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逃避自由》

书籍信息

版 次：1
页 数：
字 数：
印刷时间：2015年07月01日
开 本：大32开
纸 张：胶版纸
包 装：平装
是否套装：否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532769186



编辑推荐

享受自由是有条件的吗？人们会在艰苦奋斗以得到自由的时候抛弃它吗？纳粹德国的政
权何以得到众多德国民众的支持而上台？
艾里希�弗罗姆一直致力于研究现代人的性格结构及有关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
的问题。这本《逃避自由》是这项研究的一部分。目前的政治发展及其对现代化*伟大的
成就——个性及人格的独一无二性的潜在威胁，使他决定中断大范围的研究，集中精力
专门研究对现代文和社会危机*要紧的一个方面，即，自由对现代人的含义。
弗洛姆提出，自由能成为强大的力量，只有在他答复了某一既定的社会性格中*突出的某
些特殊需求时，才能变为现实。

 

内容简介

如果人性不能适应自由所固有的危险与责任，它就可能转向极权主义。这是艾里希�弗
洛姆在他1941年出版的社会心理学里程碑式著作《逃避自由》中所探讨的主题。
《逃避自由》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极权威胁着全人类的安全。《逃避自
由》既是弗洛姆对两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的诠释，也是他从心理学角度对当代社会做出的
系统而强烈的批评。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发人深思，被誉为精神分析运用在社会学中
的不朽名著。
弗洛姆开宗明义，要战胜极权主义，就必须首先弄清楚极权主义者接力逃避自由的原因
。他在书中主要探索了在历史进程中，人性和自由概念不定变化的关系。他提出，如果
民主的兴起让某些人自由，那么与此同时，它也产生了一个让人感到孤立、无能为力的
社会。
很少有一本书能像《逃避自由》这样深入地解释形成现代社会的力量，透彻地分析极权
主义机制滋生的原因，也很少有心理学家像弗洛姆这样热烈地谈论自由的价值、社会的
塑造、民主政治的真义，以及个体发自内心的爱。他努力教导人如何自由而不孤独、自
爱而不自私、理智判断而不找合理化借口、拥有信仰而不迷信于神学。

作者简介

艾里希�弗洛姆，著名德裔美籍心理学家、哲学家。1900年生于德国法兰克福，1922年
获得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纳粹上台后于1934年赴美，从事心理咨询工作，并在哥
伦比亚大学讲学，执教于墨西哥国立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等。1980年于瑞士洛迦诺逝



世。
弗洛姆的研究植根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他认为人是各自
所在的产物，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人变得越来越自我疏离，这种孤立感导致人在潜意识
中渴望与他人结合、联系。
弗洛姆的代表作有《爱的艺术》、《逃避自由》、《健全的社会》、《精神分析的危机
》等。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自由——一个心理学问题？
近现代欧美历史的中心便是人谋求自由，摆脱政治、经济、精神的羁绊。发起争取自由
斗争的是那些渴望自由的被压迫者，反对的是那些维护特权的人。欲摆脱统治、谋求自
身解放的阶级在斗争时坚信它在为人类的自由而战，因而可以以某种理想，吸引所有受
压迫者，唤醒其内心深处隐藏的对自由的渴望。然而，在连绵不断的争取自由的漫长斗
争中，曾经反对压迫的阶级在赢得胜利、需要维护新特权时，又成为自由的敌人。
尽管历尽曲折反复，自由还是胜利了。许多在战斗中捐躯的人坚信为反对压迫而死要胜
于无自由的生存。此牺牲完全是他们个性的宣言。历史似乎证明人能自治、自决，以自
己认可的方式思维、感受。社会发展急速靠近的目标似乎便是完全展示人的潜能。经济
自由主义、政治民主、宗教自由及私生活中的个人主义等原则清清楚楚地表明了人渴望
自由，同时似乎使人离目标的实现越来越近。羁绊逐个被解除。人类推翻了自然的统治
并主宰了她；推翻了教会及专制国家的统治。废除外在的统治似乎不但是实现人孜孜以
求的目标——个人自由——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充分条件。
许多人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最后的斗争，其结束意味着自由完全胜利。现存的民主似
乎得到了强化，新民主取代了旧的君主统治。但是，没过几年，新的制度便登台亮相了
，它否定了人类确信无疑的在几个世纪的斗争中赢得的一切。因为这些新制度的本质便
是除一小撮人外，所有的人都必须臣服于一个他们无法约束的权威。它有效地控制了人
的整个社会和个人生活。
起初，许多人天真地以为权威制度的横行不过是一小撮个人的疯狂行为，其疯狂会使它
应时而败落。其他人自鸣得意地认为意大利人，或者德国人缺乏足够时间的有效民主训
练，因此人们只需静待他们达到西方民主政治的成熟状态。另外一个也许是最危险的错
觉是，希特勒之流靠欺诈控制了国家机器，他们和他们的追随者纯粹靠武力统治；全部
人民不过是叛徒和恐怖的随意拿捏的目标。
这些看法的错误随岁月的流逝暴露无遗。我们被迫认识到数百万德国人那么如饥似渴地
献出他们的自由，其热情不亚于当年为自由而斗争的他们的先辈们；他们非但不向往自
由，反而想方设法竭力逃避它；另有数百万人则漠然置之，他们认为不值得为捍卫自由
而牺牲。我们还认识到民主危机不仅仅是意大利或德国的特例，而是困扰任何一个现代
国家的普遍问题。
人类自由的敌人打什么旗号并没多大关系：反法西斯或直言不讳的法西斯旗号同样会威
胁自由。第一章自由——一个心理学问题？ 近现代欧美历史的中心便是人谋求自由，摆
脱政治、经济、精神的羁绊。发起争取自由斗争的是那些渴望自由的被压迫者，反对的



是那些维护特权的人。欲摆脱统治、谋求自身解放的阶级在斗争时坚信它在为人类的自
由而战，因而可以以某种理想，吸引所有受压迫者，唤醒其内心深处隐藏的对自由的渴
望。然而，在连绵不断的争取自由的漫长斗争中，曾经反对压迫的阶级在赢得胜利、需
要维护新特权时，又成为自由的敌人。 尽管历尽曲折反复，自由还是胜利了。许多在战
斗中捐躯的人坚信为反对压迫而死要胜于无自由的生存。此牺牲完全是他们个性的宣言
。历史似乎证明人能自治、自决，以自己认可的方式思维、感受。社会发展急速靠近的
目标似乎便是完全展示人的潜能。经济自由主义、政治民主、宗教自由及私生活中的个
人主义等原则清清楚楚地表明了人渴望自由，同时似乎使人离目标的实现越来越近。羁
绊逐个被解除。人类推翻了自然的统治并主宰了她；推翻了教会及专制国家的统治。废
除外在的统治似乎不但是实现人孜孜以求的目标——个人自由——的必要条件，而且是
充分条件。 许多人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最后的斗争，其结束意味着自由完全胜利。现
存的民主似乎得到了强化，新民主取代了旧的君主统治。但是，没过几年，新的制度便
登台亮相了，它否定了人类确信无疑的在几个世纪的斗争中赢得的一切。因为这些新制
度的本质便是除一小撮人外，所有的人都必须臣服于一个他们无法约束的权威。它有效
地控制了人的整个社会和个人生活。 起初，许多人天真地以为权威制度的横行不过是一
小撮个人的疯狂行为，其疯狂会使它应时而败落。其他人自鸣得意地认为意大利人，或
者德国人缺乏足够时间的有效民主训练，因此人们只需静待他们达到西方民主政治的成
熟状态。另外一个也许是最危险的错觉是，希特勒之流靠欺诈控制了国家机器，他们和
他们的追随者纯粹靠武力统治；全部人民不过是叛徒和恐怖的随意拿捏的目标。 这些看
法的错误随岁月的流逝暴露无遗。我们被迫认识到数百万德国人那么如饥似渴地献出他
们的自由，其热情不亚于当年为自由而斗争的他们的先辈们；他们非但不向往自由，反
而想方设法竭力逃避它；另有数百万人则漠然置之，他们认为不值得为捍卫自由而牺牲
。我们还认识到民主危机不仅仅是意大利或德国的特例，而是困扰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
普遍问题。 人类自由的敌人打什么旗号并没多大关系：反法西斯或直言不讳的法西斯旗
号同样会威胁自由。 除引发法西斯主义的社会经济条件问题外，还有一个人的问题急需
了解。本书的目的即在于分析现代人性格结构中的那些动态因素，它使得现代人在法西
斯国家里想放弃自由，并在数百万我们自己的人民中广为流传。 在讨论自由问题的人的
因素，即渴望臣服以及贪求权力时，引人注目的问题便是：作为人类经验的自由是什么
？渴望自由是人性中某种与生俱来的东西吗？它是一种无文化差别的共同经验，还是因
个人主义在某一特殊社会实现的程度不同而相异？自由仅仅指没有外在压力，还是存在
着某种东西——如果是，是什么？社会中促使人为自由奋斗的社会经济因素有哪些？自
由会不会成为沉重负担，使人无法承受，进而竭力逃避它？为什么自由是许多人的夙愿
，又是其他人的威胁？ 在天生的渴望自由之外，是否也可能有一种天生的臣服愿望？否
则，我们又如何解释时下那么多人臣服于一个领袖，对他趋之若鹜呢？臣服是否总指对
公然的权威，是否也有对内在权威，诸如责任和良心，对内在的强制，对烦人的舆论之
类权威的臣服呢？臣服中是否隐含着满足？其本质又如何？ 使人贪得无厌地追求权力的
原动力是什么？是他们旺盛的精力，还是人性的根本弱点及无能，使之无法自觉热切地
体验生活？促成这些原动力的心理条件有哪些？这些心理条件又建立在何种社会条件之
上呢？ （中略） 法西斯上台时，多数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始料未及。他们无法相信人怎
么会如此嗜好邪恶，会如此贪求权力，如此置弱者的权利于不顾，如此渴望臣服。只有
少数人意识到这是火山爆发的前兆。尼采打乱了19世纪乐观主义的自鸣得意；马克思则
殊途同归。稍后，弗洛伊德又发出了另外一个警告。可以肯定，他和他的绝大多数门徒



对社会上发生的一切认识非常天真，他用心理学解释社会问题，多是误导性的；不过，
凭借他对个人情绪及心理障碍现象的浓厚兴趣和刻苦研究，我们得以到达火山顶部，俯
瞰沸腾的火山口。 弗洛伊德引导人们注意观察分析决定人的某些行为的非理性和潜意识
因素，这是他的任何一位前辈都无法企及的。在现代心理学上，他和他的门徒，不仅揭
示了现代理性主义所忽略的人性中非理性及潜意识的部分，而且表明这些非理性现象有
一定规律，因此可以用理性加以理解。他教会我们理解梦呓、身体症状及人行为中的非
理性因素。他发现这些非理性因素及个人的整个性格结构是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做出的反
应，尤其是早期童年时代发生的那些事。 但是，弗洛伊德受他的文化精神影响太深，以
至于他无法超出它所设置的某些局限。恰恰是这些局限成了了解病人的障碍；它们妨碍
了他理解常态个人及在社会生活中起作用的非理性现象。 由于本书重在分析整个社会进
程中精神因素的作用，又由于这些分析基于弗洛伊德的某些基础性发现——尤其是有关
人性格中的潜意识力量的活动及其对外在影响的依赖性，我认为读者从一开始便了解我
们研究方法的基本原则，以及这种方法与经典弗洛伊德概念间的区别，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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