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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罗佩的身体艺术观

唐瞡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5%%%$*$

摘3要$高罗佩身体艺术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养生修身(艺术观"强调身体愉悦的身体伦理道德"肯定了

'养生修身(对中国古代社会和家庭的价值$二是身体观看艺术观"不同语境下的'观看(目光"'监视(和'规训(着身体"

让它符合和保持在社会性'礼(的规范之内$三是身体描写艺术观"通过指代描写及叙事隐喻"呈现对肉身和社会化具身

的审美创作和艺术活动"构建了一个以人体为崇拜#形体为审美的认知框架! 高罗佩身体艺术观实现了跨语境阐释"对

中西方'性(的认识提供了转换和融合视角"帮助整合最具有价值的身体美学与自我关怀"对当今人类持续增长的身体

关注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

关键词$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身体艺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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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荷兰汉学家高罗佩"?NGNK%"NP53(B$的+中

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 "以下

简称+房内考,$是其著作+秘戏图考,的姊妹篇#

讲述了从西周到明代三千多年的中国古代性文化

和性习俗#被西方汉学界公认为揭开了中国古代

性文化的神秘面纱#是具有开创性%权威性的一部

著作& 高罗佩在自序中称'采用一种视野开阔的

历史透视#力求使论述更接近一般社会学的方

法(

!

& 当前国内外对他的性学论著研究相对单

一且不成体系& 如施晔在+高罗佩与中国古代性

文化,一文中着重研究了高罗佩的+秘戏图考,#

肯定了高罗佩的性学'两考(是从物质层面探讨

中国性风俗的扛鼎之作& 江晓原在+高罗佩3秘

戏图考4与3房内考4之得失及有关问题,一文中

对高罗佩的'两考成就(及性学研究价值%总体欠

缺%举例失误等进行了归纳和纠正& 美国 6NRTQ

FNG(KK的 A%" P53(B+" @$+'(&#(&'5$)0?)&+"0(,)$),%

郭稢的?+7)$'G%"0A%" P53(B?)%,("6 J%')1("6 @L

$+'(&通过图像内容叙事化%反叙事化倾向等对高

罗佩+秘戏图考,性学著作价值进行了审视& 然

而关于+房内考,中对身体艺术观的研究却少有

人涉及甚至有误读& 福柯曾说!'如果我们相信

高罗佩"WN/ AJK(0$的话#那么在中国式的性学

中#快感就是最重要的#它是性行为中尽可能提

升%强化%延长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快感禁绝的

必要条件&(

"福柯的误读在于将快感视为+房内

考,身体艺术观的首要目标#缺乏更深层次的剖

析和解读& 因此#本文主要通过+房内考,从'养

生修身(终极核心%'身体观看(视域融合%'身体

描写(实现途径三个维度来阐释高罗佩的身体艺

术观#既涵括了文学艺术类别#也包含了带有艺术

意味的身体活动& 通过融合中国古代身体观#实

现跨语境转换#对深化身体美学观念和审美态度

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对当今人类持续增长的身体

关注和关怀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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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唐瞡!论高罗佩的身体艺术观

一3高罗佩的养生修身身体艺术观

高罗佩围绕着'身体(体系#铺陈道家的'惜

身(主题%儒家的'修身(思想#因而'养生修身(是

其身体艺术观的核心& 他从古代多妻家庭实际出

发#反对禁欲主义#对身体合理性欲望予以充分肯

定& 在他看来#形躯之身" XGIQ(.NKY'&I$的养生和

'天生人成(的后天养成的史料体现了中国古代

'始源性(崇拜到'至大无外(渐进性修身经验的身

体源动力结合& 他肯定了'养生修身(对中国古代

社会和家庭的价值#孜孜不倦地从身体推出社会伦

理#以此构建他对中国古代的身体世界图式的理

解#由身体社会文化企求精神超越&

!一"%始源性&崇拜和养生

高罗佩认为#由+易经,和'五行(形成的'采阴

补阳('还精补脑('男女俱仙(等养生哲学观念被

儒道两家所接受和利用& 如受道教观念支配#古代

男女性交首先是绵延种族#最具有'始源性(#它合

乎天地阴阳之道#也是对祖先履行应尽的传宗接代

神圣职责)其次性交是为了男子采阴壮阳#女人激

发阴气而强身健体& 由此发展而来的'身体理

论(

!对中国性观念的发展起决定性影响&

%)$始源性%崇拜

高罗佩在+房内考,中引用了+洞玄子,十六

段译文和+医心方,第二十八卷+房内记,#认为古

人循天地之法#遵阴阳之理#方可养性延龄"

& 高

罗佩多次提到道家有着超凡脱俗和浓厚的母权制

色彩#道家思想以+道德经,为基础#从'自然生和

谐(这一信念顺理成章地把它们所普遍遵循的道路

称为'道(#提倡返朴归真#重归福寿康宁& 高罗佩

归纳了道家对妇女的崇拜有两类!一是宣扬消极无

为#弃绝尘世生活#靠冥思苦想达到原始自然力的

沟通)崇拜妇女#认为妇女在本质上更接近原始自

然力#妇女子宫里孕育着新生命& 二是主张通过归

隐达到长生不老#肉体不朽#热衷于各种炼丹和性

试验#崇拜妇女主要是认为女人身体内含有炼就仙

丹不可缺少的元素& 两者尽管方法不同#但都是为

了得'道(& 同时#高罗佩认为#'这些房中书基本

上都属于指导正常夫妻性关系的书(& 他也对维护

家庭关系的身体性爱的精神意义予以肯定#对道家

'性榨取(%对个人沉湎淫荡予以了否定&

!)$循道而生%

高罗佩称#中国人将日夜交替%季节变换与人

的生活周期相比#'气(的信念是中国人独有的#

阴阳二重作用力观念系统化代表着至上的自然秩

序#后来称为'道(#与自然秩序和谐一致的人得

到大量的'气(会增加其'德(#它非人独有#鸟兽

木石亦应有之& 遵循这种秩序生活%思想的人将

幸福长寿#背离者将不幸早夭& 道家认为生命的

本质是'精%气%神(#而长生的关键是'炼精化气#

炼气归神(#从而分化出各形各色的炼气流派&

道家追求的是肉体不朽#旨在求取长生不老丹的

试验与达到永生不朽的性修炼并行不悖& 为了对

道家的内丹阴阳双修进行说明#他特意列举了炼

丹经典 +参同契,

#

#修炼房中之法共有 '十余

家(#术虽各有所法#但均以'还精补脑(为其要

务& 与此对应的是公元 "$$年左右的道家哲学家

葛洪$辩证地指出了房中术的作用与限度& 同时

引用+医心方,卷二十八中的'五征( '五欲( '九

气('十动(等论述中国古人在采阴补阳时候还提

及应关注女性& 如需让女性高潮才能更好地达到

养生效果#应该关注前戏和在意女性的身体反应

等内容& 这些引用理念与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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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两种不同的思想方法#它们共同塑造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 人们常常可以而且通常也在实际上信奉这两种教

义& 大多数中国人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确实是这两种思想结合的产物&(见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李零#

等译#商务印书局 !$%+年版#第 *!页&

'洞玄子曰!夫天生万物#唯人最贵& 人之所以上#莫过于欲#法天象地#规阴矩阳& 悟其理者则养性延龄#慢其真者则伤神夭寿&(

见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李零#等译#商务印书局 !$%+年版#第 %!<页&

'该书凡九十卷#书中把从朱砂和铅中提取水银与性行为相提并论& 卷六七十有关炼丹术%性交%控制的总论#只要遵循正确的方

法#要想在这三方面取得成功并不难#但一般人却认为这种方法主要是靠掌握技巧#而没有理会其中的深义#因而不能成功&(见高罗佩!

+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李零#等译#商务印书局 !$%+年版#第 ++页&

葛洪+抱朴子,"+四部丛刊本,第 %$页$认为房中之术'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虚耗而已(#耻笑把房中术看成无所不能的巫术#

及企望以房中术'单行致神仙('消灾解罪#转祸为福#居室高迁#商贾倍利(的种种妄想功利主义#并一针见血地揭露了社会上那些'欺

诳世人(#靠房中术谋私利的江湖骗子& 见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李零#等译#商务印书局 !$%+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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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房中术承认男女地位平等#承认妇女在事

物上的重要性#认为健康长寿需要两性合作(的

观点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中国古代道家房中术

里虽然崇拜妇女的'始源性(#但更多的是将女性

作为鼎炉予以工具化&

!二"%至大无外&的修身主张

高罗佩融合了道儒释家的观点并且进行了扬

弃#认为'身体(首先被宇宙所塑造#进而承认它在

中国古老文化中的各种形态#渐进性的'至大无

外(修身经验要旨与中国古代哲学致力于解释何以

'挺身于世界(这一立身行道的问题出自一脉& 高

罗佩表达了'作为一种以.身/出发去体验世界和

践履人生的学问#身体没有明晰地作为心的客体#

而是作为政治权力%社会规范%精神修养和隐喻指

向被表现了出来& 对我们深入认识中国传统哲学

中身体所代表的意义打开了另外一个通道(

!

&

%)认可$人欲天从%

高罗佩修身主张与儒家的身体观密切勾联&

他认为孔子的教义观点伦理色彩很浓#本质是一

种适应父权制的实用哲学#儒家从肯定'人欲(的

视角出发#将'阴阳%天地%君臣%父子%男女%夫

妇(相对应#妇女绝对要比男人低劣#就像地比天

低#这是天经地义的& '儒家赞同房中书的原理#

首先强调妇女的生物功能#其次才考虑她们的感

情生活&(通过引用+礼记,#高罗佩认为儒家特别

强调贞节#'行为放荡对家庭稳定和嗣统绵延构

成严重威胁(

"

& 但是他认为这种观念不代表儒

家像中世纪基督教教士那样憎恶女人#反而更关

心女人的身体需要#

#并且提到'女人自有女人的

权利#其中之一就是满足其性欲的权利(& 儒家

提倡两性严格的隔绝#认同优生和得子#追求生物

学意义上的不朽#因为人是藉后代而绵延的$

&

男人在性问题上应该遵守严格的礼仪规格和程

序#因此高罗佩特意探讨了男子应用意念控制%多

交不泄的方法%

&

!)批判$德色&功过格%

高罗佩引用了司马相如+美人赋,的观点&

#

也对后世将此赋视为'坐怀不乱( '为德而拒色(

的观点持不同意见& 他认为这篇赋是最早描写色

情题材的作品#赋中有'亲(这一性行为的委婉代

指被公开谈及和行之文字#体现了儒家'男女大

防(规定还没有影响到人民的日常生活& 赋中

'定脉(一词用指性行为的益处#或许正因为对

'德与色(的观念不同#儒%道才发生了冲突& 为

了说明儒家'德与色(观点的变迁#高罗佩用了很

长的篇幅叙述元朝的'功过格(& 为免家眷受征

服者的纠缠#大力推崇儒家的男女大防#民间通过

'功过格(#将列有善行和恶行的功过分值进行道

德评价和男女大防& 如对妇人%孀妇%僧尼%娼妓

的'暴淫%痴淫%冤淫%宣淫%妄淫(行为#每一类都

有不同记过等级)又如一家之长对其妻妾实施性

行为予以严格规定'

& 高罗佩认为'功过格(充分

表达了儒家'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点#男子与配

偶性交只是为履行他对家庭和国家的神圣职责#

享受性交的乐趣则是下流的狭隘身体观& 在高罗

佩看来#本能反映不能一味压抑#过分强调'德(

不可取&

")认可身训的安身立命

高罗佩分析认为#即便随着儒家教义的逐渐

森严#在+宋史2艺文志,仍有提到房中书#但+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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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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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再林!+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版#第 !*#*!*1页&

如'礼始于谨夫妇#男子居外#女子居内& 夫妇之礼#唯及七十#同藏无间00男不言内#女不言外& 非祭非丧#不相授器&("+礼记

2内则,$见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李零#等译#商务印书局 !$%+年版#第 ##页&

'如果对这些女人的任何一个疏忽都有大错& 只有根据年龄而不是美貌#丈夫才可以不必遵守并且礼仪所严格规定的与妻妾性

交的顺序和次数&(见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李零#等译#商务印书局 !$%+年版#第 #1页&

如'天地不合#万物不生& 大昏#万世之嗣也("+礼记2哀公问,$#见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李零#

等译#商务印书局 !$%+年版#第 #1页&

'御女当如朽索御奔马#如临深坑#下有刃#恐堕其中&("+医心方,卷二十八引$见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

社会,#李零#等译#商务印书局 !$%+年版#第 %*5页&

'登坦而望臣#三年于兹矣00女乃弛其上服#表其亵衣#皓体呈露#肉骨丰肌& 时来亲臣#柔滑如脂& 臣乃气服于内#心正于怀&(

"+美人赋,$见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李零#等译#商务印书局 !$%+年版#第 15页&

'如广置姬妾为五十过)爱妾弃嫡为十过)有意接手#心地淫淫者为十过)对妇女作调笑语若有意为二十过)遇美色流连顾盼为一

过)对妇女极口称赞其德性者非过)称其才能者一过&(见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李零#等译#商务印书局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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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2艺文志,中无论是道家类还是医学类书籍却

一本也未著录& 为证明房中书的原理渗透在当时

的实际居家生活中#他列举了收集于 %**$年前后

的残本+某氏家训,中的'四条家训(

!

#发现明代

家训里还写有对家庭性生活的看法和修身指导等

秘不示人内容& 他认为这是一个尤为关注妇女幸

福与保护且具独到见解的思考者#因此#这寄托着

家长对后代的安身立命瞩望#证明养生和修身的

观点一直沿袭在古代家庭之中#'身训(道德风尚

值得认可&

二3高罗佩身体观看艺术观

高罗佩对于中国人观看什么样的身体%如何

观看身体有一个认识转变& 最初认为中国人谈性

色变#当他进行春宫画和房中书资料收集研究后#

才对中国人在公共空间%私密空间%宗教典籍等不

同环境下观看身体有更深刻的认识& 正是他涉猎

广泛#才开始了对性及性生活的辐射性研究#他认

为文化习得在人们观看或解读身体的过程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道家观'生(#儒家观'身(#释家观

'戒(#男女见'色%欲(#家长观'后嗣(& 在不同的

语境下#通过一种无形而又无所不在的'观看(目

光#各自'监视(和'规训(着身体#让它符合和保持

在社会性的'礼(的规范之内#'观看(已变身为一

种看不见的约束力#起着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

!一"身体观看语境

高罗佩在自传稿里曾提到#在写+狄公传,的

第二本+迷宫案,的时候#出版商坚持要给书做有

裸女凸显的彩色封面#否则书就卖不动#因为当时

日本裸体崇拜正在兴起#甚至有一种特别的'肉

体文学(在形成& '对此我的回答是#中国人没有

色情& 我也希望书里的插入是完全正宗的&(当

时出版商说!'去找一找#事实会证明#古代中国

肯定有色情艺术&(

"于是#高罗佩通过寻找#发现

了在 %*和 %# 世纪的中国确实存在过裸体崇拜#

从此开始了他对中国色情艺术和中国人性生活的

研究& 因此#他觉得出版春宫画集及房内考意味

着要履行双重职责#除了使人们得到这些稀有的

艺术材料之外#还必须纠正外界如同他一般对中

国古代性生活的误解& 同时也意味着#在不同语

境下#性的内容观看与传播必须秉持谨慎的态度&

%)公共空间的观看

在高罗佩的'两考(问世之前#西方对于中国

人记录和研究性生活著作的接触可以说是空白&

对于身体的探索和传播#高罗佩表达过自己的看

法#'西方有关新老著作信口雌黄#使我得出印

象#误以为性变态在中国广泛存在(& 他发现不

论从中文史料还是西方有关中国论著中都根本找

不到像样的记录& 这个时期对于身体的探索和观

看是欠缺和封闭的& 清代关于人类生活各方面的

记述几乎巨细无遗#但唯独就是不提性& 他们表

现出一种近乎疯狂的愿望#极力想使他们的性生

活秘不示人#春宫图和房中书成了淫秽之物& 在

礼教森严壁垒之外的民间#却发现民间习俗多用

春宫图以毒攻毒#以晦秽驱邪%避火%保佑孩子平

安等功用#这似乎是公共空间的唯一一窥&

在+房内考,及春宫图成书后#对于它们的观

看和传播#高罗佩是谨慎的& '并非所有人能够

看到这本特别的书里的图画和高罗佩就中国人的

性生活所做的详细阐述& 其原因在于为了不让爱

追求物欲刺激和带有色情目的偷窥裸女的人看到

这本书#高罗佩只允许极少的图书馆获得这本书#

而且还向他们提出一个苛刻的条件#即它们只能

让人数有限的专家为了严肃的研究目的阅读这本

书#甚至把自己购买的原始印刷版都毁掉了&(

#

!)私密空间的观看

正是对身体观看的公开途径被严密封堵#因

此古代性启蒙读物才在私密空间得以流传& 高罗

佩认为#身体被人窥看在古代作品中被描述为一

件羞于启齿的事情& 纵观古代画像#由于人体审

美不发达#审美比例也失调#肉身与世界最初的联

系似乎来自于医学和房中书& 房中书把妇女描绘

<5%

!

"

#

'女性因为局限于内#所以性生活更重要#男子的性能力比相貌更重要#更能让家宅安定)男子要防止妻妾争宠#守礼尊妻)为了保

持形象#主张对女性体罚适度#避免唤起潜在的虐待本能的危险#.痛打一丝不挂的女人#乃害彼害我/&(见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

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李零#等译#商务印书局 !$%+年版#第 !*<页&

F)8)巴克曼#B)德弗里斯!+大汉学家高罗佩传,#施辉业译#海南出版社 !$%%年版#第 %*#页&

F)8)巴克曼#B)德弗里斯!+大汉学家高罗佩传,#施辉业译#海南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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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房中术的掌守人和一切性知识的所在#虽然有

过于夸大之嫌#但他引用了很多的文学作品表明

在历代的诗歌词赋中提及房中书的功用#作为性

启蒙之物#或是作为新娘嫁妆的一部分#都是对古

代男女尽夫妇之道做准备& 在私密的观看语境

中#附有表现各种性交姿势的文字和插图#用最质

朴的'给与(和'流露(#帮助人们性交圆满#完成

人伦大礼& 因此他称赞道!'中国人认为性行为

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性交是每个男人和女人的

神圣职责#所以性行为从来和罪恶感及道德败坏

不相干&(

")宗教典籍中的观看

高罗佩除了大量引用道家的典籍#论述道家

对房中术的推崇及发展流变外#还用较少的文笔

提到了佛家经文中对待身体的态度& 佛教于东汉

初以大乘形式传入中国#大乘密宗哲学体系包含

有同中国的阴阳理论相似的关于男女天道观的探

讨# 1 至 + 世纪时在印度发展成为坦陀罗

"bN/SONQ$房中秘术!

& 唐朝的孙思邈+千金要方,

章节+房内补益,中所描述的'回精(术与密教#与

瑜伽术中的贡茶利尼":J/&N0(/K

2

I'CN$

"极为相

似& 早期梵文的译者基于儒家的教义#掩盖了

有关做爱和娼妓的梵文段落#但是可见对男女

身体平等的强调& 到了佛教鼎盛的唐代#密教

房中书从印度传到中原#译文也就基本保持原

文的面貌#关于性的内容非常直观& 直到南宋

理学大兴#才大肆删改佛经& 元代在喇嘛教的

画像里#大多数神像都可见被画成与女性配偶

性交的样子#其姿势为'父母(#藏语叫'雅雍(

"INY

2

IJR$#据说密教术士就是靠这种与女性配

偶性交的双修法超度自己& 密教的双神" &'JYKT

&T(S(TQ$崇拜#欢喜佛神像的作用完全如同房中

书的插图#即用以传授性交方法#密教术在当时

多流传于皇宫和得道高僧处#既隐秘又大胆&

高罗佩专注于对印度密教坦陀罗"bN/SONQ$房中

秘术进行阐释#提出它来源于中国#然后又反传

中国的假说& 他对于古代中国佛家经典涉及的

'戒(问题似乎关注不多&

!二"身体观看的意义

高罗佩在书中最后一段以'中国性观念的最

后标本(为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从美到欲#从性

到爱#不管出于何种驱动力#都给予了理解& 他高

度评价中国古代性观念#'对人类繁衍的各个方

面#从肉体结合的生理细节直到以肉体结合为证

的最高尚的精神之爱#无不可以欣然接受(& 崇

尚中国古代的自然观#'由于把人类看作天地造

化的仿制品#所以性交受到人们的敬仰#从不与道

德上的罪恶感拉扯在一起& 天地尊崇肉欲#从不

视之为恶(& 关于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他肯定了

女人的指导作用和母性功能& '阴阳两极观念中

女人注定次于男人#但是生物功能没有罪恶#反之

成为生命之门&(在权制性语境下#伦理式性行为

应当是表达了严肃的性知识#适合家庭伦理得体

行为& 他对于儒家礼教禁锢下的众生采用双重语

境下的'说归说#看归看(也给予一定的理解& 对

性职业者和地位低下的妾给予了同情#对性变态

者给予了模糊的宽容& 春宫图和房中书最直观地

呈现了中国古人的性行为#人们根据房中书中具

有某种理想性活力的人体信息进行观看%储存%识

别%补充或创造#做出适当想象#付诸实际经验#对

自身的审慎使身体进入一个自发的模式& 通过房

中书的溯源#我们能观察到权力%习俗%社会伦理

等加诸于身体#试图借助对身体及其欲望进行规

训来管控人们的意识#使之适应并习惯于当时的

身体社会规范& 由此可见#通过房中书和礼法对

个体施行'身和心(身体美学培养#不仅是男女关

系的必由之路#也是家庭和谐的核心支柱&

三3高罗佩身体描写艺术观

高罗佩涉及到中国古代性生活和性习俗领域

后#

#他确信'外界认为古代中国人性习俗堕落反

常的流俗之见是完全错误的(& 对性的书写#他

$*%

!

"

#

密教房中术#坦陀罗为梵语经咒之义& 见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李零#等译#商务印书局 !$%+ 年

版#第 %%1页&

贡茶利尼是瑜伽密宗教义中的宇宙活力#见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李零#等译#商务印书局 !$%+年

版#第 %<%页&

高罗佩在+中国古代房内考,的作者序中提到因给+花营锦阵,中国明代春宫版画集的套印版写序而开始涉及这一领域&



第 !"卷 唐瞡!论高罗佩的身体艺术观

赞同不过分描写肉欲以免掩盖性行为的基本意

义!

& 同时他评价道!'中文著作对性避而不谈#

"如朱熹将+诗经,中爱情诗歌解释为政治预言$

无疑是假装正经#这种虚情矫饰在清代一直束缚

着中国人&(

"他极力称赞明代春宫版画和房中书

对性习惯的细腻刻画#表达了理想的艺术标准#彰

显了色情艺术达到鼎盛时的优雅#而社会道德标

准却处于低潮的状态& 他通达中国几千年历史#

注重考据#多以描述性呈现寓意身体和在场身体

的审美创作和艺术活动#把基于'人之大欲(的冲

动纳入到包括性实践%伦理批评%文化传统和艺术

价值构成的多维度之内#甚至出于道德的考虑#将

很多涉及房中术的引文用拉丁文译出&

!一"寓意的身体

高罗佩引用了大量的典籍实例表明古代身体

一部分呈现为'身体的不在场(& 寓意的身体传

达规则就是!神秘%适应%复杂%遮蔽& 只有解读到

隐喻在身体认知框架中的描写范式#符号解释性

的意义才体现出与文化共生共融&

%)神秘浪漫的$云雨%

高罗佩认为#古代多借用自然现象进行身体

的指代#为性和性行为布上神秘浪漫色彩& 如天

地在暴风雨中交媾#他引用了宋玉+高唐赋,的序

言中的这一典故#

#解读天地交媾的古老宇宙形

象已成动人的故事#因此'云雨(直到今天仍然是

性交的标准文言表达& 如色情文献常将'云(解

释为妇女的卵子和阴道分泌物#把'雨(解释为男

子的射精#后来的小说也用'云散雨收(之类描写

性交的完成& 除'云雨(外#后来的文献也用'巫

山('巫阳('高唐(来指性交&

!)相生相益的$阴阳%

$

高罗佩热衷从道家典籍中查询中国古代身体

观的书写& 如借鉴心理学的解释#从生命形式的

阴阳循环来解释& 他研究+易经,中阴%阳两字的

起源和形象指代#用系辞下第四章%解说'一阴%

一阳(指一女一男& 用第六十三卦'既济(

&

#卦象

阴阳交错#上坎下离两卦相重排列#生动地表现了

男女相成相益的高度和谐& 他认为中医学虽疏于

解剖学#但对心理因素却总是体察入微#如中国古

代医学性学论著对性体验的比喻#把男子喻为易

燃易灭的火#女子喻为热和冷皆慢的水#是对男女

性高潮前后不同体验的真实写照& 他用心理学原

理探讨了阴阳的图形及形象#中国人放弃了之前

'天地日月(那种简单而确定的形象#选中了比较

复杂而不确定的代表'少阳(的青龙和代表'少

阴(的白虎代表阴阳和男女#皆因为从纪元初#青

龙%白虎一直在巫术和炼丹术的文献中象征着男

女性关系及性能力& 但是 '阳极生阴#阴极生

阳(#因此古人用太极图表示男女都或隐或显地

具有对方性别成分#正是中国人睿智地意识到了

这一心理学的真理#因此才不用代表'阳(的朱雀

和代表'阴(的玄武代表男女&

")绵绵不绝的母权

高罗佩坚信中国古代对身体的词语叙事蕴含

着绵绵不绝的母权回忆& 他从殷朝的甲骨文开始

对'娶('女('男(三字的古今体进行社会学含义

的分析#如殷代象形文字'妇女(和'女(& '女(

字作跪踞状#其最突出的部分是一对大得不成比

例的乳房"图 %中的8$& 此乃乳房而非着宽袖叉

在腰间的双手#可由表示母亲的'母(字来证实#

因为母字加有乳头"图 %中的_$&

%*%

!

"

#

$

%

&

'希望在文学艺术中尽量回避爱情中过分肉欲的一面本身是值得称赞的& 特别是当前#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肉欲的一面在文字

和图画上都被强调得太过分#以至掩盖了性行为基本的精神意义(& 见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李零#等

译#商务印书局 !$%+年版#作者序第 %

2

!页&

如清+庸闲斋笔记,批判+红楼梦,'借梦宣淫('意淫(等'淫书以+红楼梦,为最#盖描摹痴男女情性#其字面绝不算一淫字#令人目

想神游#而意为之移#所谓大盗不操戈矛也&(见"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八,#杨璐译#中华书局 %<+<年版&

宋玉+高唐赋,的序言中说#从前先王曾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

王因与之交媾& 分手时#她说!'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见"梁$萧统编!+文选,#"唐$李善

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卷十九&

道家炼丹阴阳和谐即相当于方剂配伍#室宅则为坊崩#情欲则为火#性交技术则为火候#男人则为铅#女人则为朱砂#胎儿则为汞#

即长生不老丹& 见+易经,#杨权%邓启铜注释#南京大学出版社 !$%5年版&

'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见+易经,#杨权%邓启铜注释#南京大学出版社 !$%5年版&

坎卦代表'水('云(和'女(#离卦代表'火('光(和'男(& 见+易经,#杨权%邓启铜注释#南京大学出版社 !$%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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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象形文字$女%8&$母%_

从王朝传说到神话传中所有论述性关系的书

都可以证明#女人被当作伟大的传授者#儒家父权

思想即便支配人们头脑#但母亲的形象并没有从

中国人的潜意识中消亡& 如后期道教中随处可见

母亲的形象#它既表现在神秘的'万物之母(#也

体现在'道(是不死的'谷神(

!

'地母( '天下之

牝(

"

'幽谷(和'玄关(

#等概念中& 这些信念虽

然含混不清#但却证明了 '妇女***子宫***

地***创造力(之联想比 '男人***男性生殖

器***天***创造力(之联想要更古老&

5)遮蔽的身体

高罗佩引述#古代多用'房中(

$二字代替性

描述#如'紫房(

%一词在道家的专门术语中亦指

把人体划分为'九宫(的一部分&

)'阴道(一词非

身体医学名词#而是指性交之法则& 又如'方寸(

往往用来指女阴#自古诸如'桃%石榴%梅%芍药%

莲花%瓜(等皆是指代女性生殖器和生儿育女&

他也考证身体遮蔽符号#如秦%西汉时期#宇宙中

的男女两性因素被拟化为传说中的伏羲和女娲&

这一对神像被表现为长着鱼尾而不是腿的男人和

女人#两尾相交显然是表示性交& 又如'赤('白(

两字释义#后世的炼丹书和色情书%春宫画都用

'男白女赤(代指裸体'

& 又如#房中秘术的传授

者'素女( '玄女(和'采女(性形象指代称谓#汉

代张衡 +同声歌,

(中提及房中书传授者 '素

女(

)

#房中书还提到另外两位作为房中秘术的传

授者即'玄女(和'采女(

*+,

& +玄女战经,+玄女经

要法,描写得绘声绘色#将性交比喻成'战斗(#在

这样的描写语境中#'三女(剔除了身体的物质具

象#成为了性的意象审美指代&

!二"在场的身体

身体的在场首先表现在三个方面!对于肉身

呈现及审美%对'足( '裸体(等隐秘具身的阐释#

伦理中身体的反观%性实践描写的虚实#写物的艺

术化& 正是通过这些书写表达了中国古代人注重

肉身与外貌的性欲观%对性及伦理的重视%对家族

的维系& 在历史长河中具身成为欲望发生和实现

的表达#践行着身体实际及艺术活动并受到文化

感染不断修正&

%)肉身&隐秘具身描绘

肉身的书写反映了古人对'好(的身体征象

的推崇& 高罗佩援引房中书中对 '好女(

*+-

'恶

女(

*+0

%男子'五常(%女子'五征(等定义的详细说

明#作为男子征御的对象#女子首先强调生物功

!*%

!

"

#

$

%

&

'

(

)

*+,

*+-

*+0

'谷神(就是'玄牝(#即一个'玄之又玄(的女性生殖器#天地万物所出的'从妙之门(& 这显然是一个与房中术密切有关的'地母(

"_NOSG

2

]'RY$概念& 见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李零#等译#商务印书局 !$%+年版&

'德(#核心是'守雌(#作'天下之牝(&

道教文献中的神秘术语如'幽谷(和'玄关(#在道家讲房事和方术的书中原意恰为'子宫(和'阴门(& 所有这些术语似乎都是源

自女人为'大地子宫("TNOSG

2

Z'RY$的概念& 后世的道教史料说龟之长命在于'胎息(也就是说#它在地下呼吸正像胎儿在母亲的子宫内

呼吸& 见涵芬楼影印本!+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 %<+1年版&

+汉书2艺文志,以+六艺略,为首#其中在医学部分用到'房中(类#代指'房中的艺术(& 见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

代的性与社会,#李零#等译#商务印书局 !$%+年版&

'金鼎玉匕合神丹#戏紫房#紫房彩女弄明档(出自鲍照!+代淮南王,#见+玉台新咏,#吴兆宜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

'阴(一词虽专指女性和女性生殖器#但原先却似乎既可指男性也可指女性#为此高罗佩罗列+汉书2艺文志,+ 部书有 # 部冠之

'阴道(一词#指代性生活的原理&

像一堆燃烧的火#亦用来指新生儿白里透红的颜色和赤身裸体& 相反#白色总是象征着消极影响%性能力的低下%死亡和悲伤& 殷

代字体'白(字的和'土(字有关& 见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李零#等译#商务印书局 !$%+年版#第 %*页&

'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 众夫所希见#天老教轩皇&("汉$张衡!+同声歌,&

传说素女为黄帝时代的女神#擅长音乐#皇帝听她弹瑟而心旌摇动)又有王褒+九怀,云'素女(善歌)+搜神记,中把她说成一个叫

'白水素女(的河神#其形似螺#螺是中国古代多产的象征之一#也许是形似阴门& 见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

会,#李零#等译#商务印书局 !$%+年版#第 +%*+"页&

采女被说成是黄帝时代的女神#玄女传说是黄帝之师#作神鼓#所以被世人当作+玄女战经,+玄女经要法,的作者&

书中所列+洞玄子,第二十二节'好女(中+玉房秘诀,引文!'欲御女须取少年#未生乳#多肌肉#丝发小眼#眼睛白黑分明者& 面体

濡滑00肉多而骨不大者00(见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李零#等译#商务印书局 !$%+年版#第 %51页&

书中所列+洞玄子,第二十三节'恶女(云!若恶女之相#蓬头赠面#槌项结喉#麦齿雄声#大口高鼻#目精浑浊#口及颔有毫毛似鬓发

者#骨节高大#黄发少肉#阴毛大而且强#又多逆生#与之交会皆贼损人& 见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李零#

等译#商务印书局 !$%+年版#第 %51页&



第 !"卷 唐瞡!论高罗佩的身体艺术观

能#其次才是社会功能!

& 他对照唐时男女%明春

宫画男女裸体#+红楼梦,中瘦弱男女的形象描

写#评述不同时代的肉身理想审美标准"

#更认可

健壮结实%饱满的肉体征象& 探讨古人对'足(

'裸体(等隐秘具身呈现的认知#如对足的描述和

禁忌!古代女子可以大胆'伊其将谑#赠之芍药(

"+出东门,$#对应足的禁锢%闭门不出)扭曲变形

的缠足到认同三寸金莲最具性魅力& 又如古人对

裸体的态度#观裸体相扑时的坦荡与裸体可溃敌

的迷信#

%可避邪防火的禁忌$

&

高罗佩极力推崇对肉身性习惯的描画建构了

理想中的艺术标准& 他对过目的 %! 部春宫画约

"$$幅套版画里表现的性习惯进行了细心罗列#

认为这些呈现了古人健康性习惯的良好记录& 对

明朝春宫画达到色情艺术的巅峰予以赞美& 将明

朝春宫画的写实%符合正常解剖学比例特点与夸

大生殖器比例的日本春宫画进行比较#称赞明朝

春宫画更符合审美趣味#如嘴成 p字形#肚脐眼

画成像字母4#手和脸的刻画技法等#这些细节刻

画自成体系甚至影响到了日本的浮世绘& 以晚明

标本画册+江南销夏,为理想的艺术标准#'除去

赤裸裸的逼真写实#显出的率真艺术特色使其免

于淫猥& 此种艺术达到巅峰后即日益被一种遮遮

掩掩的淫猥气氛所主宰(#当用高超艺术水平也

难以补偿时#也就代表了旋即衰败的艺术&

!)伦理与色情的批判

高罗佩认为房中书呈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身

体伦理批判#对不同'性(角色的批判姿态不一&

如#妓女因为职业使然不应受到谴责#在纵欲享乐

时#古代同姓严禁通婚等禁忌不复存在#只观妓女

的'露水之身(& 又如#妻%妾职能不同#妻子屈从

于社会地位称为'内人(#同时又能掌握家庭主内

的母权#从而妻妾在房中术中起到不同的生物功

能"后者要提升男性的能力以便使他能与妻生下

健康的子嗣来$& 女人身体被视作男人征御的物

件和鼎炉#同时家庭中女性又被看成养育男人的

母性源泉& 反观对男子的批判也不遗余力#如对

男子故意断绝子嗣血统#回避社会义务#耽于色

欲#对身体的糟蹋及不爱惜%独善其身等都予以大

肆谴责& 江南的色情文学+肉蒲团,和桃色春宫

版画+繁华丽锦,中充斥的'世人不能惩欲#而使

生我之门#为死我之户('弃绝淫欲的男子想通过

禅悟而达到最后的解脱)极度好色之徒导致了与

神秘主义合流#二者只靠.生死之间/一层薄纱相

隔(的思想#均被高罗佩予以援引&

")性实践书写

高罗佩以猎奇心大量引用唐以前的+诗经,

+左传,+论语,等涉及男女关系描述的作品#认为

唐朝之前色情文学都不为取悦读者#充斥着说教

性#以诙谐口吻写性题材的唐朝才是色情文艺的

开端& 同时他指出社会舆论对和尚%尼姑毫无好

感#在明代小说和短篇故事中常过分渲染他们的

罪行#如+僧尼孽海,中对他们的淫恶品行描写不

遗余力&

他在引用卫道者视为淫秽作品时采用了适度

的描写& 如将唐+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视为房

中书#关注点在于描述十二种性交情形& 高罗佩

在源引历朝历代的房中书时#除对'十动('四至(

'九法('九浅一深之术(等性实践内容适度描写#

教人肉欲之姿势外#还兼有教男人养身%强调回应

女子的性需求和行为& 对肉身养育与苦难%求子

及治病的良方等也都有提及& 对性变态%自恋%物

恋%同性恋等变态心理学多采用一笔带过的虚写&

5)艺术化写物

高罗佩重视物件描写的艺术美感#偏重从身

"*%

!

"

#

$

'女子肌肤粗不御#身体瘤
!

不御#常从高就下不御#男声气高不御#年过四十不御#心腹不调不御#逆毛不御#身体常冷不御#骨强

坚不御#卷发结喉不御#腋偏臭不御#生淫水不御&(见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李零#等译#商务印书局 !$%+

年版#第 %5+页&

高罗佩认为#唐时男人追求的是赳赳武夫的外表#喜欢浓密的须髯和长髭#崇尚强健的体魄)喜欢的女子脸圆而丰腴#乳房发达#腰

细而臀肥#健壮结实& 在明春宫画册中裸女总是画得肌肉丰满%乳房大而结实#小腹滚圆%大腿肥厚#男子裸体画成胸脯厚实%四肢肌肉

发达的样子& 到清代以+红楼梦,版画形象为例#男性美和女性美的理想标准到了另一个极端#'文弱%面色苍白%双肩窄小(代表当时理

想男人的文弱书生形象#'柔弱%溜肩膀%扁平胸%臀部窄小%胳膊瘦长%长而过分纤细的手(#瘦削%弱不禁风的女子被认为最美丽& 见高

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李零#等译#商务印书局 !$%+年版#第 !1<页&

如宋初时在公共场合有妇人裸相扑表演)%1世纪张献忠'曾将被屠杀的裸体女尸曝露于被围困的城外#想用它产生魔力#防止守

城者的炮火(& 见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李零#等译#商务印书局 !$%+年版#第 !%+页&

高罗佩称#因为性交代表处于顶点的给人生命的'阳(气#画有性交的图画据说可以取走代表黑暗的'阴气(#清初男女裸体性交的

图画被广泛地用作护身符#书商经常在店里存放几张春宫画用以避火#'避火图(成了春宫画的一种委婉的说法& 见"荷$高罗佩!+中国

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李零#等译#商务印书局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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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与性相关的媒介进入艺术审美& 他曾在+明

朝书籍插图,"海牙#%<** 年出版$中写道!'这些

图画的露骨色情被柔和的线条和淡雅的色彩缓和

了& 这种艺术和神秘主义之间的结合#使主题失

去了一切粗野性&(热衷用配图和插画表示艺术

化身体物事#呈现视觉化%情节化%媒介化的效果&

大致有!身体"裸体%缠足%裹腿$%动物"龟%狐狸

精$%性用品"春药%淫具%秘戏图$%服饰"裹脚布%

绣被%睡鞋$%家具物件"床架%屏风%鱼缸%竹夫

人%汤婆子%雕刻的身体饰物$%海外珍本秘藏"套

色版画%绢画%纸画$%文学作品"求偶民歌%诗词%

色情小说$等& 他认为+洞玄子,等多用'翻空蝶(

'鸾双舞('白虎腾('吟猿抱树('鸳鸯双合(等艺

术化形式来形容男女体位及动作#因此更具有形

象性和指导性)房中术的'势( '状( '法(是构成

艺术化春宫画的基础等& 细观高罗佩书中所选画

像和诸多高罗佩所画配图#男女都用同一种笔触

和线条#除了胡须%乳房%足部和生殖器之外#女性

柔婉软滑和男性骨骼雄健的阳刚之美没有明显的

差别& '男性女气化(这种明朝画家们的艺术化

审美观#同样影响了高罗佩的艺术手法&

四3高罗佩身体艺术观局限与意义

高罗佩的研究博学而多元#他的+房内考,广

罗资料#对性及性文化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对中

国性文化有补空白之功& 因高罗佩的研究剑走偏

锋#又因具有西方汉学家的知识背景#因而其研究

不免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主要表现在!"%$研究综

合能力突出但材料选择不均衡& 如虽详细地占有

史料#注意图像%考古%统计等手段的运用#但受非

母语语境等的影响#在选材上侧重西方汉学界现

成材料#难免陈旧以及观点片面#仍存在着年代等

方面的错讹& "!$视角单一与理论概括欠缺& 如

未能跳出中国古代一贯的男性单向视角#缺乏高

屋建瓴的哲学概括& 史料庞杂而碎片化#在整体

叙述中过分关注微观细节#导致身体的追根溯源

呈现出碎片化的倾向& ""$有关领域还留待更多

专业性的探讨& 如对于两性关系中起重要作用的

避孕问题未探讨#对于产科学%药物学等医学问题

未曾涉及& "5$对于性别关系和角色的研究未上

升到广义的'禁与纵(的社会根源深度上& 身体

书写男女性关系'至大无外(地被推广到整个宇

宙#但没有'至小无内(地被退返和还原到个人&

尽管+房内考,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瑕不掩

瑜& 在人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高罗佩开创了中

国性学研究的先河#确立了性文化研究在新的文

化转向中的地位#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他钩沉了中国古代传统哲学身体观的

理论#充分体现了'如果说西方传统哲学是以意

识
%

范畴
%

宇宙这一模式来构建其哲学体系的

话#那么中国古代哲学则是以身体
%

两性
%

家族

来构建其哲学体系)如果说西方传统哲学是以事

物之还原的分析主义为其哲学方法的话#那么中

国古代哲学则以生命之生成演变的系谱学为其哲

学方法(

!

& 同时#为中西方'性(的认识提供了融

合视角#对中国身体艺术观的理论体系建构影响

深远& 中国古代历来重视对身体的关怀#但是清

代的禁毁之厄造成了'一则徒事匿藏#一则肆口

污蔑(的局面#正是他不囿于诸子之学#充分注重

中国古代实用文化资料#以性问题为中心#系统地

把身体表征及内涵贡献给历史的眼光#挖掘对

'性(进行阐释的文化转向"SGT.JKSJONKSJO/ $#对

中国的宗教%房中术%色情文学%养生学%性学流变

等进行了微观和宏观论述& 这些论述对中国学者

认识自我%整合最具有价值的身体美学与自我关

怀的理论体系提供了帮助&

其次#高罗佩的身体艺术观#向外投射中国古

代对性的认知和理解#阐发了中西方的性学观念

的不同源点& 古代中国'上合天人#下合男女(#

身体意识被宇宙观所塑造#进而身体实践模式被

文化构型#从自发无序到有序礼控#最终拓展到

'修身齐家(& 西方主张'无性的身体(#把性欲和

性创造当作自然"非文化$范畴来创造#实施一种

旨在控制人类自我阐释#从而获得战略利益的策

略"

& 因此中西差异启发我们思考中国身体艺术

观与西方身体美学认知性和精神性对话的实践维

度& 从'亲己之切#无重于身(

#为出发点#如+列

子,所说#建构起流畅的自发行为所需要的和合

5*%

!

"

#

张再林!+作为身体哲学的古代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版#序言第 5页&

'福柯+求知意志,中认为!对性欲和性的创造#不过是策略地实施一种旨在控制人类自我闸释的更为根本的努力& 对人类个体

.最初/或根本的权力运用就是他们对自身进行忏悔式的阐释&(见博萨尼!+弗洛伊德式的身体,#潘源译#上海三联书店 !$$<年版&

见萧统撰!+陶渊明集序,&



第 !"卷 唐瞡!论高罗佩的身体艺术观

关系的前提是审慎关注自身#期待探索和融通出

一种面对'身体(所共同的认知方式%理解方式和

把握方式#从而产生一种适用于中西的%充分的%

当代世界身体美学观念&

最后#高罗佩身体艺术观研究路径依然是当

代中国身体与性话题的关注热点& 中国文化源远

流长#潜藏在深层的身体话题长盛不衰#如江晓原

的+性张力下的中国人,一文曾列出近年书刊报

纸上涉及的 %< 个与性有关的话题& 其中'性技

巧%色情文艺%性变态%性教育%行为与贞操(等 %*

个话题与高罗佩身体艺术观中的情境描述大体相

同或相似#'精神分析学%性别角色%性病(等 " 个

新话题能在高罗佩身体艺术观中找到描述的背

景& 因此#对于身体和性的研究#从过去到现在#

依然有着本质一致的研究意义& 源远流长%底蕴

深厚的中国传统身体观还以性心理%性观念乃至

广义的性生活等特征表现为'人物衣冠表层极易

变#而剧情深层几乎不变(& 视身体为阴阳男女#

回答了我们身体生命何以发生& 无论是西方的

'道成肉身(还是东方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

之谓易(观念"+系辞上,$#对身体的微言大义#都

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 作为一门追求智慧的%

关于人的本性的自我体认和展现的学问#身体艺

术观应以指导人们的生活实践和完善人们的美好

生活为旨归#对当今人类持续增长的身体关注带

来更多的反思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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