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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逃避自由》到《健全的社会》，弗洛姆始终关注着二十世纪人类的生存处境，并试图寻找解决异化

的方法。在《健全的社会》中，弗洛姆以心理分析的视角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下人们病态的精神状况，

在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既有的社会组织方案后，提出了自己克服异化、通向健全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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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Escape From Freedom to The Sane Society, Fromm has always paid attention to the survival 
situation of human beings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tried to find a way to solve alienation. In The 
Sane Society, Fromm revealed the morbid mental state of people in the capitalist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analysis. After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social organization schemes 
of capitalism and communism, he put forward a way to overcome alienation and lead to s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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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弗洛姆认为，“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常态。基于人道主义精神和心理分析视野，弗洛

姆从人的生存状况出发，分析了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精神状况，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下人性异

化的现象。他指出，二十世纪工业社会在追求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抑制了人的真实情感和需要，令人感到

孤独、不安、机械化，使人同自己的创造物、他人甚至自身相疏离，人和社会都陷入失常的病状。对此，

弗洛姆提出，要克服异化，确立健全人格，促成健全的社会，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达到人同自身的真

正统一。 

2. 弗洛姆对异化概念的解读：人性异化 

2.1. 弗洛姆对人的本性的理解 

人的问题是弗洛姆哲学思想的中心问题，这个问题与人的生存状况息息相关。弗洛姆指出：“精神

健康的概念取决于我们的人性概念”[1]，要评判人类生存处境和未来发展，就必须弄清人的本质。 
以往对人性问题有过多番讨论，但总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陷入绝对主义，认为人生来不是向善就

是向恶，否认人性是可变动的；另外一些学说则认为人生来就像是一张白纸，任凭社会环境在其上书写

涂抹。弗洛姆的思想受到多元学说的影响，尤以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为主。他采用精神分析和社会分析相

结合的研究方法，综合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最终生成了自己的人性论。 
在弗洛姆看来，弗洛伊德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角度考察人的精神活动，将人的本性归结于人的生物

性，却对现实的社会环境避而不谈。在弗洛伊德那里，人的精神活动被分为意识与无意识，意识可感知

却无关紧要，无意识则潜藏得更深，隐含着各种力量并决定人的行为。无意识激发人们的语言、情感、

行为冲动，体现着人的内驱力和本能，其中最核心的是性的内驱力，即性欲，弗洛伊德称其为“力比多”，

人的一切行为都源于“力比多”，人只是为了自我满足和生存需要才与他人联系。与弗洛伊德不同，马

克思则采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讨论人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人只有作为社会

存在物生存时，才能发挥潜能。对于马克思的观点，弗洛姆一方面赞同其对现实的人的关注，一方面则

指出马克思对政治和经济要素的强调忽视了人的情感和道德。 
弗洛姆对人的问题的研究超越了弗洛伊德式“生物学”和马克思“社会学”的二分法，“从内外因

素相互作用的角度对人性作出的一种动态解释，强调的是精神因素在人性中的优先位置。”[2]他认为，

人性是一种潜能，这种潜能在不同的社会形态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就是不断开发自

身先天潜力的过程。所以，在弗洛姆这里，“人的本性并不是一种凝固的和僵化的东西，而是一种力量、

一种活的生机、一种趋势和潜能。”[3]人依照本性与他人、与世界相联系。弗洛姆还特别剖析了人类独

特的生存条件，指出人就其机体而言属于自然，但自我意识、理性与想象力使人超越自然。人脱离自然

却又处在自然之中，一方面，人保留着原始的欲望，即吃、喝、住、穿等基本生理需求，另一方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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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情、爱恋的需要，只有这些需要得到满足时，人才真正感到幸福和愉悦，人的精神才足以称为健康。 
此外，弗洛姆还提出“生产性的人”这一概念，认为生产性是人的最根本的特性。他指出：“生产

性是人运用他之力量的能力，是实现内在于他之潜力的能力。”[4]人之为人，就是因为他在生产性活动

中认识和把握世界。“正是在这种没有异化的活动中，人体会到自己是自己活动的主体。”[5] 

2.2. 弗洛姆对异化的理解 

弗洛姆剖判了二十世纪工业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提出人性异化的概念。他由偶像崇拜谈起，指出

偶像崇拜就是异化在西方思想中的第一个表现。在弗洛姆看来，“偶像代表着以异己形式呈现的人自身

的生命力”[1]。人类将自己的力量、情感和精神安置于某一物体之上，却反过来顺从、崇拜这种承载物。

人将理性和爱投射到上帝或其他神灵身上，却反而祈求上帝的庇护。同样的，在政治上，领袖和国家不

过是个人力量的投影，人却渴望通过信仰和顺从国家重新获得力量，国家和领袖因此也成为了一种偶像。

种种偶像崇拜现象，在弗洛姆眼中，都共同地表达了一个异化的事实：“人不再感到他是自己的力量和

丰富品质的主动拥有者，他感到自己是一个贫乏的‘物’，依赖于自身之外的力量，他把他的生存状况

投射到这些外在于他的力量上。”[1] 
基于此，弗洛姆认为，正如早就有之的偶像崇拜一样，异化并非只存在于现代社会，而是人类社会

自古就有的现象，只是伴随着不同的社会形态，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弗洛姆所讨论的异化，即 19 世纪到

20 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异化。他指出，异化是一种主观感受，一种使人感到自己是陌生人的病态心理，

在现代社会中，人制造出技术机器，却并不认为自己是创造者，相反却成为他的创造物的奴仆。人感到

自己同他的产品相疏离，随即感到同自身的疏远，所以在心理上，人首先感受到自我的异化，然后再扩

大到人同他人、人同社会的领域，最终导致人的全面异化和社会的精神失常。 
在异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感到孤独、不安、猜疑、心理失常，甚至出现残害自身的倾向；社

会上盛行着极权主义、无名的权威和机械趋同，人们被迫适应社会，丢失了真实的情感和需求。 

2.3. 异化的表现 

弗洛姆认为，异化已渗透进人类生存的各个领域。在生产与消费的过程中，在人与自身、人与他人、

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在工作中、在休闲中，处处受异化的支配。 
在经济领域中，人性的异化主要表现为劳动异化。弗洛姆把劳动看作一种生产性活动，人在劳动这

种真正的活动过程中使自己得到发展，成为人自身。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劳动失去了本来

的意义。工人成为经济原子，工作内容单一而重复，人的控制、创造、独立思考的需要被遏制。劳动变

成纯粹的经济活动，成为不符合人性的、没有意义的活动，人也丧失其作为人应有的尊严和价值。 
在消费层面，人性的异化体现在消费变成了目的而不是手段。弗洛姆认为，消费应该是满足人的需

要和实现幸福的手段。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消费的目的不是出于需要，而是为了占有和炫耀。

商品对人而言只是满足自身身份认同的需要，对于商品本身，人并不关心也不甚了解。弗洛姆进一步指

出，这种消费方式同自身的真实需要失去联系，消费本身成为目的，并迫使人作出新的努力，以满足日

益增长的对物质的渴求。最后，弗洛姆提到，消费的异化也鲜明体现在人的娱乐方式上，人不能自由地、

有意义地安排他的闲暇时间，而是被迫接纳工业生产安排的娱乐，人的所看、所听、所想都被市场行情

所操纵。 
在社会关系领域，人性的异化表现在人同自身及同胞相疏离。在弗洛姆看来，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

人同自身表现出一种交易倾向，人把自己视为可雇佣的商品，指望在市场上成功地销售自己。人视自己

为同自身本性相分离的抽象的存在，只有在市场判定其有价值时，人才感受到自己的意义。人的社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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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也处于相同的情况，人视他人为商品，友好对待他人，只是因为他人尚有价值。在友好的背后，实际

上是冷漠、猜忌与不信任，就连爱与两性关系也是如此。弗洛姆进而分析指出，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

甚至导致个人存在与社会存在相分离，个人将情感和力量寄托于政治国家，国家成为偶像，只有在国家

中，作为公民的个人才体会到团结、责任、对同胞的爱，而在个人领域，人却只感到孤独、不安。 
另外，弗洛姆还指出，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理性、伦理、宗教、民主也被异化渗透。人以非理

性生活，向野蛮状态发展；与理性不可分割的伦理传统被市场伦理——公平原则所取代；道德和宗教成

为使人堕落、控制人的生意；民主则成为操作公民意志的说辞……总之，弗洛姆认为，异化已经全方位

地渗透进人类生活，而放任异化的最终结果，将是被异化力量所支配的精神失常的社会。 

3. 弗洛姆对异化原因的分析：生存的两岐性 

与马克思将异化的根源归结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同，弗洛姆并不将异化全然归因于资本主义制度。

在他看来，相较政治与经济因素，导致异化的主要原因更在于个人层面。 
在分析异化的原因时，弗洛姆采取的方法也与马克思大相径庭。他倾向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法，

在个人的心理层面找寻原因，而马克思则是通过政治经济学分析来研究异化现象。这一差别非常显著地

体现在消费异化问题上，虽然马克思本人并未对消费异化作出过专门论述，但按照马克思的一贯看法，

资本主义私有制追逐剩余价值的本质导致了人在消费领域的异化。而在弗洛姆这里，人对现代消费模式

习以为常，在心理上产生依赖，这种依赖的产生来自于现代社会的广告、舆论和传媒。现代社会环境营

造了一种商品化、功利化的倾向，使人把自身体验为物品的奴仆，体验为一种需要借用外物使身份得到

认同的存在。所以，在弗洛姆这里，人性异化的实质是人与人性的背离，人性异化的原因在于人放弃了

对人性应有的维护和尊重。 
不过，这种对人性的否定和蔑视只是促使异化出现的原因之一。在弗洛姆看来，真正使人心理扭曲、

精神失常的祸根在于人类自身生存状况的矛盾性，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生存的两歧状态才是导致异化的主

要原因。 
生存的两歧性，指人的存在与本质的矛盾，弗洛姆指出，人的存在总是不可避免的陷入不平衡之中。

就人的机体而言，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保有某些与动物一致的基本的生存要素；但同时，人类独有的

理性、自我意识与想象力，打破了动物界存在的和谐，使人得以超越自然，更使人意识到自己终将死亡、

认识到自己力量的有限。因此，弗洛姆指出，人的问题是自然界中独一无二的问题，人既脱离自然，又

受制于自然；既无限又有限。为了摆脱这种生存的困境与悖论，人不断地寻找自我救赎的方法。这种独

特的生存处境，正是推动人类行为的最强力量。 
生存的两歧性在现实世界表现为实际生活的分裂与矛盾。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生活并没有随

日益发达的社会而变得健全，相反却陷入更严重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人类正处于日益繁荣的文明发展

中，过着富足的物质文明生活；另一方面，人的社会关系日趋紧张，孤独感、紧张感、不安全感与日俱

增，恐慌心理严重。机械化的生活方式、复杂的社会关系、生存与竞争的压力、对战争的忧虑……种种

生存矛盾和社会问题的出现，使人类生存面临着更剧烈的两歧性。即使人尝试用各种方式反抗它，仍然

无法从自身消除它。人的内心无法获得真正的愉悦，人变得极度的孤独和不安，甚至出现精神分裂的症

状，并最终陷入精神失常的异化之中。 
由此可见，弗洛姆所提出的人自身的“生存的两歧”的状况中已经隐含着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

与世界异化的因子，只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异化才从潜在变为现实[6]。在这一层面上也可以

看出，弗洛姆没有否认异化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只是在“生存的两歧”和人的心理状况分析方面，体

现了弗洛姆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原则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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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弗洛姆对克服异化的构想：健全的社会 

4.1. 何为健全的人和健全的社会 

在指出人和工业社会的病状之后，弗洛姆尝试为异化之症开出药方，他的目标是确立健全的人格，

促成健全的社会。 
弗洛姆认为，健全的人应当是富于精神建设、不受异化影响的人。健全的人的特点是：有爱与创造

的能力，能够在保持自我的独立与完整的情况下与他人和他物结合在一起，通过不断地自我完善，为短

暂的生命赋予意义；能够体验到自己就是自身力量的主体和动因，把握自身之外的现实，发展客观性和

理性。他指出，人的本性就是追求健康、幸福、和谐与爱，人们不是被迫成为精神健全的人，而是一有

机会，人性所共有的对美好和爱的追求就会显现。所以人类自身就固有追求精神健全的倾向，健全的人

的实质就是人的本性和需要得到真正的尊重和满足。 
在明确何为健全的人之后，弗洛姆设想了一个健全的社会，即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

都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是一切活动的中心；人们都按照良心做事，积极而负责地参与社会事务，

并且同他人保持联系。弗洛姆认为，在这样一个健全的社会中，人与人倍加团结，互相友爱；人能够在

工作中充分地进行创造性活动，同时，人被鼓励着运用理性表达自己的真实需要，成为他所应成为的人。 

4.2. 通往健全之路 

除了设想一个符合人性的健全社会，弗洛姆更进一步地提出了克服异化、通往健全的途径。他回顾

了 19 世纪以来对不健全社会已有的解答方案：极权主义、超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他指出，极权主义

只会使偶像崇拜和非人性化达到更高程度；超级资本主义即使采用“激励性管理”的办法，也并没有真

正克服工人的机械化倾向，在弗洛姆看来，真正具有建设性的解决办法只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可说

是人们在寻找消除资本主义罪恶的方法方面所作的最重要的尝试。”[1]。 
同时，弗洛姆认为，在改革的方案上，社会主义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过于强调经济因素，忽略

了人的心理因素，忽视了人具有情感和道德。在他看来，只注重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是人类进步的最

大障碍，因为人是集思想、感情、生活实践于一体的存在，如果人在思想和感情上感到不自由，那么他

在生活实践中就不可能感到自由；如果人的政治、经济生活不自由，人的思想和感情的发展也同样受到

阻碍。这也是人们无论如何鼓吹基督教、崇尚理性主义也不能真正实现解放的缘由。据此，弗洛姆主张，

只有同时对政治、经济、文化作出全方位的变革，才能促成健全的社会。 
在经济变革中，弗洛姆提出应当形成这样一种工作环境：人积极主动地参与工作，意识到自己的工

作具有意义，感到自己与同胞的团结，认识到自己正在对自己的产品施加影响。他提议，工人应当通过

上工业学校、参加工厂课程的方式来获得技术知识，加强对工作和企业的了解，这是工人积极参与的首

要条件。弗洛姆还进一步提出，要以“合作管理”的原则组织工人、职员、消费者、工程师等共同参与

管理，以决定生产、价格、利润等一切问题。此外，弗洛姆还指出，“世上只有一种真正的社会倾向—

—与人类团结一致的倾向”[1]，他主张工人除了关注自己的工作和企业之外，也应当关心消费者和其他

工人，团结整个工人阶级，推动整体的发展。 
在政治变革中，弗洛姆批评了以往的民主制度，指出选举表决是一种将多数人的意志强加给少数人

的形式：选民没有实际的参与决策，他一旦开始投票，就把自己的意志转移给了代表。这样看来，以往

的民主不仅没有真正尊重公民的意愿，相反更造成了实际的不民主。对此，弗洛姆认为，要找到一种使

集中民主与地方分权更好结合的方法，他建议全国以居住地或工作地点划分小组，小组开会选举代表和

官员，组内开展对地方性及全国性政治大事的讨论。在此，弗洛姆特别强调，应该设立一个政治上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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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机构，专门负责提供讨论中用到的事实资料，以确保讨论的合理性。由事业上颇有建树并且具备

道德观念的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商人、政治家组成面对面小组，在对信息作出讨论和总结后进行

投票，投票结果最后上达至中央政府。这样一来，决策流程由上至下，再由下至上，每个公民都实际关

心并真正参与了政治生活。 
对于文化领域的改革，弗洛姆认为，“社会主义的思想除非能给人的内心注入新的精神。否则就无

法实现其友爱、正义及个体的自由的目标。”[1]健全的社会应当确立人道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念，这个任

务需要通过教育完成。弗洛姆批判了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理论与实践相割裂的教育方法，认为现有的教

育制度首要地关注个人在工业文明中的技术能力，缺少对批判思维能力或性格特征的教育，导致理论脱

离实际，人反而更难适应他的工作。他主张，应在教育的全过程中坚持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结合，同

时根据阶段的不同侧重突出某一方面，如青年阶段应使实际工作从属于理论教育，成年人则反之。同时，

在弗洛姆看来，一个人对事物的理解能力受他的阅历影响，就理解能力而言，人在中年时期似乎比青少

年更适合学习，因此，一个健全的社会必须向成年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他建议增加成人教育课程，向

全国人民开放。 
此外，弗洛姆还特别关照人的精神世界，认为人应当有共同的艺术和仪式以表达人的整体人格，他

提议在文化生活上创造一种非宗教性的集体艺术和仪式，通过开展集体的舞蹈、合唱、戏剧等，丰富人

的精神世界；在宗教上形成一种集合各大宗教所共有的人道主义教义，实现人自身的理性与友爱。 

5. 弗洛姆异化思想的评析 

综上所述，弗洛姆基于马克思人道思想和社会主义构想，结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方法，通过揭露现

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提出了自己构建人道主义式的社会主义设想，描绘了未来健全社会的美好

图景。他的研究，虽然涉及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各方面，但更多地是基于他作为心理学家的理解。 
一方面，弗洛姆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他对马克思的劳动异化作了修正和补充，提出了

人性异化的概念，更多地触及了现代社会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精神异常状况作了

解释，试图寻找人的健全发展的突破口；他撇开政治和经济因素，转而从心理因素分析社会问题，为研

究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他对资本主义病态社会赤裸裸的剖析，仍然深刻的警示着当代社会：

工业不会停止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规律仍然在相当范围内发生作用，经济活动中人的异化现

象、人性的压抑乃至扭曲还不可能消失[7]。 
弗洛姆旨在去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对社会变革提出种种构想，对当今中国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弗洛姆所提出的“健全的社会”与当代中国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的目标有交叉内容，他对消费异化的分

析、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对人类精神状况的关注，启示了当代中国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过程中，必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民主与法制建设、思想文化建设，推动社会主义的多维度发展；必

须关注人的发展问题，重视人的精神世界，注重人的价值的实现。 
另一方面，弗洛姆所提供的理论和视角，仍然难逃乌托邦的窼臼。作为一个彻底的人本主义者，弗

洛姆对马克思的解读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体系，他对马克思异化概念的研究停留在马克思的青年阶

段，忽略了马克思对异化的认识是不断深化和发展的过程，所以，弗洛姆的异化概念实质上与真正的马

克思主义相背离。他对资本主义病态社会的批判囿于认识论视域，而缺乏马克思实践论视域的批判，陷

入了道德教化的误区；他对异化的分析更多地关注人的心理层面，将异化现象体验为人的一种病态心理，

将社会变革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不免陷入理论立场上的唯心主义，从而贬低和偏离了社会历史规律。

最后，弗洛姆认为无需革命，只消通过社会变革就能在现阶段克服异化，构建健全社会，这一主张带有

浓厚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理想根本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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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在某种意义上，弗洛姆对人性异化的分析和克服异化之途的构想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

进步提供了某些有益的启示性思想。但脱离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弗洛姆在真正涉及到消除异化、实现人

的全面发展这一问题上，却显得苍白和无力。总之，弗洛姆的思想既有合乎情理、令人耳目一新之处；

又不乏矛盾和不切实际之处，对此，我们唯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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