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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阐述了感觉寻求研究中与绘画有关的研究，分析感觉寻求人格与绘画的复杂度、风格倾向、内容的积极

性以及艺术的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认为美术学习可能会影响到人格的发展趋势，影响其创造性人格特质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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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hesis introduces the study related with painting in sensation seeking, and analyses the 
complexity between personality and painting,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endency of style,  positivity of 
content, creativity and indefinability of arts. It maintains that the learning of arts can influence the 
tendency of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the forming of creative personality particul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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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具有适应的价值，经常成为美的首选因

素。[1] Lowenfeld 在《创造与心智的成长》中说到：

“艺术能和谐地统整成长过程中的一切，造就出身

心健全的人。”[2]艺术与感觉寻求的关系是一个值

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1  感觉寻求及其量化 
 

感觉寻求(Sensation Seeking)，是人的社会动机

之一。M.Zuckerman 首先提出感觉寻求是一种人格

特质，它包括人对新异变化和复杂感觉经验的需求
[3]。感觉寻求较显著的人，觉醒状态经常保持在较

高的唤醒水平，并且为了维持这一水平而不断寻找

新的刺激。这种人很容易对反复出现的刺激感到厌

烦，对于重复的刺激反应速度会大为减慢，他们具

有探索新异刺激情景的人格倾向。 

高感觉寻求者总是寻找奇异和变化多样的新

经验，对自己的内部感受十分敏感，行为放荡不羁，

藐视社会规范。高感觉寻求者可以表现出超乎寻常

的创造能力。 

感觉寻求量表(SSS)是测量感觉寻求(SS)的基本

工具，它包括：一般感觉寻求(GEN)、刺激和冒险

寻求(TAS)、经验寻求(ES)、去抑制(DIS)、单调耐受

性(BS)五个因子。 

 
2  感觉寻求与图象和绘画的关系 
 
2.1  感觉寻求与对图形复杂度的偏好相关 

Berlyne 认为刺激在增加觉醒和潜在觉醒上的

能力是多样的。[4]潜在觉醒的决定性之一是图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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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程度，感觉寻求有 2 个研究[5]与此有关。1959

年 Welsh 设计了一个图形偏爱测验，[6]该测验测量

了人对于复杂图形的偏爱程度。1970 年 Zuckerman

等人发现，高感觉寻求者对此测验中的复杂图形比

低感觉寻求者更为偏爱，此量表最后成为判断艺术

家是否具有创造性的标准。但是在 Osborne 等人研

究的四个现代画家中，却未发现感觉寻求和复杂绘

画偏爱之间存在联系。[7] 

Zuckerman 等人选择了一些能在高感觉寻求

者和低感觉寻求者之间最好辨别的图形，用来作为

偏爱测试的题目。[8]研究发现，高感觉寻求者更偏

爱复杂、不对称的、有象征性提示的形式的图，而

低感觉寻求者更偏爱简单和对称的图形。 

所有的绘画都可以按复杂—简单的分类方法

进行划分，人们对于某些极度简单或是极度复杂的

绘画和设计的偏爱与感觉寻求的不同水平有关，但

需要注意现代艺术的简洁并不等同于简单。 

2.2  ES 的得分与美术经验关系较大 
ES（经验寻求）与视觉偏爱有很强的联系，在

对于不同艺术作品的偏爱方面，ES 的影响甚至比艺

术作品中的色彩、线条等简单刺激更为明显。[9]对

不同图形类型的偏爱与 SSS（感觉寻求量表）联系

最大的是 ES 量表。[8] 

笔者曾测试过中国的画家群体，[10]结果发现现

代风格的画家比传统风格的画家具有更高的感觉

寻求特征，他们在 GEN、ES、BS 上差异非常显著。

喜爱西方艺术的人比喜爱东方艺术的人在 ES 量表

上的得分更高。在区分不同风格的艺术家时，ES

量表最为敏感。而艺术家与普通人之间的差异出现

在 DIS 维度上。这种差异可能与中国艺术发展的时

代有关。R. Karvonen 也研究了艺术学生和普通人之

间的感觉寻求差异，[11]发现在感觉寻求的所有维度

上，艺术学生的得分均高于普通学生，最大的差异

也体现在“ES”上。 

复杂和不协调性是视觉刺激的两个品质，它们

能产生觉醒。[9]在设计、艺术和音乐方面，高感觉

寻求者表现出对复杂和不协调（如复杂抽象艺术）

以及强烈刺激的兴趣，低感觉寻求者则偏爱于平静

的，低紧张度的艺术和音乐。这些偏爱差异通常与

SSS 的部分或所有分量表有关，并且 ES 量表往往差

异最大。ES 通过感觉测量“经验的开放度”，从而

与对艺术和音乐的广泛喜好有着最大的联系。 

ES 量表是通过智力活动和认识水平而不是危

险行为来测量感觉寻求。该量表包含有关对大脑和

感觉的新颖感觉和经验的寻求，如对音乐、艺术、

旅行的觉醒；有关社会的不协调性等问题以及与处

于传统社会边缘的群体（画家，嬉皮士，同性恋）

的联系。ES 表述的行为所代表的特点是开放的、不

拘束的以及多种体验的生活模式，对文化现象的包

容与艺术家所具有的艺术思想有一定的联系。 

2.3  感觉寻求得分与绘画的抽象－具象风格相关 
在抽象绘画研究方面，有人将绘画根据复杂—

简单、具（表）象—抽象的维度分成了 4 组：简单

具象派，复杂具象派，简单抽象派，复杂抽象派，

研究结果显示 SSS 在复杂抽象画派上总得分表现积

极，在复杂具象画派上表现消极。[12]绘画的具象—

抽象维度比复杂—简单维度更加重要。另外，

Tobacyk 等人的研究中，通过对 40 副画的反应进行

因素分析，结果发现，感觉寻求与 Pollock 复杂的抽

象绘画、Boccioni 的立体派绘画以及有侵略主题的

画作有关。研究结果支持 Furnham 和 Bunyan 的观

点，高感觉寻求者更喜欢抽象绘画风格。[13] 

对复杂和紧张尺度与 SSS 的关系的研究，[14]

发现感觉寻求与绘画的复杂度没有相关，在紧张度

上存在相关。高感觉寻求者比低感觉寻求者更喜欢

中等和高紧张度的绘画，在低紧张度的绘画上，高

低感觉寻求者之间没有差别。高感觉寻求者比低感

觉寻求者更喜欢表现主义绘画，ES 量表得分高的组

比低的组更喜欢朦胧的、半抽象的和表现主义的的

绘画。一般来说，抽象—复杂的绘画有着不确定的、

含糊的产生觉醒的质量，相反，在具象绘画中所有

的事物都是很清晰的。 

Furnham 等人[15]研究了 121 人和 24 幅抽象、流

行和具像绘画。结果显示，TAS 与具像艺术的偏好

呈正相关，而 DIS 与抽象艺术和流行艺术的偏好呈

正相关。研究还发现，艺术的教育和参观艺术作品

的频率与对抽象艺术的喜好呈正相关。人格变量大

多与积极的表现性艺术看法有着很强的联系，而与

流行艺术有很小的关系。 

对于高感觉寻求者来说，艺术的形式，具象和

抽象，复杂和简单比其内容更为重要。[10]艺术带来

的觉醒体验和积极与消极的情绪体验的可能是相

互独立的。如恐怖电影和重金属音乐，他们带给人

刺激的觉醒体验就比其内容更有价值。 

抽象—具象风格的差异是当代艺术中并存的

两大艺术风格，不同艺术风格所对应的可能是不同

的觉醒体验，抽象的艺术家可能具有更高的觉醒水

平。对于现代艺术中的许多前卫观念和行为我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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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从感觉寻求方面得到一定的解释。 

2.4  感觉寻求与积极—消极绘画内容的关系 
有人研究了图片的积极和消极内容与感觉

寻求的关系。[16]Zaleski 要求波兰大学的学生从 7

副画（包括积极、中立和消极的场景）中选出他

们最喜欢的画片。结果发现男性、女性、GEN, ES 

量表高得分者和低得分者之间首选的画在积极、

消极和中立上的分布完全不同。低经验寻求者，

对有积极觉醒价值的刺激有明显偏爱，但高感觉

寻求者的选择呈 U 型分布。在女性中，低感觉寻

求者很少喜欢消极图片，在高感觉寻求者中，很

多更喜欢积极的图片，而不是消极的。在男性中

间，大多数的高感觉寻求者更喜欢消极的图片。

对于两种性别的高感觉寻求者来说，中立的图片

都有最低的选择分布。因此，对于高感觉寻求者

而言，刺激觉醒的价值似乎比图片主题的积极性

或消极性更突出。David Rawlings 的研究也得到了

相同的结果。[17] 

2.5  艺术的不确定性质可以影响感觉寻求的得分 
通常认为，艺术是人类以情感和想象为特性，

来把握和反映世界，表示对世界和自身以及对二者

关系的看法的一种特殊方式。后现代主义强调艺术

品的创造与欣赏没有单一的、绝对的答案或标准。

虽然已有的研究都能证明在对抽象艺术和现实主

义艺术的态度上，感觉寻求对人的审美观产生了重

要的影响，但高感觉寻求的人的爱好是广泛的。

Gregory 等人的研究结果却显示，开放度高的人首选

的艺术形式出现在每一个风格中。[1]这种矛盾的研

究结果在艺术心理学的研究中是经常出现的。[18]

虽然这种差异似乎使什么是艺术变得更为不确定，

但却很符合现代艺术的观念。 

综上所述，感觉寻求与美术具有紧密的联系，

并且这种关系是复杂多变的。 

 

3  感觉寻求与艺术人格的关系 
 

3.1  感觉寻求与艺术人格测量 
Furnham 等人的研究发现，在测查人们对艺术

倾向性的选择中，使用范围具体、针对性强的人格

量表可以更好地测量人对某些特殊艺术形式的偏

好。感觉寻求量表比“大五”人格维度更能有效地

反映这种变化；不同艺术倾向的人在感觉寻求量表

上的差异比在大五人格维度的差异更大。[15]SSS 是

目前测量艺术人格的较好工具。 

3.2  感觉寻求水平与创造力 
发散性思维、好奇心和对复杂性和不明确的接

受是与创造力有关的特征。[10] 

Zuckerman 的研究显示，感觉寻求与认知创新、

多样性和原创性等各种测试有直接联系[19]。Okamoto

和 Takari 发现 SSS 和图画创造测试之间有显著的相

关。[20]McCrae 发现发散性思维（联想流畅、表达流

畅、构思流畅、语句流畅、推理细致）是感觉寻求

的一个普通特征。[21]McCrae 和 Costa 构建了“大五”

人格的经验开放度因素并测量了表达模式的六个

方面的开放度：幻想、审美、情感、行为、观念、

价值，[22-23]其中的 5 个方面表现为感觉寻求的内在

类型，只有行为例外。McCrae 认为 SSS 的所有因素

在通常情况下是人“在各种经验里的一种兴趣”，

而最高相关的 ES 因素被定义为“通过大脑和感觉

的觉醒寻求”。 [23]此外，Berlyne 还提出了对认知的

好奇心和对秘密的好奇心的概念。[4]Olson 等人的研

究发现对秘密的好奇心与 SSS 总分的相关达到

0.45，而 ES、DIS 和 BS 量表均涉及秘密的好奇心。[24] 

高的感觉寻求水平与高发散性思维、高经验开

放度、高好奇心都有很重要的联系。 

3.3  美术学习对感觉寻求水平的影响 
在我们进行的一项关于场独立——依存性发

展的研究中发现长期的美术学习可能会提高学生

的场独立得分，并且这种影响在女性中较为明显。
[25]在关于感觉寻求人格的发展上，我们发现美术学

习的经验也可能影响到感觉寻求得分的发展趋势。

这种趋势是，与普通被试相比，学美术的学生在

TAS、ES、GEN 上的得分有随年级的增加而提高或

者减缓下降趋势。并且，这种趋势在整个艺术学习

中都可能存在，包括音乐和舞蹈。 

美术学习可能会影响到人格的发展趋势，影响

其创造性人格特质的形成。与此相关的研究目前还

比较少见。科学的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是目

前艺术心理学研究所面临的问题。 
 

4  展 望 
 

有艺术理论家认为，某些艺术创作的过程是直

接在感觉剥夺的环境中产生的，[26]在减少外界刺激

的条件下，为维持最佳觉醒水平而出现积极的思维

和行为上的感觉寻求需要。如艺术家往往都喜欢寻

找安静的环境进行创作，缺失状态常常伴随着认知

的活跃。[26]David Lewis-williams 甚至认为人类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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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起源就是人在感觉剥夺的条件下产生的幻

觉经验的记录。[27]从艺术的出现到它的发展似乎都

与人的感觉寻求机制有着紧密的联系。 

高感觉寻求水平与高发散性思维、高经验开

放度、强好奇心都有很重要的联系，高感觉寻求水

平意味着高创造力的可能。艺术被公认为是充满创

造性的行业。那么，究竟是高创造力的人格特点导

致了艺术行为还是艺术行为导致高创造力的人格

特征呢？艺术经验能否改变与创造力有关的人格

特质？或者艺术究竟给人带来了什么影响？这些

都有待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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