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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姆的 /爱四要素说 0伦理分析
成海鹰

  [摘  要 ] 弗洛姆生活在科学技术、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二十世纪, 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敏锐的感受使他有足够的洞

察力和智慧深刻揭示人的生存处境。他提出人道主义伦理学,旨在建立健全的社会和健全的人格。他看到人的孤独处境,

希望藉爱拯救人类。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不同,他认为爱不仅是情感, 爱也是一种能力, 更是一门艺术。为了更好地理解

爱的艺术, 他提出 /爱四要素说0,即关心、尊重、责任、认识。这四种要素浓厚的伦理学色彩,构成了弗洛姆理论中的爱的伦

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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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伴随二十世纪到来而降生的哲学家,

弗洛姆在科学技术、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二十世纪

度过了他生命的全部岁月。八十年的生命历程中,

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敏锐的感受使他具有足够的

洞察力与智慧深刻揭示人的生存处境, 可以说他是

上天送给人类二十世纪最好的礼物之一。弗洛姆

的人道主义伦理学立场致力于建设健全的人格与

健全的社会。追求人的解放、人的自由、人的全面

发展, 是我们理解弗洛姆伦理学的全部基石所在,

而这一切,归根到底, 体现在弗洛姆关于 /爱 0的哲

学论述与分析中, 他甚至以 5爱的艺术 6为题阐述

爱作为一种道德情感和能力对人格健全与社会健

全的意义。

爱一直是人类生活和理想的基本主题,爱也是

深入了解现代人的性格结构和现代社会的弗洛姆

为建立新社会秩序和生活所开出的精神良方, 当我

们具备爱的能力,公平、有序、健全的社会便不求自

得,人类由爱而渐进符合人性的道德理想, 指向更

好的生存。没有爱,人能生活吗? 弗洛姆对此问题

的回答是否定的,他甚至悲哀地预言那将导致社会

的无序与混乱,人类的恐惧与绝望。对爱的渴望是

人类共同的命运,无由摆脱。索洛维约夫在与尼采

的争论中, 对中世纪基督教的 /信仰、希望、爱 0三

位一体进行革新,提出 /爱、美、自由 0, 爱是其中唯

一不变的价值。弗洛姆让我们看到,人的存在是以

这样一个事实为特征的,即人是孤独的, 他与世界

与社会与他人分离,只有爱把孤独的个体与包围他

存在的一切紧紧相连。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 法国

的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与弗洛姆非常相似, 波德

莱尔表现恶是因为他在拥挤的都市生活中看到了

恶和违反人性的东西: 人们聚集在城市的狭隘空

间,每个人在追逐个人利益时所表现出来的冷漠,

不关心他人的独来独往,让人倍受伤害, 所以波德

莱尔不遗余力追寻爱, 就是对这类现实的反抗。

人作为道德主体, 他总是依据一定的道德原

则、规范作出恰当的判断并进行道德选择,从而使

自己的行为具有道德价值,如康德的善良意志说。

爱是弗洛姆所提倡和主导的最高原则, 对于爱作为

一种伦理情感与伦理原则的分析,弗洛姆的思想包

含在下述四个简单的命题之中。

一、爱是关心

弗洛姆把关心理解为对一个人不仅对他的肉

体存在, 而且对他全部人之能力的成长和发展负有

责任。他这一思想与中国儒家思想不谋而合, 在孔

子 /仁爱 0儒家伦理的建构中, 包含了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0的消极理解, 也包含了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0的积极理解,我们把它归结为君子

有成人之美, 自己发展也要给他人发展的机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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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在儒家的 /泛爱众 0理论建构中本身就包含着

对他人的关心,孟子把人性归为四端: 恻隐之心, 是

非之心,辞让之心, 羞恶之心。在对恻隐之心的解

释中就有关心的意味。孔子在与学生子路、颜渊谈

人生志向时表述自己的见解: /老者安之, 朋友信

之,少者怀之。0 ( 5公治篇 6 )可见在以孔子为代表

的儒家思想中,关爱他人是一个君子应有的品格。

弗洛姆的关心由爱而生, 因为爱, 便对爱所指

涉的个体成长和发展尽心尽责关注,对所爱者的生

命不是消极旁观,而是积极促进,与孔子 /己欲立而
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0惊人一致。在现实生活的经

验中, 它不是抽象的人类之爱, 而是对个人爱的结

果。弗洛姆说: /爱是对我们所爱的生命和人或物
成长的主动关注。0 [ 1 ] ( P251)

也就是说爱的真谛是为

某些东西出力,使某些东西成长。爱是能力也是行

动,弗洛姆把爱视为一个人有力量去爱的表现, 它

是对人也是对自己的生命、幸福、成长、自由的肯

定,它促成被爱者得以成长和幸福。我们看到在这

种表述中弗洛姆与孔子的一致性,孔子说: /唯仁者
能好人,能恶人。0 ( 5里仁篇 6 )只有仁者能够喜爱

别人, 憎恶别人, 孔子在这里所表达的他对爱的理

解也是一种能力,只有仁者才具备的一种能力。

爱植根于我们人生的体验和经验中, 它是置于

个体与他人关系中的内在需求与欲望, 是与生命共

生的心理现象, 而且从人类进化的历史来看, 随着

生命的发展,人的感受性也在不断增加, 基于增进

幸福的爱和增进痛苦的恨, 应该说前者是对生命有

益的情感而后者则对生命有损。如果说人生的意

义在于促进更美好的生命存在, 那人无疑也是趋爱

避恨的,因此就不能仅仅从感情的角度理解爱或

恨,理解了爱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艺术, 它将使我

们的心灵获得一种更饱满的力量。莱辛曾戏谑: 我

们谈得最多的恰恰是我们拥有最少的。现代社会

无处不在的 /爱的呼唤 0似乎是对他这一观点的注

释,也是现代人爱匮乏爱无能的最有力表现。弗洛

姆看到了现代社会人类的困境,一方面, 人变得更

加自立、自治并具有活力;另一方面,人又变得更加

孤独、彷徨和胆小怕事
[ 2] ( P141 )

。弗洛姆用爱救渡人

类,就是让我们从关心开始,摆脱冷漠也摆脱孤独。

二、爱是责任

责任是道德主体以应该为依据,对社会意义和

人生意义的理解,正如启蒙时期最有影响力的伦理

思想家康德在 5道德形而上学原理 6中所说: 尽自

己之所能对人做好事, 是每个人的责任。康德强调

一行为道德价值的根据往往是看其是否出于责任,

也就是他为义务而义务的另一种表述。责任与爱

不可分,在弗洛姆看来它不仅是外在的要求,更是

主体的自我要求, 是我需要对我所关心的事情作出

反应。康德强调人的本性是追求幸福, 而人的最大

幸福蕴藏在对他自己责任的实现中,因而责任不仅

意味着爱,也意味着人生幸福与否。那人是在什么

情况下有责任呢? 石里克认为: /道德责任要以自
由即不受因果制约性为前提。0 [ 3] ( P131)

也就是说当

一个人的意志是被决定的,作出的决定是必然的,

他对他的行为就不负责任; 一个人只有当他能对自

己作出决定的方式起某种作用时,他才对自己的行

动负责。我们为责任所驱使去承担我们对社会对

他人对自己的应尽的人生义务, 很多伦理学家注意

到了意志自由与道德评价、道德责任之间的关系,

康德和叔本华对此有详尽的阐述,他们认识到了人

与其他生命形式的最大差别就在于人才能对他所

做的事情负起道德上的责任。

责任这个伦理学色彩很浓的词, 弗洛姆在 5逃

避自由 6一书中, 甚至把它同 /命运 0相提并论, 他

认为从伦理学角度来看,命运就是责任, 也就是我

们不得不承担的义务。笛卡尔在 5方法论 6中指

出:爱是精神的运动所引起的、促使心灵愿意与那

些对它显得合适的对象相结合的一种心灵的情绪。

霍布斯则说:凡人们所欲求的事物, 也名为他们所

爱的事物。在这些类似的表达中强调的都只是一

种欣悦的感情,弗洛姆则看到了爱中所包含的美好

品质:为爱担当的勇气。

因为责任, 爱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经验,它使

人性的重要方面得到发展, 我们不仅关心另一个人

的精神需要,我们还为对方的精神成长负起责任。

这对我们健全品格和完善人性是必备的,爱教会我

们更好地欣赏生命及其中一切好的东西。

三、爱是尊重

尊重的对象是人的存在、人的生命和人的价

值,我们理解尊重需借助信任这种品质。弗洛姆考

察人类关系的各方面, 认为 /信任是任何真正的友
谊和爱所必不可少的性质 0 [ 1] ( P189)

。信任是对他人

基本态度、人格核心的可靠性与不变性的确信,更

意味着对他人人性尊严的尊重。也就是说尊重从

信任开始, 信任是我们尊重自己和他人的一个条

件,弗洛姆还强调信任是人类存在的条件之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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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帮助我们建造一个由平等、正义及爱的原则所统

治的社会秩序, 不信任会颠覆人类社会生活的基

础,因而没有信任真正的人类生活是不可能的。

弗洛姆说: /我们自己的成长、幸福、力量, 就是

以对这些生命力的尊重为基础的。0 [ 1 ] ( P205)
可以说

尊重他人尊重自己是人生命过程的伴随物。作为

一个从业几十年的著名精神分析医生, 弗洛姆还把

我们由爱而生的尊重视为心理健康的一个条件, 按

他的理解,尊重还意味着能够按照其本来面目看待

某人,能够意识到他的独特个性。尊重意味着关心

另一个人,使之按照其本性成长和发展, 这样的成

长是自我的成长也是有机的成长。这种尊重是对

个体独特性的肯定, 也是对人的尊严的肯定, 康德

的伦理学特别强调人的尊严,因为尊严不能用于交

换,它是无价的, 这些学说涉及人最本质的存在, 应

当说是人类文化最有价值的成就。阿多诺对此也

有类似的表述,他说: /在伦理学概念中包含这样的

内容,即人应当按照自己的本性去生活,就此而言,

伦理学概念似乎反对由外在规定的, 强制性的东

西。0 [ 4]
这位法兰克福的主要代表试图让我们相信

关于正确生活、正确行为的观念应被还原到这个程

度:人们的行动要与人们的真实情况相符合。也就

是说人们应当按自己的本性、自己的本质去生活。

阿多诺这种关于正确生活、正确行为的观念可以溯

源至康德,他理解的人的单纯的存在, 是出于天性、

本质的,而不是被 /造就 0为其他东西, 不是为了去

符合某个应当如何行动的规范, 这种论述中包含着

对人作为存在的尊重也包含对人的个体性、独特性

的尊重,从这个角度出发理解爱, 就是弗洛姆所说

的促使另一个人按其本性成长和发展。

爱是人存在的基本力量之一, 弗洛姆作为一个

心理学家他清楚人类寻找爱的力量和耐心,因而他

通过人为人而存在的其他品德让我们清楚:爱如何

可能。亚里士多德在 5政治学 6中肯定, 友爱是人

类选择共同生活的初衷,应该说共同生活的可能就

在人对人的尊重,在共同生活中所表现的爱更多是

一种尊重。爱与被爱,给与接受是信任也是尊重。

四、爱是认识

爱是认识意味着对自我需要和情感的了解, 由

此及彼,由己及人, 推广到一切人身上。认识表达

了我们了解事物和生命之秘密的愿望。认识主要

是自我认识,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他的 5人论 6中

肯定: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蒙田在

他的表述中也强调了同一种重要性:世界上最重要

的事情就是认识自我。关于自我认识的重要性和

可能性最先由希腊人发现, 苏格拉底这个智者曾晓

谕我们: 人啊! 认识你自己吧。这句话也曾刻在德

尔斐神庙的石柱上,它引起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思

考。不能不承认,认识自我、他人、社会, 人生包括

宇宙的一切,对人而言都是一件困难的事,可以说

人类发展的历史, 就是人类认识能力提高和不断拓

展的历史,但我们仍然不能穷尽宇宙的奥秘。人、

自我,这一切谜样的存在, 弗洛姆断言: /全面认识
的唯一方式就在于爱的行动。0 [ 1] ( P255 )

当我们从整体上理解人的存在,我们会看到人

在精神层面上有寻求生存意义答案的需要,有按一

定社会伦理规范生活的需要, 有合群的需要,认识

到人与生俱来的这些精神需求、心理需求和情感需

求,是确立恰当人生价值坐标的重要前提,而这一

切取决于人的认识能力。弗洛姆认为现代人的危

机,在于对人的存在之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的茫

无所知, 诸如人是什么,人应该怎样生活,人怎样才

能创造性地释放和运用人所具有的巨大能量等等。

工业文明伊始,社会和历史不可遏制地向前行进的

趋势和发展,曾令人们充满乐观主义的豪情,尤其

以培根 /知识就是力量 0为典型特征。工业社会的

进步性让人们欢欣鼓舞的同时, 其弊端也暴露无

疑,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借用弗洛依德的 /压
抑 0概念,表达现代人的困境,他深刻地感受到技术

的进步使这个社会在物质上丰饶舒适的同时, 却使

人在精神上困惑和不安,人类洞悉宇宙奥秘却疏于

对自我与他人的认识, 正因此疏离造成了爱的

失落。

弗洛姆把爱分为博爱、母爱、性爱、自爱、神爱

五种。弗洛姆所说的博爱是一种人类之爱,就是对

所有的人都有一种责任感, 关心、尊重和了解他人;

母爱是对儿童的生活和需求作出的毫无保留的肯

定;性爱是两性之间的爱,它是爱的最典型的形式,

是爱的本质也是一个人爱的能力的集中体现, 正如

恩格斯的经典定义所说:一种渴望与对方结成终生

伴侣的强烈的感情。弗洛姆还看到我们的感情和

态度的对象不仅是别人也包括我们自己,因此他还

提出了自爱的概念,就是对自己的生活、幸福、成长

以及自由的肯定。人们对真理、正义的追求,对人

的最高力量的体验,表现在对神的爱中, 因为神是

至善至美的, 所以人们爱神。包尔生在他的伦理学

体系中,肯定了人自我保存的倾向, 他认为个人利

益的实现依其重要性排序如下: 肉体和生命;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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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荣誉或理想的自我保存; 意志的自由运用; 精

神生活。这些个人利益基本对应弗洛姆所说的我

们爱的对象。

从弗洛姆对爱的分类及说明中, 我们看到, 无

论哪一种爱的情感, 没有对对象及自我的认识, 爱

只是一种自发性的情感,那么这种爱中,弗洛姆说:

/没有认识, 就不可能有对一个人的尊重, 没有对人

之个性的认识作引导, 关心和责任也将是盲目

的。0 [ 1] ( P189 )
也就是说我们的爱从认识出发,关心和

尊重我们所爱之对象并承担爱的责任。

弗洛姆提出的 /爱四要素说0, 是我们培养爱

的能力,学习爱的艺术的努力方向。这一学说在当

代生活的重要性日益彰显。我们看到现代性的困

境给我们带来的痛苦, 正如马克思说的, 在我们这

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 机

器减少人类劳动并让劳动更有效率,却引起了饥饿

和过度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奇怪, 不可思议的

魔力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以道德的败坏

为代价换来。我们的对于自然的发现和进步其结

果却是使物质成为有智慧的生命, 而人的生命则化

为愚钝的物质力量。这种现代性发展的双重维度

随着时代的进步分化日益严重:一方面, 人们凭借

科技的力量掌控世界, 另一方面, 人却被科技控制

而生活在物化的样态中。这种状态下, 是人的感受

能力的丧失,人的内心生活的枯竭, 还有无处可逃

的孤独,现代人活在物质丰富的焦虑、痛苦与绝望

中。马克思时代的这些问题在今天并没有大的改

观,甚至愈演愈烈, 人们需要思想家的智慧自我救

渡,这就是弗洛姆学说的现代意义。

文艺复兴时代伟大的文学家但丁有一个生动

的比喻,他说宇宙像零散的纸张, 是爱把它们装订

成一本书。弗洛姆让我们看到爱还是对孤独的反

抗。都市的繁荣, 使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家乡进入陌

生化社会,陌生人群中最深刻最令人不安的体验和

感觉就是孤独。人逃离孤独的唯一去处是在 /爱 0

中,在 /爱0里,我们能躲避孤独, 对世界赋予我们

的不安甚至绝望作最后的抵抗。弗洛姆用爱的艺

术作为自己文本的标题,诚如他所强调的:爱是一

门关于生活的艺术。我们大多数人匮乏于对这门

艺术的掌握, 因为爱的艺术首先在于与他人共处能

力的培养。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游刃有余地把握这

一点。现代社会中爱被抽象和异化,人们往往是通

过他人的虚构体验而体验它,技术复制时代无疑助

长了这种趋势,本雅明在资本主义繁荣的二十世纪

初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很多时候, 我们是爱的旁

观者,爱成了一种替代性满足方式。弗洛姆不满这

种趋向, 他建议我们从关心从尊重从责任从认识出

发去培育爱的情感煅造爱的能力掌握爱的艺术。

他关于爱的艺术主题的阐发,无疑帮助我们更好地

认识人的存在, 从而追求一种有深度的心灵生活,

使人的存在更符合人的本性,毕竟人类历史向我们

证明了:只有爱,才能得到人类心灵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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