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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
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
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
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
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 “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
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
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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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姆的名字对我国知识界来说并不陌生，这位德裔美籍学者是法
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其研究领域涉及当代西方哲学、社会学、精神
病学、心理学、伦理学、宗教等诸学科。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弗洛姆
的著述被陆续译介到我国，并有学人从不同角度对其思想加以研究，但
相对其他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而言，关于弗洛姆的研究还不算多，方幸
福的这本书可视为弗洛姆研究上的又一新成果。

本书是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记得当初关于他的选
题曾颇费踌躇，由于弗洛姆本人涉猎很广，要对他作学科上的归类或划
界是一件困难的事。我一直觉得，学科分类本身是一个时代和人为的产
物，学科的界定不是从来就有的，因此也不会永远不变。前几年国内文
论界讨论的“文艺学边界”问题就是对这一现象的证明，研究中的跨界
也许成为一种必然。并且，我认为跨学科本身就是推动文学理论和批评
不断更新的异质力量，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宗教学等视阈可以为文
学批评开创新的观照角度，提供新的方法和术语。在广泛而深入地研读
弗洛姆的著作和研究资料后，作者发现弗洛姆的思想很适合在人学理论
范畴内构架，而且他的理论与文学在很多层面相通或者存在密切的相关
性。为此，作者从人学的视角建构弗洛姆繁杂的思想理论，并把他的人
学理论与文学研究对接起来，进行跨学科研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据了解，国外关于弗洛姆的研究甚多，方幸福作为外国语学院教师
恰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作者利用在国外研修和任教的机会，搜集了弗洛
姆本人以及研究者的很多资料，这为他的弗洛姆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不过，资料搜集回来后的关键是研读，在这方面方幸福是下了苦功的，

无论是盛夏还是隆冬，我们都可以在学校那间教师办公室中找到他，白
天黑夜地埋头读书，真可谓 “为伊消得人憔悴”。一个教外语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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啃如此艰涩的理论著作，其中的甘苦非他人所能感受。

该书的鲜明特色是在人学框架内构建弗洛姆的理论体系，这一立足
点既有助于从整体上观照弗洛姆的理论，又使其与文学研究联系起来，

因为人也恰是文学关注的对象。在书中，作者重点探讨了弗洛姆如何吸
收和创造性地整合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在此基础
上该书按“病态社会中自我的迷失”、“心理迷宫中自我的找寻”、“幻想
彼岸自我的救赎”三个层次，对弗洛姆的人学思想作了比较清晰的梳理，

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弗洛姆的人学思想作了细致阐发。作者引证
了一些外国文学思潮、创作流派及不同的文学体裁，以及一些有代表性
的现代外国文学作品来研究弗洛姆人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把弗洛姆的
相关人学理论演绎到文学研究的多个层面。作者认为，弗洛姆人学在文
学研究活动中富于创造性和生产性，文学研究能促进弗洛姆人学的研究
和发展; 弗洛姆人学的研究视角从没有脱离心理学这个范畴，弗洛姆的
人学如同诸多文学活动一样，都是在心理迷宫中对自我的找寻。

书中关于弗洛姆对人性的解剖、“生存两歧”的观点以及 “社会无
意识”的理论等等，都写得很有功力，使我们能够深切地了解到弗洛姆
的卓识和洞见，同时这些精辟的引述和分析也为当今文学创作和文学批
评注入了一些颇有深意的思想和活力，弗洛姆的理论在文学研究领域体
现出它潜在的价值，彰显其生命力。

弗洛姆对当代社会中的种种病态作了深刻剖析，特别是对被异化了
的个体作了细致探究，因此弗洛姆的理论被认为是最能解决当代社会问
题的理论体系之一。为什么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并没有与幸福感成
正比? 如何在当代构建健全的社会和培养健康的个人? 通过研究弗洛姆，

我们获得了一些答案和自我拯救的启示，这也许是研究弗洛姆人学思想
的最重要的价值所在。不过，弗洛姆开出的爱的良方是否奏效，还需要
实践来证明。

弗洛姆是一个富矿，不是毕其功于一役所能奏效的。尽管作者很刻
苦，很努力，但书中仍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如对弗洛姆某些理论观
点的表述有待更深入准确的理解; 有些地方还可以进一步发挥和反思;

在弗洛姆的人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结合上还可以倾注更多的关注和探索。

古希腊神庙中刻有这样一句话: “认识你自己”，这是一个古老而又
永恒的话题。人最想了解也最难了解的就是人自身，而这正是整个人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 003

社会科学的根本目的和努力方向。在这个意义上，一种理论只要有助于
更好地认识人自身，就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

最后，希望方幸福在治学的道路上不懈怠，勇登攀，前面还有好风
景。我们期待着!

胡亚敏

于 2013 年农历癸巳大年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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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人学概述

人是地球上最特殊、最复杂的生物。有关人的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
永恒的话题，对人的问题的研究是最棘手的。然而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

只要有人的历史，就有关于人自身问题的探讨。这个领域涉及与人有关
的各个层面: 它既可以是对人自身、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等
的研究; 也可以是对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等的研究。于是，关于人的
问题的研究科学——— “人学” ( hominology) 产生了。著名的美籍德裔学
者埃里希·弗洛姆 ( Erich Fromm，1900 ～ 1980) 虽然被他的专业同行看
成是地地道道的心理学家，但一些学者又把他分别归入哲学家、社会学
家、伦理学家、人类学家、人文主义者的行列，他的理论涉及心理学、

精神病学、伦理学、哲学、社会学、宗教等学科和领域。中外学者在各
自的学科范畴内对弗洛姆的思想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但无论从以上哪个学科范畴对弗洛姆进行研究，都很难从整体上把
握弗洛姆这个学术杂家的跨多学科的理论和思想，彰显其理论特色，最
大化地挖掘他理论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整体来看，弗洛姆不同学科
的理论和思想都与人的研究密切相关，都蕴含着对人的问题的深切关怀。

鉴于弗洛姆对人的问题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本书将围绕人学这个中心，

在融合其理论的基础上梳理、建构和评述弗洛姆的思想体系。同时，由
于人学与文学之间的密切联系，我们将从跨学科的视角来研究弗洛姆人
学思想，深挖他的人学理论与文学研究相通之处，探究其理论对文学研
究的实用性，用多种文学现象验证他的人学理论，以深入和扩展弗洛姆
研究，丰富文学研究活动，在弗洛姆人学和文学之间架起桥梁，使它们
相互关照，相互促进，达到二者共同发展的目的。

对于人学的界定看似简单，其实不然。或曰，顾名思义，人学就是
研究人的科学。但这里的 “人”指的是谁? 是具体的人的个体、群体，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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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作为类的人? 是研究的主体还是客体，或二者兼而有之? 与人相关
的研究对象又包括哪些? 如人学的研究对象是否包括自然? 人学与文学
的关系是怎样的? 等等，这些都是人学需要回答的问题。诸多哲人、学
者关于人的问题和理论有过大量的论述，他们对 “人学”这一概念也作
过尝试性的定义。有人说，“所谓人学，就是以人这一特殊社会存在物为
研究对象，探讨其生存和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①，有人将人学定义
为“关于整体的人存在、协调、发展和归宿的一般规律的一门综合性科
学”②，还有人认为 “人学是关于人的存在、本质及其产生、运动、发
展、变化规律的新兴科学”③。比较而言，下面这一定义更具体而通俗易
懂，科学性更强，“人学是从整体上研究人的存在、人性和人的本质、人
的活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生价值、目的、道路等基本原则的学
问”④。可见，从理论上界定什么是“人学”，国内外还没有统一的看法，
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科学的人学却一直没有诞生”⑤。或者说，“作为
一门科学的人学可以说正处于方生未生之间”⑥。美国学者卡恩 ( Theo-
dore C. Kahn) 也认为，与人学有关的学科很多，但它们都不是人学本
身。⑦ “人学不是一门成熟的学科，但西方历史上又有丰富的人学观点，
散见于各门学科之中”⑧。因此，有些学者在谈论这一领域时，使用 “人
学的世界”⑨、“人学观念”瑏瑠、“人学思想”瑏瑡 等表达形式。可以说，人学
是一门正在建设中的学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袁贵仁: 《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1页。
郭晓君: 《我国人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见《人学与现代化———全国首届人学研讨会

论文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1 版，第 100 页。
楚光玉: 《人学探要》，《渤海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年第 1 期，第 49 页。
陈志尚主编: 《人学原理·序一》，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3页。
李中华主编: 《中国人学思想史·总序》，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1页。
陈志尚主编: 《人学原理·总序》，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1页。
Theodore Charles Kahn，An Introduction to Hominology: The Study of the Whole Man，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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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其他一些我们经常都会谈到和听到的概念，如 “哲学”、“文
化”那样，虽然自它们诞生之日起，人们至今还没有获得对它们统一
的看法和定义， “因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与研究者自身所持的立
场、观点、角度、方法及研究者自身的学识、素养等有密切关系”，但
这并不妨碍人们对它们的研究和探索。相反，这也许正是研究它们的
魅力和任务之所在。“人学”这一概念亦如此，人学的诸多问题尚无定
论的现状并不意味着关于人的问题不需要作系统的、理论的探讨，“人
是哲学的主题。人的问题是西方哲学史的主旋律”。我们把对人的问题
的探讨称作 “人学”，就是因为 “关于 ‘人’的理论是可以自成体系
并且是有规律可循的系统思想或学说”。“人学是一门正在建设中的综
合性的基础学科”，这一论断正好说出了该学科建设以及人学研究的必
要性和迫切性。

人学的创建“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
要求，是实践的迫切需要，是人类自我认识的必然升华，是解放思想、
历史反思和中外文化交流以及广大理论工作者辛勤劳动的必然结果”①。
当今，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有关人的问题不
断凸显，有的是人与自然的问题，有的是人与社会的问题，还有的是人
与人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如环境污染、生
态失衡、资源短缺、粮食问题、人口问题、和平问题、宗教矛盾、强权
政治、霸权主义、恐怖主义、道德危机、信仰危机、自我价值危机，等
等，它们使人陷入物质方面的生存危机与精神上的困惑和迷茫之中，可
以说，“现代化同人的异化几乎成正比例发展”②。

在中国，由于历史的原因，人的本性受到压抑，虽然改革开放后很
多方面有些改观，但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上述世界范围内存在的某
些问题在中国也逐渐显现。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安定，为了人民的生存和
发展，为了人类的平等和自由，为了能使我国国民的素质不断提高、经
济持续合理增长、社会生活环境不断改善，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研究
和解决这些问题成了当务之急。因此，对人的问题的研究变得愈加迫切
和重要，人的问题不仅是中国的问题，更是世界的问题。“可以预期，在

①

②

郭晓君: 《我国人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见《人学与现代化———全国首届人学研讨会
论文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1 版，第 99 ～ 100 页。

陈志尚主编: 《人学原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年，第 1 版，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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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时代精神的精华中，人学必将占有显要的位置”①，或者说，人学
“在人类科学知识系统中占有特殊的、其他科学所不可替代的、十分重要
的位置”②。人学正逐渐成为“21 世纪的显学”③。

在此，笔者从人学的研究对象、人学的研究方法、人学思想及其研
究的发展脉络等方面对人学这一既古老又新兴的学科作一个简单的梳理。

一、人学的研究对象

人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但并不是说，有关人的一切问题都是人学研
究的对象，“人学作为一门正在建设中的新兴学科，有其独立的特殊的研
究对象”④。为此，有人把人学的研究对象按三个层次来划分: 广义的
人学、狭义的人学和综合性的哲学人学。⑤ 广义的人学就是以人为目的
的科学，只要与人相关的科学问题都包括其中; 狭义的人学只把人的某
一方面或属性作为研究对象; 哲学意义上的人学则是关于整体的人及其
本质的科学，这是一般意义上的人学研究对象，也正是本书中 “人学”
的研究对象。人学研究整体的人和人的本质，“人学是关于作为整体的人
及其本质的科学”⑥，“人学应研究完整的人，这是建立人学首先要弄清
楚的根本问题。这已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共识”⑦。但对于 “整体的人”
或者 “完整的人”的界定又出现分歧，综合各家观点来看，研究 “整
体的人”也就是研究人的各个方面，再从整体上作综合性的、深层次
的考察、思考和反思，从而 “揭示人的存在方式和本质特征，提供人
的完整图景，它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
的历史发展、人的社会生活、人的未来前景等各个方面”⑧。研究 “整
体的人”时，既可以是对完整的个人，即对一定历史和社会中的人进行
研究，也可以是对一般人进行研究，还可以把人作为一个类存在，即人
类来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陈志尚主编: 《人学原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年，第 1 版，第 16 页。
陈志尚主编: 《人学原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年，第 1 版，第 5 页。
参见《人学———21 世纪的显学》，《21 世纪》1996 年第 5 期，第 19 页。
陈志尚主编: 《人学原理·序一》，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年，第 1 版，第 3 页。
参见袁洪亮的《中国近代人学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 版，第 5

页。
黄楠森: 《人学的对象和基本内容》，《高校社会科学》1990 年第 5 期，第 56 页。
韩庆祥: 《关于人学研究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哲学动态》1995 年第 12 期，第 21 页。
董武清: 《人学的对象和性质研究》，《哲学动态》1995 年第 4 期，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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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人学研究人的存在、人的本质、人的发展等问题，如人类
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的生产与物
的生产的关系、人性和人的本质等问题，这些正是本书所论述的对
象———埃里希·弗洛姆所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但弗洛姆的人学更多是
对一定历史和社会中的人进行研究，他研究的多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具
体的人，是个体和整体、历史和现实、主体与客体的结合，为此，这
些也是本书所涉及的人学范畴的重点，它们亦是文学所要表征的对象
和内容。

二、人学的研究方法

人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人学的研究方法。首先，要运用历史的方法。
这就要求研究时要把对象置于历史的进程中加以研究，而不是作纯粹抽
象的、主观主义的思考，要用辩证和历史的眼光去观察、分析和研究对
象。其次，要运用联系的方法把研究个体和研究整体结合起来。不仅要
全面地研究个体的各个方面，还要研究群体和类，并把三者结合起来，
作出整体的、统合的考量，要把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起来，把共性和个
性结合起来，把个体和社会结合起来。再次，要把主客体统一起来研究。
研究主体离不开客体，研究客体也离不开主体，同时还要研究主客体之
间的关系，如在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既要研究人，又要研究自然，
还要研究自然对人的作用和人对自然的影响，即着重研究人这个主体的
能动性、创造性、人的需要、人的自由、人的发展等各个方面的同时，
不能忽视对自然这个客体的研究; 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主体和
客体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如人自身既是研究主体又是研究客体，
研究人学者本身是研究者，同时也是被研究的对象。只有用联系的方法
去研究，我们看问题才能客观、准确，才不至于片面。最后，由于人学
与其他学科相互联系，研究人学时要充分利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
果，进行交叉性研究，如从哲学、文学、社会学、生物学、心理学、经
济学甚至医学①等不同角度来研究人学，使人学研究更深入、更具实际

① 参见周志彬: 《文学、人学与中医学———读金庸小说杂议》，《中医药文化》2006 年第
6 期，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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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和社会价值①。跨界的“多面手”是人学研究所必需的，历史上的
大家莫不如是，他们兴趣颇多，涉猎广泛，其作品被长久广泛地阅读和
研究，对社会和历史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是世界人民所共享
的财富: 文学界的巨匠、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戏剧家和诗人威廉·

莎士比亚 ( William Shakespeare，1564 ～ 1616) 对历史、宗教等领域有较
深入的研究; 为科学献身的意大利人伽利略·伽利雷 ( Galileo Galilei，
1564 ～ 1642) 不只是一个为我们所熟知的天文学家，他还是一个数学家、

物理学家和哲学家; 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德国古典美学的奠定者伊
曼努尔·康德 ( Immanuel Kant，1724 ～ 1804) 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家，而
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天文学家，他还在物理和数学方面造诣颇深; 科学
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 ( Karl Heinrich Marx，1818 ～ 1883 ) 对
历史、经济学、社会学、哲学、文学、宗教等范畴的研究非一般人能及;

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斯·韦伯 ( Max We-
ber，1864 ～ 1920) 对社会学、宗教、政治、经济学等领域都作出极大的
贡献; 20 世纪中期以来曾被誉为 “我们时代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② 的
《孤独的人群》③ 的作者大卫·里斯曼 ( David Riseman，1909 ～ 2002 ) ，

起初在哈佛大学攻读生物化学，后就读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他对文学和
历史也很感兴趣，大学期间他自学了经济学、经营管理学和美国历史，

为了了解心理学知识，他还曾经跟随弗洛姆学习和工作过一段时间，成
为了一位“多面手”的社会科学家，并最终为写作这部分析美国人性格
形成和变迁的经典作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弗洛姆就是这样一个多面手。作为一个哲学家、社会学家、伦理学
家、人类学家、人文主义者，他的理论涉及心理学、精神病学、伦理学、

哲学、社会学、宗教等多种学科和领域，他的研究范畴和视野正切合了
人学研究的需要，这也是他的理论和著作广为流传并对多个领域产生重

①

②

③

在董武清的《人学的对象和性质研究》一文中 ( 参见《哲学动态》1995 年第 4 期，第
4 ～ 6 页) ，作者提出了人学研究的几个方法论原则: 类研究与个体研究的统一; 自然属性研究
与社会属性研究、物质属性研究与精神属性研究的统一; 科学研究与哲学反思的结合。

〔美〕大卫·里斯曼等: 《孤独的人群·译者序》，刘翔平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第 1 版，第 1 页。

该书的全名为 The Lonely Crowd—A Study of the Changing American Character，是 David
Riesman在 Nathan Glazer和 Reuel Denney的协助下完成，该书最初于 1950 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
出版，后被多次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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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影响的原因之一。不同领域的研究者，或者在不同领域有所涉猎的业
余爱好者，都能从他们自己所需要的角度去阅读和审视弗洛姆的思想，

并从中有所收获。

三、西方人学思想及中国人学思想的历史

西方人学思想最初在古希腊神话中表现出来，与宗教、神话密切相
关。希腊神话、基督教的兴起，“为近现代的一系列人学观念奠定了一个
初步的基础和参照系”①。希腊神话表达了人对自身的认识和一种人生
观、世界观，西方神话中的神是自然被拟人化的产物，神话中的神与人
同形同性，于是，“宗教人”的形象出现了，“宗教人”是把人的本质投
射到神的本质上形成的。公元前 6 世纪，古代西方自然哲学取代了神话，

人变成了有着自然本性的人，但此时的人被看作宇宙的一部分，与自然
物拥有相同的本原和本性，因此，人成了 “自然人”，“自然人”是把人
的本质归结为自然本质或合规律的自然过程。随着自然哲学和 “自然
人”形象的出现，人也慢慢变成了 “文化人”，即人被置于人际关系和
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来审视，此时的人成了社会中的人。 “文化人”主要
是从人的创造性和人的社会特性这个角度来规定人的本质。此后，“智慧
人”的形象出现了，这时，人的灵魂被看成了人的本质，人们通过对人
的灵魂的认识来认识人的本质。其间的代表人物有毕达哥拉斯 ( Pythago-
ras，公元前 572 ～前 497) 、柏拉图 ( Plato，公元前 427 ～前 347) 等。亚
里士多德 ( Aristotle，公元前 384 ～前 322) 之后开始了调和、折中的哲
学倾向，如斯多亚派对宗教人、自然人、文化人和智慧人进行综合，于
是，有了人的综合形象，这种人是人性与神性、自然和文化、感性和理
性等这些二元对立的概念的有机结合。但同时代的怀疑派提出人是不可
理解的观点，出现了怀疑主义。

到了中世纪，基督教的思想和文化构造了一个 “宗教人”的观念。

这个“宗教人”的观念与古希腊的 “宗教人”的形象有明显的区别，后
者是人神同形同性的神话人的形象，前者是基督教神学强调人神差别的
产物，它宣扬人的堕落、原罪以及上帝的救赎等观点。

从 15 世纪到 19 世纪是西方人学历史中的近代阶段。人们对个人、

① 赵敦华主编: 《西方人学观念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年，第 1 版，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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