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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旨在 阐明社会认知及科学领域 (心理学 、社会学 、哲学 、医学 、艺术 、伦理学 )中关于美学的各种

知识 。只有 了解这些知识 ，那些从事与美学有关的医疗工作 的医生才可能在其科学性与创造性兼具的医学干

预过程 中充分 尊重人类的天性 、人们对美学的期望及社会伦理准则。这是我们对
“
人体维度

“
这
一
整体概念

唯
一
的 ，也是最好的解释 。这

一主题可使用不同的方法和在不同的背景下进行讨论 讨论方法与背景的多样

性正是我们 当下所处时代的
一
种反映。

社会美学 (图 1)

1.1 美 学 信 息

美 学 是
一
个 令 人 感 兴 趣 的 话 题 ，但 是 如 今 关 于

美 学 信 息、的 定 义 却 十 分 混 乱 :我 们 总 是 追 求 美 ，但

如 何 达 到 美 ，我 们 却 不 甚 明 了 。缺 乏 美 学 相 关 知 识 ，

使 得 处 理 美 学 问题 变 得 非 常 困 难 并 且 处 处 受 限 ，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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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美学受限于技术或材料 问题 时 ，即使有 良好的

美学 知识 ，也很难实际应用 ，因为大量媒体提供 的

教程 ，与各行业更大 比例 的从业人员的实践能力不

相 匹配。迅速蔓延的互联 网改变 了我们获取知识的

方式 ，超越 了个人的生理 能力 ，也使影像 的检索和

即时交流变为可能。我们不停地从外部世界感知和

描述影像 ，影像起着重要的作用。人的审美与视觉

呈现相伴而生 ，因此 ，视觉感知是各种美学评价的

基础。

，)，国 JJ腔医学 继 续 教 育 货志



中国口腔 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20巧 年 1月 第 18 卷 第 1期

这就解释 了为什 么
一
个人的外在形 象变得如此

重 要。在 日常生活 中我们用 眼睛观察人的外在形 象。

而对面部或 人体的观察也可 以通 过其他方 式 :数码

的或实 际的 ;通过 电视和 电影 ;通过 阅读报纸和杂

志 ;艺术家的画 中 ;出现在广告 中。这 就是 人的外

在 形象如此 重要 的原 因。

对 人类 的社 会心理学 分析显 示 ，山于 人们的美

学理念或 多或少地 相违背或相契合 ，呈现 出
一
个重

要 的 问题 :对美 的相互 比较 。面对美 ，人们经常表

现 得相 当矛盾 ，当内在美不容 易表达 时 ，可 以借助

于 外在 美。外在 美通 过镜像神经元转移到 内部 ，这

里 强调 了
一
种生活 中的美与美 的存在本 身的对 比。

表达美意味着被需要 、爱和被爱 。美还 来源于对 爱

的 幻 想 ，反 之 亦 然 ，因 此 ，美学
一
也与 爱 的 维 度 有

关。这 促使 了很 多人去追求终极 的美丽 ，以致 陷人

自我感伤 的境地 。但这业 人谁 不是屈从 于这 种观点

的呢? 因为 ，在 现代的科 技社 会 ，美的参照点 已经

改变 了 ，对 他们而言 ，可辨识 和 区分的美是与他 人

联 系在
一起的。现代社会 中，美学像某种准 则

一
样

被 强加到人们的 失上 ，人们和大众媒体始终被 美丽

与 优雅所吸 引。优雅和魅 力作为美的基 础和 准 则 ，

从整体 仁来看 ，又是对美的表达 。美的 印象可 以源

自大量 的人类活动 ，但是在 不同的环境 中它所 占据

的 比重 又有所不 同。在艺术的生产和创作之类 的活

动 中，美更 容易被 发现和重视 ;而 当涉 及
一些科学

或实践 的领域 时 ，美就 不够被重视 了。但是要理 解

什 么是美 ，以及美 的决定 因素 ，我们有必要通过对

比 与之相反的
“
丑陋

”
来先阐明

“
吸引力

”
的概 念 。

“
美丽

”一
词 来源 于 拉 丁语

“
bellus

”
，是通 过 影

像 传达 出适 当的美 ，唤起 的是理 想概 念 中的美好 。

而相 对 的 ，
“
丑陋

”
来 源 J

l
拉 J

‘
语 「}，

“
brutus

” 一
iaJ ，

在 词 源学 中 ，这 个词 与坏 、身体沉 重的特 征 、暴 力、

污 秽 、愚 蠢 有 关 。经 过 这 样 的 分析 ，这 两 组 概 念 分

别 强调 具 有 正 面 价 仇 和 负面 价 值 的 内涵 :美 丽 的 事

物 和丑 陋 的事 物 ，分 另lJ代 表着 好和坏 ，有 序 和 混 乱 、

和 谐 与不和 谐 等 。这 样 ， 美的 印 象似 乎就 和 优 良品

质 的存 在 相 关。这 类 观 点 的
1
个有 力的 例 护就 是 经

典 的 人体 美学 ，是 从 不完 美的现 实 和 存 在 中提 取 的 ，

当 然 ，作 为模 板 ，具 有 非 常 精 确 和 有 意 义的标 准 :

如 身体 两 侧 对 称 ，身 体 各部 分之 间 的 比例 协 调 及互

补 ，肤 色均 匀 ，皮 肤 光 淞 。这 些 要素 对 应 上
:
人 类 身

体 的 各 种 需 求 因素 ，从 运 动 所 需 的机 械 功 能 、到 周

围环 境 中的社 交功 能 。心 理 分析 促 使 我 们开 阔思 维 ，

使 我 们 考虑 到 美 不 仅 仅足 具有 吸 引 力的 外部 影 像 ，

还 应感 知 个 人动 机 ， 以 及 叮感 知 到 的 外形 是 如 何 与

之 相 匹配 的 。伴 随 着 感情 倾 向和 动 机 结 构 的 改 变 ，

审 美对 象也 发生 改 变 。这
一
美学 理 念 撇示 J’它

’
J心

理 学 法 则的 相 关性 与 独 衍晚。 由此 ，我 们 l叮以理 解

某 些 人 或 团 体 的 审 美 认 识 (如 庞 克、黑 暗 摇 滚 、重

金 属 摇 滚 、情 绪 摇 滚 )。通 过 各种 各样 的 化 妆 品 和

服 饰 可 以使 身 体 各部 分都 产
声
l几古怪 和 变 形 的 效 果 ，

首 先 就 是 皮 肤 。这 告 诉 我 们 且陋 并 不总 是 ，，丁以避 免

的 ，但它 可 以改 变 ，改到它 呈现 出美 。事实 1几，
“
丑

陋
”
既 叮以是

一
种 基 于 主 观 认识 的评 价 ，也 可 以是

一
种 基 于 客 观 标 准 的 评 价 。 囚此 ，如 果 具 有 审 美 价

值 的 人 (或物 )的范 围极 度 多样 化 ，在 心 理 学 领 域 ，

可 以开 发
一
个普 遍 的 、统

一
的 标 准 :是 否 不 断 响 应

一
系 列 主 导 因素 及 美学 相 关从 业 人 员因其 _l’.作 的 扦

情 性 而 产生 的需 要 。这 就 解 释
一
r在 表 面 的 矛盾 之 外 ，

许 多与 品 位 相 关 主 体 间 碰 撞 的 相 对 方 面 ，并 且 为之

提 供 了解 释 标 准 。这 些 思 考 促 使 我 们 积 极 研 究 美 的

行 为 并探 索 美学 的意 义 :研 究它 、创 造 它 、 享受 它 、

拥 有它 、展 示它 、隐藏它 。

图 1 社会美学

1.2 美 (图 2)

美 ，作 为 人 类最 大 的 未 解 之 谜 之
一
，在 整 个 自

然 界被 广 泛 的 传 播 ， 片显 然 具 有 不 同 的 程 度 。 儿 千

年 以 来 ， 人 们 都 在 试 图 塑 造
一
个 美 的 理 想 形 象 ，美

是 如 此 迷 人 ， 又是 如 此 难 以捉 摸 ，想 一要变 美 的 欲 望

古 已有 之 ， 并11.跨 越 了时 间 和地 域 。 然 而 ， 曾、被 强

调 的
一
点 是 ，美 在 不 同 的 文 化 中 、不 同 的 历 史阶 段

都 是 不 同 的 。这 使 得 人们 认 识 到 美 是 尤法 制 定 统
-

规 则 的 ，而 只 能 依 据 个 人 仁观 判 断 。 但 是 这 种 观 点

无 抒 可 以 川 以 }‘事 实 来 反 驳 人 们 也 可 以通 过 评

2
;}，囚 日!跨医学 继续 教 育 杂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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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不 同种群 的个体 ，而在 对于真 11:的美的概 念 1取

得统
一
。

·此研 究通过 处理 人脸 的影像 ，分辨 那些

令人具有吸 引 力的特 征 ，证实 J
’
相 同的标 准是 如何

被应用于 不 J司的 文化 中的。而更 令人信服 的是 ，观

察 发现成年 人问相 同的典片咙的审 美偏好在 几个 少]大

的婴 儿间也 ljJJ样 存在 。这 种偏 好 出现 在任何 义化 条

件的作用可能 出现之前 ，并且证实 了 (对美的偏好 )

在我 们的大 脑 中是 先天性 的 ，并 11是
一
种生物进化

的结 果 。有 些 人 火生具 有这种特 质 ，这 种神秘 的

特 质从他 们的精 神 ‘于，散 发 出来直 到完 全包裹住他们

的脸 和 身体 。另
一此 人虽然并不是天生拥有此特质 ，

但是 他们仍 不断地 追 求它 ，也 因此 ，美 永远是 人类

追求之物 。

1，3 面 容 与 美 (图 3)

我 们 会 本 能地 被 各 种 生 物 的 美 所 吸 引 ，而 第
一

印象总 是 集 ‘扫于 外 表
一 一

而 容 或 是 身 体 比例 。在 美

学 范 畴 研 究 ，美是 种 非 常 广 泛 的概 念 值 ，但 是 我

们 限 制 了它 ， 因此 ，面 部 的 美 更 多的 是 取 决 于 面 部

是 否 善 于 表 现情 感 、是 否 能 与他 人交 流 ，而 不 仅 仅

只是 面 容 。
一
张具 有 吸 引 力的脸 取 决 于 它 所 其 有 的

特 征 的 匀 称 性 ，从 位 置 到 比例 :即面 部 特 征 是 否匀

称 的 问题 。特 另lJ需 要强调 的 是 ，面 容 的 美 在 所 有 社

会 交 往 中都 对 心 理 具 有 决 定性 的 影 响 ，因 为l句部信

息、总 是 被 观 察 者首 先接 收 。

1.4 大脑 与 美 (图 4)

l颐容 对
三
f美 的 判 断 如 此 重 要 的 原 因 ，在 于 人类

大 脑 的功 能 组 织 中有 专 门 发育 和 指 定 来 识 别 面 容 及

其 所 表 达 感 情 的 区域 。这 不中根 据 美 的 分 级 把 人 们 分

类 的 能 力 ，也就 是 人们 选 择 躯 体 特 征 的 某 种 特 定 类

型 ，意 味 着 我 们 的 大 脑 中存 在 着
一
个理 想 的模 型 或

模 式 作 为范 本 ，当我 们每
一
次面 对 别 人 的 面 容 l付，

我 们都 会无 意 识地 将 其 与之 比较 。对 面 部 美 的感 知 ，

唤 起 厂观 察 者 的 某 种特 定 的感 觉 ，这 种 感 觉 我 们 称

之 为审 美 体 验 ，这 是
一
种 11几能 量 的标 志性 体 现 。审

美 体验 是
一
个 刺 激 性 的 影 像 与观 察 者 之 前 交 流_li1动

的过 程 。在 这 种 交 流之 中 ，产 生 出
一
种 特 殊 的情 绪

反 应 ，而 美学 的 回应 则存 在 于
一
不，}，特 殊 形 式 的情 感

经 历 中。 当 看 见
一
个 允满 吸 引力 的 个体 ，特 另lJ是 对

方 的 面 容 ，会 产 生 令 人愉 快 的感 觉 ，而 审 美 体 验 所

带 来的愉 悦 会产 生
一
种 创 造 性 的快 感 ，充 满 _f想 法

和 欲 望 。 因此 ，可 以 肯定 有 两 种 方法 可 以感 知 美的

存 在 :
一
种 是

’
客观 !

I
内， 与产}:俱 来 的 ，取 决 扫 人!在 的

图 3 面容与美

图 4 大脑与美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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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物 结 构 ; 另
一
种 是 主 观 的 ，受 到 文 化 、环 境 、 时

尚和 社 会联 系 的 影 响 。

1.5 面 部 表情 (图 5)

一
个 人 因其 心 理 或 外 观 的 个体 特 征 而展 现 不 同

的个性 。为 了生 活 ，人 们 不能 不 与别 人交 流 ，可 以

使 用 语 言 交 流 ，也 可 以使 用 非语 言交 流 ，如 身体 姿

势 和 面 部表 情 。面 部 发送 和 接 受 的 信 自、，包 含 着 非

常 深 刻 和 丰 富 的 内容 ，因此 ，它 在 生 活 和 人 们 的 交

往 中起 着 根 本性 的 重 要 作 用 。我 们 丰 富 的表 情 是
一

项 伴 随 肢 体表 达 进 行 的 面 部 姿 态 任 务 ，实 际_上全 身

上 下都 参 与其 中。Gestalt理 论 教 会我 们 ，整 体 与 构

成它 的独 立 元 素 的总 和 是 有 本质 L的 不 同的 ，但 整

体 也 不缺 少它 们 。数 年 来我 们 体验 和 发现 了技 术 层

面 ，但 仅 仅 是 使 细 节 合理 化 了。 无论 如 何 ，细 节 是

程 序 中的
一
部 分 ，而程 序 则将 成 为 体 系 的

一
部 分 。

这 个体 系包 括 了身 体 、脸 和 各 种 面 部 表 情 ，它 们 对

于 每
一
个个 体 来说 都 是 主 观 的 ，独

一
无二 的 、不可

重 复 的 。从 辩 证 法 来 看 ，整 个身 体 是
一
种 同 时具 备

显性 的 和 隐性 的 形 式 ，它 是 欲 望 的表 达 ，更 甚 者，

是 想 或 者做 那些 能让 我 们 的想 象 变 成 现 实 所 必 需 的

事 。面 部 的表 达 运 动 ，面 部表 情 ，是
一
种 信 息 传递

任 务 所 需 的特 殊 分 化 的行 为 形 式 。
一
些 受 文 化 影 响

和 决 定 的规 律 ，与这 种表 达 形 式相 互 影 响 :强 化 、

减 弱 、 中和 、隐藏 和掩 盖 。这 些 方式 被 个体选 择 性

地 采 用 ，以使 他 的 内部 经 历 和 外部 表 现 符 合 所 处 的

社 会情 境 :用 非 本 能 的 或 合理 的程 序 来控 制 自己本

能 的 行 为 。 为 了控 制 面 部 表 情 或 动 作 ，人类 有 两 套

神 经 系统 : 自愿表 达 和 自然流露 。

图 5 面部表情

1.6 美 的标 准 (图 6)

自古 以 来 ，美 的 标 准 不 断 被 探 讨 。 借 助 J
几
人

体 是历 史上 最 恒 定 的确 定 标 准 的方 式 ，由此
“
魅 力

”

的概 念 被 引 人 ，而
“
协 调

”
、
“
平 衡

”
及
“
魔 鬼 身材

”

这 类 修 辞 被 直 接 用 来 形 容 理 想 、 紧 凑 的 人 体 。 这

一
结 果 在 实 际 应 用 中被 称 为

“
黄 金 比例

”
，这 种

关系 (1.618) 是 被 大 众认 同的 、有 吸 引 力的 比例 。

但 是 实 际 中 的 美 却 往 往 和 理 想 的 标 准 有
一
定 差 距 ，

无论 是 和 独 特 的还 是 大 众 的模 型 都 有 差 距 ，表 现 出

多 变 的 、动 态 的 特 质 ， 而 与 对 称 的 、 静 态 的 恰 恰

相 反 。 往 往 正 是 由于 面 部 微 小 的 不 对 称 中 的 和 谐

令 人产 生 了美 的感 受 。尽 管 我 们 可能 没 有 注 意 到 ，

但 人 的 右 脸 不 可 能 与左 脸 完 全 对 称 ;仔 细 观 察 眉

毛 、眼 睛 、 鼻子 、嘴 唇 、 牙齿 、皱纹 和 肤 色就 .!f以

图 6 美的标准

明显 发现这 种差另lJ。此 外 ，人类 的而部 不是静 态 的 ，

而 是 随 持 续 运 动 (而 部 表 情 )和 生 命 不 1司阶段 的

变 化 (年龄 )而变 化 。止是 由于这些切 实 的理 日!，

如 今往往批 判性地 !:，】顾 那 此依 据 黄 金 比例 的标 准 ，

应 用 假 象 线 ，或 试 图 用 儿何 数
’、
汁的 规 则 来做 美学

分析 ，以描述 人类lfl1部 的结 构和特 征 (包括 牙 街)

的 要 求 。事 实 上 ，尽 管 了J’i午多 的 比籍 和 杂 志 进 行

相 关 的争 论 ，最 应 该注 乖的 往 往 是 常 规 的 技 术 Ihl

不是
’
，丫称 改 头换 面 的魔 术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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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美 的优 势 (图 7)

当 今社 会 ，美的 优 势 是 虚 拟 和 现 实模 板 的载 体:

社 会 高 Jlf，犷美的 重 要性 和
‘
已的 影 响 力 ，把 它 当作 人

际 关 系 的 维 度 和 载 体 ，不 仅 是 自尊 的 象 征 ，实 际上

也增 强 J’自毛
l
享。 导致 而 部 和 身体 外表 变 得 重 要 是 由

于 社 会 的 广 泛 关 注 ，这 包括 了大 众 媒 体 的 影 响 (如

电影 、电视 、报 纸 、宣 传和 时 尚 ) :它 们往 往 强调 ，

有 魅 力 的 、漂 亮 的 人 比起 那 此 外表 中等 或 且陋 的 人

科 往 更加 具 有 优 势 。美 丽 影 响 人心 理 和 社 会 的 其 中
一
种 方式 就 在 」

1
:尽 竹 事 实 卜并 不相 关 ，却 把 许 多

不 同 的积 极 的特 质 都
’
J美 丽联 系起 来 ，也 就 是 说 和

内涵 无 关 ，只是 具 体 对 象化 。这 样
一
来 ，任 何 美 丽

的 人也都 变 成 承 载 着
“
好
”
的 个体 ，即 善 良、 ，叮靠 、

有 说 服 力 、快 乐 、 善」
:
交 际 、有 能 力 :美 丽 确 实 有

利 犷更 好 的 人 际 交 往 。这 些 社 会 优势 来 源 f人 们 、子

求 接 触 和 陪伴 了f魅 力的 人 ，更 亲 切地 回应 他 们 ，更

长 久地 注 意 他 们 ， 更近 趴 离地 亲 近 他 们 。所 有 的这
一
切 ，在 大 众 的 意 识 中 ，蕴 含着 魅 力和 吸 引 力 :这

就 使 有 魅 力的 人能 通 过 社 会 交 往 收 到 更 多的 合理 正

强 化 ，增 强 他们 的 自制 力和 自尊 自。在 社 会意 识 中 ，

另 外 两种 引起 人 们尊 工 的 价 浪 ，财 富 和 名望 ，却 常

常 不 和 而 容 及 身体 的 美 丽 联 系在
一
起 。有 魅 力 的 人

更 容 易接 受 自 己的 身 体 ， iL他 们 具有 更 好 的 内在 f内

和 i皆，这 就 使 他 们 的 生 活 更 加愉 快 ，并且 [)4此 有 利

J
飞
发展 他 们 的 生 活 。 因此 ，美 能 改 善 生 活 质量 。 考

虑 到 美带 来 的 种 种 优 势 ，就 能理 解 为 什 么现 在 的 人

们想要变 美 及想要 表现得更加有魅力 :是 为 了更好

地 传达 自身精神
一心理状 态的健康 ，并且 克服 日常

生 活的神经衰弱症 。

1.8 美的追求 (图 8)

即使 我 们 尝 试 着 去理 解 美 ，美 却 往 往 呈 现 出

逃 离的意 图。美 似乎总 是要从那些试 图理解它 、掌

握它 的人 手中逃 走 。所有 的 人为 了追求美都 不约而

同地 修剪和梳理 头 发 ，洗 澡 ，化妆 ，保持 自身的整

i古，选择 并购买衣服或配饰 ，还有饮食方 面 。这些

行 为存在于 每个 人身_匕 以不同方式所表现 出来 ，

其 唯
一
目的 就 是 增 加 自 己或 其 他 人 眼 中的 自己的

美。
’
与今社会传达 给我 们的观点是 :过去美丽是 先

天优势 ，但现在每
一
个人都 可能 而且必 须变 得有魅

力。外表 变成 J
’
我 们对 自我 定义的

一
个重要部分 。

我 们的外 貌先天决定的成分减少 ，而更 多的表现 为

我 们不断变 化的野心 和欲望 ;因此现在我 们不再确

定是 否能够相 信我 们的 外在 了。由于社 会方面所给

予 的 优势 ，美现在 以
一
种强迫性 的方式被探索 着 。

在镜 中凝视一 个人的时候 ，往往这 个人实 际的模样

和他看上 去 的模 样有所 不 同 ，是 因为在对其形象进

行 感 知 的 过 程 中产 生 轻 微 畸变 而导 致 的最 终结 果

之 间的分歧 。这 种存在 于 自我和旁 人之 间的 ，对于

自身美 的半lJ断 的分歧 ，增 加 了患心理 失调 问题 的可

能性 ，严重 的临床症状 有
一
厌 食症 、贪食症 和 身体意

象障碍 。

图 7 美的优 势 图 8 美的追求

万
‘}
，
11]IJ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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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身体意象障碍 (图 9)

身体意 象障碍是对 自己的 身体形象在感 知 、认

知 、情 感和行 为水平上 的
一
种扭 曲。事实 卜，每 个

人看 自己的眼光都 与感觉 、
‘
隋绪 和思想有 关联 ，它

们 以
一
种决 定性 的方式影响并改变着我们 的行 为。

电影 、电视和报纸推 崇与普通 大众相去甚远 的美的

理 念 ，过分强调 外部 形象的重要性 ，而对聪 明 才智

或 个人品质产生 了不利影响 。这 种强调 意 味着或 多

或 少的相应美学 改变 。引用他 人的
一
句话 :怀疑让

我们使用化妆 品 ，相 比整形手术 ，这 种方 法更容 易

改变 外形 ，危害却更少。
图 9 身体意象障碍

1.10 化妆品 (图 10)

对 身体进 行装饰 的行 为 具有古老 的历 史。这 种

行为在数 个世纪始终存在 着 ，出现于 世 界 卜任何
一

个地 方和任何 种 文化里 ，包括 服饰和装饰 品。这

种行为的主要作用就是传递 与众 不同的信号 。面部

是 身体 中我 们给予 更多关注 的
一
部分 ，由 于它 对于

美的重要性 而 言是最 容 易受到攻 击的部 分 ，也是我

们在 别人和 自己眼 中显得独特最 有效 的部位 。它 是

拥有化妆 品特 权 的部位 ，连 1司头 发和手
一
起 ，是 不

会被 衣服覆盖 到的少数 区域之
一
。化妆 的重要性在

J
飞
可 以增 加或者研 究面部 美学 ，这 种行 为 仁要 存在

厂女性 。因此大众媒 体和宣传部 门常常 面 向她 们。

化妆常 能够 获得 不错 的甚至是 出色的效 果 ，但是这

受面部的形态 美不美的影响。除了装饰性 的化妆 ，

还 有被 定义为掩饰 的矫正性 的化妆 ，通 常 用来 隐藏

外表 的缺陷 ，如黑 眼圈 、胎记 、瘫痕 。从这层 意 义

_上说 ，掩饰性 化妆这 种技术 ，应该 不仅 仅被视 作是
一
种美学 的行 为 ，而是

一
种社 会心理 的需要 。化妆

对 J
二
面部 的美学 效果有重要 作用 ，但不幸 的是 ，它

需要每 天进 行 ，这 就使得它 成 为
一
种短暂 的技 术。

现 今，当化妆 品不再 能够 满足
一
个人对 美学 的期望

时 ，人们就更容易转 向医学 美学学科 。

2 医 学 美 学

图 {0 化 声汝品

2.1 美学维 度和 医学维 度 (图 11)

当
一
个 人转 向医学 美学 学 科 时 ，美学 维 度 就 遇

1几r医学 维 度 。那 么这 两 个 维 度 之 间 的联 系是 什 么

呢? 患 者 的健 康 是 而且 必 须 是 任 何 医学 学 科 的 主 要

目标 。 在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W HO)纲 领 的 第
一
条 也

是最 重要 的条 款 中 ，健 康 被 定 义为拥 有 完 整 的生 理 、

心理 和 社 会 幸 福 ，而 不是 简 单 的 没 有疾 病 的状 态 。

健康 被认 为 是
一
种权 利 ，以此 来看 ，它 是

一
切 人们 图 !{ 美学维度和医学维度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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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其 他 基 本权 利 的 墓 础 。 外 科 和 牙科 ， 作 用 }
:
不 !lJ

见的 部位 时 ，是 追 求 个 人 的 身体 健 康 的 医学 学 科 。

l(lJ美学 手 术 和 美容 才科 作 用 J
飞
可 见部 位 (

‘
自们 因 此

被 定 义为
“
美学

”
) ，操 作 J必须 既 满 足

一
f
飞
身 体 邻 近

组 织 相 协 iJttJ ， 义满 足病 人的 期 望 。 满 足 美学 部 分 即

意 味 首 达 到 患 者 在 心 理 上 及 社 会 生 活 土 的 良好 状

态 ，这 就 是 医
」、
广与美学 之 间 的联 系 。不 容 忽 视 的 是 ，

于卜往 在
一
次 操 作 中必 须 完 成 患 者 。日

一
见和 不 叮 见的 部

位 。 在医
’、
产上 ，美 学 被 定 义 为 对 自然 的 模 仿 、理 想

化 及 改 善 自然 {1，可 能 的 不IJ二确 ，以超 越 自然 本 身。

的 各种表情 时 ，它 们的主 导特 征仍然保持 着
一
致性

(容 貌恒 定性 )。 身份的恒 定
J
比是

一
个即时具 象的

识 另lJ体 系 (感知整 体 )，而 因为沉思 是
一
种特 殊 的

意识平衡 (非 语 言交流 )，容貌恒 定性 是 由面部 的

叮塑性物 质相互 作用带 来的主观感觉 。 j
’
解容 貌恒

定性 是在脸上 或者脸 的某 个部分进行整容手 术的基

础。脸部 的容 貌恒 定 性是如何被识 别』的?它是通过

意识 、知识 、经验 、直觉 及从永 久特 征 中分离 出的

表达偏差 来辨识 的。我 们通过移情 能 力，将 对面部

的感 知翻译编码 ，这 不仅表现在视觉 或 图形方面 ，

而月.表现在肌 肉方面 (特殊可塑性 材质的运动 )。

2.2 面部与 医学美学 :容貌恒定性 (图 12)

如果 要进 行 关 学 手术 的部 位 是 脸 ，医学 美学

的 目的是创造 个和谐 「l{J整体 (包括 面容 和其他部

位 )。这 种和 i皆的整体 ，仅通过 应川 标准化的 儿何

规 则 (线 、黄 金 比例等 )难 以实现 ，还必 须 考虑材

料部 分 。而容 ，具 有可 塑性 的变 化 ，在整体 的形态

}几就有 了差异 。当看 着 个人的脸 ，我 们将之 与我

们的生 命历程 ，!，的某个保持 不变的身份识 另lJ(信 自、)

联 系起来 ，以使我们能够识 另l]出这 个人 (身份 巨定 )。

身份 的恒 定性 使我 仃J能够 识 另{J人脸 ，即便在运 动 ‘}，

(面 部表情 )和经 历 J’自然变化 (年龄增 长)。没

有哪种 成 长或退 化 可以破坏
一
个 自然衰老的 人脸 1几

的
一致 的 外观特 征。此 外 ，脸1几也有

一
种 占 i二导地

位的特 征 ，我 们称之 为容 貌恒 定性 ，由 ，，丁塑性 材料

的 体积 来定 义。在 实 际应 用 中，当面部开 始进 行它

2.3 美 学干预 前 的创造 性 思维 (图 13)

l可部 及 身份 和 容 貌 的恒 定性 ，往 往容 易让 大 多

数 人对 大 体 可 以接 受 的 美学 的评 判造 成 负担 。 无意

识 的情 况 下 ，
一
个 人 的 内在 美是 始 终 存 在 的 ，但 因

为它 较 难 以呈 现 而 屈 服 于 大 众 的审 美 。 当意 识 到 自

己在 镜 中 ，发生 心 理 上 的 人格 冲 突 时 ，我 们 不能 接

受 自己。在这 种情 况 卜，我 们 缺 乏 可 以 令我 们接 受

或 克 服 美学 问题 的使 命 。 无意 识 ，前 意 识 ，并 不 总

是 被 我 们 意 识 到 。在 无意 识 的状 态 下 ，我 们 已产 生

这 样
一
种 心 理 ，既 不顺 从 也 不适 应 。而 美学 医生 必

须考 虑 到 个 人的 主 要 特 征 来 更 新 面 部 ，而 不 只是 像

常 见的 那 样 单 纯地 改造 它 。更 新
一
个 人就 像 是 使 他

重生 。专 业 医生 必 须 完 成
一
项 心 理 _L几的 任 务 ，即让

病 人意 识 到 自己是 更新 而 非 改造 。更 新 意 味 着将 大

图 枪 面部 与 医学美学 图 }3 美学干预前的创造性思维

，)，}fll l腔 医学 继续 教 台 职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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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母亲作为与之分享 自己与生俱来的
一
切 的

一
个

人来接纳。因此 ，手术的 目的是为了通过更好的社

会接触而维持或增 加 自信。不考虑这个 问题 的美学

医生们往往依靠大量 陈旧的模板 (美学干预措施可

以获得改变 ，但无法改善
一
个人 )。没有这种心理

准备的病人开始在改变 的迷宫 中徘徊 ，越陷越深 :

他 们不再能够认识到 自己
— 这就是现在许 多质量

标准化手术导致的结果。操作者往往缺乏美学意识 。

与之相反的是 ，寻求美学治疗 的人不想维持原状 ，

而更愿意创建
一
个新形象 。那么这种识别和参与将

对我们的观察产生相反的影响。此时 ，偏离常规是

偏离 自我程度 的决定性 因素。极端和异常 留在 了人

们的脑海 中，并将 人们分为不同类型 。在这种情 况

下 ，占主导地 位的表现必须通过 中性 的、不受移情

作用影响的性格特 征来获得 。进行操作的美学 医生

必须意识到 ，他 (她 )的职业艺术的中心点开始于

自我认识 (即本体感受 )。本体感受可 以引导所传

送 的意识 ，拥有更接近于面部结构识别的意识 (容

貌恒定性 )，在 人面部的表情 自然表达 中能感知更

好的结果。意识是潜意识所演化的有形产物 ，这为

我们打开 了
一
扇新的门，为我们提供 了创造性 的思

维 。

2.4 创造性思维与美 (图 14)

创造性思维带 来了创造力 ，在数个世纪 中
一直

促使人类进步。创造力是科学和艺术的基本要素。

与生俱来的科学和艺术修养也许不同，但是他们在

基于对情感 (感受 )和理解 (领悟 )方面所产生的

创造性思维是
一致 的。想要进人科学创造的灵魂需

要理解 、识别和欣赏美的元素 。艺术与科学这两个

学科的创造性 灵魂正在酝酿
一
个梦想 :即艺术梦想

通常能成为科学产物 ，当然是在进行相关研究之后。

让我们把科学 和艺术想象成在我们无法理解 的宏大

而 又普遍 的试验 中的先驱者或 冒险家。如果任何
一

个领域的专家能够将创造性思维理解为
一
种精神状

态 ，就会发现创造性思维可 以成为指明灯 ，而我们

知道 ，作为
一
种心理状态 ，首先有必要获得其维度 。

这项任务尽管在许多人看来十分抽象 ，但它还是建

立在人们的创造性思维之上 ，以被称之美学 的运用

和创造艺术活动 的人们为基础。艺术创作 ，无疑是

通过对美的追求 ，但不应该仅限于对客观美的追求

上 ，而应该传递美所具有 的真正 内涵 ，就如 同美是

她或者他人格的某部分
一
样 。科学和艺术应该结 合

起来，因为对美的追求意味着创造愉悦 :从这种意

义上 ，美学和创造性感知在技术性科学 中是极度缺

乏的。不幸的是 ，科学 的进步往往和技术而不是创

造性思维相关联 。这种从普遍 的思维 中感 知到的技

术方面的观点 ，对科学和艺术都是有害的。无论如

何 ，我们知道 ，在许多方面帮助 了我们的技术是根

据收集经验主 义和 发展 自身证据所得 ，通过改变 ，

它们变成 了寻常普遍 的思维 。所有的科学 作 品都 同

时具有科学性和艺术性 ，所有艺术作品也都 既是艺

术又是科学 。这是 因为我们每
一
次的美学手术 ，无

论是外科手术还是牙科手术 ，都可媲美
一
次艺术创

作 ，因此我们能预 见 (在美学 手术 中)，同时存在

着专业 (临床技术 因素 )
— 也就是能够有效地巧

妙处理 现实事物的能力 ，以及 灵感 (无形的、精神

上 的因素 ，神圣的道德感 )两方面 。职业技术是后

天习得 的，而灵感是来源于潜意识的 ，它似乎是来

源于外界 ，来源于 自然本身。诸如艺术就是像这样

诞生 自精神和物质 ，意识和潜意识 ，思想和实体 的

完美结合。为 了完善美学 手术 ，无论是在外科手术

还是牙科手术中，我们都不能忽略那些我们熟悉的、

由视觉传递 的交流方式等方面 ，从 中我们发现 ，在

人类不同的表达形式 中，包括不同姿势的面部信号;

简单来说 ，就是 由面部肌 肉的运动所传递 的面部特

点 。术者的职业责任就是使患者的各部分与其外貌

保持协调 而不改变其姿势 (面部特有 的表情 )，并

获得美学 、生物学和功能上 的统
一
。

2.5 人类面部的美学鉴赏 (图 15)

对人类面部形象的美学 鉴赏 既是和谐 的也是冲

突的 :和谐 的是那些坚持符合观察者需求 、规范 、

固定思维和期待的标准 ，而相反 的则是冲突的。对

图 14 创造性思维与美

，{.卜}日l玲医学 继 续 教 介杂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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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f人的面部 图像 的 美学 鉴赏需要确保 其 内在 和 外在

和谐
一
平衡 。在这 种情 况下 ，美之 所在 即人类 ，而美

学 则是 人类 的敏感性 所带 来的礼物 :面 部就是这种

敏感性 的彻底表现 。 因此 人 同时是 人类之 美的守护

者和创造者 。根据 以 上理 山，美学 应该 成 为
一
门被

学 习的科 目，结 合适 当的具有创造性 的精神状 态 ，

在所有 的学 校 及所 有层 次的医学 美学 (外科美学 及

牙科美学 )教 育中被传授 。

2.6 外科美学 (图 16)

外科美学 正经历显著的 发展 。在过去 的几年 中，

手术治疗 量 在 全世 界范 围 内迅速增 长。 手术 的 方法

更加成熟 ， 手术效 果确切 。更迅速 的痊 愈 ，更 少的

痛 苦 及更少 的
一
可见瘫痕都 使得选择 手术 的人数 不断

增 加。同时 ，这 种 治疗 受 到欢迎 还 因为它 不再 是 富

裕 阶级 的特 权 了。这 也 引起 了许 多伦理学方 面 的持

续争论 ，社 会或者 个人能 不能或应 不应该在控 制 自

己或 别人的 身体力
一
面设 限。经历过 手术过程 的 人则

宣称 ，无论如何他们都拥 有塑造 自己身体 的权 利。

面部 的美学 手 术主要 包括 面部 除皱 ，眼 、鼻 、唇 、

下 巴、耳 、颊部和 皮肤 的 手术 及植 发。这 些手 术的

日的是使 人的外表恢 复年轻 。面部是 个 人身份 的最

强烈和 明确 的代表 方
一
式 ，而用替代性 的技术去 卜涉

它 ，从某种程度上 来 说是对其 个人的独特性 的攻击 。

即使相 当复 杂 ，面 部移植 已经!叮以实现 。但是 个人

身份
’
J面部 的

一致 ，在 那此 已经严重毁 容的 人们面

前却必 须妥协 ，对 他们 来 说，获得 新的特 征远 不如

造成他们毁 容的原 囚 吏引 人注意 。

图 巧 人类面部的美学鉴赏

2.7 牙科 美 学 (图 17)

石二医学 领域 ，而 部在 美学 中 }l刁样 占据 了重 要的

位置 。面 部 是 应 该 在 任何 美学 手术 之 前 激 发我 们 灵

感 (精 神 上 和 专业 _}几)的 部位 ，是 我 们 的 手 术 最 终

必 须 取 得
一
个 和谐 结 果 的 部 位 。 书实 1几，如 果 可见

的 牙 街与 人的面 貌或 其 美学 期 待 无法达 成统
一
的话 ，

无论 在 功 能土 和 生 物 上 与 邻 近 组 织 如何 成 为
一
体 ，

都 是 无法 满 足 人 的 心 理 状 态 及社 会幸 福 感 的 。 因此

无论
一
个牙 科 修 复 体 多 么完 美 ，美学 的 失 败都 可 能

使 之 在 功 能 1几和 生 物 1几变 得 毫 无价 值 。
’
场对

一
个 人

进 行 审 美 时 ，尤 其 是 笑 容 的 美
一什与否还 混 杂 着 主 观

性 ，这 个 人 ，J丁能 会 继 续 去 寻求 精 神 物 理 学 的联 系 :

对 于 个 人的 身体 和
产仁命 的接 纳 ， 以 及与 他 人更 紧密

的联 系。从 这 种 意 义 卜说 ，嘴 作 为在 社 会交 流 中时

常 可 见的部位 ，对 个体在 美 的感 知 中扮 演 重要 角 色。

图 16 外科美学

我 们 发现在 笑容 中，常常但 不是始终突 出牙齿 ，即

所 谓
“
编 贝之 美

”
。牙齿 是面部整体 的

一
部 分 ，它

们应该 与面部有和谐 的 关系:
一 rl美丽 的 牙齿 会 与

缺乏 吸引力的面容产生 不协调感 ，正如 充满魅 力的

面容 会 与
一 [l 且陋 的牙齿 不协调

一
样 。

一
个人求助

于美 容牙科 的原 因是 多种 多样 的 ，可能 因为心理 原

因、病理 原 因、外伤甚至是 由于之前对面部及唇部

做过修整 。无论如何 ，最恰 当的方 式是使 用最 合适

的材料和技术 ，运用创造性思维和 多学科知识 (科学 、

l喻床和技术三者 的交 又，结 合对于具有吸引力的和

谐 产物 的灵感 )相结 合。 义齿 的制作起源于脑海 中

的念 头 ，而后用有形 的物质制作 出美学 产 品 ，其形

夕
””川「’腔“知粉毗 ‘了‘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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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 、颜 色和 牙齿结 构是获得美学 自信 的心理效应 的

基本要素 。当置人个体后 ，只有不会被发现是义齿 ，

并能促使或保 留笑容 的和谐 、平衡及 由此而产生 的

美感 时 ，义齿 的美学 效果 才算达 成。这样
一
来 ，牙

医就更偏 爱能够获得确 定 的、积极 的美学 心理 反应

的义齿 。作为个体 ，姿态表 现 的改善将增 强其对更

美好的社会生活的预期 ，个体 因此而感到更加幸福 ，

这也意味着人类不仅用语言交流 ，也用非语言交流 ，

即没有语言的沟通 。整体的和谐是 人的调节与心理

动态过程相 匹配 ，我们发现我们的面部表情表达 :

形成 了情绪的表达。当达到了完美与和谐的呈现时 ，

面部和躯体的美丽就会展现出来 (图 18) 。

图 17 牙科美学 图 18 当完美与和谐灿烂的呈现时 面部和躯体的美丽就

会展现出来

3讨 论

让 我 们 来 考 虑
一
下 被 希 波 克 拉 底 (

一
位 成 为

了哲学 家的医师 ，被等 同于神 )称 作恐 嗅症 的疾病

吧。
一
种包含 了情感心理学 且体现 了哲学 的医术作

为
一
种对绝对 尺寸 的借鉴意义 ，使我们更加接近 了

自然的平衡 。 自我意识是通过智者代代相 传 的。拿

儿童 来说 ，脆弱 的成年 人
一患者 关系通常并没有经

过
一
个 自我意识萌 发的阶段 ，因此 父 母或儿童 崇拜

的人
—

在此情 况下 即美学 医生 充当了儿童 的释惑

者 ，这些疑惑往往处在其初级 阶段 并与牵涉其 中的

成年人无关。当
一
个病 人出于心理

一美学 原 因前 来

就 医 ，当治疗 完成后他 (她 )希望能达到 自己的期望 。

人并不是都 需要复杂和侵人性 的治疗 的 ，因此 人们

依赖 ，甚至有 时是盲 目地依赖美学 医生 ，因为他们

相信 医生能实现他们所追寻 的想象 中的形象 。作为

唯
一
能够将这 种艺术转化为整容手术或者 牙科手术

的人 ，美学 医生必须尊重人性 ，并使 用创造性思维 。

很显然 ，他 (她 )需要 出于道德 来做 出决定 ，排 除

后续可能产生 的顾虑。
一
个对 手术方式感到满意的

病人需要对手术有足够 的信心 ，甚至在最 终 问题解

决之前就先产生 自我意识 。这就是患者之前所缺失

的 自尊 ，是如何与 自我满意和 自信心相互作用的。

4 结 论

我 们 的结 论 经 过 了神 经 科学 的证 实 ，认 为存

在 两 种思 维 方 式 :创 造性 思 维 和 分析 性 思 维 (非

创 造性 思 维 )。这 两 种 不 同的思 维 方 式 无意 间造

成 了对 问题 的不 同的解 决 方 法 。创 造性 思 维 具 有

突 发 的 灵感 ，而 更具 有 系统性 的分 析性 思 维 需要

固定的模式和信息 ，这些往往会禁锢 头脑;事实上 ，

分 析 性 思 维 往 往通 过早 已在 工 作 中获得 的信 息 ，

或 是 引导 或推 断 而 来 的答 案 ，来理 性 地 占据 我 们

的头脑 。创 造 性 思 维 独立 发展 出许 多无法 作 出解

释 的模 式 ，然 而
一 旦它 们 被 组 织 起 来 ，提 出非 传

1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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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的 解 决 方 案 ，它 们 对 J
飞
整 体 概 念 的 宏 观 视 角 更

为透 彻 ; 也 就 是
一
个 能 够 和 谐 地 揉 合 内 部 和 外 部

因素 的概 念 或 想 法 ，这 」1
丁
是 美学 教学 中所 缺 乏 的 。

这 是 培 养 艺 术感 觉 的
一
种 方 法 ，逻 辑 思 维 缺 少 的

正 是 艺术 感 觉 ，它 过 于 客 观 ，因此 难 以将 所 有 内 、

外 部 因 素 纳 人 考 虑 。 它 提 供
一
J’纯 粹 的 、 缺 乏 情 感

的 温 暖 的 认 知 元 素 ，可 以 在 不 承 认 这
一
基 本 概 念

的 医学 美学 的许 多主要 手 术之 中发现 。如 果这 样

的思 想 甚 至都 没有 出现 在 美容 牙科学 上 ，就 与创

造性 思 维 所表 现 的情 感 l几的温 暖 无 关 了，是 分析

性 思 维 的具 体说 明。我 们仍 旧不断地 面 对 在诸 多

方 面 都 不考 虑 内情 和心 理 的形 式 主义 的项 目。 因

此 由技 术层 面 所 定 义的美就 始 终 存 在 ，这 不是最

接近患者 自然美的最 终的美的结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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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腔 外 科 与 种 植 外 科 》

作 者 围绕
“
安 全 为 中心

”
这 一理 念 ，通 过 大量 的真 实病 例详 细

地 展 示 厂口胶 外科 手 术全 面 的术 前 评 估 、治疗 方 案 的选择 、具 体操

作过 程 和 技 巧 ，包 括 牙拔 除术 、囊肿 手 术 、牙 外伤处理 、软 组 织 手

术 、种 植 手 术 、急救 处理 等 内容 。本 书通 过 大量 不 同患 者 、不 同临

床表 现 的真 实病 例详 细地 展 示 了 口腔 外科 手 术 的具 体操 作过 程 和 技

巧 ， 对患 牙是 采取 拔 除后种 植 还 是 实施保 守治疗 的指 征和效 果进 行

了对 比 ，贴 近 临 床 实 用 ，配 以大量 图片浅 显 易懂 ，具 有 很 强 的实 用

性 和指 导性 ，适 合 L]腔科 医学 生 、医师 阅读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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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口 腔 种 植 临 床 精 萃 (2014 年 卷 ) 》

为提 供 记 录 和展 现 口腔 种植 医 师临 床 成就 的平 台 ，促进 口腔种

植 医 师之 间 的交 流和 种植 临 床 技 术 的规 范 ，北 京 口腔 种植 培 训 中心

(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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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每年举办

“
BITC口腔种植病例大奖赛

”
，本书为集结

“
第

毛届 B工TCll腔种植病例大奖赛
”
获奖病例 出版的学 术专著 ，共收录

完 整病 例63个 。 自前 两 届 大 奖 赛举办 以来 ，参 赛 的病 例 数量 不 断增

多、总 体水平 不断提 高 ，内容涉及 了口腔种植治疗 的各个方 面及颅领

面器官种植等很 多先进 的技术与方法 ，充分展示 了我 国 口腔种植临床

的发展 水平 。本书的 出版将激励种植 医师养成认 真收集 与整理病例 的

良好习惯 ，促进临床医师综 合实力的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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