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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方文化中自我意识的隐喻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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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自我意识一直是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课题之一。人只有了解自我, 才能对社

会和人的生存状态有更深刻的理解。本文从隐喻的视角观照人的自我意识,分析人与人的社

会关系、劳动创造与物质拥有对于人的自我意识的影响, 以及人以自我为中心衡量万物哲学命

题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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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喻是思维的过程,用一种事物或领域类比

另外一种事物或领域, 其主要的功能是对事物的

理解。人们常常谈论或描绘实体不存在、不可捉

摸的事物,如人的情感、抽象的概念等等,如果要

解释这些事物, 需要借助于熟悉的、具体的事物,

将两者放在一起, 其中一个作为解释另外一个的

工具, 从而使我们对两个事物的认识发生变化。

因此, 隐喻在本质上是人类理解周围世界的一种

感知和形成概念的工具。
¹
自我意识属于人的思

维领域,人们虽然不能直接洞察不同文化中人的

内心世界,但是人们能够了解不同文化的隐喻系

统以及如何利用隐喻系统来推理的, 以此来理解

人的自我意识。人的行为、思考、创造都是经过自

我过滤的,人们怎样了解自我, 什么决定了人的自

我意识,一直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受到重视的问

题。如今的社会科学没有比研究人自身的心理状

态更为重要的事情了。一般认为, 自我意识是多

维度、多层面的复杂的心理现象,但主要的内涵包

括自我觉醒、自我体验、自我控制。自我觉醒是指

/我是谁 0的问题。当一个人照镜子时, 他会对自

己的胖瘦、高矮做评判;当他分析自己的性格时,

他会对自己的诚实还是虚伪做判断,或是对自己

是属于冲动易怒型还是沉着稳定型做判断。自我

体验主要是感觉对自己的劳动、行为、成果等是否

满意,是否能够接受自己。而自我控制是对自控

能力的感受,也涉及到改变现状逐步成为一个理

想的人的问题。这三方面的综合便构成了自我的

基本概念。本文探讨的是西方文化中自我意识的

隐喻表达,从不同侧面揭示出西方文化对自我的

认识途径。

一、自我意识与镜子隐喻

人的精神追求和自我意识有别于动物的基本

特征。人能够把注意力从外界转移到内心世界并

把内心世界作为存在的事物看待,这不仅是人对

于存在思维的基本表现, 也是人的本质之所在。

自我的意识来自于人对自身本质的思考, 即人把

自己想象成什么。

Coo ley( 1902)提出, 人的自我意识的形成依

赖于周围环境里他人的反映和评价,他人就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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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镜子反射人的自我形象,从而影响着人的自我

意识的形成 ,
º
这一观点在社会学领域近乎成了

公认的通理。社会是由相互交往的人所组成的,

人们首先要分析和判断交际对象的反应,然后才

决定如何做出回应, 即人们常常是通过他人的反

应来思考自我的。人照镜子时专注自己的镜中形

象,打量着自己的发型、衣着、脸型、身材等等, 因

为那虽然不是真正的自我,但人倾向于将镜中的

我当成真我。同样,人在社会交往中,十分注重自

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 关注别人对自己所做的判

断,通过想象自己在别人看来是个什么样子, 从而

影响着自己的情感和自我意识。人们感到自豪或

惭愧并不是因为自我在别人眼中的机械反映,而

是对自己在别人眼中形象的判断所作的自我反

思,人们广泛的社会体验能够将社会关系的评价

知识投射到人的内心世界。

E rv ing Goffman ( 1959)认为, 社会是个大舞

台,人人都在表演,以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
»
自

我表现是自我向他人或是自己呈现出所希望的形

象。作为社会性的动物, 人们总是想给别人留下

印象以维护自己的自尊和形象。对于一些人来

说,有意识的自我表现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们随

时监控自己的言行举止,注意他人的反应,然后调

整自己的表现以获得希望的效果。他们的表现是

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而做出及时调整的。面对他

人这面镜子,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有时并不是

真正想法,而是为了适应社会环境而发挥的自身

调节功能,为了有助于适应新的工作、角色或人际

关系而表现出来的。人非常在意他人的评价, 在

工作场所,他们受到同事和上司的评价,在路上他

们被陌生人评价,即使在家庭里,子女对于父母或

是父母对子女的评价也会影响人的自尊和自信。

因此, 人对自我的认识是通过别人的眼睛做判断

的,个人甚至通过某些自我表现手段来影响他人

对自己的看法,以此来获得自信和满足。

由于人对自己在别人心目中印象的关注, 这

种关注在现代消费文化的影响下往往使得人们模

仿明星或其他公众人物的消费方式, 以引起别人

的认同甚至羡慕。一般人虽然不能像明星那样消

费,但常常无意识的模仿明星偶像的消费行为以

满足自己的心理需要, 这反映出消费者内心的自

恋情结。而时尚杂志和商业广告利用了人们对偶

像的崇拜,把消费大众变成了追随偶像的人,从而

进一步加深了大众的自恋情结。就像希腊神话里

的那喀索斯 (N arcissus)爱上自己水中的倒影而灵

魂出窍一样,人们所追求的是自己在他人心目中

的良好形象, 而不是体悟自己的真实感受。自恋

情结,人皆有之, 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 其性格

特征主要表现在:对批评的反应感到生气和羞愧,

虽然在表面上不一定就立刻表现出来; 指挥别人

为自己服务,高傲自大以夸耀自己的才能从而引

起别人的注目;想当然的认为自己所关注的事是

世界上最为独特的事, 常常因为他人的不理解而

感到沮丧;对权力、荣誉、成功等有着不可抑制的

幻想,认为自己应当拥有别人所没有的特权,渴望

别人长期的关注和表扬; 缺乏同情心而有着较强

的嫉妒心理,用博得赞扬来标志身份,获得兴奋和

满足。所有这些体现出现代消费文化下, 人过分

关注自我在别人眼中的形象, 自我意识过分强烈

的表现。

那么,人的自我意识为什么受他人影响如此

之深,而且在现代社会尤其如此呢? 究其原因是

因为现代社会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分离。劳动及

其成果对于人的心理成长和成熟具有极为重要的

意义,人在劳动的过程中克服困难和障碍,从自己

劳动中获得自尊、自信和满足。但随着社会分工

的不断细化,个人对自己的劳动和产品的控制力

越来越小,个人只是社会化生产的极其微小的部

分,就像机器上的一颗小小螺丝钉,其功能仅仅是

为了社会这部大机器的运转而已,个人所贡献的

力量微不足道, 甚至对自己的贡献无从得知。由

于人的劳动成果对人的自我意识起着重要的作

用,劳动与产品分离就成了异化的劳动,人不能从

劳动中得到满足和自信, 越来越淡漠自己的劳动

产品,其结果必然要从其它方面来寻求自我意识

的确立。于是,人便通过他人这面镜子,来寻求自

我、确立自我, 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便成了现代社会

自我意识的主要来源。

二、自我意识与符号隐喻

自我意识的镜子隐喻, 一直是社会学和心理

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隐喻。然而, 这一隐喻对人

的被动的自我意识作了过分强调。镜子隐喻只反

映了自我意识形成的部分原因,而人的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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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依赖于人的行为, 特别是那些能够带来积极效

果的行为。自我意识不仅是反思的产物,更是行

为的产物。与镜子隐喻的被动自我意识不同, 人

通过与周围环境的互动而认识环境、改变环境,也

认识了自我,发展了自我意识, 这是更为积极的自

我意识。

人的行为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人的创造性一直

是符号互动学研究的课题。自我的符号隐喻不仅

强调自我意识的形成过程中人的决定因素,同时

也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互动作用。人类有着

与生俱来的理解事物意义的欲望, 特别是通过符

号的创造和解释来理解意义。 Pe irce( 1985)认为

人类只有通过符号才能思维。
¼
人类所创造的符

号种类繁多,如词语、形象、声音等,这些符号并没

有固定不变的意义, 他们的意义是人类解释的结

果,即符号的意义是符号的解释者所赋予的。

自我是一个符号。自我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

受传统道德内容限定的,也就是说,自我的符号是

被语境化了的。例如,杰克 #史密斯是一位医生,

当他在医院时医生这一名称就是他的符号;他在

他女儿的眼里,他的符号变成了父亲;而在他自己

父亲的眼里,他的符号又成了儿子。有了符号人

们往往越来越远离现实世界, 进入符号组成的世

界。人们不再需要和客观世界直接接触,而是通

过符号来了解世界,借助于想象用符号建构世界。

广义上来说,人的每一个创造、对自然的每一个改

变,都是自己的愿望、智慧、情感力量的表达, 人的

自我通过他物表达出来。

自我的符号隐喻所体现的是自我能力, 是个

人改变环境的能力所带来的自我觉醒。这种自我

的符号不是他人给予的,而是通过努力为自己获

得的。当然,符号隐喻的自我和镜子隐喻的自我

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重叠的:一方面,他人对我们的

赞扬往往是基于自己的劳动成就;另一方面, 我们

也以他人的赞扬作为自己能力的见证。 Bandura

( 1982)认为,人的正面自我意识与其说取决于行

为的成功,不如说取决于人对行为成功所赋予的

意义。
½

自我不仅是笛卡尔所谓的个人思想的存在,

自我更是社会中的存在。自我只有既包含个体又

包含社会层面才有意义,当自我作为社会符号成

为社会网络的一个环节时才能获得社会和谐。个

人是一个社会符号: 它是解释者眼中的具有客观

实在的符号。符号所体现的自我不处在中心位

置,而是取决于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每

个社会都有其社会结构, 作为社会符号的自我只

有在社会符号体系中存在。由于人出生在一个并

不是由自己所创造和制定的社会秩序里, 人不可

避免的受到社会的语言、法律、风俗的限制, 即生

活在自己无权选择的社会里, 所以符号的互动意

味着人的关系的互动。自我意识通过主观与客

观、自我与他人,以及人与神、人与世界、人的欲望

与道德规范的矛盾与冲突逐步形成。所以, 人的

自我意识不仅存在于静思默想之中,更存在于人

实际行动里,那些克服困难赢得成功的行为对于

自我意识的形成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人有着与生俱来的发挥能动作用、改变周围

环境的天性。出生不久的婴儿通过与周围环境的

互动,把自我和环境逐步分离开来, 形成自我意

识。人通过行为以及行为所带来的结果来了解自

我、证明自我。在社会组织里,人的自我意识主要

是通过工作得以发展的, 人通过工作创造或改变

周围环境,也改变自我意识。这种改变环境和自

我意识的行为是主动的, 而不是镜子隐喻所隐含

的被动的自我意识。 Fox ( 1971)认为人的行为所

形成的自我意识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 一是环境

对于人的能动性的限制程度, 二是个人对于环境

的控制力,三是获得多少资源能够使行为取得成

功。
¾
人只有通过自由选择,即通过自己做决定并

承担由此而来的责任才能发展和确立自我, 否则

是不可能有坚强的自我意识的。

人创造和改变事物并把它们作为自我的一部

分,这似乎是一个具有普适性的信念。人类学家

们普遍认为,物质的创造者、土地的使用者、庄稼

的耕种者对他们的劳动产品具有所有权, 例如,

Locke( 1690)将此观点作为阐明物权和政府关系

的基础,其基本逻辑是: 人拥有自我, 人拥有自己

的劳动,因而人拥有自己劳动的产品 。
¿
人所拥有

的物质象征性地延伸了自我, 人之所以想拥有物

质,是因为人有扩大自我形象的需要,人能够了解

自我的途径之一就是察看一下自己的所有, 通过

所有来寻求、表达、证明、坚定自我意识 ( Sartre,

1943)。
À
人的所有物对自我意识的形成和巩固起

着重要的作用。人总是把所有物看成是自我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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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通过所有物,人的脆弱的自我意识得到有力

的支撑。W illiam James( 1890)指出, 人的自我就

是人的所有物的总和。这不仅包括人的身体和心

理能力,也包括人的衣服、房子、妻子、孩子,祖先、

朋友, 以及人的名声、成就、土地、游艇、存款等

等。
Á
如果这些所有物丰富增加了,人就会感到有

成就感;而如果所有物减少或消失了,人就会感到

失落沮丧。

人的所有物虽然有时并不是自己的劳动产

品,但却是人为自己所创造的意义之所在,是自我

符号的组成部分。通过所有物, 人部分的创造了

自我, 将自我向周围的外部世界延伸。 /我 0和

/我的0有时是很难区分的, 如人对待名声、孩子

等就像对待自己一样, 人的名声或孩子如果受到

损害, 就像自己受到损害一样, 会予以反击。许多

年轻人把汽车看成是自我的标志性符号,购买新

款汽车本身意味着有意义的重要事情, 在他人和

自己的眼里,自己会显得更有价值,受到更多的尊

重,感觉也会更好, 因而对自己的汽车百般呵护,

汽车受损就像是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受伤害一样

而感到心疼。这反映出人与所有物的关系是非常

密切的,甚至是融为一体的。所有物就像个人的

档案或博物馆,成为个人标志性的符号,通过它们

体现出个人的发展史,获得成功感,甚至获得死后

生命延续的象征意义。

三、自我意识与万物之尺度隐喻

古希腊智者学派的代表人物普罗达哥拉斯提

出,人是万物之尺度。后世对这句话有不同的诠

释,在脱离当时的语境下有不同的理解是很自然

的。但众多的解释有一点是基本相同的,即价值

是相对的,是由人的主观判断而定的。毕达哥拉

斯所说的完整的句子是: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

者存在的尺度, 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这

里的人是作为个体的人,也就是说人都是以自我

意识、看法作为衡量万物的尺度。人以意识来衡

量万物,以意识的秩序描述万物,则会随着主体的

不同而引起判断标准的相对性。由于人灵魂的不

确定性,人们便不知不觉地将自我变成万物的尺

度。当人不能够理解世界时,便从自身出发, 通过

类比来理解世界。如柏拉图在 5泰阿泰德 6篇中

说,普罗达哥拉斯认为, /事物对于你就是它向你

呈现的样子, 对于我就是它向我呈现的样子 0,

/同样的风刮着,然而我们中间一个人会觉得冷,

另一个会觉得不冷。0Â

普罗达哥拉斯之前的哲学家倾向于把自然作

为哲学研究的唯一对象, 自然是他们关注的焦点,

他们所研究的哲学问题是自然的本源, 如自然是

由什么所组成的这样一类问题,并根据观察和思

考而提出种种猜想以解释自然现象。当时的哲学

家们主要致力于寻找、规定自然的本源,并陷入众

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同时,希腊民族也是一

个具有丰富神话传统的民族, 神的意志在当时具

有至上的权威, 普罗达哥拉斯提出 /人是万物之

尺度 0,显然具有反传统神学的人本主义的意味。
他在 5论诸神6中这样发表了对神的看法: /至于

神,我既不能说他存在, 也不能说他不存在, 因为

阻碍我认识这一点的因素很多,例如问题晦涩, 人

寿短暂0, �lv
从而对神意决定论提出了质疑。哲学

思维的逻辑发展必然要求将研究的重心从研究自

然、研究神向研究人本身的转变,以摆脱关于自然

本源和神存在与否问题的纷争而无果的局面。

普罗达哥拉斯第一次肯定了人的主体作用,

把人的意识当成判断和衡量万物的标准, 人不是

从属于自然、受制于万物, 人是自然的主人, 也是

社会的主人。人作为主角占据了万物的中心地

位。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同时人的价值得到

了充分的肯定。在他看来,世界万物的存在无非

是人的认识的结果。世界本没有问题, 世界的问

题都是人的思考的结果, 人也是人本身以及人的

社会的尺度。所以, 人的智慧和力量、人的自信和

希望都来源于人的自我觉醒。而社会的一切产生

于人又复归于人, 社会的一切复杂的现象、形态、

特征都根源于人的存在、活动及其互动的复杂性。

人不仅具有社会历史的本体地位,而且更根本的

意义上,具有社会存在的本体性地位。
�lw

苏格拉底受普罗达哥拉斯 /人是万物之尺

度0命题的启迪, 提出 /认识你自己 0这一更为鲜
明的自我觉醒、自我意识的哲学命题。这是苏格

拉底对智者学派关于人的主体意识的继承和发

展。如果说智者学派把感性的人作为万物之尺

度,强调人的感觉的作用,那么苏格拉底所强调的

是发挥人的理性的作用, 以理性的尺度看待和思

考一切。在苏格拉底看来,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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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尺度,是因为人的理性思维,而感性所认知的

东西往往只是事物的表象,是靠不住的,感性是不

能帮助人认识真理的。由理性思考而形成的自我

意识发挥着组织思想、表达感情、指挥行动的作

用,同时也有助于人记住过去、评价现在、展望未

来,使人更加能够适应世界。理性的自我意识是

衡量世界的中心, 倾向于把自己作为中心思考问

题,在判断世间万物的表现时常常与自己的标准

相比较。

普罗达哥拉斯以人的感性为万物之尺度到苏

格拉底以理性为尺度认识自己, 两者都是西方人

类认识史上的里程碑, 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后

来的西方认识论的发展受到古希腊哲人的主体意

识论的深刻影响。如培根所提出的 /认识的全部
路程从感官的原始知觉开始 0, 贝克莱认为的 /存

在即被感知 0,都受到 /人是万物之尺度 0的影响;

而近代哲学家如笛卡尔的 /普遍怀疑论 0, 斯宾诺
莎的 /唯物的实体假说 0,都闪烁着苏格拉底的人

的理性为万物尺度的思想光芒。

维柯 ( 1986)认为, 在原始民的意识和思维

中,人和自然是同为一体的。
�lx
人是自然的崇高的

诗人。人从开化之日起,便赋予自然特殊的意义,

当自然环境非人的能力所能理解时, 人便利用自

身的经验和思维来改变和创造外部世界。西方文

化强调以自我为中心作为万物的量度, 这一点尤

其体现在个体主义的观点上。西方哲学强调自我

的独立存在,强调自我在时间里的存在,而不是空

间里的存在,从而将自我从社会中抽象出来。西

方文化推崇的是自我独立的个性, 而不是努力完

成他人希望的群体性格,对没有个性的盲从反感。

个人的身份是由自己的特性和目标所决定的,个

人的成就、权力、自由是最为重要的。西方文学作

品也反映了崇尚个性的传统, 从荷马史诗 5伊里
亚特6到马克吐温的5哈克贝利. 费恩历险记 6,歌

颂的是个人英雄主义或是个性鲜明的人物,而不

是为了完成他人期待的人物。

四、结语

Frank lin( 1959)认为,世界上有三种事物最为

坚硬难克:钢铁、钻石、了解自我。
�ly
本文通过隐喻

来观照自我意识, 以期为研究人的自我意识提供

一个新的视角。社会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镜子隐

喻,所隐含的是人通过想象他人如何评价自己而

形成自我意识,它强调了自我意识形成的被动状

态,而忽视了人的能动作用和创造性。而符号隐

喻下的自我意识意味着通过人的主动的、创造性

的行为确立自我,它所隐含的是人通过改变环境、

获得物质拥有,即从行为的经历中获得自我意识。

万物之尺度隐喻则强调了人在万事万物里的主体

地位,唯有人的思维活动,人的主观意识才起决定

性作用。所以,自我意识既是心理学、社会学的重

要研究课题,也是哲学上的重要研究课题,人只有

了解自我,才能更深刻地了解人类、了解自然, 从

而更深刻地理解人类的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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