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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简介：简介：

简介：

Venus in Furs 中文译名 穿裘皮的维纳斯，作者 利奥波德·范·萨克-马索克，虐恋文学代表作之一。

参见维基条目 http://en.wikipedia.org/wiki/Venus_in_Furs（中文维基条目是我胡译的，还是不推

荐看了…）

个人粗浅认识，性心理学初探。见笑个人粗浅认识，性心理学初探。见笑个人粗浅认识，性心理学初探。见笑

个人粗浅认识，性心理学初探。见笑

A. 书中描写的现象书中描写的现象书中描写的现象

书中描写的现象

：

遭受鞭打、捆绑、羞辱或受到其他虐待时可以得到性兴奋或乐趣。[Reference 1]，属 于“马索克现象”，

是“虐恋”的一种。

[个人理解：广义上的“虐恋”是指一切由产生痛苦（或被迫产生痛苦）导致的心理刺激而引发的行

为。

简单的例子：各种书刊杂志标题中广泛使用的字词“惊、奇、骇、怪”等，均属于广义上的 SM 行为 。

（汗一个）

狭义上的 SM 是指 在虐待别人或被虐待中，可以得到性兴奋或单纯的乐趣。在医学上，这被视为一

种“类似上瘾”。[Reference 2]]

B. 表现特征表现特征表现特征

表现特征

：

a) 与传统思想不同，是一种“驴”式的行为，表现为对被虐待行为的偏好倾向，即虐待者越残忍、

无情，被虐者得到的心理刺激与享受越强烈。

b) 恋物癖，主人公对于裘皮和皮鞭有特殊的爱好。

裘皮，代表一种高贵的权力，残酷的个性和统治的力量，是奢华实权的象征。

皮鞭，象征奴隶制度，而“马索克现象（Masochism）”正是有一种被奴役的心理趋向，这也

是正常人所称的“变态心理”的一种。唯物论的观点认为，这种变态的心理是有其存在的必然

性的。并且我认为“马索克现象”并不是个例，而是每个人类个体的一种潜在心理，只是区别

在表现程度的大小罢了。

C．产生的原因：产生的原因：产生的原因：

产生的原因：

才疏学浅，知识匮乏，如有纯扯，还请见谅。^^

以一个普通人的角度看，产生“马索克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a) 生物学的观点，这种心理的产生可能与生物体机能、激素分泌和遗传有关（擅自推测）。

就文本而言，这样一部文学作品中，几乎没有描写过男主人公雄性能力的语句，反之，充斥的

是他对于与女主人公结合的抵触，这不能不说明男主人公赛弗林很可能是有生物性的男性功能

缺陷，同时性激素分泌混乱的问题，从而导致的“转向现象（Metatropism）[Reference 3]”

现象，也是一种“性欲倒错（Paraphilia）[Reference 4]”现象。

b) 环境因素，小说主人公赛弗林原型正是作者马索克本人。结合他个人的背景不难看出，作者在

幼年成长过程中的经历对他性格塑造和心理形成影响很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马索克现象”

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由偶然事件导致的心理障碍。

c) 另外一点，文中多次写到赛弗林的理想情人（亦或主人）是拥有“高尚品德”的女神般人物，

而这正符合题目中维纳斯的形象。女神，崇高不可侵犯，同时又拥有美貌，是凡人景仰的对象，

不是人类可以追求的，所以可以说，作者马索克只是将人对于至高权力的敬畏 “特殊化

（Specialization）”，表现在受虐上，这也是受到西方宗教、希腊神话的影响的缘故。值得一提



的是文章高潮部分出现的所谓“情敌”“ 英雄”形象被特地强调是一个无神论者（Atheist）， 我

想这也正是他具有一切男性化优秀品质，而受到女主人公旺达青睐的原因罢。同时我认为，旺

达之所以去虐人，并不是完全因为她主动想虐，而是她一种优越感的表现，当她遇见这样一个

英雄般的无神论男性时，她只是一个弱者，因而表现出女性化的行为，表示屈服。

D． 三个疑问：三个疑问：三个疑问：

三个疑问：

a)虐恋是爱情么？虐恋是爱情么？虐恋是爱情么？

虐恋是爱情么？

我认为是的，爱情这种形而上的东西，表现为男女极力渴望追求逃脱一种巨大而不可避免的人生中

的孤独感。而受虐癖（或许是一种心理疾病）是无法单方面存在的，因为“虐”也是一种双方的行为，所

以从某个方面来说“马索克现象”也是一种爱情。这可由文中多次强调的赛弗林与旺达之间的爱得到印证。

b)小说中描写女主人公旺达反复无常的性格是为了表达什么？仅仅是表现她的统治欲么？引申：小说中描写女主人公旺达反复无常的性格是为了表达什么？仅仅是表现她的统治欲么？引申：小说中描写女主人公旺达反复无常的性格是为了表达什么？仅仅是表现她的统治欲么？引申：

小说中描写女主人公旺达反复无常的性格是为了表达什么？仅仅是表现她的统治欲么？引申：

旺旺旺

旺

达究竟爱赛弗林吗？达究竟爱赛弗林吗？达究竟爱赛弗林吗？

达究竟爱赛弗林吗？

我认为她反复无常的一个原因是她的双重性格，这来源于她内心的本性，在赛弗林出现之前，旺达

是个正常的女性，但赛的要求和行为激发了她内心中隐藏的残暴性格与统治欲望，这样的情况诱发了旺达

的双重人格：又想做一个正常的女人，臣服于男性，爱男人，又想做一个统治者，从虐待中获得快感。我

想这也可以解释她对塞的爱，一方面，她爱这个男人，希望能够满足他的要求，另一方面，这个男人却要

求做她的奴隶，是她虐待的对象，是她个人的私有财产。所以，我认为旺达是爱赛弗林的，至少曾经爱过

罢。这也与本书结尾处旺达来信中的内容相符合。

c)作者最后部分写赛弗林的改变，他所谓的作者最后部分写赛弗林的改变，他所谓的作者最后部分写赛弗林的改变，他所谓的

作者最后部分写赛弗林的改变，他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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痊愈痊愈痊愈

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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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什么呢？难道是奉劝广大是指什么呢？难道是奉劝广大是指什么呢？难道是奉劝广大

是指什么呢？难道是奉劝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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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好者趁早爱好者趁早爱好者趁早

爱好者趁早

放弃？放弃？放弃？

放弃？

（汗一个）

i.“不管谁愿意让别人鞭打，那么他就真的值得别人鞭打。”什么意思呢？是追求自由平等？？

ii. 最后赛弗林思想的回归是为了表达岐爱无法被人接受的惋惜和遗憾，自己无法被人理解的无奈

吗？

iii. “痊愈”是指要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要追求真实的物质吗？

最后这几个问题希望能有有识人士出来解答下~多谢

----------------------------------------------------------------------------------------------------------

以上纯属扯淡，众位看客请勿当真。

----------------------------------------------------------------------------------------------------------

References:

1. Masochists enjoy receiving pain, which again may or may not be sexual. The simple desire for

pain is technically known as algolagn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sochism

2. 施虐与受虐

----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6%BD%E8%99%90%E8%88%87%E5%8F%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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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erliner, B. (1942). The Concept of Masochism. Psychoanal. Rev., 29:386-400.

---- http://www.pep-web.org/document.php?id=PSAR.029.0386A

4. 性欲倒错（英文：Paraphilia），又称性心理变态或性癖好异常，是一个心理健康名词，

用来指称对某些物体或情况会产生性渴望，而那些物体或情况并不属于社会规范下的性

渴望／性活动模式。而这种性渴望可能会妨碍个体进行带有感情互动之性活动的能力。

还包括

* 露阴癖：暴露自己的性器官，从中得到性愉悦。



* 恋物癖：对特定的物品产生爱恋。

* 恋尸癖：对尸体产生性欲。

* 摩擦癖：从与别人摩擦中得到性愉悦。

* 受虐癖：从被性虐待中获得快感。

* 恋童癖：从与儿童发生关系或与儿童有特殊行为中的到快感。

* 虐待癖：从虐待别人中获得性愉悦

* 窥阴癖：窥视他人的性器官获得性愉悦。

* 嗜兽癖：与动物发生性行为的到性愉悦。

* 阉割癖

等

----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0%A7%E6%85%BE%E5%80%92%E9%8C

%AF

5. 其他维基、百度资料和《心理学与生活（Psychology & Life）》（ The 16th Edit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