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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弗罗姆心理学说的时代背景

和思想渊源

郭永玉

华中师大

弗罗姆 (E r ieh F r o m m , 1 9 0 0 一 1 9 8 0 )是本

世纪的同龄人
,

他在二十世纪生活了八十年
。

这个不平静的时代造成了他的不平静的内心

世界
。

他总是热切地关注着与他同时代的人

的处境
、

命运和心灵
,

不知疲倦地向人们表述

着他对世界
、

对人生的观察和 思考
。

因而不考

察弗罗姆生活于其 中的社会文化氛围
,

我们

就不能理解他的思想
。

美国科学哲学家科恩 (R o 比 rt 5
.

e o h e n )

曾经概略地描述过这个时代的特征
: “

我们的

时代标志是
:

伟大的革命
,

巨大的战争
,

大规

模的经济危机
,

和人类的生活与文化 的机械

化的执著的趋向
。 ’, ¹
其中

,

战争和生活方式

的机械化趋势对人的影响
,

是包括弗罗姆在

内的许多西方思想家所特别关注并引起了广

泛讨论的
。

本世纪最强烈而深远地影响人们内心的

事件无疑是两次世界大战
。

战争留下的创伤

和对新的战争的恐惧给人们的生活投下了巨

大的阴影
。

整个世界备受战争蹂嗬
,

人们感到

即使在 自己家里也是不安全的
。

战争和新的

军备竞赛 (特别是核武器的威胁 )导致了人们

对人生和道德进步的怀疑和对人类可能自我

毁灭的担忧
。

传统的价值系统毁灭了
,

新和信

念还没建立
。

人们生活在莫名的愤怒和不安

之中
。

弗罗姆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思考与战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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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心理学问题
,

他在著作中经常讨论法西

斯主义
,

谴责军备竞赛
。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时
,

少年弗罗姆就从 自己的亲身经历 中萌生

了许多疑间
,

这些疑问促使他走上了探索人

性与社会生活的规律的道路
。 º 至于第二次

世界大战
,

则更深刻地影响了弗罗姆
,

他被迫

流亡美国
,

并在 19 41 年出版了主要研究纳粹

主义的心理学问题的《逃避 自由》一书
,

这本

书使他一举成名
。

战后的西方经济逐步恢复过来
,

进入了

一个持续的繁荣时期
,

物质财富空前富裕
,

科

学技术空前发达
,

人的许多需要都可以只按

一下开关或拧一下旋钮就很快得到满足
。

但

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条

件下发生的
,

所以一方面它创造 了巨大的社

会生产力
,

另一方面又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后

果
。

一是对自然的贪婪的索取所造成的生态

破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并使人感到失去了与

自然的和谐关系
。

再就是社会生活的机械化

倾向
。

人不仅在生产过程中被机器所控制
,

而

且在生活中被庞大的官僚机器
、

被形形色色

的传播媒介背后的
“

匿名权威
”

所操纵
,

人的

一切活动都似 乎是预先规定好的
,

被某种程

序控制着
。

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属物
,

变成了工

具
。

人失去了个性
,

失去了人作为人的丰富性

和完整性
。

无孔不入的商品经济也危害着人的精神



健康
。

生活的目的似乎就是金钱
,

就是尽可能

地生产和尽可能地消费
,

似乎金钱可以买到

一切
,

包括买到幸福
。

这样一种社会运行机制

只关心经济和技术的进步
,

只关心利润而无

视人的存在
。

其它如由性与爱的纠葛弓(起的困惑
、

社

会公正 (贫穷和种族歧视 )问题
、

教育间题等

等
,

都是二十世纪西方世界的严重问题
。

这些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弗罗姆并

进入他的研究视野
。

作为一个长期开业的医

生
,

他研究了许许多多的由这些问题 引起的

不幸的现代人
,

创建了一整套关于现代社会

和现代人的社会心理学理论
。

要更深入地理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

会症结
、

弗罗姆的理论本身以及他为什么受

到广泛欢迎
,

我 们必须提及六十年代末在许

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激烈的学潮和工

潮
,

特别是作为这一系列造反事件的典型的

19 6 8 年法国的
“

五月风暴
” 。

尽管弗罗姆与这

些造反事件没有直接联系
,

但显然有一种精

神上的联系
。

因为他是
“

西方马克思主义
”

的

代表 人物之一
,

而
“

西方马克思主义
”

正是造

反的学生和工人的思想武器
。

他像其他
“

西方

马克思主义
”

者一样
,

是一位发达资本主义社

会的孜孜不倦的批评者
。

而在反抗运动失败

后
,

青年一代又把弗罗姆看成发泄不满的喉

舌
。 À

现 时代的社会现 实是思想家创造的源

泉
,

但这种创造离不开对人类文化遗产的继

承
,

而继承是有选择性的
。

研究思想家对文化

遗产的选择性继承是研究他的思想创造所必

须的
。

正如弗罗姆自己和其它许多研究者所提

出的
,

对弗罗姆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是马克思

和弗洛伊德
。

他力图将这两位思想家结合起

来
,

当然这不是他的目的
,

他是要创立一种新

的理论来表达他对世界的理解
。

据弗罗姆自己说
,

他之所以对马克思和

弗洛伊德的学说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生兴

趣
,

与他的一些个人经历有关
。

他是公个独生

子
,

父亲性情急躁
、

喜怒无常
;
母亲情绪低落

,

郁郁寡欢
。

在这个家庭中他感到孤独
,

并对奇

特神秘的人类行为的原因发生了兴趣
。

他很

喜欢的一位富于魅力的年轻女画家
,

一直不

结婚
,

总是陪伴着她那位在弗罗姆看来索然

寡味
,

其貌不扬的丧偶的父亲
,

她父亲一去逝

她就自杀了
,

并 留下遗嘱说要同父亲合葬
。

这

件事深深触动了十二岁的弗罗姆
,

他不能理

解这是 为什么
,

直到十年后他才在弗洛伊德

的学说中找到了答案
,

并被这种学说吸引住

了
。

真正决定他成长道路的事件是第一次世

界大战
。

他对战争的疑间越来越多
,

他希望理

解那些在战争中充分表现出来的大众行为中

的非理性因素
,

探索支配个人生活的规律和

社会的规律
。

当时有许多社会主
.

义者在国会

投票反对战争预算
,

批评德国政府的官方立

场
。

这一切促使他接近马克思主义并感到可

以在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学说中找到他所思

考的间题的答案
。¼

弗罗姆把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学说的共同

基础概括为三句格言
:
怀疑一切

。

人所具有的

我都具有
。

真理会使你获得自由
。

还有一个

共同的特点就是
,

二者都是用动力学和辩证

的方法来研究现实的
。

这是弗罗姆作的理论

概括
,

但我们更关心弗罗姆在创立他 自己的

理论过程中
,

事实上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那

里吸收 了哪些共同的东西
,

这二者是紧密联

系的
,

但不是一回事
。

正是后者构成了弗罗姆

全部学说的灵魂
。

弗罗姆是从以下四个方面

去理解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共同点并加以继

承和发展的
。

理性主义
。

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相信真

理的解放力量 (真理会使你获得自由 )
。

马克

思坚信真理是变革社会的有力武器
,

他一生

主要是在从事关于社会和历史的科学研究
,

并以此作为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基础
。

弗洛伊

德则坚信真理是变革个 人的有力武器
,

精神

分析的实质和 目的就是帮助病人理性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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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
,

认识被各种幻想掩盖着的非理性的现

实
。 “

弗洛伊德身上最显著的
,

也许是最强烈

的情感 力量就是热望真理
、

坚信理论
” 。 ½
弗

罗姆继承了这种理性主义精神
,

以理性的态

度分析人和社会
,

并把理性作为健康人的基

本能力和标志
,

作为未来社会运行机制的原

则
。

人本主义
。

人本主义@ 的基本含义是人

有共同的本性 (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 )
,

因而

人生来是平等的
,

应当相互尊重
。

理想的社会

应把人本身作 为目的
,

把人性的健康而全面

的发展作为 目的
。

弗罗姆认为马克思从青年

到老年都一直以人本主义作为批判资本主义

的武器之一
,

并以人本主义作为共产主 义社

会的 基本特征
。

马克思在《18 44 年经济学

— 哲学手稿 》中
,

说共产主义是
“

完成了的

人本主义
’

心在《共产党宣言》中
,

他说
: “

代替

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

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

在那里
,

每个人的自

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 À在《资

本论》中
,

马克 思说
,

真正的自由王国是将人

类能力的发展
“

作为 目的本身
’, Á ,

而共产主

义是一种
“

更高级的
,

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

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 ’

哟弗洛伊德

的人本主义思想体现在他的
“

无意识
”

概念

中
,

所有人都具有相同的无意识的冲动
,

所以

一旦揭开了无意识这个隐蔽的世界
,

人们就

会相互理解
。。
弗洛伊德还揭露了维多利亚

时代性道德的虚伪性
,

论证了人的 自然本性

的合理性
。

弗罗姆始终是站在人本主义的立

场上来继承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遗产并对法

西斯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
。

批判精神
。

在马克思的个性和思想中都

体现着一种不屈不挠
、

锋芒逼人的批判精神
,

即
“

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
。 ”

不仅要

有
“

批判的武器
” ,

而且要有
“

武器的批判
” 。

弗

洛伊德对无意识的揭示也体现了一种彻底的

怀疑和批判精神
。

他发现人的大部分思想是

与现实不相符的
,

而大部分实际存在的现实

又没有被意识到
。

弗洛伊德把怀疑的目光投

5 0

向了那些人们感到理所当然并深信不疑的领

域
。

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理论都是批判的理

论
。

弗罗姆对精神分析在后来失去了它最初

的激进的批判的特性而感到痛心疾 首
,

并力

求恢复和发扬这种精 神
。

救世主义
。

批判的目的不是简单地摧毁
,

而是改造
,

是建立新的世界
。

破是为了立
。

马

克思虽然不相信也不愿做救世主
,

但在他身

上体现着一种改造旧世界把 人民 (首先是工

人阶级 )从被压迫被剥削的苦难中解救出来

的强烈的责任感和献身精神
,

这同他反 复强

调的工人阶级 只能 自己解放 自己的观点并不

矛盾
。

弗罗姆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一书

中一再论 述了
.

马克思的救世主义精 神护
乡弗

罗姆在分析弗洛伊德的人格时着重指出
,

弗

洛伊德一直怀着一种
“

要成为一个伟大的政

治领袖的志向
” ,

他
“

深切关心的不是医学
,

而

是哲学
、

政治和伦理
” ,

他是
“

披着治疗学家和

科学家外衣的一个伟大的世界改革家
。 ’, 。
精

神分析最终要达到变革社会和文化的 目的
。

弗 罗姆也一直对政治和宗教有极大的热情
。

他说他从十一
、

二岁开始就热衷于政治
’子,

有

人说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动物
。

尽管 他自

认为
“

不 具 备 适合于 从 事政 治 活 动 的气

质
’,。 ,

他还是克制不住行动的激情
。

他参与

创建了一个和平团体(S A N E )
,

反对核武器竞

赛和越南战争
,

参加过美国社会党
,

还专门写

了一个小册子支持尤金
·

麦卡锡 ( E ng en e M“

ca rt h y )竞选美国总统
。

他不满足于对现实社

会的批评
,

还创立了一套社会改革的理论
。

他

克服了弗洛伊德身上的救世主义与悲观主义

的内在矛盾
,

继承了马克思的乐观主义精神
。

弗罗姆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那里继承的

以上四个方面实际上是一个整体
。

理性主义

和人本主义是相伴而生的
。

二者都是批判和

改造现存社会文化的武器和原则
,

救世主义

则是目的和归宿
。

至此
,

又产生了一个问题
:

弗罗姆为什么

选择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并从以上四个方面去



理解和继承他们的遗产?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

题
,

这里只能进行初步的分析
。

这就要从更深一层的背景上去分析弗罗

姆
。

这种更深一层的背景就是犹太—
基督

教传统和启蒙运动的精神
。

以上四个方面都

不同程度地包含在这二者之中
。

他在论述马

克思和弗洛伊德时总是把他们与犹太—基

督教和启蒙运动联系起来
好 ,

而他 自己的理

论创造也 充分体现了这两种传统
,

所以有人

称他是
“

正统学者
” 。

他实际上更接近传统而

不同于西方各种现代主义 (如存在主义 )者
。

弗罗姆同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一样
,

也是

犹太人
。

弗罗姆的父母都信奉犹太教
,

他从小

生活在充满犹太人传统的世界里
。

阅读《圣

经》
、

先知们的著作和犹太教法典使他激动不

已
。

他还 特 别喜欢 中世 纪教 士 埃 克哈 特

(M e iste r Joh a n n e s E Ck h a rt
,

约 ] 2 6 0一 1 3 2 7 )的

著作
,

而对路德和加尔文新教则持批判态度
。

犹太一一基督教传统对他的影响主要在两个

方面
。

一是宗教性的
, “

强调人在生活中要以

精神
、

宗教和道德规范为中心
” 。

他说这是一

种前资本 主义的传统
,

接近于中世纪而离现

代精神较远
。

他甚至因父亲是个商人而感到

惭愧
。

他说他是这个商业的或资产阶级的次

明的一个异端分子
。

这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对

资本主义持尖苛的批判态度
。

二是政治性的
,

主张对世界进行变革
,

以实行这些宗教原则
。

这种传统包含一种信念
,

相信世界不会以灾

难而告终
,

世界将会得到拯救
,

将会比今天更

美好
。

正是这种信念促使弗罗姆形成了乐观

的救世主义
、

和平的国际主义和一种新的空

想社会主义思想
。 @

实际上
,

犹太—基督教传统是极其复

杂的
,

如果不把它与启蒙运动结合起来
,

就不

能理解弗罗姆为什么选择性地继承了马克思

和弗洛伊德的那些共同遗产
,

也不能理解他

对犹太一一基督教传统的选择性继承
。

表面

上看
,

犹太—
基督教传统代表着中世纪

,

而

启蒙运动正是对中世纪的反动
,

这二者是不

能统一的
。

但精神现象是复杂的
。

启蒙运动

虽为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
,

但资本主义的现

实发展又背离 了启蒙运动的精神
,

所以有空

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反过来继承启蒙运

动的精神以批判资本主义
。

而犹太—基督

教传统又在现代条件下发生了某种
“

创造性

转换
” ,

那些具有这种背景的人有意无意地发

扬了这种传统中与启蒙运动精神相一致的东

西
。

爱因斯坦和弗罗姆谈到的犹太传统都是

经过选择的与启蒙运动相一致的东西
。

启蒙

精神无疑是弗罗姆所受的教养的基本 因素

(在众多的启蒙思想家中
,

弗罗姆最爱读斯宾

诺莎的著作 )
。

这种精神就是用理性主义和人

本主义去批判和改造现实
。

所以弗罗姆是在

犹太—基督教和启蒙精神的立场上来继承

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共同遗产的
。

弗罗姆还

继承了马克思和弗格伊德的动力学和辩证的

方
‘

法
。

马克思认为社会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不

断运动着的复杂结构
。

弗洛伊德则认为人是

一个充满着能量和力的矛盾的复合体
。

弗罗

姆的性格理论和社会历史观都受到这种方法

论的影响
。

但弗罗姆并不认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是

旗鼓相当的具有同样历史意义的人物
。

他认

为马克思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物
,

就此

而言
,

弗洛伊德是不能与马克思相提并论的
。

马克思所思考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了弗洛

伊德
,

他为一门有关人和社会的新型科学奠

定了基础
。

但不能因此而忽视弗洛伊德
,

他
“

是一门真正的科学心理学的创始人
” ,

对人

的科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

当然弗罗姆还分别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

那里继承和发展了许多不同的思想和方法
。

这些思想和方法主要是马克思的社会存在与

社会意识
、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的理论
、

异化理论
;
弗洛伊德 的无意识理论

、

人格理论和精神分析方法等
。

此外
,

弗罗姆还受到禅宗和巴考芬 (J
.

J.

勘ch of en )的影响
。

作为新精神分析的代表人

物之一
,

弗罗姆与赖希
、

霍尼
、

沙利文等新精

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以及 (下转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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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我们给予表彰和奖励
。

近年来
,

我们已有

十几位教师结合 自己的教学工作写的 论文
、

教学参考资料等在各级刊物上发表
,

或由各

级教育行政部门采用
。

第四
,

注意激励的及时性—
重视教师

自尊
、

荣誉需要的关切性
。

由于历史上尊师传统和现实中的重教风

气
,

及教师劳动的社会价值使得教师对 自尊
、

荣誉的需要显得 比其 他人更为重视和关切
,

他们十分重视学生和家长的评价
,

十分重视

领导和同行的褒贬
。

因此
,

我们在实践中应把

激励贯穿于工作的全过程
,

注意及时反馈
,

以

减少传递过程中的信息损失
,

同时对广大教

师坚持正面疏导
、

表扬为主的激励方法
。

近年

来
,

我 们联 系学校实际
,

加强 了教学 常规管

理
,

实行了
“

三卡
”

制度 (即备课卡
、

质量分析

卡
、

观摩卡 )
,

坚持平时有考查
,

期中有讲评
,

期末有总结
.

我们还制订了
“

教学情况调查

表
” ,

定期到学生中听取意见
,

经整理后
,

及时

反馈给有关教师
,

也使教师及 时了解学生意

见改进教学
。

如
:

有几位学生联名给班上一位

英语教师提意 见
,

说他
“

言词尖刻爱伤人
” ,

学

生不喜欢他上课
。

我们立即在这个班学生中

作了调查
,

并找这位教师个别交换意见
,

在肯

定成绩的基础上
,

向他转达了学生意见
,

帮他

分析了原因
,

使他看到了 自己工作的成绩与

不足
。

他接受了意见
,

努力亲近学生
,

耐心辅

导差生
,

使这个班的学生对英语课 由过去的

厌学转变为乐学
。

对教师 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和进步
,

我

们都及时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宣传和表扬
,

近

年来我校有五十余人次获得了上级表彰
,

大

家感到工作有干头
,

事业有了奔头
。

(责任编样 雷 实)

(上接 第 51 页)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代表人

物也都有思想上的联系
,

但这些联 系主要表

现在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上
,

就思想背景的基

本内容而言
,

弗 罗姆没有从他们那里吸取什

么新的东西
。

总之
,

弗罗姆的思想背景是十分复杂的
,

他
“

千方百计地把一些不 同的 思想捏在 一

起", 把它们
“

拼成一种马赛克
” ,

或者说对它

们进行
“

创造性的加工
” ,

做成一种
“

综合物
” 。

但通过以上的分析
,

我们发现这个背景原来

是十分清晰的
,

原来只是一些
“

构成欧洲文化

的基本材料
” 。

他用这些基本材料进行创造性

加工所得出的综合物就是—
人本主义精神

分析的社会心理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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