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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代以来，异化问题上升到哲学高度成为学者们研究探讨的热点问题，学者们将异化概念代入以研究人，

提出了人的异化。其中，弗洛伊德从心理学角度阐释人的异化，认为人因其本能受压抑而异化为病态人，

因而人的进化是一场悲剧；而马克思则以价值选择为中介，从社会实践和交往的角度指明了人将随社会

发展而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光明前景。对二者的双重比较是对于人的理论从心理学与哲学两个方向探索

与发展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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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modern times, the problem of alienation has risen to the height of philosophy and become a 
hot topic for scholars to study. Scholars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alienation to study human be-
ings. Among them, Freud explained the alienation of hum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and believed that human is alienated into a sick person because of the suppression of his instinct, 
so the evolution of human is a tragedy. Marx, on the other hand, takes value choice as the medium 
and points out the bright prospect that man will realiz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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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practice and communication. The double 
comparison of the two is an attempt to explore and develop human theory from the two directions 
of psychology and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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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人类社会形成以来，智人锲而不舍地思索人自身的问题：从柏拉图的人从哪里来？到上帝之肉

骨——亚当夏娃的传说；从人类无法逾越的巴别塔到精神之源。人类对“我是谁”做出了种种解释。

在探究人本源问题的长河中，出现了诸如泰利斯、庄周等对人类文明产生持久、深远影响的人物。近

现代以来，对人的认识逐渐从经验感性转移至实证理性，在这一过程中，最具代表性且具有分水岭意

义的是提出进化论的达尔文。进化论的提出似乎回答了几千年来长期困扰人类的问题，即：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引领着人类以全新的视野来思考人自身。在此基础上，人类进一步探究人之精神、行为

产生和形成的原因，以求“解释”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奥地利精神病医师、心理学家、精神分

析学派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佛洛依德以梦的解析探究人之精神、行为产生的动因，做出力比

多乃人类行为产生之因的结论，内在地将人类社会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以精神“解释”人。与佛洛

依德掀起的精神分析狂潮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致力于全人类的解放，是以人为核心，包罗自然、人

类和人类社会在内的涵盖世间万象的生命哲学。他将社会、历史纳入研究范围之内以求“改造”人，

提出了“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核心哲学概念和终极追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学说不仅解

释了人从哪里来，更是从现实层面回答了人到哪里去的问题。 
二者虽同为关于人的学说，却是从心理学与哲学这两个不同的角度对于人的理论——人的本质与发

展这个同一目标进行探索，将二者理论进行比较一方面是对人的理论这一永恒问题的探究，另一方面也

对于心理学和哲学这两个学科的交叉发展提供思路：令脱胎于哲学的心理学这一年轻的学科回归于对人

这一概念本身以及人的发展的思考；同时心理学的理论也为哲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

化大众化提供科学的助力与借鉴。 

2. 佛洛依德之人：压制欲望的病态人 

2.1. 欲望的压抑——病态的由来 

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中，无意识自始至终处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的核心地位，被认为是

支配生命活动的最基本法则和基本动力，欲望作为无意识的最主要内容，源起于生的本能和性的本能这

一先于意识活动的存在，成为原始思想活动的初始继发性思想，衍生出生理欲望和心理欲望。随着人类

社会的发展，为使社会团体和秩序得以正常运转以不至于灭亡，人类不得不掩盖其兽性的一面，制定出

与之符合的规章制度，形成人类文明：“所谓人类文明，对我来说意味着，人类生命是从其动物状态发

展而来，而且不同于野兽生命的那些方面：我不屑于对文化和文明加以区分，如我们所知，人类文明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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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向观察者展示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包括人类为了控制自然的力量和汲取它的宝藏以满足人类需要而

获得的所有知识能力；另一方面还包括人类为了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调节那些可资利用

的财富分配所必须的各种规章制度。”(车文博，1998) 
人作为欲望主体，内在地具有驱力机制——力比多(libido)。这一工具作为潜意识冲破前意识的阀门，

通过借力于表意识得以外显和表达，从而满足了天性驱力。然而，意识检查机制往往严厉地压制潜意识进

入意识层面，将“和人格道义不相调和的潜意识的欲望，拒斥于意识阀之外。”(吴立昌，2009)这一抗力

随不相调和程度的加深而增大，以致潜意识始终蜷缩在黑暗的地窖中而无法冲出狭隘的空间接受阳光的洗

礼，这种原始冲动因无法释放而造成了人之病态，产生变态心理。精神由于长期受到压制而导致系统内部

紊乱，使得人流变为非人。弗洛伊德认为，正是人类文明的繁荣与发展起到压制作用，阻止了潜意识的内

容进入前意识，进而无法形成适合人的健康发展的意识，造成了人的病态。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类文明愈

发展，人之病态程度愈深，发展并非全然一种积极的、正向的现象，而是内在地蕴含着不断出现不满和导

致神经病的可能性(埃里希·弗洛姆，1986)。提出了人类进化的实质是一场悲剧这一极端观点。 

2.2. 价值取向——偶像崇拜 

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前意识机制中的检察机关不断增加关卡以防止潜意识内容冲出意识层面，为

使力比多不至于过分压抑以致全人类病态到消亡的地步，内在的力比多能量以现世存在作为流转中介，

调和潜意识欲望与伦理道德、社会规则制度之间的冲突，将这种以快乐原则为主导的力量从内部释放，

建立起外在可视化、可触碰、可感知的外部快乐原则，将本我满足转化为自我满足，依靠躯体反射性活

动以迂回的方式实现本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从而释放内在能量，以保存自身的存在。 
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天性欲望在这一流转过程中达到一种妥协，使得成为一名合格社会人的需求

与婴幼儿时代的欲望两端达成一种平衡。然而，人自身却永远也无法达到欲求并存的境界，永远处于自

我分裂之中。于是，人不得不将本我满足外化为自我满足，将服从于快乐原则的欲望和冲动转而从现世

存在中获取，因而沸腾着兴奋剂的人体底端能量得以找到释放的突破口。个体对于潜意识内容通过迂回

路径获得的快感这一天然感受念念不忘，逐渐形成对现世存在的依赖，并错将现世存在当作释放渠道，

视之为偶像进而加以崇拜，内在能量由此开始异化，将自身的快乐原则转嫁于对现世的、物的、肉欲欢

愉的世俗低级快乐，造成对神的崇拜、金钱的崇拜、物的崇拜，并受此支配，成为被支配对象支配的对

象。人也在此过程中成为失去自我、不得不通过移情、分裂维持现状的病态人。 

3. 马克思谈人：自由全面的发展人 

3.1. “人”作为自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论不同，马克思不仅从社会文明中解释人，更是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考察人

的本质，做出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进步，人将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并能够从共产

主义社会中获得持续发展的空间”这一富有光明意义的判断。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产主义

社会不是社会发展的终极，人类进化的实质不是衍化为精神病态的悲剧；相反，人是能够随人类文明发

展而发展、与社会共存共荣的社会共同体，人进化的实质是得以全面发展、个体与集体双向融为一体的

喜剧。而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则是人得以摆脱异化状态真正成为人的伊始，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得到

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3.1.1. 实践——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 
人作为自然人，动物兽性是其第一属性。这种自然属性并非靠经验所得，而是蕴藏于人体内在且为

人类所共有。它“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和受限制的存在物。”(马克思，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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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是站在社会与历史的角度来探究人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首先是建立在意识基础上的人，

这是人得以进行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在人类社会形成以前，人类仅依靠生本能的需求以动物属性而存

在；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这种作为人类共有的一面并未被人类集体所意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

逐渐从这种无意识状态中觉醒，意识到自身是区别于动物的类存在。无意识作为一种普遍性力量，是在

劳动实践过程中得到认识与肯定的。“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

存在物。”(蒋红群，2016)这种类存在物不仅是被自我意识到了的类存在，更是具有从实践而来的本质力

量的类(徐霖，1994)。正是这种动物属性的无意识在劳动实践过程中被人们所意识，人类才得以区分人与

动物之间的差别存在，并继续开展区别于兽性的人类独有活动——劳动实践。因此，实践是人类社会形

成和发展的基础、人之为人的根基，也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通过劳动实践，人的无意识创造实现

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提供满足生理欲求的物质基础。同时，人类文明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矛盾随着人

类实践而得到解决，人的欲望也在实践中得到了满足。最终，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人自身也得以进化

并得到发展，而并非走向病态。 

3.1.2. 价值取向——个体价值和群体价值的统一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个体作为自然人的特殊存在，在自然生存过程中通过实施性行为等本能活动

释放内在欲望，依托梦作为承载力量，以实体还原本体，从而通过实体表现个体价值。个体价值唯有借

助性行为、梦等外在实体形式才能得到肯定，因而不可避免地进入庸俗化倾向的陷阱。 
马克思理论中的个体价值是在普遍性中得到充分体现的，人的价值是个体价值和群体价值的统一。

个体作为自然人的特殊存在，通过自主的、独立的活动获得自己的价值，并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表现

出自己的价值，个体价值由于得到了外显而满足了人的内在欲望。正是个体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在自

身价值的探索和创造的积极活动中体现了整个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活动，形成了群体的价值。同时，个体

价值唯有在群体中充分展开，依靠实践交往中介达到辩证统一，两者不是纯自然意义上的二元对立，群

体作为放大了的普遍个体，在社会中从事单独个体无法从事的社会活动，创造出新的价值，呈现出在更

大范围、具有更大能量的民族价值、人类价值。马克思“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独立个体的人在进

行群体交往过程和处理各种关系中，在表现自己的价值基础上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在这里，内在欲望在

交往过程中得以释放，个体价值在交往中获得了自己的价值。 

3.2. “人”作为社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3.2.1. 自我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之集合发展 
自我意识的本能在群体实践和演化过程中经由传统、教育和模仿代代相传，逐渐转化为集体主义的本能。

“通过发展和学会遵守一些往往禁止他按本能形式的规则(先是在狭小的部落里，然后又扩展到更大的范

围)，从而不再依靠对事物的共同感受，由此建立了文明。”(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1988)
人类正是在自己实践中建立的文明里，聚集并继承了长期积累的普遍意识，这些意识外在地表现为道德伦理。 

马克思谈到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作为已经从远古社会沉淀下来的典型经验浓缩、有着集体无

意识内容的社会人的存在(杨霞，2013)。其发展不仅仅是自我意识的自由发展，更是在社会实践中将原始

意向原型和处于现世存在的社会意识融合后实现的共同发展，呈现出自我意识和社会道德伦理和谐相融

的发展局面，从而达到了个体和社会集体的相容。社会道理伦理作为后期学习得到的传统，初始于偶然

的“利他主义”反应和情感，经由人类的实践活动证实转变为道德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将从更

大范围扩展出广泛的利他主义秩序，通过习得利他主义规则达到一种遗传本能。由此，集体无意识得以

进化和拓展出普遍的“善”的高贵情感。到那时，如何更大限度地造福于他人将成为每个人生存和发展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5226


张欣然，朱玲琳 

 

 

DOI: 10.12677/ap.2023.135226 1858 心理学进展 
 

的最终目的。人以“利他主义精神”作为内驱动力支配自己的行动，个人在社会集体的交往关系和实践

活动中展现自我、发展自身，实现全面发展。 

3.2.2. 基于知行合一的价值自由 
亚当·弗格森认为：“自由，并不像这个名称本来的含义可能显示的那样，是指摆脱了一切限制，

而是指使一切公正的限制最有效地适用于自由社会的全体成员，不管他们是权贵还是平民。”马克思共

产主义理想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同样也是在有限条件下的无限自由，是实际行动符合利他主义内驱动

力下的自由。在共产主义社会下，人体内在的力比多通过实施利他行为释放能量，获得满足，从而人不

再是被支配对象所支配的对象，而是达到知行合一的统一体，异化现象在知行一体化的过程中逐渐消失，

人真正成为自由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个体跳跃了柏拉图所主张的灵魂三分说，欲望本能在经行为的

长期积累后转为遗传性习惯，取而代之的是理性和精神，欲望的东西成为与之所对等的价值的东西，而

利他主义则作为精神的桥梁横跨其中，由理性支配着人的行动。这种理性体现了人的内在欲望的释放而

非压抑。为使人能够在更大限度上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人类社会必须崇尚且发扬这种利他主义精神。 
当前，党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我们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倡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旗帜鲜明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毫不动摇反对

任何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习近平，2022)其中提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是我国积极推

进和发扬利他主义精神，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宏大目标的最有力体现；是在尊重多元文明的世界

中坚持共同性原则，主动搭建价值共同体的表现；更是选择利他价值体系和精神以联系全人类社会，并

以此作为人类共同体继续前进发展的精神动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进一步推动利他精神在更大范围

内被承认和认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必将在遵循这种利他主义精神下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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