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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感 分 析 的 叙 述 学 理 论 和

建 立 情 感 模 态 的 新 尝 试＊

谭光辉

摘　要：情感并非人生的最高目的，而是一个为实现自我保护而存在的中介或功能，

具有符号的特征。建立情感模态，是为了呈现情感在意识中的存在方式和模型。格雷马

斯为情感建立模态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把情感模态描述得比较复杂。情感模态的分析

基础是以认知为基础的叙述理论。以连接模态的“肯定”“否定”、主体模态的“在”和“做”、

他者模态的“在”和“做”为基本单位，可以大致为人类情感的主要类别建立简单的情感模

型，为情感分析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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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情感是人生意义的中介还是目的？

情感本为保护自我而存在。一方面，情感是对外界刺激的一种反应，促使人做出某种反应和行

动以应对。另一方面，情感是人获得存在感的途径。情感的意义是保护人的存在和存在感。由于

情感是人获取存在感的重要通道，久了，情感本身也就被当作了一种意义，似乎人只需知道自己是

否还有情感，不需再向前追问其他。在很多情况下，情感的中介功能被忘记，它被当作了最高意义，
比如亚里士多德就把幸福看作人的目的。不过，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把幸福与快乐等其他情感放在

一个层次上看，他认为，“我们选择每种事物都是为着某种别的东西，只有幸福除外，因为它就是那

个目的”。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幸福”似乎不是一种简单的情感，不是肉体的快乐和消遣，而是“在于

合德性的实现活动”。然而他又认为“幸福中必定包含快乐”，而且，“合于努斯的生活对于人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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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最愉悦的”，“这种生活也是最幸福的”。① 因此，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幸福仍然是一种情感，而且

这种情感是人存在的最高意义，也是人存在的目的。跟他一样，很多学者都认为情感有低级和高级

之分，比如鲁枢元认为“具备审美性、宗教性的情感，心理学上叫‘高级情感＇或‘存在意义＇的情感”。②

即有些高级情感是指向存在意义的，而有些“低级情感”对存在意义的指向至少不明显。有人认为

某些情感就是人类的最高意义追求，情感的作用和意义被看得很高。卢梭认为情感是语言之所以

产生的原因：“言语的最初发明应归功于激情而不是需要”，“需要造就了第一句手语，激情逼出了第

一句言语。”他的理由是，人的第一需要（生存需要）迫使人们彼此逃避，而激情促使人们联合，因此，
“最古老的语言像诗歌一样，饱含激情。”③卢梭的说法太富诗意想象，但至少反映出一个显而易见

的事实：情感很容易被视为与“生存”几乎同样重要的一种需要，语言在进行编码的时候，情感意义

可能已经被考虑在内。或许受卢梭影响，卡西尔认为：“我们的普通词汇不仅是意义符号，它们也充

满了形象和特定的情感。它们不仅作用于我们的理智，也作用于我们的情感和想象。”④

语言的最初起源到底是因为生存还是因为情感，可能确实已经很难考证。我们有时很难明白，

动物发出不同的声音信号到底是为了生存需要还是为了表达情感，也是因为忘记了情感是为了生

存需要而具有的一种能力。从基因受益的角度看，即便是“爱”这种利他的情感，也是为了使自己的

基因生存受益。史蒂芬·平克（Ｓｔｅｖｅｎ　Ｐｉｎｋｅｒ）认为：“爱”这种情感，“激发了使被爱者受益的行为，

如抚育、喂养和保护”，这在生物学上叫“亲属选择”，“当利他行为得以演化，因为利他者与受益者相

关，从而使导致利他行为的基因令自己受益”，所以，“人们帮助亲戚等同于在基因上帮助自己”。⑤

所以，哪怕再高级无私的情感，也有一个最终都是为了更好地生存这个目的。幸福之所以被亚里士

多德视为最高目的，也是因为给人带来幸福的状态是最有利于人生存的状态。

虽然情感容易被看作一种关于人的比较高的目的，但也有不少哲学思想在抵制这种看法。其

中最著名的，是被视为程朱理学核心思想、被误解很深的“存天理，灭人欲”，其中意思之一是不要把

“欲”及与之相关的情感看得太重要，背后支配着“欲”的那个“理”才是根本。也可以说，人生意义的

实现，要存天理，就是要“强调张扬人的社会性，让人们在社会竞争中按规则出牌”，也要灭人欲，就

是要“强调抵制人的动物性，让人们在社会竞争中不要不按规则出牌”。⑥ 实现个人的欲望和情感

需要成了最高目的，就会导致社会的混乱。大乘佛教的修行要求，就是发“四无量心”，即慈、悲、喜、

舍四种无量心，“无量心”事实上都是关于情感的修炼，排除日常、世俗的情感对思想的影响，实现精

神上的“了悟”，实现人生境界的提升。“不迷、不执、不妄、不滞。由这种精神的彻悟方能领略到‘极
乐＇，实际这恰恰也是无乐。”⑦“无乐”也就是没有世俗情感的干扰和影响，做到不悲不喜，才能认清

事物的本质，也才能“消除人的浮躁之气”，“在世俗中寻求到一份安宁”。⑧ 这类观点不把日常情感

视为人的目的，而是将其视为社会或人生的负担，因而需要加以克制，要“养心”“寡欲”。

不论从哪个角度看，情感本身都不是人生的最高目的，人活着并非为了情感的实现，情感只是

实现更高目的的一个中间环节。如果本末倒置，就会带来消极的影响。之所以有些理论认为实现

“幸福”“极乐”等情感是人生的最高目的，实际上是因为如果达到了最高的那个人生目的，必然给人

带来幸福的情感体验。“幸福”“极乐”等概念包含的意思，并非人的单纯情感体验，而是一种从身体

到灵魂、从物质到精神、从小我到天地宇宙的完美和谐的状态。通常意义上个人的“快乐”“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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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则被视为贪欲。另一方面，情感多种多样，有正面情感和负面情感之分，人追求正面情感的实

现，拒绝负面情感过多，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天、地、人的和谐。和谐之中，既包含个人各种情感目的

的实现，也包括自然天地目的的实现。这也说明，人的情感，是现象而非本质，是中介而非目的。
作为中介的情感，因而具有了符号的特征。情感是按一定的原则进行编码的，也需要按此原则

进行解码。情感的编码解码原则也可称为“元情感”，它很重要，是个人情感体验和理解他人情感的

基础。关于“元情感”的构成要素，笔者另文讨论，本文讨论的核心，是作为中介的情感的编码和解

码规则。对情感的编码规则的概括和抽象，也可叫做情感模态。

二、情感模态的概念和研究现状

在哲学上，模态一词，常被用来指称意识的复杂模型，崔平如此描述：“模型标划着意识内容的

可置放位置”，“一个意识现实，就是以一些特定的意识内容对这种意识存在模型的一次充实。”任何

意识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意识中有一些“虚位”即“意识位”，意识是意识内容对这些虚位的填充，“确
定的意识位与其中内容的确定性状况相对照，形成该呈现内容的模态”，“模态存在于意识存在中已

有的事实性意识内容上，显示着这些意识内容的被规定状况”。① 但是在逻辑学中，模态有另一个

意思，“模态判断就是断定事物情况的可能性或必然性的判断”，“‘可能＇‘必然＇等词项，我们统称为

模态词”。② 模态还有一个意思与此又大相径庭，用来更准确地描述“真命题”存在的范围，试图让

逻辑学兼容不同的“模态”，比如时间模态（命题在某些时刻是真）、逻辑模态（命题必然是真）、认知

模态（命题无疑是真；大家都知道命题是真）、意向模态（命 题 让 人 们 信 以 为 真）。③ 在 心 智 哲 学 领

域，模态的含义与第一个意思的理解更为接近，比如席晓青介绍塞尔的观点：心智模态（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
ｄａｌｉｔｙ）指“将意向性的心灵活动与它们所指向或涉及的对象（ｔａｒｇｅｔ）分割开来所得的一些‘态度＇”，
心智模态分为三种：指向事态的认知模态、指向客体（包括人）的情感模态、指向行动的意志模态。④

相同的描述更早见于潘天群的文章之中，描述更为详细。情感模态是心智模态中的一个板块，表示

的是情感心理活动与一定的对象的联系，情感心理活动的对象是世界中的客体（ｏｂｊｅｃｔ）。⑤ 本文所

说的情感模态，是指情感在意识中的存在方式与结构，用的是模态一词的哲学意义。
在计算机科学领域，模态一词的意思与“模式”更为接近，主要指一种较为复杂的系统的模式。

计算机科学对情感模态的研究，主要致力于表情、语音等副语言情感信息的归纳识别，比如认为“语
音和脸部肌肉动作信息是用于情感识别的２个最重要的模态”⑥，或者将语音与脉搏作为情感识别

的依据，⑦或者建立“多模态语音情感语料库”，“通过情感分层建模来实现不同情感的表征形式”⑧。
这些文章宣称，实验证明通过面部表情识别、语音形态识别等手段，可使情感识别准确率达到９０％
以上，但是我们必须明白，表情、语音、脉搏等只是情感的表征，并非情感的内容。情感的内容是我

们心灵中的感受，这种感受在训练有素的人那里是可以隐藏的。同样，人们可以通过表情、语音伪

装具有某种情感的感受。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情感模态，并不是内在的，而是外在的。
对内在情感进行模态分析的始作俑者是格雷马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格雷马斯发表系列文章

建构了一种模态学理论，塔拉斯蒂认为“这是他建构符号域和符号过程最重要的武器”⑨。格雷马

斯的主要方法是对叙述句法进行研究。首先，他将模态定义为“主语对于谓语的改变”，然后分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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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谓语形态：“做”和“是”。① 笔者曾经给“句子”下的定义与此不谋而合：“只要一个语言单位能

够被接收者理解为一个判断或一个动作描述，并拥有组合轴和聚合轴，就可以被认为是句子。”②其

中所说的判断，相当于“是”，其中的动作描述，就是“做”。“做”是“是”的叠加态，所以所有的句子都

是判断或判断的叠加。这样，我们就可以轻松地在主体与判断对象之间建立起连接关系，因为所有

的陈述和叙述，都是主体的判断或判断的叠加，经过主体的选择和组合，呈现了主体的态度。
之后，格雷 马 斯 在“是”和“做”的 基 础 上 加 入 了 另 外 五 个 模 态 助 动 词：必 须（ｍｕｓｔ）、知 道

（ｋｎｏｗ）、能够（ｃａｎ）、意愿（ｗｉｌｌ）和相信（ｂｅｌｉｅｖｅ）。③ 张智庭从法语直接翻译，将之译为想要、应该、
能够、懂得与相信五个。④ 在不同的语言中，模态动词很不相同，在转译为汉语或英语的时候，就会

发生变化。在《激情符号学》中，格雷马斯实际上谈的是四个，英文版翻译为ｈａｖｉｎｇ　ｔｏ（必须）、ｂｅｉｎｇ
ａｂｌｅ　ｔｏ（能够）、ｋｎｏｗｉｎｇ（懂得）、ｗａｎｔｉｎｇ　ｔｏ（想要），这四个模态词组成一个方阵结构：⑤

然而人类的情感表现与感受基本上是一致的，并不一定使用相同的模态动词。因此，基于语言

动词的模态分析应该更加概括抽象。格雷马斯认为模态助动词可以与“做”和“是”进行组合，因而

可以帮助描述个人对于社会的态度。进一步，格雷马斯借助符号矩阵图，认为不但要在符号学矩阵

上选择适当的价值义素术语，还要选择情绪术语，要投身于连接主体与对象的关系之中，主体与对

象的关系便具有了一种多余的意义，也就是情感性意义。格雷马斯以“存在”（“是”）为例，列出了几

种不同的“模态结构”：想要—存在（希望的）、应该—存在（必须的）、能够—存在（可能的）、懂得—存

在（真实的）以及它们的“相反项”“矛盾项”，并指出这些模态与“对象”的析取或合取，将会产生丰富

的情感表现。后来他对“愤怒”进行了分析，指出“愤怒”是人从“期待”（想要合取或想要被合取）到

“不高兴”（一直处于非合取的状态），再到“报复”（对于受“侵犯”的反应）的过程。⑥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格雷马斯围绕“激情”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与他的学生封塔尼耶一起完成《激

情符号学》，并于１９９４年被译为英文。该书是格雷马斯激情符号学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同时开启

了情感符号学研究的新阶段，初步建立了情感符号学的研究模式。张智庭将该书的主要内容概括

为五点：１．明确了激情主体；２确定了主体的存在模态；３．确立了激情的“模态机制—模态安排—道

德说教”的展示模式；４．为法语文化中的一般激情表现总结出了术语表；５．为一些激情表现作出了

模态解释。第五个内容，是情感模态的核心成果，格雷马斯借此对各种情感进行了很有意思的分

析。例如，“冲动”表示的是“想要—做”与“能够—做”的某种结合；“固执”表示“想要—存在”与“不

能—存在”和“懂得—不存在”的相互关系；“失望”表示“应该—存在”、“想要—存 在”与“不 能—存

０７１

社会科学　2019 年第 4 期　　　　　　　　　　　　　谭光辉：情感分析的叙述学理论和建立情感模态的新尝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张智庭：《激情符号学》，《符号与传媒》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谭光辉：《论情节语言：句子的动态扩展》，《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芬兰］埃罗獉塔拉斯蒂：《音乐符号学》，陆正兰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６页。

张智庭：《激情符号学》，《符号与传媒》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Ａｌｇｉｒｄａｓ　Ｊｕｌｉｅｎ　Ｇｒｅｉｍａｓ，Ｊａｃｑｕｅｓ　Ｆｏｎｔａｎｉｌｌｅ．Ｔｈｅ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ａｓｓｉｏｎ：Ｆｒｏｍ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ｔｏ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Ｔｒａｎｓ．
Ｐａｕｌ　Ｐｅｒｒｏｎ，Ｆｒａｎｋ　Ｃｏｌｌｉｎｓ．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１７．
张智庭：《激情符号学》，《符号与传媒》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在”和“不懂得———存在”相结合的产物；等等。① 格雷马斯的研究开启了一个全新领域，打开了情

感符号学研究的大门，封塔尼耶在此道路上不断做出新成果，也启发了科凯、埃诺和朗多夫斯基等

人，不断将情感符号学推向深入。可惜的是，除了法国符号学派，情感符号学研究没有全面展开。

三、情感模态分析的基础

有些理论认为情感可以来自一些单纯的物质刺激，比如来自食物的刺激，“食物带来的愉悦，除
了是一种感觉，也是一种情感，人们把这种情感称为‘食物带来的满足感＇。”②这大概是把“情感”定

义得太宽所致。饿了吃饭，人生存之常理。如果吃的时候什么也不想，根本就无情感可言。情感是

“想”出来的，而不是“吃”出来的；是叙述出来的，而不是感觉出来的。
戴尔獉斯宾塞（Ｄａｌｅ　Ｓｐｅｎｃｅｒ）等人认为：情感是独特的三维体验，这一特征是在行为被赋予社

会性的过程中得以构建的，“感情产生于将个人生活组织起来进入社会形式的身体实践过程之中”，
而“这个人用来组织行为的叙事本身必须被叙述出来”。③ 建立在叙述基础上的情感研究，才能给

情感的建构主义研究方法以支持。情感研究的自然主义者认为情感是内在的，基于生物学的，而建

构主义者认为情感随文化的变化而变化，并且提出“情感学”（ｅｍｏｔｉｏｎｏｌｏｇｙ）的概念，涉及某一文化

的集体情感标准，提出各种框架来研究情感，并且认为：“叙事既根置于这些框架同时又参与构建这

些框架，因此能为一种文化或亚文化的情感学（以及该文化成员如何使用这些体系来理解思维）提

供洞见。”④建构主义的方法致力于文化集体标准而非情感体验本身，把“食物带来的满足感”视为

情感的方法是自然主义的研究思路。这两种思路各有侧重，都不能有效解释个体的情感体验是如

何发生的。
对情感发生原因的情绪理论研究，在心理学领域已经经历了１００余年的发展历程。以美国的

威廉獉詹姆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ａｍｅｓ）和丹麦的卡尔獉兰格（Ｃ．Ｇ．Ｌａｎｇｅ）为代表的“情绪的外周理论”认

为情绪或情感是对身体出现的反应的感受。后来，美国生理学家坎农（Ｗ．Ｂ．Ｃａｎｎｏｎ）通过实验研

究发现情感并非来自身体变化，从而提出情感受到丘脑控制的理论。这两个理论都不完善，更多的

实验越来越倾向于表明，完全肯定身体和完全否定身体在情感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的观点都是站不

住脚的。１９５０年，阿诺德（Ｍ．Ｂ．Ａｒｎｏｌｄ）创建了情绪认知理论，撰写了两卷巨著《情绪与人格》，提
出了“评定—兴奋”理论。他指出情感形成过程，先是感受到外界刺激，然后信息在大脑皮层中被评

价，评价引起身体变化，从而使纯粹的认知经验转化为被感受到的情绪。在此之后，拉扎鲁斯（Ａｒ－
ｎｏｌｄ　Ａｌｌａｎ　Ｌａｚｚａｒｕｓ）建立了更加完善的、迄今最著名的认知—评价理论，认为情绪是“个体对环境

事件知觉到有害或有益的反应”。⑤ 从这之后的几乎所有关于情感的理论来看，大都认为情感离不

开认知和评价，比如曼德勒（Ｍａｎｄｌｅｒ）的情绪冲突—评价理论、卡罗尔獉伊扎德（Ｃａｒｒｏｌｌ　Ｅ．Ｉｚａｒｄ）
的动机—分化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正好支持了本文以认知、判断为基础给情感建立模型的思路，也
符合本文认为情绪是人适应环境进行自我保护的机制的基本判断。

总而言之，现代情感理论越来越倾向于将情感与认知结合起来，认为情感是人对客观事件之于

主体关系的一种认知结果。但是也有不少研究认为这个过程恰好相反，或者认为“情感和认知一起

促进思维及行为的控制”，或者认为“情感机制在认知 过 程 中 发 挥 着 明 确 的 功 能 目 的”。⑥ 不 论 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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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情感与认知关系密切，相互影响。就情感本身而言，是一种认知的结果，但又不仅仅是认知的结

果。认知影响情感，情感也影响认知。就情感的产生而言，认知在其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上述理论都认为认知与情感并不是一回事，有些理论将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单独处理，认为这只

是两个会互相影响的心理过程。本文通过叙述学建模的方式发现，情感就是一种认知过程，二者是

合二为一的。当认知对象涉及主体与对象之间的连接的时候，情感就是一种非常自然的认知结论。
因此，本文认为，情感的编码原则，应该建立在以认知为基础的叙述之上，而叙述可体现在语言

的表述方式之中，所以可以通过语言分析大致描述情感的编码规则。格雷马斯通过分析情态动词

的方式，利用“格雷马斯方阵”给情感建构编码模型，很有借鉴意义。
上文说过，人类之所以有情感，是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在情感产生的最初阶段，它的主要功

能便是保护自我。在高级的阶段，情感也有利于保护他人从而起到保护群体的作用。卢梭认为，作
为自然人的自然情感使大自然赋予人们两种发展道德的本能：一是自我保护意识，二是同情心。①

其中第一点指明了“自我保护”的内涵，第二点指明了“群体保护”的内涵。从进化论的角度看，情感

（或情绪）是为了保护自我，比如厌恶可以防止食物中毒或暴发传染病，愤怒能够使身体用最大的能

量来抵御潜在的伤害，恐惧是对潜在不愉快结果的一种警告从而做出逃跑或战斗的决策，快乐表明

选择了恰当的活动或拒绝了不恰当的活动，悲伤阻止人的活动、迫使他们转向内部心理活动从事自

我保护。②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何种情感，必然是与主体相关联的，必然涉及情感对象之于主体

的某种意义或结果。
建立情感模态的首要任务，是找出情感主体与客体可能存在的关系类型。而要找出这些类型，

首先必须明确情感客体是什么。情感模型分析可以从两个方面出发，一是从刺激源出发，比如格雷

马斯从语言结构出发的分析；二是从效果出发，比如从表情、内分泌等情感的应激方式出发。从语

言结构出发的分析，由于其中的变数太多，常随感受主体变化而变化，所以并不可靠。从情感带来

的身体效果出发，可能会更加客观科学。威廉·詹姆斯认为，不排除有一些大脑感情与身体外部的

流（可能指身体的外部表现）无关，但是，“在所有感情丰富和易受影响的人那里，身体的效果都会混

合进来”，“无论哪里出现类似于狂喜的情况，无论智力怎样是其基础，我们都发现这些亚级的过程

会继而发生。”③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学者约翰獉戴尔蒙德（Ｊｏｈｎ　Ｄｉａｍｏｎｄ）还写过一本《身体不撒

谎》（Ｙｏｕｒ　Ｂｏｄｙ　Ｄｏｅｓｎ＇ｔ　Ｌｉｅ），轰动一时。简而言之，身体一般不对大脑撒谎。但是，由于身体反应

也非常复杂，特别是内分泌部分的活动极难测量，所以这个模型至今未能建立起来。随着情感识别

技术的发展，或许会使之变得越来越容易。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在思辨的层面弄清楚情感的结构，
微妙的情感分析就会变得相当困难。

上述两种角度都有一定的效用，但对认识清楚情感的内部结构并无太多帮助。本文的思路是，
情感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态度，因此应该建立一个主体之于客体的可能态度模型。态度可抽象出

几种方式，客体也可抽象为几种模式。本文赞同拉斐尔獉巴洛尼（Ｒａｐｈａｌ　Ｂａｒｏｎｉ）强调的情感研究

的两个同等重要的层 次：“一 是 言 语 的 内 在 构 造；二 是 符 号 或 言 语 创 造 者 和 阐 释 者 之 间 的 相 互 作

用。”④但是对这两点有一个小小的改造，不然结构仍然不太清楚。

四、情感编码规则和建立情感模态的新尝试

上文说过，所有的句子表达（或人类思维的基本结构）只有两种类型，一是判断，二是叙述。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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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类型归根结底都是判断，因为叙述只是一个动态的判断。① 情感也是对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

系的一个判断。对情感的分析，可分解为三个部分：主体、客体、连接。情感模态也分三个部分：主

体模态、客体模态、连接模态。这个分类法正好吻合格雷马斯的建议：陈述句的模态化，行为主体的

模态化，客体的模态化。② 三个方面的模态可以形成复杂的组合，形成不同的情感。本文先对一些

比较明显的、简单的情感模态进行一个尝试性的分析。
（一）连接模态

由于情感来自叙述，所以就存在叙述层和被叙述层两个层次。连接模态是指叙述层和被叙述

层之间的连接关系，即情感者与情感对象之间的关系。格雷马斯用必须、能够、懂得、想要四个情态

动词来描述这个关系。此描述很有价值，不过本文认为，根据奥卡姆剃刀原则，如果我们可以用一

个更简单的模态来描述该关系，那么就没有必要先用复杂的那一个。由于情感思维主要是对主体

与客体关系的判断，而肯定和否定，是人思维中存在的两种最基本的判断方法，也是情感赖以存在

的最为核心的两个情感动作，所以情感的连接模态就可以简化描述为肯定和否定两种判断结论。
（二）主体模态

所有情感都是与主体相关的。对一个情感主体而言，主体似乎是确定的，基本上无变化性可

言，其实不然。主体是在心灵中作为“自我”的存在，模态包括两种：作为“在”的主体和作为“做”的

主体。前者指向“存在”，后者指向“行动”；前者是作为判断对象的主体，后者是作为叙述对象的主

体。对两类不同主体的肯定和否定判断，会导致四种基础情感状态。肯定主体在：喜；否定主体在：

悲；肯定主体做：欲；否定主体做：惧。笔者已写专文论述喜感就是被叙述的存在感，悲感与之相反，

是存在感被否定的情感。③ 这两种情感都是关于情感主体“在”的肯定或否定的情感。所谓“欲”，

就是促使情感主体有所行动的情感，克莱恩（Ｔ．Ｃ．Ｋｌｉｎｅ）甚至根据荀子对行为能力的定义认为：
“欲望是唯一能促使行动的心理状态”④。所谓“惧”，就是促使情感主体行动停止的情感，所以“恐

惧是行动的大敌”⑤。“欲”和“惧”两种情感，都是关于情感主体作为“做”的行动者的情感。以上这

四种情感也可能有其他情感在内而使内部结构极其复杂，只能专文讨论，这里仅指其最简单的那部

分内容。这四种基础性的情感还可以和其他情感形成复杂的组合关系，产生更多不同的情感。针

对主体的情感都是自指性的情感，其结构模式如表１。

表１　主体模态类型

肯定 否定

在 喜 悲

做 欲 惧

（三）他者模态

有些情感只有在有他者存在的情况下才能产生。他者也有“在”和“做”两种状态。对这两种状

态的肯定和否定，形成另外四种基础情感状态。关于他者的情感模态也有四种。肯定他者在：爱；

否定他者在：恶；肯定他者做：恩；否定他者做：怨。作为“在”的他者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但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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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做”的他者只能是人，因为“物”被意识设定为没有行为的存在者。对他者存在的肯定就是爱，所
以爱促使情感主体产生对他者进行保护的意识。蒙台梭利指出，爱不但被生物学家指出它是保护

生命的强大力量，而且很久之前宗教就这么认为了。① 与之相对，否定他者存在，就是厌恶，Ｒａｃｈｅｌ
Ｈｅｒｚ认为厌恶是排斥，“其内核是我们对于不可避免的死亡的深深的恐惧”②。保罗·布卢姆（Ｐａｕｌ
Ｂｌｏｏｍ）认为厌恶“让我们对他人的痛苦无动于衷，而且拥有煽起仇恨和去人性化的强大力量”③。
总之，厌恶的感情源于那些对我们生存不利的东西的否定，甚至可能导致毁灭之的冲动。对他者

“做”的肯定就是“恩”，恩是对他者行动的肯定，促使有利于情感主体生存的行为得以继续。杨德振

认为“施恩”就是一个人主动向他人给予物质或精神上帮助、扶持的一种侠义行为。④ 所以“恩”是

针对他人行为的正面价值的情感反应。与之相对，怨就是针对他人行为负面价值的情感反应，是对

他者行动的否定。伊恩·高勒（Ｉａｎ　Ｇａｗｌｅｒ）认为怨恨是慢性愤怒，⑤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怨的情

感很可能导致情感主体破坏（做）的欲望，形成愤怒的情感。针对他者的情感都是他指性情感，其结

构模式如表２。
表２　他者模态类型

肯定 否定

在 爱 恶

做 恩 怨

（四）主体和他者的交叉模态

一般而言，单纯的只针对主体或只针对他者的情感极少，在情感过程中主体和他者往往是并存

的，主体模态和他者模态可以组合成更多的情感模态。下面将要论述的情感是一些常见的复合情

感。这些情感有些容易与上述基础情感混淆，因为多数时候人们并没有注意到下述复合情感模态

中其实已经包含了主体和对象二者。
关于主体和他者“在”的组合有四种。肯定主体在－肯定他者在：喜爱。如果爱的对象同时又

让自我获得存在感———喜感，就是喜爱的情感。要让厌恶的对象给情感主体带来喜感（肯定主体在

－否定他者在），就是轻蔑感。轻蔑通过否定他者的存在为自己找到存在感。虽然现在缺少对轻蔑

的研究，但是保罗·艾克曼（Ｐａｕｌ　Ｅｋｍａｎ）发现，“轻蔑只是针对人或行为的经验”，“轻蔑时的感觉，
本身是愉快的”。⑥ 马斯特斯（Ｍａｓｔｅｒｓ，Ｒ．Ａ．）则发现，轻蔑“充满厌恶，带一点道德优越感，再加

上某种程度的愤怒”⑦。轻蔑的产生可能有他者行为的参与，轻蔑的对象却是他者的存在。艾克曼

还发现，人一般不会对物产生轻蔑感。下面将要讨论的多数情感都是针对人而不是针对物的，可能

是因为意识难于把人与物放在同一个层面对待。否定主体在－肯定他者在的情感是同情。他者的

存在让自我的存在被否定，爱的对象遭遇厄运而引发悲感，就是同情感、悲悯感。悲悯、同情是包含

了爱在内的悲情。否定主体在－否定他者在的情感是悲厌。悲厌跟绝望很接近，常被放在一起描

述因悲情引发的对世界的厌恶感以及对自身存在感的否定。
关于主体和他者“做”的组合也有四种。肯定主体做－肯定他者做的情感是感恩。由“恩”的情

感认知而引发情感主体意欲行动以报答，就是感恩。肯定主体做－否定他者做的情感是愤怒。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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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的情感认知而引发情感主体意欲行动以阻止或打击。愤怒表示“极度不高兴，带有侵犯性”，格
雷马斯进一步将其总结为“挫折”→“不高兴”→“侵犯”这样一个意段序列。① 所以愤怒的情感就包

含了一个行动的欲望，也包含了一个对他人行为的否定。否定主体做－肯定他者做的情感是自卑。

自卑是在自己与他人的对比中产生自己不如他人的想法而造成自己行动退缩的情感。阿德勒认为

如果人抱着自卑的态度不放，“就会就自己困在一个房间里，甚至缩在床上不肯离开”②，自卑导致

不作为，不作为的原因是对他者行为的肯定，并认定自己不如他人。否定主体做－否定他者做的情

感是卑贱。对他人行为不满充满怨恨，然而又因害怕而不敢有所行动，懦弱苟且屈从，就是卑贱。

堵军描述这种情感为：“我们遁世避俗，甚至躲进黑暗，并向别人大声疾呼，世界是罪恶的，命运在与

我们作对，别人没有良心，满身杀气。”③卑贱的情感促使人既不满意又不敢反抗，退缩躲避。

主体的“在”和他者的“做”组合有四种。肯定主体在－肯定他者做的情感是尊敬。尊敬的情感

对他人行为进行赞赏和肯定，通过这个行为让自己获得喜感，最终令双方都愉悦。对他人行为的欣

赏、赞美、仰慕等，都可归入这类情感。肯定主体在－否定他者做的情感是仇恨。仇恨是从对他人

行为不认同、否定而获得喜感。仇恨并不意味着情感主体想行动。如果仇恨而致行动的欲望，就有

愤怒的情感掺杂，形成复仇情感。所以不论是仇恨还是复仇，都是快感而非痛感，是喜感而非悲感。

否定主体在－肯定他者做的情感是妒忌。沙利文（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Ｈ．Ｓ．）认为：“妒忌可以是一种积极的

理解，发现一个人不够好，与另一个人相比，没有另外那个人好。”④所以妒忌包含了一个主体对自

我存在进行否定的“悲”感在内，而产生悲情的原因是别人比自己做得更好，因此它又包含了一个对

他人行为肯定的内涵。如果因妒忌而引发主体行动，就可能引发恩将仇报的破坏。否定主体在－
否定他者做的情感是悲怨。因他者行为错误而导致情感主体的悲情，可能随之带来一种屈辱感、怨
恨感，如果再引发行动欲望，就成悲愤感。

主体的“做”和他者的“在”的组合也有四种。肯定主体做－肯定他者在的情感是爱欲。因对他

者的爱而引发行动欲望，就是爱欲。人类历史上对爱欲的论述和研究极多，可能是因为这种情感是

人类创造力的源泉之一，马尔库塞甚至写了一本《爱欲与文明》，认为最基本的人性就是爱欲。肯定

主体做－否定他者在的情感是傲慢。对厌恶的对象有施加行动的欲望，想对瞧不起的人给以姿态

上的表示，就是傲慢。傲慢程度加重，是狂妄；傲慢程度减弱，是自尊。否定主体做－肯定他者在的

情感是敬畏。由于极度的爱导致情感主体退缩而害怕行动，害怕爱的对象受到行动伤害。刘小枫

的《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一文讨论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敬畏之心。否定主体做－否定他者在

的情感是恶心。对极度厌恶之人或物产生恐惧心理，试图逃避、远离、终止当前行为，被动行为（比

如呕吐）强烈。比如吃到恶心的东西，第一反应就是停止吃这个行为；碰到令人恶心的人，第一反应

是应该马上停止与他接触并远离他。所以恶心伴随着恐惧的情感。

主体模态和他者模态中的情感，都是比较单纯的情感。主体和他者交叉模态中的情感，都是复

合情感。看似这些模态已经将情感穷尽，其实并不意味着人类情感只有这２４种。上述各种情感均

可能再组合，形成更为复杂的情感。比如，在他者的情感模态中，“恩”和“爱”可能组合成“恩爱”，恩
爱就是相爱双方，既喜欢对方的存在，又喜欢对方的行为，双方互动。反之则成“恶怨”，即口语中的

“讨厌”，是存在和行动两个方面的讨厌。如果喜欢他人的存在却讨厌他人的行为，或者讨厌他人的

存在却喜欢他的行为，是一种特殊的情感，汉语中很难找到一个恰当的词来描述，文学作品常用“好
人做坏事”或“坏人做好事”等事件加以描述。在主体模态中，也可能存在四种情况，可能“喜欲”，可
能“悲惧”，也可能“又高兴又害怕”，还可能有“悲伤的欲望”。主体和他者交叉的情感模态，还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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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组合，形成更复杂的情感。比如敬畏和自卑组合可能成为耻感，对耻感的恐惧就是羞感；对被

尊敬的欲望可能导致自尊自大，等等。有一点需要注意，情感的肯定性和否定性不能跨度太大，不

然就很可能是精神分裂，情感变态。例如在表３中，对角线上的情感就很难融合在一起形成和谐的

情感，人一般不太可能对敬畏的东西产生仇恨感，也不太可能喜爱卑贱的感觉。

表３　主体和他者的交叉模态

肯定主体在：喜 否定主体在：悲 肯定主体做：欲 否定主体做：惧

肯定他者在：爱 喜爱 同情 爱欲 敬畏

否定他者在：恶 轻蔑 悲厌 傲慢 恶心

肯定他者做：恩 尊敬 妒忌 感恩 自卑

否定他者做：怨 仇恨 悲怨 愤怒 卑贱

表３中各种情感的描述，某些在直观感觉上未必准确，那是因为日常情感很可能混合了其他情

感因素在内，纯粹只有一种情感的状态其实是很少的。另一方面，不少表示情感的词语的意义内涵

也在发生变化。
因为物只有“在”的模态，没有“做”的模态，所以当物作为“他者”的时候，就只可能产生关于“他

者在”的两种情感：爱和恶，不存在“恩”和“怨”两种情感及与之相关的情感。但是，由于主体模态仍

然可能参与关于物的情感，所以，对物的情感仍然可能有８种交叉模态。具体来说，人对物的情感

状态，不可能有恩、怨、尊敬、妒忌、感恩、自卑、仇恨、悲怨、愤怒、卑贱，但是可以有爱、恶、喜爱、同

情、爱欲、敬畏、轻蔑、悲厌、傲慢、恶心。
格雷马斯提取的四个主要情态动词，有把情感结构复杂化的趋势，他对几个具体情感（愤怒、妒

忌、贪婪）的分析，就使用了很大的篇幅。因为四个词（必须、能够、想要、懂得）都不是判断，而是倾

向。或许在进一步分析具体情感产生的某些条件的时候，用这些情态动词可能更有效。然而情感

并不单纯地是倾向，而是判断，因为情感必须通过判断告诉主体采取行动以应对。四个情态动词，
不能提供判断，只能用来描述主体的倾向在某个阶段的存在状态。本文建构情感模态的尝试，是想

建立一个可以给出明确结论的判断组合，以便使情感描述变得更为简单。
（责任编辑：李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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