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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弗洛姆认为, 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消费异化的社会。人们与所消费的物品间失去

了真实、本质的联系, 关系走向抽象化、空洞化; 消费由手段变为目的本身, 成为被迫的、

非理性的目标; 人们在异化消费中失去主动性、创造性和快乐。这种病态的消费心态建立在

重占有的生存方式基础上, 他倡导建立健康、人道的消费行为。弗洛姆对消费社会的批判具

有深刻的理论背景和现实意义; 然而其对异化、人性等概念理解并非完全科学的, 对消费异

化的批判也带有浓厚的人道主义和主观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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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洛姆 ( Erich Fromm, 1900- 1980) , 当代美

国著名哲学家和心理学家,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主

要代表人物。他致力于弗洛伊德主义的精神分析学

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 站在西方传统人道主义立场

上深入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 阐释了自己对马

克思主义的理解。其中, 他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消

费异化的批判与揭露以及倡导建立健康、人道消费

行为的理论观点颇具特色。

一、资本主义社会中无处不在的异化消费

弗洛姆在 5健全的社会6 一书中对资本主义社

会中的消费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刻而尖锐的批判。

他所谓的异化, 是这样一种认识模式, 在这种

模式中, 人的行为及结果成为人的主人, 人不再感

到自己是自身世界的中心, 失去了与自己和外部世

界的真实联系。对异化的人来说, 其行为成为异己

的力量与自身相对, 人把自身的热情投注到外部的

目标上, 其行为不是主动的, 而是受异己力量驱使

的。事实上, / 人不能把自己看成是自身和丰富性

的载体, 而看成是一个贫乏的 -事物. , 依赖于某

种自身以外的力量, 把他生存的意义投射到这种力

量身上0112, 也就是说, / 他成为自身的陌生人0122。

弗洛姆认为, 在现代社会中, 异化几乎无处不在,

消费异化就是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和生产过程一

样, 消费过程也被严重异化了。

首先, 人与消费品之间关系的异化。

在弗洛姆看来, 用钱购买来获取物品是一种最

为奇怪的方式, 由此导致人与消费品关系的异化。

因为金钱是纯粹抽象的概念, 代表了抽象形式的劳

动和努力, 可以用来换取其他任何东西, 这样一

来, 一个人只要有钱, 不需要任何劳动就可以获取

物品, 不管他获取物品的目的是什么。弗洛姆生动

地描绘了这一场景: / 如果我有钱, 我能够得到好

的留声机, 即使我毫无音乐感; 我能买一座图书

馆, 即使我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炫耀自己; 我能

买到教育, 即使这对我来说没什么, 除了赔一点钱

之外, 我别无损失, 仅仅是由钱给了我一种获取并

随我任意处置购买品的权利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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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姆认为, 人们获取物品的方式应该与物品

本身的性质相一致, 正如面包和布料的获得是为了

生存一样, 人们应该与所消费的物品处于一种真

实、本质、直接的联系中。而现代社会中由于钱的

高度抽象化, 人们获取物品的方式与使用它们的方

式相脱节了, 从而, 人与物品的关系也走向抽象

化、空洞化。

不仅如此, 人们对其所获得的商品的性质、来

源一无所知, 人们知道如何去使用、操纵一件物

品, 而不了解它的构造、原理。物品对人来说是如

此神秘, 以至于 /我们就像从一个原始文化中来的

人0142。人们的消费与其手中的物品没有任何其它

联系, 唯一的联系就是人们只需知道如何使用和享

受它们。

其次, 人们对消费品的使用、消费行为本身是

异化的。

在弗洛姆看来, 人们应该从对物品的消费中获

得快乐, 然而, 今天人们获取的很多物品根本没有

使用的必要, 仅仅是为了占有, 通过占有来获得满

足。人们通过占有某些物品, 在其中获得一种显赫

感, 获得财富与身份的幻想和对自己地位的认证。

也就是说, 在对物品的获取中, 人的真实感觉被排

除在消费行为之外, 与其说是在消费物品, 不如说

是在消费一种广告词、假象、幻觉。这样一来, 当

人们不是在消费一件真实而具体的商品的时候, 消

费行为与其真实需求就失去了联系。

弗洛姆认为, 消费本来应该是一种具体的人类

行为, 在其中包含着人的感觉、需求、审美, 人在

其中是一个 /具体的、有感觉的、有情感的、有判

断能力的人0 152
, 消费的行为应该是充满意义的、

人本的、创造性的体验。然而, 在现实社会中, 人

们却无法从消费中获得此种体验, 而且与之相反,

获得的是与真实的自己相分离的幻觉和虚假的体

验。

人们本来应该通过消费更多更好的商品获得更

为快乐和满足的生活, 而在现代社会中, 消费由手

段变为了目的本身, 人们为消费而消费, 消费成为

一种被迫的、非理性的目标, 人们不再是从物品的

使用中, 而是从疯狂的购买中获得快乐。弗洛姆用

讽刺性的语言描述了这一画面: / 现代人, 如果他

敢于描述一下天堂是什么样子的话, 他准会说出这

样一幅画面, 天堂看上去像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商

场, 摆设着崭新的商品, 他有足够的钱随意选购。

他张着大嘴在天堂中信步, 只要能够有更多更新的

东西搬回家去, 可能他的邻居并不具有他的这种特

权0。162

第三, 异化消费对人的摧残。

弗洛姆指出, 在异化的消费中, 人是不会真正

健康快乐的。在消费社会中, 人们贪婪的吞食着一

切可消费之物, 精神的、物质的, 追求着不受限制

的消费及其带来的愉悦。事实上, 这是一种扭曲的

幸福观, 这个堆积着各式各样商品的貌似繁荣的社

会并没有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快乐。因为正如斯宾诺

莎对快乐幸福的定义, 真正的快乐是一种强烈的内

心体验, 要在人与世界的创造性关系中才能产生出

来, 才能释放出持久的能量, / 快乐包括能够触摸

到现实的坚实基础, 发现自我, 以及与他人的一体

感与差别性0。172弗洛姆明确指出, 我们不可能在充

斥了异化的消费态度中找到快乐, 人们可能会从无

止境的消费中获得短暂的乐趣和愉悦, 但从根本上

他们是抑郁的。

可见, 在现代社会中, 商品成为外在于人们的

异己力量, 统治、控制着人们的行为, 人们把自身

的价值和热情投注到购买商品之上, 全神贯注于更

多、不断的消费。在消费行为中, 人失去了理性、

自主性、创造性, 失去了与世界和自我主观世界的

真实联系, 弥漫在消费带来的幻觉和虚假之中。这

种异化消费最终导致人精神的麻木, 甚至人性的自

我毁灭。

二、建立健康、人道的消费行为

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异化这一危机, 弗洛

姆并没有停留在悲观的愤世嫉俗上, 而是进一步从

精神分析和心理学的角度深入分析了处于异化消费

中人的心理基础、人格及生存方式, 并积极地倡导

要建立健康、人道的消费行为。

在 5占有还是生存6 一书中, 弗洛姆指出, 在

消费社会中, 消费者的心态是建立在占有的基础上

的。

弗洛姆认为, 重占有与重生存是两种根本不同

的生存方式, 人生的目的应该是生存, 而绝非占

有。在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中, 人们把所有的人和

物, 包括自己, 都变为自身的占有物, 人与世界之

间仅仅成为一种据为己有和占有的关系, 人在不断

的占有中获得安全感和自身的价值。生存则是与占

有相对的, 较之占有, 它对世界以及自身采取不同

的价值取向, / 发展、活动性和运动都是生存的要

素0182。生存意味着生动性和与世界的真实联系。

在弗洛姆看来, 占有取向是西方工业社会人的

特征,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完全以追求占有和

利润为宗旨的社会, 绝大多数人把以占有为目标的

生存看成自然的、唯一可能的生活方式。在这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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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里, 生活的中心就是对金钱、荣誉和权力的追

求。因此, 在消费社会里, 消费者想要 / 吞食0 整

个世界, 这是一种典型的占有心态。消费者的行为

与自身的需要无关, 只是象征性地吞食一个东西,

并且相信它已经象征性地存在自己心中, 从而不断

地购买、消费着。消费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重要的占

有形式, 通过消费, 人们减轻自己的恐惧心理, 增

加安全感, 因为消费了的东西不会被别人拿走。然

而, 这又促使人们更多地消费。由此陷入一个永无

止境的循环中。

不仅如此, 今天消费者的占有心态也与以前完

全不同。以前, 人们购买一件物品的目的是为保留

它, 总是要把自己占有的物品很好的保存起来, 越

久越好。然而今天, 人们的口号是 / 消费, 别留

着0 , 买来物品就是为了扔掉它。消费行为的特点

是追求物品迅速的更新换代, / 东西越新越好0。弗

洛姆举例说明现代社会占有者频繁的更换自己的汽

车, 在此过程中获得享受。可见, 消费者与物的关

系已经非人化了, 具体的物品不再是人迷恋的对

象, 而成为自我和社会地位的象征、权力的扩展。

消费者在不断地将物据为己有的行为中, 增强了自

己支配某物的统治感和征服感。

弗洛姆认为, 现代消费就意味着 / 我所占有的

和所消费的东西即是我的生存0 , 192这属于日常的强

制消费形式, 是一种病态现象。通过消费, 人们确

证着自身的价值, 生存着。大多数消费形式都具有

消极作用, 人们通过加快消费速度来满足自己, 而

这正是内心不安和自我逃避的一种表现。

弗洛姆认为, 这种异化的、重占有的消费行为

必须加以改变, 使人们不再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内

在规律不得不成长为消费者, 使人们自由自在的生

存, 不再通过病态消费来维持工业生产, 从而把生

产建立在 / 健康的消费0 基础之上。在弗洛姆看

来, 一方面, 国家不应该强迫公民消费那些在他们

看来是最好的东西; 另一方面, 也不能通过官僚机

构的控制来强行节制消费。需要通过树立一种更有

吸引力的消费形式来引导人们改变其消费行为和生

活方式, 从而形成合理的消费。

弗洛姆指出, 要树立健康的消费形式, 首先要

求政府承担起责任。国家应该针对病态的消费规定

一系列关于健康消费的规范, 制定标准, 进行大规

模的健康消费启蒙运动, 通过渐进的教育过程来使

人们的消费行为发生改变。其次, 要有力的限制大

企业股东和经营者的权利, / 使他们不能仅仅从赢

利多少和扩张的利益出发来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

少0。1102因为, 在消费者所作的选择性消费行为中,

主导其愿望的是生产厂商, 公司间相互支持, 通过

它们的广告业务刺激人们的购买欲。弗洛姆认为,

要通过立法来改变这种情况, 由消费者的需求决定

生产什么, 只有这样, 健康合理的消费才是可能

的。最后, 要建立一些具有战斗精神的消费者组

织, 充分运用 / 罢买0 这一武器显示消费者的力

量。弗洛姆认为, 要使消费者认识到他们对消费行

为的态度需要上升到自觉的高度, 要形成一种人道

主义的消费者运动, 把消费者运动较好地组织起

来, 充分发挥其潜在力量。

三、对弗洛姆消费异化理论的评析

对弗洛姆的消费异化理论, 我们要有全面、清

醒的认识, 既要看到其价值所在, 又要看到其不足

和缺陷。

首先, 应该看到, 弗洛姆的消费异化理论有其

真实的社会背景, 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和

批判。

20世纪以来, 西方社会的基本结构发生了重

大变迁, 从以生产为主导的社会转向了以消费为主

导的社会, 由此带来了社会文化的全面转型。20

世纪初诞生于美国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造就了资本

主义规模化大生产, 从前被视为奢侈品的东西在工

薪阶层中得到扩散, 消费主义盛行, 人们的生活方

式、价值观点等等发生了巨大变化, 开创了史无前

例的大众消费社会。

面对消费社会的来临, 具有批判精神的理论家

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展开了分析与揭露, 其中, 法

兰克福学派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入手, 突出揭露

了消费在当代社会中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功能。而弗

洛姆从 / 异化0 入手, 挖掘分析了发生在消费领域

的异化现象, 深入批判了在商品力量日益扩张的条

件下, 社会大众沦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牺牲者这

一社会现实。透过琳琅满目的商品世界, 弗洛姆一

针见血地指出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性和虚假性。他

明确提出, 消费仅仅是现代人逃避痛苦与不幸的避

难所, 在消费社会中, 人失去了主动性、创造性、

自由的人格, 是不可能得到幸福的。可见, 弗洛姆

反对消费社会的立场是坚定的, 对消费异化的批判

是深刻的, 他极力主张全面消灭异化, 建立健康、

人道的消费行为, 实现人的真正自由发展, 这些价

值取向是积极的, 值得肯定的。

其次, 近年来,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大和我国

经济的飞速发展, 西方社会的消费主义对中国也带

来了显著的影响。尽管我们的社会发展程度在各方

面与西方不同, 但是, 源于西方社会的消费文化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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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渗透到中国城乡的日常生活领域, 它所引发的

社会和文化危机是不容忽视的。因此, 我们不能否

认弗洛姆对消费社会的批判即使在今天的中国, 对

我们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发意义。

第三, 我们也应该看到, 作为西方人道主义的

典型代表, 弗洛姆对消费异化的批判有许多地方是

值得商榷的。弗洛姆从 / 异化0 入手对资本主义社

会中充斥的消费现象和行为进行批判, 他对人性的

解读和异化的理解是其批判消费社会异化的基石。

他运用异化理论将矛头指向了资本主义社会, 然

而, 其异化概念与马克思是不同的, 仍然停留在青

年马克思的思想阶段, 无视马克思之后对异化认识

的深化。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发展经历了阶段性的变

化。在 1843年 5黑格尔法哲学批判6 和 51844 年

经济学哲学手稿6 时期, 马克思的异化观是劳动异

化观。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并没有完全摆脱黑格尔、

费尔巴哈的影响, 坚持的是人本主义的异化观。然

而, 在1845年创立唯物史观以后, 马克思关于异

化的提法开始慎重起来, 同时, 科学的异化观念开

始用来描述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与商品、货币与资本

发生的物化颠倒关系。并且, 马克思在 5德意志意

识形态6 中, 对人本主义的异化逻辑进行了彻底批

判。然而, 弗洛姆并没有看到这一点, 在 5健全的

社会6 一书中, 他仅仅将异化看作人成为自身陌生

人的一种认识模式, 可见, 他仍然停留在资产阶级

人本主义者的水平之上。

不仅如此, 他的异化概念不是从人类社会历史

发展的现实中挖掘出来的, 不是基于对现存资本主

义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的分析得出的, 而是一

种主观体验说, 将异化看作是一种心理体验。由于

弗洛姆是一个弗洛伊德学派的心理学家, 在理论分

析时, 他过分强调异化的心理学基础, 忽视了经

济、政治、社会条件, 这样极容易滑向主观唯心主

义, 在分析社会问题时仅仅依赖道义和冲动, 而失

去客观的视角, 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 弗洛

姆对消费异化的批判更多的带上了人本主义和主观

主义的色彩。

总之, 弗洛姆在分析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

异化状况时, 侧重于社会表层的分析, 没有挖掘现

象背后深层次的本质原因。弗洛姆根本不能从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 从更深一层的经济和政治关

系入手分析种种消费异化现象出现的原因, 只是流

于对社会现象的批评上。正因为如此, 弗洛姆无法

提出消除消费异化的切实途径, 他只能为现代社会

开出浪漫主义、不切实际、无关痛痒的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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