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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自由说”的文本解读
郭永玉

摘　要　本文针对国内关于弗罗姆 (又译弗洛姆 )“逃避自由说”的解释含混不清的现状 ,指

出这一学说的基本要点为: 古代社会安全而不自由 ,现代社会自由而不安全。本文还指出了这一学

说提出的社会背景和历史依据 ,分析了现代人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及其与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关

系。 文章最后讨论了这一学说的贡献与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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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与基本观点

弗罗姆 ( Erich Fromm , 1900～ 1980)的“逃避自由说”是现代西方哲学和心理学的一个重

要理论 ,但国内的有关教材和工具书对其解释往往含混不清 ,令人抓不住要领。本文针对这种

现状 ,试图以《逃避自由》的文本 ( tex t)为基础 ,结合弗罗姆的整个理论体系来解读这一学说。

弗罗姆的《逃避自由》一书出版于 1941年 ,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际。弗罗姆是

一个社会责任感十分强烈的学者 ,他本人作为德国犹太人又遭受纳粹的威胁 ,被迫流亡美国。

法西斯主义对现代文明、对个人生命和尊严的威胁 ,促使弗罗姆去探讨与当时的社会危机直接

有关的问题。他说 ,心理学家的当务之急是毫不迟延地对分析当前的危机作出自己的理论贡

献。弗罗姆思考的问题是:自由民主的制度为什么会沦为极权主义制度? 希特勒为什么会受到

那么多人的狂热拥护? 人们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屈从于一个凶暴的权威? 这里面是否有心理

学的问题? 经济的、心理的和意识形态的因素在纳粹主义的崛起过程中是如何起作用的? 正确

地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以实际有效的行动战胜极权主义。弗罗姆认为 ,正如不了解一定的社

会和文化背景就不能理解相应的心理现象一样 ,忽略了心理因素在社会演变过程中作为一种

积极的力量所起的作用 ,也不能理解社会现象。 一方面历史创造了人 ,另一方面人也创造着历

史。强调从心理学的角度考察当时的社会局势 ,并不意味着过高估计心理学的作用。因为社会

的基本单位是个人 ,要考察社会的动态过程 ,须先剖析个人心理的动态过程 ,正如要考察个人 ,

须先把他放到造就他的文化背景中。 从这个意义上讲 ,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有其心理基础 ,这一

心理基础就是现代人的性格结构 ,而现代人的性格结构又是现代人所处的特有困境造成的。

弗罗姆认为现代人的特有困境就在于资本主义的自由 ,这种自由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 ,它

解除了传统社会强加在个人身上的种种束缚 ,个人获得了独立 ;另一方面 ,这种自由又使人感

到不安全 ,感到孤独和恐惧。传统社会安全而不自由 ,现代社会自由而不安全。正是这种不安

全的自由使人产生种种逃避倾向。人在孤独恐惧的困境中 ,会不由自主地屈从于一个权威 ,甚

至在权威的感召下 ,去虐待、侵略和破坏。 这正是法西斯主义崛起的心理根源。

二、历史的分析

要弄清现代人为什么要逃避自由 ,就要分析有关的社会发展史。在古代 ,个人与社会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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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是确定的。 人一开始就是一个部落、一个家族、一个宗教团体的一员 ,他很少远离家乡 ,他隶

属于一个整体 ,这个整体限制了他的发展 ,但使他感到安全。 中世纪正是这样一个社会。人一

生下来就有一个确定的位置 ,基本上不可能从一个阶级跨越到另一个阶级。这种确定的经济地

位带给个人安全感和归属感。社会结构和人的处境在中世纪后期发生了变化。 中世纪社会结

构的瓦解对不同的阶级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对城市平民、工人和学徒来说 ,这种发展给他们带

来的是日益遭受剥削和贫困 ;对农民来说 ,这种发展则意味着加重了他们经济与人身的压力 ;

而对地位较低的贵族来说 ,这种发展则使他们面临没落 ,尽管没落的道路与前几种人不同。”①

即使对于富裕而有权力的上层阶级 ,他们从经济活动和拥有财富中享受生活 ,但随着资本、市

场、竞争的作用越来越增强 ,他们彼此间的争斗也越来越激烈 ,还要设法去统治广大群众 ,所以

也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焦虑和不安全感。

弗罗姆特别重视城市中产阶级的遭遇。因为根据马克斯· 韦伯的理论 ,城市中产阶级是现

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坚。他们的经济、政治和心理状况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进程都有着特别

重大的影响。所谓中产阶级 ,主要是指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在中世纪的地位和生活比较稳定。

中世纪的经济制度禁止竞争 ,事实上的竞争也不激烈。 但到 16世纪前后 ,行会内部出现了分

化 ,一些行会会员比他的同行拥有更多的资本 ,于是 ,他雇用更多的工匠 ,他的资本就越来越雄

厚。一些商业公司也发展起来 ,它拥有比小商人大得多的资本。这就威胁到大多数的手工业者

和小商人的生存 ,面对拥有较多资本的竞争者 ,面对漫无边际的市场和变幻莫测的经济规律 ,

他们感到惶惶不可终日。即使那些春风得意的幸运者 ,也面临市场竞争和经济规律的威胁。

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和大机器生产给个人造成的孤独和渺小之感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变

得更加严重。在庞大的垄断资本面前 ,中产阶级的成员们感到更加渺小和孤立无援。普通民众

也有这种感受。作为一名顾客 ,到现代化的百货商场买东西 ,“他会被气派十足的大楼、琳琅满

目的商品、多不胜数的营业员弄得晕头转向 ,面对这一切他马上会自惭形秽 ,一种自我渺小感

油然而生。”
②
还有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根本不涉及商品本身性能的广告宣传 ,更是让人感到

无所适从。在政治生活中也是如此。庞大的官僚机构、繁琐的投票手续、喋喋不休的政治宣传、

错综复杂的政治内幕都使人感到无所适从和自我的微不足道。

当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日常生活不能满足人与世界、与他人建立和谐关系以克服孤独感的

愿望时 ,人就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之中。人需要自由 ,也需要安全。然而实际的情形是 ,安全的社

会不自由 ,自由的社会不安全。 迄今为止 ,还没有一种社会能同时满足人的这两种基本需要。

所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对社会各阶级都造成了程度不同的孤独和不安全感。资本主义解除了中

世纪社会强加在个人身上的束缚 ,个人得到了自由 ,这种自由有利于人的发展 ,但同时又使人

感到孤独、渺小和不安全。 随着垄断资本及其政权的兴起 ,这种孤独、渺小和不安全感更加强

烈。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 ,随着文明的发展 ,个人日渐从其原始状态中脱离出来 ,弗罗

姆把这个过程称为“个体化” ( individuation)。这个过程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 ,个人的独立和自

由日益增多 ;另一方面 ,个人的孤独和不安全感也日益增强。

三、逃避的途径

人的基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得不到健康的满足 ,就会寻求不健康的满足方式。弗罗姆认为

人在逃避孤独或不安全感的过程中 ,形成了四种典型的不健康的性格倾向 ,即施虐倾向、受虐

倾向、破坏倾向和迎合倾向 ,而健康的性格则应该富于自发性。

1.不健康的性格倾向

—100—



1. 1　受虐倾向　 受虐倾向的一种表现形式是轻视自己、贬损自己 ,深深地感到自卑、软

弱无力和无足轻重。有的人甚至自我伤害、自我折磨 ,不断地谴责自己。 贬低自己的目的是为

了克服孤独和不安全感:我本来渺小无能、经常犯错误 ,除非依靠外力的帮助 ,我就支撑不下

去。因此 ,受虐倾向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力图使自己成为自身以外的某个有力整体的一部

分 ,跻身、参与到这个整体之中。 这种外在的势力也许是一个人、一种机构、上帝、国家、良心及

某种心理强迫力。 他认为这种外在势力无比强大、富有魔力 ,可以永世长存。 既然他已经被接

纳进这种外在势力之中 ,所以也分享了它的力量和荣耀。他放弃了个人的自我……但因参与这

种外在势力而得到了新的安全和尊严”
③
。 他把自己交给了这个外在势力 ,于是他不再感到孤

独和不安全。尽管如此 ,受虐倾向还是不能使人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只能暂时缓和与掩盖一下

而已。 他实际上仍然无能为力、微不足道 ,他的自我仍然被淹没着。只不过通过依附于某种外

力可以暂时虚幻地感受到一种强大或荣耀。

1. 2　施虐倾向　 施虐倾向有三种类型 ,它们之间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 1)强使别人依

赖他 ,对他人拥有绝对的统治权 ,将别人当工具使用 ,将别人视为“陶工手中的泥土” ; ( 2)不只

是统治别人 ,而且剥削、利用、蚕食别人 ,敲骨吸髓 ,不仅榨取别人的物质 ,还要抢夺别人的精

神 ,包括情感和智慧 ; ( 3)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看到别人痛苦就幸灾乐祸。 施

虐的目的也是为了克服孤独和不安全感 ,他通过控制他人、使他人遭受痛苦来显示自我的力

量 ,通过别人对他的依赖来得到安全感。但施虐倾向也不能真正消除人的孤独和不安全感 ,因

为他也强烈地依赖着受虐者 ,正如受虐者依赖着施虐者一样。 这似乎令人费解 ,一个强者怎么

会依赖一个弱者呢? 弗罗姆举了一个常见的例子来回答这个问题:例如一个丈夫 ,经常虐待他

的妻子 ,还常对妻子说: “你可以随时离开这个家 ,这样我会更快乐些。”可是一旦妻子忍无可

忍 ,真的要离开时 ,他马上软了下来 ,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 ,苦苦哀求她不要离开 ,也许还会说 ,

没有她 ,他就活不下去 ,他是如何如何爱她等等。如果妻子信了他的话 ,留下不走了 ,整个情形

又会从头开始。他又凶狠起来 ,她又要出走 ;于是他再次乞求 ,她再次留下。如此循环往复。这

个例子说明 ,施虐者的“强大”依赖于受虐者 ,一旦失去了受虐者 ,他就“强大”不起来了。可见 ,

施虐和受虐虽是相互对立的 ,实际上都是为了逃避孤独而不惜放弃自我的独立从而依赖外在

的力量。 弗罗姆把这种源于同一基础的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心理现象称作“共生” ( sym-

biosis)。这就不难理解施虐和受虐两种倾向往往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这种人有一种令人作

呕的特点: 欺软怕硬。见到强者就退缩 ,见到弱者就欺负 ;在权力大的人面前就情不自禁地谄

媚 ,在权力小的人面前就不由自主地逞强。这种性格叫做施虐——受虐性格。由于这种性格集

中表现出对权力的依赖 ,所以又可叫做极权主义性格。其实 ,每个人都程度不等地具有施虐和

受虐特性 ,只有当一个人的整个性格都被这些特性所控制时 ,我们才能说他具有施虐——受虐

性格或极权主义性格。

1. 3　破坏倾向　 这里说的破坏不是为保护自己的生命和尊严不受侵犯的反击性的合理

的破坏 ,而是一种“深藏在人心中 ,时刻等待发泄的癖性”
④

,是一种被压抑了的生命能量。破坏

倾向是这样产生的:人的生命遭受挫折导致焦虑的积累 ,使人感到孤立无助和微不足道 ,一种

强烈的愤懑之感淤积心头 ,迫使人去以破坏作为发泄的途径。 不能为善 ,不如作恶 ;不能创造 ,

不如毁灭。 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 ,最容易通过破坏来发泄不满 ,如砸烂自己的东西甚至自杀。

以上机制当事人往往并不一定意识到 ,而实际的破坏倾向常常以合理化的形式出现 ,如爱、责

任、良心、爱国主义等字眼常常被用来掩饰实质上的破坏倾向。纳粹意识形态就是下层中产阶

级破坏倾向的合理化表现 ,它就是以民族、祖国、无私奉献等冠冕堂皇的口号去煽动大众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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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气壮地破坏和毁灭 ,包括“悲壮地”牺牲自己的生命。显然 ,破坏并不能解除人的困境。外部

世界都被摧毁了 ,个人会感到更加孤立和不安全。

1. 4　迎合倾向　 以上三种性格倾向常见于法西斯主义国家 ,而在民主国家 ,更常见的是

迎合倾向⑤ ,如在 20世纪的美国及二战后的整个西方国家 ,大多数人是以此方式来避免使自

己陷入孤立无助的处境。个人完全放弃自我 ,按照社会的要求塑造自己 ,把性格中那些属于自

己的东西去掉 ,甚至避免去形成那些东西 ,使自己成为由社会批量生产的无数机器人的一分

子。可悲的是 ,我们的感觉、思想、愿望实际上是习俗、权威、舆论等等强加的 ,可主观上却以为

它们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不由自主地接受了这一切 ,不由自主地去迎合时尚。因为社会在我们

小时候就开始压抑我们的批判能力 ,我们从小就知道独立思考会带来麻烦和痛苦。迎合他人

迎合社会也是为了避免孤独和不安全感。我如果与别人不同 ,就会受到排斥 ,就不能被接纳 ,就

无所归属。但迎合并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安全感 ,因为一个失去自我的人 ,他会感到更加惶惑

和无所归依。

2.健康的性格倾向:自发性

可见 ,以上四种性格都不能克服孤独和不安全感 ,都是消极的自由状态 ,而“积极的自由在

于全面总体的人格的自发性活动”
⑥

,也就是积极地表现人的情感的和理性的潜能。 所谓自发

性的活动不是强迫性的 ,它基于人的潜能
⑦
。通过这种活动 ,个人既能保持自我的独立和完整

性 ,又能与世界和他人融为一体。这种活动主要有两种: 爱和创造性的工作。

积极自由的实现 ,“离不开对经济和社会的变革”⑧。 在现代社会中 ,自发性是一种罕见的

现象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 ,比如在儿童和艺术家的活动中 ,我们就经常可以看到自发性。

四、逃避自由与纳粹主义

1.纳粹主义崛起的社会心理基础

弗罗姆认为 ,尽管社会经济和政治根源是纳粹主义崛起的根本原因 ,如纳粹主义代表了当

时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和半破产的容克贵族的经济利益 ,没有他们的支持 ,纳粹党是不可能上台

的。但纳粹意识形态得到大众的狂热拥护并占统治地位 ,必须从心理学上解释。

这样 ,一种有效的社会哲学就应该考虑到社会心理的作用 ,但又只能将社会心理的作用放

到整个社会系统中去考察。弗罗姆认为社会经济、人的心理和意识形态在历史进程中是相互依

赖的 ,但它们各自都有某种独立性 ,特别是经济的发展 ,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但不能因此忽视心

理和思想文化的力量。弗罗姆这里所说的心理的力量主要是指社会性格 ( social character) ,即

在一个社会的共同生活方式和基本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一个群体的大多数成员共同具有的性格

结构和性格特征。 弗罗姆说: “经济的力量是强有力的 ,但我们必须不把它们作为一种心理动

机 ,而应作为一种客观的条件来加以理解 ;心理的力量是强有力的 ,但我们必须看到它们是历

史地受限制的 ;思想的力量是强有力的 ,但我们须知 ,它们是根植于一个社会群体的成员的性

格结构的整体之中的。”
⑨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 “意识形态和文化通常根植于社会性格之

中 ,而社会性格又是由某个特定社会的存在方式所决定的 ;主要的性格特征又反过来成了决定

社会过程的创造性力量。”10在弗罗姆看来 ,社会性格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中介 ,又是上

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中介 ,而这种中介本身又是一种能动的力量。

弗罗姆正是用这种社会哲学来解释纳粹主义崛起的。纳粹主义之所以受到下层中产阶级

(小店主、手工业主、白领工人等 )的狂热拥护 ,答案在于他们的阶级特征。随着垄断势力的兴

起 ,他们的经济地位逐渐下降 ,但他们与垄断势力在经济利益上又有密切关系。他们由于依靠

和屈从垄断势力而得到一种安全感和自我陶醉的骄傲 ,并从对现存当局的服从和忠诚中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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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和满足。 但 1923年达到顶点的通货膨胀 , 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 ,极大地打击了下层中产

阶级 ,使他们被挤在工人和上层阶级之间 ,成为最无助的集团。工人虽然看上去处境更糟 ,但他

们本来一无所有。 而中产阶级牺牲了多年的生活乐趣 ,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钱 ,一夜之间几乎

成了废纸。这种打击在心理上造成的一个结果是更加促使中产阶级增强了对权力的追求 ,期望

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权威 ,代表他们的利益 ,而他们宁愿屈从于这个权威去侵略、摧毁其他国家 ,

去虐待、屠杀其他民族的人们 ,从而使自己从失败中恢复过来。比其他阶级 ,中产阶级对凡尔赛

条约表现出更强烈的义愤 ,因为民族主义义愤是他们的性格倾向的最“合理”的表现方式。

尽管纳粹主义的主要基础是下层中产阶级 ,但由于其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策略 ,它还赢得了

其他各阶级 (如大、小资产阶级、半破产的容克贵族 )的支持 ,他们都希望从纳粹主义的崛起中

得到好处。而德国的工人运动 ,政治上也处于退却的局面 ,这使工人阶级感到失望 ,无力阻止纳

粹主义的兴起 ,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感到对自己的命运无能为力 ,在一定程度上希望通过民族

和国家的强大来得到一定的满足。这样 ,纳粹主义就调动了各个阶级的甚至全民族的大多数人

的情感能量使之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 ,去争取德意志帝国的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

纳粹德国的社会性格就是极权主义和破坏倾向。希特勒及其追随者把侵略、杀人看成英雄

行为 ,把残酷地虐待犹太人视为正义的事业 ,杀人越多、对他国文明的破坏越多越值得骄傲 ,而

这一切都是在爱国主义和种族优越的合理化旗帜下发生的。

2.希特勒的性格特点

希特勒本来是一个没有机会没有未来的小人物 ,他在年轻时曾强烈地感到自己将成为一

个被遗弃的角色。 于是他开始了“我的奋斗” ,而奋斗就是追求权力。

对德国群众 ,他以施虐狂的方式予以蔑视。 尽管他声称“热爱人民” ,但这仅仅是为了得到

群众的拥护 ,以便更顺利地支配他们。他宣称个人无足轻重 ,不值一提 ,个人应无私地为国家牺

牲自己。而他本人则代表国家。这正是有施虐倾向的“领袖”的惯用伎俩。希特勒说 ,犹如一个

女子 ,宁愿委身于强悍的男子 ,也不愿支配懦弱者。同样 ,群众热爱支配者而不是哀求者。希特

勒对政敌 ,则表现出施虐狂和破坏性相结合的残酷的迫害。希特勒说当他还是一个不出名的人

物 ,住在慕尼黑时 ,他常在早上五点钟就起来 ,将一些面包片或面包皮切给关在小屋里的供他

消磨时光的小老鼠 ,然后观看这些可笑的小动物为这点美味佳肴而撕咬扭打。除了统治、侵略 ,

希特勒还有一种受虐的渴望 ,他表明他要服从上帝、命运、必然性和历史 ,他认为他所做的一切

正是这种服从的表现 ,实际上这些名词仅仅是强权的象征。

所以希特勒是一个集极权主义和破坏性性格于一体的“领袖”。他在演讲中将体现其性格

的思想表达出来 ,得到那些具有同样性格结构的群众的共鸣 ,这样 ,“领袖”和群众的狂热激情

就汇集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给世界造成了空前的灾难。

五、简短的评论

综上所述 ,弗罗姆“逃避自由说”的基本思想为: 古代社会安全而不自由 ,现代社会自由而

不安全。现代人在这种处境下 ,形成了逃避自由的心理需要 ,而在满足这些需要的过程中 ,又形

成了各种性格 ,其中大多数为不健康的性格倾向。这些不健康的性格倾向成为法西斯主义崛起

的心理基础 ,也成为和平条件下民主社会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心理基础。 出路在于 ,以人的理性

和爱的潜能的自由发展为目标和准则 ,对社会的整体结构进行改革。

全面深入地评价这一学说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里只能做一些简短的评论。( 1)弗罗姆的

著作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对社会现实的热切关怀和深邃细腻的批判风格。 他在《逃避自

由》一书的开始就明确指出 ,心理学家应该毫不迟延地去分析当前社会的危机。这体现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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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感和参与社会进步的精神。用心理学研究富于时代特点的社会问题从而促进历史发展 ,这

是西方心理学的传统。不管西方心理学家们在这种研究中有过多少失误 ,如过分夸大心理因素

的作用等 ,但这种参与社会变革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运用社会历史和人物传记进行历史和心

理学研究在西方已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 ,即心理历史学 ( psychohisto ry) ,并有专门的学术刊

物。在我国 ,这是一个急待有志者去开垦的领域。 ( 2)在弗罗姆之前 ,赖希 ( W. Reich )就试图揭

示纳粹崛起的社会心理基础。弗罗姆同赖希一样 ,注重分析德国各阶级的经济和社会处境 ,认

为纳粹主义植根于德国民众特别是中产阶级的性格结构之中。但弗罗姆不是把极权主义性格

的形成归结为性的压抑 ,而是归结为人在与世界相分离的处境下所产生的逃避孤独和不安全

感的需要。如果说赖希还没能克服弗洛伊德过分强调性的作用的缺陷 (尽管赖希认为性压抑只

是阶级社会经济奴役的一种工具 ) ,那么 ,弗罗姆已从泛性论中走出来 ,把人的性格放到更广阔

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考察。因而 ,有人认为“弗罗姆的研究水平远远超过了赖希”11。在这一点

上 ,弗罗姆也远远超过了马尔库塞。 ( 3)弗罗姆认为古代人安全而不自由 ,现代人自由而不安

全。他没有说明他所说的自由是什么 ,但我们可以体会到他是在最日常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

的 ,即自由是相对于束缚而言的 ,也就是按自己的意愿去想去做的可能性。如果按这一理解来

看弗罗姆的论断 ,那么 ,它只能说基本上正确。 就是说 ,从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 ,确实是如

此:古代人不自由但有安全感 ,现代人自由却没有安全感。但若仔细分析 ,就可以发现在某种意

义上 ,古代人 (奴隶除外 )有他的自由 ,如封建社会的农民与现代人相比就有较多的自由支配的

时间 ;古代人也有他的不安全感 ,如对自然威力、对社会权威的恐惧。相应地 ,现代人有他的安

全感 ,因为自由本身就可以带来安全感 ,如对自然的控制与预测能力增强了 ,只要不违法对社

会权威也不必恐惧了 ;现代人也有他的不自由 ,如现代人被作息时间表和机器程序的控制就是

空前的 ,而且 ,一方面旧的禁忌在消亡 ,另一方面新的禁忌又出现了。 ( 4)弗罗姆的社会改革思

想 ,因其乌托邦色彩太浓 ,没有产生实际的影响。人们对弗罗姆的批评也大多集中在这一点上。

所以 ,本文没有详述弗罗姆的社会改革思想。

①②③④⑥⑧⑨10　弗罗姆: 《逃避自由》 ,陈学明译 ,工人出版社 1987年版 ,第 83、 171、 206- 207、 239、

333、 351、 381、 380页。

⑤　 automaton confo rmity ,见 F romm , E. ( 1941 /1961) . Escape f romm freedom . N ew Yo rk: Ho lt , Rine-

har t & Winston. 185.中译本译为“机械地自动适应” ,此处考虑到与前几种倾向在中文习惯上的一致性 ,同时

也与弗罗姆的本意不相左 ,故试译为“迎合倾向”。

⑦　自发性一词为 spontaneity,后来弗罗姆将其改为原创性 ,即 produc tiv eness,涵义基本相同。 见

Fromm, E. ( 1947 /1986) .Man for himself: an inquiry into the psychology of ethics. N ew Yo rk: Ho lt, Rine-

har t & Winston. 84.

11　陈学明: 《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第 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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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d in his poems is on the then reali ty , the changing wo rld and the human being’ s bold and

generous cha racter. Studying Zhang’ s poetics and poems, this essa y at tempts to g rasp the

essence of his poetics w ithout any mistake so a s to make clear w hat the then intel lectuals

w ere thinking about and some aspects of the changing society in these par ticular period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Immigrants in the U. S. A. since 1965 by Li Qirong

The aim of this essay is to show the dif ferences betw een the new Chinese immig rants

and thei r o ld set tlers by analy zing the fo rmer’ s demog raphic, economic and poli tical cha rac-

teristics and cultural adapta tion. Many new immig rants come from fairly li terate back-

g rounds and a good number of them have had higher education or special t raining . Unlike

thei r old so jouners w ho a rriv ed in the U. S. A. years ago, the new immig rants a re more wi ll-

ing to dedica te themselves to the realiza tion of the " American Dream ". They, too, have

benifi ted from the 1965 immig ration law . They have mo re contacts outside the Chinatow n

than thei r o ld set t lers, fo r the communi ty has expanded geog raphically. Socially , more suc-

cessful new immig rants have mo re contacts wi th the w hi te middle class, and some liv e among

and w o rk wi th w hi te Americans as co lleagues. Politically , new immig rants a re more inter-

ested in tei r rights than thei r o ld set t lers. They have g radually become in vo lv ed in the

American po li tica l life. Whi le breaking down the ethnic fence in America, they also play an

impo rtant role the vi tality of the ho st cul ture.

On the Theory of "Escape from Freedom" by Guo Yongyu

In view o f our today’ s v ague explanation of Fromm’ s theory of " Escape f rom

Freedom",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gist , the logic w ay o f thinking and the contributions and

limi tations o f this theo ry.

On the Sino- German Relations Between 1938 and 1941 by He Lan

The fi rst half o f the 1930s saw betw een the Chinese and the German governments a

close contact accompanied b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 f the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be-

tw een the tw o countries. This period can be termed the "honeymoon" of the Sino- German

rela tions, w hich w as soon replaced by a dif ferent kind of bilateral relations in the fol lowing

less than four years( 1938- 1941) . It w as suddenly rev ersed, quickly w o rsened and eventual-

ly broken. During the pro cess of thischanging kind of bi lateral relations, Germany was activ e

w hi le China passiv e. The reason why it w as so is tha t Germany w as prompted by its private

interests and i t a ttached g rea t impo rtance to the pow erful na tions. In essence, this kind of

poo r Sino- German rela tions was the concrete reflection o f the utilitarianism and speculativ e

fo reign policy o f the Hitler g overnment.

On 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Literature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in England

by Liu Shengmin

This article mainly deals wi th the socal historical backg round of and the inf luences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 log y on the "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 li terature betw een the two

w o rld wa rs in Eng land, int roduces the main authors and analy zes thei r main novels and the

techniques of "st ream o f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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