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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西方 马克思主 义
” 、

心理分析与弗洛姆

在当代
“西方马克思主义

”
中

,

有一支重要的力量
,

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

的心理分析学说结合起来的势力
。

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
,

! 赖希等人就已较有 系 统

地开展过这方面的工作
,

且在西方工人中产生过一定影响
。

自三十年代以 来
,

作为
“西

方马克思主义
” 主要组成部分的法兰克福学派

,

其主要领导 人所长期从事的也正是这

一工作
。

这一结合对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的青年学生和工人的政治运动
,

产生了更为广泛

而深刻的影响
。

弗洛姆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主要成员
。

我们选取他为本文对象
,

还因

为他不仅是一个多年从事心理学专业的著名心理分析学家
,

而且是当前西方人本心理学

的一个重要理论家
,

此外他还是西方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较多的社会学家
。

直到 ∀ #∃% 年逝

世
,

他的一生主要从事的工作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合
。

在这一结合中
,

不仅涉及到马克思

主义
,

涉及到心理学
,

还涉及到我国的社会主义
。

这情况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

为什么要把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结合呢 & 弗洛姆认为
∋ 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

论是对科学的重大贡献
,

,

但他片面强调非理性的作用
,

忽视社会
、

经济因素对心理的影

响
,

故须以马克思主义加以补充
。

而马克思虽较弗洛伊德渊博深刻得多
,

但又片面强调

社会
、

经济因素的作用而忽视心理因素
、

忽视无意识的力量
,

故须以 弗洛伊德的心理分

析加以修正
。

此外
,

他又认为这两人还具有共同的特点
,

即人道主义
。

所以他把二者结

合的产物叫作
“受辩证法与人道主义 指导的心理分析

” 。

而他的这一结合的基础
,

全部

基于他对人的心理学的理解上
。

二
、

衬人的心理学理解

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人
。

但人也是许多学科研究的对象
。

那么心理学研究人的什么

问题呢 & 弗洛姆说
∋ “人作为人是一个可认识的和可确定的实体

,

人不仅在生物学上
、

解剖学上和生理学上可以被规定为人
,

而且在心理学上也可以被规定为人
。 ” 这里

,

他所说的人的心理规定性指的就是人性或人的本质
。

他 引用了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的

一段话
,

说马克思同意把人性区分为一般人性和历史地发生变化了的人性两种
。

前者

即人的本质
。

他还说马克思依此而区分 出两类驱力
,

即固定驱力与相对驱力
。

他认为前

者为固定人性的组成部分
,

但在不 同文化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不同的方向
,

如饥
、

性

的冲动
。

后者则不是人性的组成部分
,

而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结构和一定的生产与交换的

条件中
,

如对金钱的需要
。



弗洛姆认为
,

马克思主义象存在主义一样
,

是使人从禁锢人性的社会力量中解脱出

来
,

克服异化  关于异 化
,

后面还要谈到 (
,

使人性得到充分实现
。

他进而阐述
∋ “马

克思主义的目标
,

是使个人主义得到充分体现
”  ! 重点符号是我加的 ∀

,

即
,

使人作

为个人
“在精神上得到解放

” 。

 从而
,

他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
“
精神存在主义

” #而

且基于这一特点
, “

反对当代的唯物主义实践和那些伪装得不巧妙的唯物主义哲学
” #

根据上述弗洛姆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论述
,

我们至少可以清楚看到以下两点
∃

% 、

他所谓的从心理学理解人
,

就是 “
使个人主义得到充分体现

” ,

就是把马克思

主义歪曲成唯心论的
“
精神存在主义

” ,

从而反对唯物主义
,

进而反对辩证唯物主义
。

如他说
,

马克思从未用过
“
辩证唯物主义

”
一词

,

又说
∃ “马克思的哲学既和唯心主义

不同
,

又和唯物主义不同
,

而是一种综合物
∃
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

” 。

& 他的根据无非

是马克思早年说过的一段话
,

∋但马克思在那段 话中所反对的唯物主义是 机械唯物主

义
,

而且那时马克思主义尚处于形成阶段
,

当然提不到辩证唯物主义了
。

( 、

他所谓的从心理学角度理解人
,

就是宣扬资产阶 级的人性论
。

固然马克思说

过
,

可以 根据意识
、

语言及思维等 方面来区分人和动物的不同
,

这类问题的确存在
,

也

应成为心理学研究的课题
,

但这和弗洛姆的论述完全是两码事
。

他们认为在阶级社会里

一切人都有普遍的共同本质
,

仅只因受到社会力量的压抑而转入到无意识中
,

心理分析

在于唤醒这种 自我意识
。

他以关心 解放人性为 由
,

而关心普遍的
、

一般的
、

抽象的

“
人

” 的解放
,

主张使所有人的完整人性得到充分实现
,

这难道不是人性论的提法吗 )

但是
,

从另一方面
,

弗洛姆毕竟还是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的心

理特性的论述的
。

而且进一步他把这一论述结合到他对个性
、

性格的研究中
。

三
、

性 格 理 论

今从以下三个方面简单介绍弗洛姆有关性格方面的论述
∃

∗
、

历史与性格
∃
可能在马克思关于工业发展史与心理学关系论述+ 的影响下

,

弗

洛姆论述了在不同历史时代条件下人的心理特性的变化
,

并以此作为其心理学研究的新

领域
。

他提出
,

人类历史是人性的巨大实验室
,

在这实验室里形成与塑造各种 行为型

式
。

例如
,

原始人与其部落完全打成一片
,

使人不感到孤独
,

而觉得安全
。

但从中世纪

以后
,

人们心理的判断力阻止他们从属一团体
,

他们为独立
、

决断的自由和 自由运用其

能力而奋斗
,

这就是个性化时期
。

这时他与其说是获得了自由
,

不如说是摆脱了束缚
,

而且发展了他的人格
。

但他 由于这种生活的个性化
,

而感到不如从属于任何处所
,

感到

孤独
、

不安全等
。

为了逃避这种并非真正的自由
,

他发展了五种防御机制
∃
即委身于独

裁者手中
,

施虐狂
,

受虐狂
,

破坏与自动遵从等
。

( 、

家庭与性格
∃
他认为家庭不仅形成上述五种防御机制

,

而且具体塑造人的整个

性格
。

在他看来
,

人的性格特点包含两种成分召一种成分是社会性格
,

即一团体大多数

成员所共同具有的性格特点
。

这是由于家庭作为社会的心理学动因将社会的文化价值传

递给儿童
。

另一种成分是个人性格
,

即由父母所发挥的特殊环境 影响和遗传因素的产

物
。

其中
,

前一种成分是人们人格差异的决定性因素
。



在家庭对儿童性格形成的影响方面
,

他显然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实际上是一切社

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著名论断的启发下
,

提出了儿童的性格是其家庭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的

说法
。

他认为整个家庭气氛对儿童性格的形成起决定性的作用
。

)
、

性格类型
∋ 他把人对外部世界的关系叫作定向

,

并认为定向是形成性格的核心
。

其中对人的定向叫社会化
,

对物的定向叫同化
。

社会化有三种基本类型
,

即共性
、

退缩
、

破坏与爱
。

其中爱是对人的健康态度
。

同化有五种基本类型
,

即接受
、

剥削
、

贮藏
、

市

场及生产等
。

其中生产型是健康的类型
。

在他看来
,

在一具体人身上可有多种上述类型
,

社会化与同化的各型也有许多种排列组合的方式
,

但某人有占优势的某一基本类型
。

由上述弗洛姆性格理论的简介
,

可以看出他还是试图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来开展

心理学研究的
。

这一方向是值得肯定的
,

而且也受到心理学界的一定重视
。

但其研究的

指导思想和分析方法却存在着显著缺陷
,

今初步分析如下
∋

∀
、

正如有人所指出的,
,

他对历史的论断不是从实际的历史材料出发
,

而多出自

他自己的臆测
,

如他过于美化中世纪以前的情况而丑化文艺复兴
。

我们认为
,

这是其存在

主义思想指导的结果
。

他的有关历史与性格的论述是虚构的
,

是与马克思的论述根本不同

的
。

马克思的论述是把心理与社会形态
、

与劳动
、

与所有制等联系起来作深刻分析的
。

( 、

在文化历史条件
、

家庭环境对性格的塑造上仅只儿童消极被动 的一面
,

而未重

视人的活动
、

劳动和其他社会实践在儿童性格的形成与发展中的积极能动作用
。

虽然他说

人创造人 自己
,

但他的
“创 造

” 是在脱离正确客观规律的创造
,

因而是唯意志论的创造
。

−
、

在性格基本类型的分类上
,

所反映的大多是病理心理状态
,

而且他没有把这些

类型和阶级实质有机地联系起来
,

如他说的剥削型和市场型所反映的明明是资产阶级的

阶级性
,

但弗洛姆却有意避开这点
。

弗洛姆的性格类型是为其心理分析服务的
,

因他认为人格类型的特定内容和神经症

一样都来自儿童早年生活中受压抑的型式
,

是无意识的
,

因而他的心理分析又和他关于

意识问题的论述密切联系在一起
。

四
、

意识 与心理分析

弗洛姆认为
,

马克思关于意识的关键性论述是关于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意识的

观点
。

他还大量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一书中所作的开展
。

但他

所得的结论却是无意识支配人的行为
。

他说
, “马克思像弗洛伊德一样

,

相信人们大多

数的思维是
‘

虚假的
’

意识
” ,

. 是 “
文饰作用

” .
,

而
“人们活动的真正动机是他们

的无意识” .
。

因为
,

他体会到
∃ “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
,

它们 ! 指人们活动 的真正动

机 ∀ 根植于人类整个社会组织
,

它们将人们的意识引导到一定方向
,

并阻碍他意识到某

些事实与经验
” 。

. 他举例说
,

在工业社会中人们常委身于征服 自然而忘了他们 自己
。

照他看来
,

人在有他自己的意识以前
,

与自然生活在统一体中
。

然后发现自己与自然
、

社会相异化
。

再后
,

发展 了人类的特殊性
,

即爱与理解能力
。

而且
,

人一旦获得了充分

的人性
,

就回到他与自然失去的统一中
。

他说
,

正因为人的有意识思维的盲 目性
,

使人意识不到他的真正的人类需要以 及根

植于这些需要的理想
。

只有当虚假的意识转化为真正的意识
,

即意识到现实而非由文饰

/里



作用与虚构歪曲现实
,

才能意识到真生的人类需要
。

对这一论断
,

他曾举例说
,

现代

 应为西方 ( 文化失败的原因
,

不在于人们过分关心 自己的利益
,

而在于他们不够关心

他们真正 自我的利益
,

不在于他们太过于自私
,

而在于他们不爱他们 自己
。 ” 0 此即人

们太过于发展逃避机制
,

而不追求真正的 自我实现
。

而要认识到这点
,

就必须接受他的

心理分析
。

他还认为
,

心理分析是克服异化的最好方法
。

他所谓的异化
,

就是指个人在 各个方

面都感到与周围格格不入
,

感不到 自己的才能
、

力量和乐趣
,

没有感情
、

没有理性
,

也

没有爱
。

而异化又是人的本质所固有的现象
,

是人由自然状态过渡到社会状态所必然产

生的结果
,

是一切时代的一切人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

而心理分析则可激发 人的 自我意识
,

使人人道主义化
。

另外
,

异化的人通过心理分析可达到一种神秘的
“
领悟

”
境界

,

可使

自己突然实现与自然界和与他 人的完全统一
,

使人的潜能得到实现
,

从而成为新型的人
。

根据弗洛姆的上述说法
,

显然有许多问题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
。

今举数例
∃

% 、

意识问题
∃ 一方面他明确表示马克思片面强调理性

,

须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加

以修正
,

另方面在这里他却偏又说马克思认为真正决定人行为的是无意识
。

他把 自己的

意见强加给马克思
。

( 、

异化问题
∃
弗洛姆所说的异化和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完全不同

。

马克思所说的异

化是指私有制社会
,

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工人与其劳动产品相疏远
、

对立的现

象
。

而弗洛姆却阉割了异化的社会
、

经济内容
,

而变成一个纯粹病理心理的问题
,

而且

认为它是一切时代的一切人所共同具有的问题
。

这显然和马克思的原意是根本对立 的
。

−
、

心理分析
∃ 既然他认为异化为人的本质所固有

,

且为人 由自然状态过渡到社会

状态所必然出现的现象
,

那就是说
,

它是不可克服的
。

那么如何能通过心理分析而消除

呢 ) 就连弗洛姆自己也说
∃

人本来是自然的一部分
,

但又要超越它
,

这是入的悲剧
。

他

的这种把异化看作本质与存在相疏远的观点
,

是黑格尔的
,

而不是马克思的
。

再说
,

他

认为经过心理分析可达到一种
“
领悟

”

境界
,

而使人大彻大悟豁然贯通而成为
“新人” 。

但这
“新人”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 我们从他的 《最后谈话 》中找到了答案
∃
原来这样

的人是病得最沉重的人
。

因为他说
∃ “病得最厉害的人也就是最健康的人

” ,

因为病人

展现了他真正的本质1
。

而这样
“
最健康的人

” 就是他的心理分析所要达到的目标
。

那么弗洛姆的心理分析所要造成的
“新人

∃
又是为了什 么呢 ) 那是为了 ,’, 合理革

命” ,

为了建立他所谓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
。

五
、 “

心理革命
”

与
“
社会主 义

”

弗洛姆说
,

克服异化
、

自我实现的心理分析 从来都是和政治密不可分的
。

所以 他追

随芦卡奇把 ,’, 臼理革命
”
作为其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

。

他攻击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

说
,

宣称未受心理分析不经
“心理净化

” 的人不可能克服人的本质与世界的异化也就不

可能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
。

他说
,

在那样的社会里
,

人与人都是兄弟

关系
,

彼此融洽
,

而无孤独之感
2 在那里有定向的努力系统

,

而无需人去歪曲现实和偶

像崇拜
。

那种社会是不受统治的
、

自动化的个人的社会
,

是白由的社会
,

是满足人的真



正需要的社会
,

是以爱为基础和顶峰的社会
。

而 区样的 “ 仁卜会主义
” 社会

,

我们认为
,

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乌托邦的吐会
。

费洛姆 说
∋ “

马克思刊
一

资本主 义社会的批评不是针刊其收 入的分配方法
,

而针对其

生产方式
,

针对其对 人性的破坏
,

针对
一

对人的奴役
。

这些不 是由于资术家
,

而是由于人

 即工人与资本家 ( 为他们自己所仓∗+造的物和环境所奴役 ”
够 这说明他对资 产 阶 级 的

私有制保护得多么尽心尽力 , 据此
,

他恶毒地把我国作为主要攻
−

一

目标之 一
。

如池说
,

东方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国家比西方工业让会的情况更槽
,

因为它缺乏西方资 本主义所具

有的活跃和进步的因素
。

中国利用社会主义这个词来标榜它的社会制度
,

尽管实际的情

况是中国.重过它所采用的手段
,

否认个人的解放
。

但是中国利用马克思主义 思想的吸引

力来博取亚非 人民的好感
,

而美国政府宣布
「

一

,, 国是马克思主义的
,

并把马克思的社会主

义与中国的极权主义混为一 谈
,

因而的确大力支持 了中 国的卞张
。

从而就在一场争夺民

心的战斗中帮助了中国共产党人 0
。

他进而说
∃ “只要我们 厂解 了马克思思想的真正 含

义
,

从而把它和中国的假马克思主义区另∗3开来
,

我们才能3
一

里解当前世界上的真正情况
,

才能为这种情况的挑战作出准备
。 ” 0

他还认为他的 ,’, 已
、

理革命
”
具有世界革命的意义

。

如 他说
,

今后百年内
,

不发达 国

家在政治
4

5的选择是个决定因素
。

但不是在资术主义 与社会主义 之间
,

而是在极权主义

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 义之间作出抉择
。

后者将使人获得 自由井

自由地发挥人 的潜能 1
。

综上所述
,

可见费洛姆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
,

歪曲与攻击 马克思主义
。

他以反对

机械唯物论为名而反对辩证唯物主 义
2 他以 自我创造的唯心史观

,

代替马克思的唯物史

观 2 他以 黑格尔的异化论代替马克思的异化论
2 他以 存在主义

、

唯心主义和 个人主 义代

替马克思主义
。

此外
,

他以 关心与实现人的木质为张木
,

宣扬资产阶级的
“
自由

” 、

“平等
” 和 “

博爱
” 的人性论 2 他以蔑视经济主义为借口 而维护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的所

有制 2 他以 “心理革命” 代替政治
、

经 济的革命
。

他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人道 主义的立

场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
、

党的领导
、

人民民主专政和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
,

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
,

为了捍卫心理学的健康发展
,

为了捍卫我们伟大 的让会主 义祖

国
,

我们必须参加战斗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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