自身和意

识本身都不是某人的情感意识的设定的对象。比如，厌烦这样一种体验首先并不是对于厌烦的体

验，也不是对于作为厌烦主体的我们自身的体验。而是世界，或者世界的一部分，使我们感到厌

烦。最重要的是，情感是我们理解、体验以及与世界相联系的方式。”⑤ 因此，所有的情感都应

该有对象，并且这个对象是处于世界之中的。这一理解符合萨特的观点。萨特明确指出: “情感

意识首先是非反思的，……情感意识首要的是对世界的意识。”⑥更确切地说，情感是面对世界、

让世界显现的一种特殊方式。

萨特举了摘葡萄的例子，因为葡萄太高无法够到，我开始抱怨葡萄太绿了，然后走开。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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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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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etch for a Theory of the Emotions，p. 20．
Sketch for a Theory of the Emotions，p. 27．
Sketch for a Theory of the Emotions，p. 12．
Irving Thalberg，Ｒeview: Emotion in the Thought of Sartre by Joseph P. Fell，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Vol. 17，No. 66 ( Jan. ，
1967) ，pp. 76 － 77．
Andreas Elpidorou ，Horror，Fear，and the Sartrean Account of Emotions，The 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ume 54，Issue 2
( 2016) ，pp. 209 － 225．
Sketch for a Theory of the Emotions，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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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例子中，萨特指出，情感实际上涉及了真实世界和魔幻世界。我无法够到葡萄，是真实世界中

存在的困难。我 最 终 所 采 取 的 措 施 是 抱 怨 并 且 相 信 葡 萄 太 绿 了，这 是 魔 幻 世 界。韦 伯 曼

( Weberman) 将其称作消极行为，在他看来，“情感的确是一种逃避主义，或者说是沉醉于内在

冲突获得解决的舒适性中，而冲突的解决是通过推迟即将到来的困难而达到的。”①关于情感是一

种逃避主义这种说法，萨特并没有全然反对，例如当他谈到悲伤时，就明确指出 “我们退回到

自身，我们消除自身，与此对应的理性部分就是逃避。”②对萨特而言，探讨情感的作用机制是理

解情感本质的一条通道。而情感的作用离不开真实世界与魔幻世界的区分。

魔幻世界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与真实世界相对应。当人们面临一个困难，并且按照常规途径

无法找到解决办法的时候，他们就会尝试着用魔法般的手段把一些新的特质在臆想中赋予到对象

上。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深信新赋予的特质是真实的。这样一种情感行为显然

是带有主动性的，归根结底，行为的主动性或者目的性是情感作为意识样态的意识特性所决定

的。萨特对此的解释是，意识自身从真实世界下降到魔幻世界中，从而使得情感的产生得以可

能。为了解释我们面临的不同状况，萨特进而提出“存在两种情感，这取决于是我们自己构建了

世界的魔幻性以便取代一个无法被认知的确定性活动，还是世界本身是不可认知的，并且它突然

自身呈现为一个魔幻般的环境。”③ 他的区分原则在于是 “我们”主动去构建一个魔幻世界还是

“世界”主动向我们呈现出魔幻状态。埃尔皮多罗却认为: “把恐惧和其它情感区分开来的东西

是转换发生的速度，恐惧是即刻产生的: 世界是通过情感意识即刻转变的。”④埃尔皮多罗认为，

造成两种相异的情感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两个世界之间的转换速度。然而，事实上，萨特对两种情

感类型的划分也包含了两个世界之间转换速度的差异问题。因此，本质上讲，埃尔皮多罗对情感

类型的划分其实与萨特是一致的。

第一种情感类型，主体主动去构建一个魔幻世界。比如当我看见一头猛兽朝我走来，我采取

了原地晕倒这个低级行为，晕倒这个身体现象自身就表明了我的害怕。在晕倒的那一刹那，真实

世界就实现了向魔幻世界的转变，害怕的情感意识使我进入到魔幻世界。我之所以主动构建这个

魔幻世界，是为了消除猛兽，从而解除我所面临的危险。但是消除猛兽这个行为我无法在现实中

实现，所以，我就采用了晕倒这个魔幻行为使自己进入魔幻世界，并在该世界中实现猛兽的不存

在。若是按照埃尔皮多罗对情感的划分，这种主体主动构建魔幻世界的情感类型就属于两个世界

之间转换速度较慢的情况。因为情感不是在一瞬间产生，而是需要主体采取一定的魔幻行为，构

建一个魔幻世界去达成。

第二种情感类型，真实世界突然向我们呈现为魔幻世界。也即埃尔皮多罗认为的，两个世界

之间的转换速度较迅速，即魔幻世界是即刻产生的。因此，本质上说，埃尔皮多罗对情感的类型

划分与萨特并不矛盾。比如恐惧，两者都认为，这是一种即刻产生的情感。萨特认为，当我看到

窗户外面贴着一张扮鬼脸的人脸时，我的恐惧感在看见这张人脸的瞬间就即刻产生了。表面看

来，在恐惧的产生过程中，我并没有进入魔幻世界。但是萨特认为，其实不然。“窗户外面的脸

是立即与我们的身体产生关联的; 我们体验并承受它的意义; ……窗户外面的这张人脸利用它自

①

②
③
④

David Weberman，Sartre，Emotions，and Wallowing，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Vol. 33，No. 4 ( Oct. ，1996 ) ，pp. 393 －
407．
Sketch for a Theory of the Emotions，p. 44．
Sketch for a Theory of the Emotions，p. 57．
Andreas Elpidorou ，Horror，Fear，and the Sartrean Account of Emotions，The 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ume 54，Issue 2
( 2016) ，pp. 209 －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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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消除了距离并且进入我们。意识投入这个魔幻世界，……把意义赋予给情感的行为已经不再

是我们的行为。”①这就是说，恐惧虽然是即刻产生的，但仍然离不开魔幻世界，只不过是真实世

界自己突然向我们呈现为魔幻世界。当我看到人脸的那一刻，真实世界就已经是作为魔幻世界而

存在。在这个魔幻世界中，窗户被消解了，窗户与我之间的距离也被消解了，所以人脸可以直接

破窗而入，并且抵达我。恐惧的情绪由此产生。虽然这个情况下，魔幻世界不是由主体主动建

构，但是它的整个作用机制与其它情感无异。一般来说，在情感的产生过程中，是意识主动降级

自己，进入到魔幻世界，但是“相反，有时候，正是 ［真实］ 世界把自己作为魔幻世界展现给

意识，而这个魔幻世界，我们期望它是真实的。”②因此，在诸如恐惧这种即刻产生的情感中，魔

幻世界也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正是在进入魔幻世界的过程中，情感得以产生。

三 情感与自欺

在萨特的理论中，魔幻世界是我们建构出来的一个世界，它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但在萨特看

来，在情感机制发生作用的过程中，人们深信并使自己投入到这一魔幻世界中。表面上看，这是

为了解决情感理论中遇到的困难，然而，结合萨特的整个哲学思想，我们就会意识到，魔幻世界

以及与此相应的情感理论本质上服务于萨特哲学的核心思想，即关于自由的理论。我们将通过对

比情感以及萨特对自欺现象的阐述来呈现这一内在关联，由此我们也将论证，萨特所描绘的情感

某种程度上而言就是一种自欺行为。
( 一) 情感就是自欺

自欺和情感，这两个现象都被萨特归为意识问题。萨特把意识分为前反思意识和反思意识，

通过这一划分，自欺和情感的形成机制得到了更加清晰的描绘。
自欺是对自己的欺骗，这种取消了欺骗者与被欺骗者之二元性的行为何以可能? 在 《存在

与虚无》中，萨特指出，“需要有一个自欺的原始意向和谋划; 这谋划意味着如前那样理解自欺

并且意味着 ( 对) 意识 ( 的) 反思前的把握就是在进行自欺。”③在萨特看来，对前反思的意识

的理解就是在进行自欺。根据两种意识的划分，所谓前反思的意识就是对世界中各种对象物的意

识，而反思的意识则是对前反思意识的意识，或者说就是自我意识。自欺是在意识自我反思的过

程中产生的，或许反过来讲更加符合萨特的本意，即意识在自我反思的过程中导致了自欺。也就

是说，自欺得以可能的关键在于两种意识方式在对同一个对象的知晓上产生了分歧。这个分歧的

产生也就意味着自欺的出现。加文·瑞 ( Gavin Ｒae) 在阐释萨特的自欺理论时也认为: “对自欺

的意识之所以能够欺骗自己，是因为当意识前反思地知道它的本体论之虚无时，却并没有反思性

地理解它。”④

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用年轻女子初次约会的例子阐述了自欺，男子握住女子的手，

这是前反思意识指向的客观对象，通过前反思意识，女子意识到男子握住了她的手，意识到男子

对她有进一步的企图。但是她的反思意识却否定了前反思意识传达给她的信息，也就是说，她否

定了男子对她有进一步的企图，甚至否定了她的手正被男子握着。于是她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任

凭自己的手被男子握着，就好像那不是她的手。萨特说，这个时候，这名女子就是处于自欺中。
对这名女子而言，对于她的手被握着这个事实对象，她的前反思意识和反思意识给出了不同的理

①
②
③
④

Sketch for a theory of the emotions，pp. 57 － 58．
Sketch for a theory of the emotions，p. 56．
萨特: 《存在与虚无》，陈宣良 等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年，第 80 页。
Gavin Ｒae，Ｒealizing Freedom: Hegel，Sartre，and the Alienation of Human Being，Palgrave Macmillan，London，2011，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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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在这里，萨特借助否定概念，指出当反思意识对前反思意识所揭示的事实进行否定之时，自

欺就成为可能。由此，他指出: “意识不是把它的否定引向外部，而是把它转向自身。这态度在

我们看来就应该是自欺。”①在萨特看来，在自欺的产生过程中，前反思意识和反思意识对同一个

对象的理解存在不一致，这种不一致是通过反思意识对前反思意识的否定达成的。针对自欺的这

种特性，史蒂文森 ( Stevenson) 将其总结为: “自欺存在于反思性地否定前反思性地意识到为正

确的东西。”②因此，总的来讲，自欺要想成为可能，关键就在于反思意识能够否定前反思意识获

取的关于客观对象的事实。
那么情感的产生是否也和自欺一样呢? 萨特的情感理论，借助的是真实世界和魔幻世界的区

分。在《情感理论概要》全书中，萨特并没有直接阐述情感与自欺的相似性，但在论述精神分

析学家的情感理论时提到了自欺。他说: “精神分析的解释把意识现象设想为被潜意识压抑力所

压抑的欲望的象征性实现。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意识而言，欲望并不涉及它的象征性实现。对于

通过意识而存在并且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中的欲望而言，它仅仅只是它使自己呈现出来的所是: 情

感，想要睡觉的欲望，盗窃的欲望，对月桂的恐惧等等。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我们有任何哪怕是

隐含着任何对真实欲望的意识，我们应该就是处于自欺中。”③萨特认为，这种指向欲望本身的意

识就是处于自欺中。也就是说，正常来讲，反思的意识对象是前反思意识。萨特说，如果反思的

意识越过前反思意识直接指向客观对象，也即是直接指向作为存在的真实欲望，那么就是处于自

欺状态。表面看来，情感的产生机制似乎和上面提到的自欺理论是相似的，两者都是需要反思越

过前反思意识直接指向客观对象。但是在这里，萨特并没有指出反思意识需要对前反思意识进行

否定。因此我们还不能凭借这段引文就断定情感和自欺在产生机制上的同一性，但是起码表明两

者之间并非毫无关联。
虽然在刚才的这段引文中，萨特没有就情感与自欺的关系做明确的说明，但是在他所举的有

关恐惧的一个例子中，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情感与自欺的内在关联。当我们看到一头凶猛的野

兽，我们会因为害怕而晕过去。在这个例子中，凶猛的野兽就是真实世界中我们面临的一个危

险，对危险的意识属于前反思意识，情感的产生机制就是要通过魔幻手段否定这个危险，从而我

采取了晕过去这个行为，我由此进入了一个没有野兽危险的魔幻世界，这也是害怕情绪的产生。
但是萨特说: “我能够压制它 ［危险］ 作为意识的一个对象，但是仅仅只是通过压制意识本

身。”④也就是说，通过前反思意识，我意识到了危险，但是我的反思意识把前反思意识所意识到

的危险进行了压制，从而使自己进入到没有危险的魔幻世界中。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更好地

理解萨特的情感和自欺之间的共性。情感也和自欺一样，其产生前提就是反思意识对前反思意识

揭示出来的对象事实的压制或者否定。自欺是反思意识对前反思意识所面对的对象的否定; 而情

感是情感意识对于所面对的真实世界的否定。可见，自欺和情感之所以能够产生，最重要的就是

存在反思意识与前反思意识之间的分离。在对情感的讨论中，萨特强调了真实世界与魔幻世界之

间的转换。其实，这两个世界之间之所以能够进行转换，归根结底就在于萨特首先区分了反思意

识和前反思意识。从真实世界转换到魔幻世界的过程中，主体想要否定的是他所直接面对的真实

世界，然而，事实性地赋予或者取消真实世界的某一特性，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为了实现

这一目的，指向真实世界的前反思意识只能转而面向自身寻求帮助。同样，在自欺中，由于无法

①
②
③
④

萨特: 《存在与虚无》，第 78 页。
Leslie Stevenson，Sartre on Bad Faith，Philosophy，Vol. 58，No. 224 ( Apr. ，1983) ，pp. 253 － 258．
Sketch for a Theory of the Emotions，p. 30．
Sketch for a Theory of the Emotions，p.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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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性地否定前反思意识所指向的对象，意识只能在自身中实现对自己的否定。但是自己如何能

够否定自己? 这就回到了前面提到的取消了欺骗者和被欺骗者二元性的欺骗何以可能的问题上。
这成为了萨特首先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对此，萨特区分了反思意识和前反思意识，从而解决

了意识内部的二元性问题，为分析自欺以及情感的产生机制奠定了理论根基，同时也表明了自欺

与情感存在共性的根本原因所在。
区分反思意识和前反思意识，既是理解情感与自欺的共性之关键点所在，也是理解情感和自

欺的产生何以可能的根源。具体而言，两种意识的区分是通过对对象的否定得以呈现的。艾默里

克就认为: “真实世界是前反思意识的感知世界，……情感是对它所依赖的这个真实世界的否

定。”①萨特在脚注中还专门对这个否定性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 “在昏迷中，人们进入了做

梦的意识。”②他把人们从真实世界进入到魔幻世界称为是进入到做梦的意识中。而萨特在阐述自

欺的时候，也表达了这样的看法，他指出: “人们如同沉睡一样地置身于自欺之中，又如同做梦

一样地是自欺的。”③因此，在萨特看来，不管是自欺还是情感，都是反思意识对前反思意识所揭

示的对象事实进行否定，然后进入到另一个 “做梦”的状态中，也即是进入到一个自欺的状态

中。正是在此意义上，艾默里克非常坚定地宣称 “所有的情感都处于自欺中。”④

当然，自欺的产生，除了前反思意识和反思意识的划分，也不能忽视 “相信”的力量。当

反思意识对前反思意识进行否定的时候，如果没有 “相信”，那么自欺也就不可能实现。萨特

说: “当对象未被给定或被模模糊糊地给定的时候，如果人们把相信称之为其对象的存在，那么

自欺就是相信，而自欺的根本问题就是相信的问题。”⑤同样，在情感的产生过程中，“相信”同

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前面提到，情感的产生需要从真实世界进入到魔幻世界，如果不是依靠着

真诚的相信，又如何能使意识进入到魔幻世界呢? 因此，在人的存在的二元基础上，借助着真诚

的相信，自欺和情感构成了相似的产生机制。
( 二) 对自由的指向

自欺的实现，在萨特看来，其基本手段之一就是 “可转化的‘超越性—人为性 ［亦即实际

性］’概念”⑥。也就是说，针对自欺现象，萨特的阐述是从人的存在特性出发的。萨特指出，人

的存在具有两种属性，即实际性 ( facticity) 和超越性 ( transcendence) ，自欺就是在这两种属性

的转化过程中得以呈现。所谓实际性，就是人 “是其所是”的样子，即由过去的所有行动所构

成的、存在于世的现实的人的存在，是人的存在的自在性; 所谓超越性，即 “是其所不是”，指

的是人可以通过不断地选择，不断地行动，不断否定现在的我，从而构成一个新我，是人的潜能

的实现，超越性的实现就是自为性的实现，本质上就是自由的实现。为什么萨特要把自欺和人的

两种属性相关联呢? 这正是触及到了对自欺的阐述的最终目的，即人的自由。“萨特哲学关注自

欺，不仅仅是对这一单纯的意识现象本身感兴趣，更是因为自欺与萨特哲学所理解的自由密切相

关，分析自欺、把握自欺的性质和结构构成了萨特阐释自由的一个重要的环节。”⑦可见，自欺并

不是一个与自由完全无关的概念。自由的实现，就是要否定实际性，实现超越性。所以，实际性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Ｒex Emerick，Sartre’s Theory of Emotions— A Ｒeply to His Critics，Sartre Studies International，Vol. 5，No. 2 ( 1999) ，pp. 75 － 91．
Sketch for a Theory of the Emotions，p. 42．
萨特: 《存在与虚无》，第 103—104 页。
Ｒex Emerick，Sartre’s Theory of Emotions— A Ｒeply to His Critics，Sartre Studies International，Vol. 5，No. 2 ( 1999) ，pp. 75 － 91．
萨特: 《存在与虚无》，第 103 页。
萨特: 《存在与虚无》，第 90 页。
李克: 《自欺与自由———萨特哲学对人的存在的揭示》，《深圳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28 卷第 1 期，2011 年，第
36—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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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超越性之间是可以转换的，萨特明确指出，“如果人是其所是，自欺就是绝对不可能的。”①因

此，自欺对自由的最终指向体现在人的两种存在方式之间转换的可能性。

自欺的最终指向是自由，但是自欺不是自由。相反，自欺是对自由的回避，是人的不自由状

态。萨特说: “自欺的目的在于置身于能及范围之外，它是一种逃避。”②这就是说，自欺是一种

逃离，它所要逃离的是人的自由本性，人的可能性。自欺如何实现这种逃离呢? 当人把自己视为

一个自在存在，而否定自己的超越性的那一刻，就是对自由的回避之时。当约会的那个女子任由

它的手被男子握着的那一刻，她就是在逃避选择，逃避自由。萨特对此解释到，因为 “在这个

时刻，身体和心灵的分离完成了; 她的手毫无活力地停留在她的伙伴的温暖的手之间; 既不赞成

也不反对 ——— 像一个物一样。”③女子把她的手看成是一个如同桌子一样的物一般的自在存在。

她的身体和灵魂在此刻分离了，换言之，构成人之现实性的实际性和超越性分离了。在这名处于

自欺的女子看来，她把自己视为一个只具有实际性的存在，即自在的存在。她否定了超越性，或

者说她回避了超越性。她把人的本质性的东西给抛弃了，而宁愿成为一个没有意识的自在存在。

对于自己的身体，在这名女子眼中，“她从她的高度把它看作事件能作用到的被动对象，但是这

被动的对象既不可能刺激起这些事件也不可能避开它们，因为所有这些可能都是在对象之外

的。”④女子把自己的身体视为一个被动的存在，就如同桌子、墨水瓶一样，它只能在那儿，只能

被动地接受安排。她完全回避了人的主动性、选择性、自由性，抑制了人的所有可能性。咖啡馆

侍者的种种行为，在萨特看来，“恰好就是为把人禁锢在其所是之中的婉转措词。我们就好像生

活在一种永恒的、人要逃避的恐惧之中，我们恐怕人会忽然一下超出和回避他的身份。”⑤因此，

萨特认为，人把自己视为自在存在并不难，有很多方法可以回避选择，回避自由。
在萨特的理论体系下，既然情感就是自欺，那也就是说，情感也是对自由的逃避。在解释害

怕这一情感时，萨特列举了我看见一只凶猛的野兽而害怕地晕过去这个例子。对于我所采取的晕

倒这个行为，萨特明确指出: “这是一种逃离的行为，晕倒是一种逃避。”⑥上面已经提到，自欺

也是一种逃离，是对自由的逃离与回避。在这里，当我面对猛兽而没有其它正常的解决办法时，

我只好采取这种魔幻行为，认为晕倒之后猛兽的威胁就解除了。因为在该行为中，“我否定了野

兽的存在，我试图消灭它。”⑦到此，我们已经可以发现，情感产生过程中我所采取的行为和那名

自欺的约会女子非常相似。女子把自己视为自在的存在，任凭男子握着她的手。从而回避她的选

择，选择接受男子的调情亦或是抽回自己的手。在情感的产生过程中，我也把自己视为自在的存

在，我回避了消除危险的方法选择。我利用魔幻行为使自己进入魔幻世界，欺骗自己，使自己相

信野兽消失了，危险解除了。我在魔幻行为的作用下，进入了魔幻世界。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进

入魔幻世界这个表面看来具有主动选择意味的行为，事实上反映的却恰恰是我对自己的不关注以

及不负责任。对于晕倒这个魔幻行为，萨特指出: “不应该把它设想为是一种为我的逃避，我并

不是在试图解救我自己，或者在试图不再看见这头猛兽。”⑧也就是说，通过晕倒进入魔幻世界，

在萨特看来，并不是如其表面呈现的那样是一种为自身的行为。如果说在情感中，人是一种自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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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那么人所采取的魔幻行为也应该是为自身的。然而，萨特却认为造成情感产生的魔幻行

为并不是一种为自身的行为选择。换言之，进入魔幻世界并不是主体为自身而做的选择，从而间

接表明人在此刻并不是为自身的自为存在，而只能是像物一般的自在存在。萨特认为 “危险的

紧迫性才是我们试图消灭危险的真正动机，消灭危险就需要魔幻行为。”①这就是说，选择魔幻行

为的真正动机是为了消除此刻所面临的危险，该动机所指向的只是危险本身，而不是人自身。魔

幻行为的初衷是为了消除危险，而不是为自身，救自身的自为性选择。

借助贾内所举的病人无法向他坦白而伤心哭泣的例子，萨特进一步说明了情感对自由与责任

的回避。病人的伤心情绪在萨特看来 “是对责任的抛弃，通过魔幻地夸大世界中的困难。”②病人

需要向医生坦白，这件事情在她看来是一个巨大的困难，但是她不愿意寻找并选择合适的方法来

解决困难，她不愿意为她选择之后的行为承担责任。于是利用魔幻行为，开始伤心哭泣，使自己

进入魔幻世界，自欺地消解了困难。在萨特看来，世界中的 “对象把自己呈现为应该被自由地

创造。坦白把它自身呈现为应该而且能够完成的事情。”③也就是说，人作为拥有意识的自为存

在，他应该而且能够选择合适的行动解决世界中的困难。这是人区别于自在物的关键，是人的自

由本性的体现。但是，这个病人却回避了自己的自由。在萨特看来，自由并不是绝对的，而是需

要承担相应的选择后果。因此，女病人对自由的回避，归根结底是为了逃避责任。因为不管她选

择何种行动解决坦白这个困难，她都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她把自己沉浸到魔幻世界中，责

任就不再存在了。她由此回避了责任，也逃离了自由。

可见，人进入魔幻世界就如同进入自欺世界，都是对自由的逃避，对责任的抛弃。萨特就此

强调: “在自欺世界的本体论特征下，主体突然间被环绕着的是: 在这里，存在是其所不是，以

及不是其所是。”④这就表明，在自欺世界中，主体周围的对象都不是现实的存在，而是非存在。

这正如同在魔幻世界中，所有的对象都是被主体赋予或者消除了某种特性的存在。也即是说，不

管是在魔幻世界还是在自欺世界中，人都是在扮演角色。咖啡馆中的侍者，尽管完全已经把自己

当成一个侍者，但是“我不能是他，我只能扮演是他，就是说，只能想象我是他。”⑤同样，在情

感中，萨特认为，“如果情感是演戏，那么扮演就是我们要相信的东西。”⑥具体到伤心，萨特说:

“伤心的情感就是对虚弱的一种魔幻扮演。”⑦所以，不管是在自欺还是在情感中，主体都是在扮

演另一个角色，并且使自己相信自己就是这个新角色。这种相信分别是通过进入自欺世界和魔幻

世界而实现的。因此，自欺世界和魔幻世界在主体逃离自身，逃避自由的方面是相似的。

其实，不管是自欺还是情感，对自由的回避都关涉人的双重属性，即实际性和超越性。自欺

的主体一方面把自己视为自在的存在 ( 即实际性) ，同时又在反思意识中否定自己所是，把自己

视为是其所不是和不是其所是 ( 即超越性) 。所以萨特说: “自欺既不想以综合来调和它们 ［实

际性和超越性］ 也不可能以此来克服它们。对自欺来说，关键在于以保存它们的区别来肯定它

们的同一。”⑧在悲伤的情感中，萨特指明: “病人想要摆脱的对自由的痛苦感觉，对于能够反思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Sketch for a theory of the emotions，p. 42．
Sketch for a theory of the emotions，p. 45．
Sketch for a theory of the emotions，p. 45．
Sketch for a theory of the emotions，p. 68．
萨特: 《存在与虚无》，第 93 页。
Sketch for a theory of the emotions，p. 41．
Sketch for a theory of the emotions，p. 45．
萨特: 《存在与虚无》，第 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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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属来讲却是必须的。但是我们对此并不相信，人们让自己只看到真实发生的一切。”①从这里

可以看出，人作为意识的存在物，是能够进行反思的，因此，自由对人而言是必然的。悲伤哭泣

的病人却极力要摆脱自由带来的痛苦感觉，这是对自由的极力回避。在这个过程中，主体把自己

视为没有选择，没有可能性的自在存在，只把自己视为实际性的存在。但是在反思的意识中，主

体却主动使自己进入魔幻世界，使自己成为一个不同于现时的超越的存在，并由此最终回避了选

择，回避了自由。所以，情感和自欺一样，都是通过反思意识对自我进行的否定，从而否定了人

的自由，人的责任。

萨特的情感理论其实就是他的意识理论，对于这一点，我们无需感到惊讶，因为他的整个哲

学思想都是在强调意识的重要性。通过对情感理论和自欺理论内在关联的揭示，我们发现萨特笔

下的情感其实就是一种自欺，虽然他对这两个理论的阐释看起来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但却殊途

同归，最后都汇聚到人的自由本质。但是当我们把情感类比为自欺时，主要指的是从反思意识和

前反思意识的区分角度出发，两者具有相同的发生机制。这并不意味着情感和自欺在具体的呈现

上具有一致性。即，我们不能认为喜怒哀乐这些具体的情感现象就是自欺现象。当我很开心，并

不是说我的开心是对自己的欺骗，其实我并不开心。而是说，开心这一情感意识的产生与自欺的

产生在方式上是类似的，都是反思意识对前反思意识指向对象的否定。当我们把萨特的情感视为

一种自欺行为，认为情感就是对真实世界的否定以及对虚幻世界的相信，这似乎与常识相悖。因

此，情感与自欺的类似性，应该限定在萨特对情感的意义阐释层面上，尤其是萨特所强调的情感

是对世界的理解方式。对真实世界和魔幻世界的划分或许最终只是为了更好地论证情感与世界的

关联性。
情感与自欺虽然有很多的共性，以至于我们几乎可以把两者等同。不过，根据萨特的分析，

自欺指向的是对自身的一种虚假理解。在自欺中，主体把自己理解为自在存在而非自为存在，虽

然事实上，人是作为自为存在而存在于世的; 而情感的产生，则指向的是对世界的一种虚幻理

解。情感主体把真实世界虚幻化，从而在进入魔幻世界中实现情感的生成。这也是为什么萨特一

直强调情感是对世界的一种理解方式。更准确地说，是对真实世界的一种虚幻理解方式。虽然在

情感中，人也成为了逃避自由的非自为存在，但是萨特更加强调的似乎还是情感意识对人之外的

真实世界的虚幻理解。这一点也进一步体现在反思意识对前反思意识的否定上，对自欺而言，反

思意识所否定的是前反思意识指向的某一具体对象。而在情感中，反思意识否定的则是前反思意

识指向的整个世界，而不再局限于某一对象。比如面对猛兽而产生的害怕，反思意识不是单纯地

否定对猛兽的前反思意识，而是把拥有猛兽的整个真实世界都否定了，进而重新构建了一个虚幻

的世界。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情感，而把情感类比为自欺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两者之间的一

些区别。

① Sketch for a theory of the emotions，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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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s and Self Deception: Sartre’s Emotional Phenomenology
CHEN Su－jun，CAI Wen－jing

Abstract: Sartre devoted to create a new theory of emotion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psychology through a method of phe-
nomenology． He considered emotions as a kind of consciousness related to the world．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difficulties
faced in the real world，consciousness reduces itself from the real world to the magic world，and emotion is generated in this
process． The belief in the magic world is the same as the belief in self deception，pointing to their own deception． So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 and self deception． According to Sartre，firstly，the produc-
tion of both is the result of consciousness; secondly，whether it is emotion or consciousness，the possibility of losing the du-
ality of the deceiver and the deceived is mainly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reflective consciousness can negate the facts revealed
by the pre－reflective consciousness in the object world．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way and mechanism of the
generation of emotion and self deception，this paper further points out how the analysis of emotion and self deception serves
the inquiry of the core concept of freedom in Sartre’s philosophy．
Keywords: Sartre; theory of emotions; self deception; pre－reflective consciousness; reflective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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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Historical Logic，

Operating Mechanism and Practical Ｒequirements of
the Leading Party Group System of the CPC

HU Nan

Abstract: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CPC) proposed that
we should uphold the leadership system of the party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scientific，democratic and legal governance．
As a part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system，the leading group of the CPC plays a particular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party’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and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 reflects the party’s deepening understanding of the governing law and
governance． Through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the isomorphism of the members and the intersection of func-
tions and powers，the leading party group system promotes the organic unity of the CPC’s leadership and governing by law，

thus becoming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form for strengthening the CPC’s overall leadership and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CPC’s governing by law． In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of the leading party group system，we should run the rule of law
throughout the work of the Party group，improve the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group，optimize the rules of pro-
cedure of the Party group，standardize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and constantly improve the long－term ruling ability
and scientific leadership level of the party．
Key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CPC) ; the leading party group system; governing law; governing by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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