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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姆消费异化理论及其
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杨卫军

（河南工业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摘　要］弗洛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消
费异化的社会：人所创造的世界反过来成为人的主宰者，商品的使用价值被遮蔽，消费从手段变成

目的，人们对商品的原理日趋陌生，人们的闲暇时光也因为消费异化而失去了充满意义的、创造性

的体验，人与人的关系被异化为商品与商品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也处于具有“市场倾向”的异

化状态；消费异化还带来了人类的生存危机以及人类的真爱迷茫和幸福的丧失。弗洛姆认为，资本

主义社会之资本增殖、价值缺位、生产延伸和欲望失控，是造成这种消费异化的主要原因。我国在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可借鉴弗洛姆批判消费异化的相关意见，

树立“重生存”的生存方式，建立生态消费的新模式，注重精神健康的实际需要，关注弱势群体的消

费需求，真正做到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使消费回归“为人”宗旨，以促进我国的和谐社会建

设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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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里希·弗洛姆（ＥｒｉｃｈＦｒｏｍｍ，１９００—１９８０）是
美国著名的人本主义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心理学家，

原籍德国，曾执教于法兰克福大学，是法兰克福学派

代表人物之一。弗洛姆对资本主义社会消费异化现

象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创造

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但它使人向非人化方向发展，人

与物、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都被异化，因而是

病态的消费异化的社会。学界对弗洛姆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弗洛姆与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关系、弗洛姆

的社会心理分析和社会改造理论及人道主义与人学

思想等方面，但都没有对弗洛姆异化理论的具体内

容及成因作系统探讨，也较少涉及它对生态文明建

设的启示问题。本文拟在分析弗洛姆对资本主义社

会消费异化现象的批判及其成因的基础上探讨弗洛

姆异化理论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一、弗洛姆对资本主义社会消费异

化现象的批判

　　总体上，弗洛姆认为，人类有“自我保存的需
求”和“生存的需求”，人性是一种潜能、创造性和理

性，对自由、幸福的欲求是人的天性，不同的人具有

不同的性格模式。如果一个人按照人性的特性和规

律去充分发展，他就可以达到精神的健康；如果一个

社会以符合人性的、满足真正的个人需要为基准，它

就是健全的社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个不健全的

社会，它以人的病态化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发展，所造

成的严重后果就是人的异化。弗洛姆在《健全的社

会》一书中对资本主义造成人的病态化及消费异化

现象进行了深刻批判。弗洛姆认为异化主要是心理

学问题，是一种心理体验。所谓“异化”，就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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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人把自己看做一个陌生

人”［１］（Ｐ１０６）。弗洛姆认为，在现代社会，异化几乎无

处不在，“它存在于人与他们的工作、与他所消费的

物品、与他的国家、与他的同胞，以及与他自身的关

系中”［１］（Ｐ１０９），消费异化就是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当

代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已经在物质上进入了富裕社

会，但人被异化的范围也更广泛了，已经由生产领域

延伸到消费领域。消费本来是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

手段，但消费的这一功能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被异

化了，消费被赋予了其他意义———一方面，它成为人

们在劳动中失去自由的一种补偿，成为人们逃避现

实痛苦与不幸的避难所；另一方面，统治者对消费进

行操纵和控制，使消费成为一种实施社会控制的工

具。消费异化使消费的主体、客体和消费行为都发

生了异化。

１．人所创造的世界成了人的主宰者
弗洛姆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一个前所未

有的人造世界，然而人却感觉不到自己是一个创造

者，反而成为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的奴隶。人所释

放出来的力量越强大，人就越感到作为一个人的渺

小和无能。在劳动分工越来越细、机械化程度越来

越高、社会组织越来越庞大的工业社会中，人所创造

的世界没有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和确证，人所

生产出来的消费品也没有成为人发展自我、实现自

我的必需用品，它们反而成为人的偶像和控制人、奴

役人的上帝，物欲驱使使得生产者成为消费行为实

现自己的必需手段，人不过是消费得以实现和持续

的环节，人对物的消费异化为物对人的消费，消费异

化成为社会存在的重要特征。“人所创造的世界却

成了人的主宰者。在它面前，人俯首帖耳。他竭尽

全力地安抚它，巴结它。他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的成

果反过来成了他的上帝。”［２］（Ｐ１５９）

２．商品使用价值被遮蔽
在消费社会里，商品的炫耀价值走向前台，商品

的使用价值越来越微不足道。当一个人说到“３００
万美元的物品”的时候，主要关心的并不是它的用

处、外观或具体特征，而是在说它作为一种商品所具

有的能用金钱数量形式来表达其交换价值的品质。

弗洛姆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代表了一种抽象

形式的劳动和努力，它不必是“我”的劳动和“我”的

努力，因为“我”能通过继承或欺诈或运气或其他方

式得到它。“如果我有钱，我就能够得到一张精美

的油画，即使我可能没有一点艺术鉴赏力；我能买到

最好的留声机，即使我毫无音乐感。”［１］（Ｐ１１５）在消费

社会里，商品的使用价值被遮蔽，商品的价值被异

化，失去了其本真的意义。

３．消费从手段变成目的
弗洛姆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满足于无使

用价值的占有与幻想的需要，人们的消费狂倾向已

经与人的真实需求失去了正常联系。最初，消费更

多更好的商品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一种更为快乐和

满足的生活，消费是使人快乐的手段，但是现在消费

成了目的。“我们吃一块无味而没有营养的面包，

只是因为它满足了财富和身份的幻想———它是那么

洁白和‘新鲜’。实际上，我们只是在吃一个‘幻

想’，与我们吃的东西失去了真实的联系，我们的口

味、我们的身体，被排除在这一消费行为之外。我们

在饮用标签。拿到一瓶可口可乐，我们是在饮用广

告上的俊男俏女，我们是在饮用‘停下来提提神’这

个广告词，我们是在饮用伟大的美国习惯，我们绝不

是品尝味道。”［１］（Ｐ１１６）今天的人们已经被他们能够购

买更多更好尤其是更新的商品的能力所迷惑，人们

成了消费狂。消费行为本来应该是人类的自觉行

为，人在消费中应该是一个具体的、有感觉的、有情

感的、有判断能力的人，消费行为应该是充满意义

的、体现人之本质的创造性的情感体验，但在消费社

会中，这种创造性的情感体验微乎其微，消费基本上

是消费主体对人造幻觉的满足，是一种与我们具体

的、真实的自我相分离的幻想的满足。消费从手段

变成了目的，人变成了商品的奴隶，整个社会趋于病

态，而病态的社会必然产生病态的人格。消费异化

的最典型特征是社会上出现了“消费人”这一性格

类型的人，人们患上了喜新厌旧症，普遍相信“旧的

不去，新的不来”，不停地购买又不停地抛弃。

４．人们对商品的原理日趋陌生
在弗洛姆看来，人们被一无所知的商品所包

围———电视机、收音机、留声机，它们的性能对我们

来说是如此熟悉而又神秘，我们就像是从原始文化

中来的人，对于那些常见商品的原理感到陌生而遥

远。我们知道的仅仅是应该按哪一个按钮，但我们

并不知道其所以然———除了一些我们在学校里获得

的粗糙术语之外。就连那些并不存在什么复杂科学

原理的东西也同样如此，“我们不知道面包是怎么

做的，布是怎么织的，一张桌子是如何生产的，玻璃

是怎么制造的”［１］（Ｐ１１７）。这正是典型的消费行为的

异化现象———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极丰富的世界

里，而我们与它们的唯一联系就是，我们知道如何操

作和使用它们。

５．闲暇时光走向异化
弗洛姆注意到，现在有 ９０％的人都会读书写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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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更有电视、电话、电影和供每个人每天阅读的报

纸，然而这些传播媒介并没有给予人们最优秀的文

学和音乐作品，而是用廉价而缺乏真实性的垃圾和

偏执狂的幻想来填充人们的心灵。他会“享用”球

赛、电影、报刊、书籍、演讲、自然景色以及社会的集

体活动，但他不是主动地参与这些活动，而是要“享

用”一切已有的东西，并尽可能多地占有文化。实

际上，他并不能自由地享受自己的闲暇，像他购买的

商品一样，他的闲暇时光已经被消费社会所控制，他

的品位也因为他想听到和看到的东西已经预先设定

而受限。这种闲暇被异化的情况最显著的表现就是

拍照行为———人们不停地拍照，但常常什么也没有

看见，除了取景器中的印象；照片替代了旅游，享受

旅游的过程消逝殆尽，人们也失去了充满意义的、创

造性的体验。

６．人与人的关系被异化
在消费社会里，不仅人与物的关系处于异化状

态，而且人与人的关系也是如此。雇主利用雇员，推

销商利用顾客。每个人都是除自己之外的别人的一

个商品，会受到一定友好的对待，因为这个人即使现

在没有用处，也许将来会有用。在现在的人际关系

中，再也找不到多少爱与恨，人们有表面上的友好和

更多表面上的公平，但在表面之下是人与人之间的

距离与相互的冷漠，以及大量的难以捉摸的互不信

任。［１］（Ｐ１２１）在消费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完全是一种

买者与卖者的关系，而人的价值就体现于卖者能成

功地就自己的交换价值与买者达成协议，并尽可能

地抬高这种价值。“既然现代人体验到自己在市场

上既是销售者又是商品，他的自尊就依赖于他所无

法控制的条件。假如他‘成功’，他就有价值；反之

则一文不值。”［４］（Ｐ１４５）

７．人与自身的关系被异化
弗洛姆把由于消费异化而导致的人与自身关系

的异化描述为“市场倾向”，在这种倾向中，“人体验

自己是一个能够在市场上被成功利用的东西，人并

不把自己看做是自身权利的持有者、一个积极的作

用者，他的目标是成功地在市场上销售自己。他的

自我意识并不来自于作为一个富有爱心和思想的个

体的活动中，而是来自于他的社会经济角色

中”［１］（Ｐ１２３）。消费社会中的人并不是一个有爱心、恐

惧、信念、幸福等情感体验的人，而是一个真实本性

异化的、在社会系统中完成一定作用的抽象物———

这种体验自己的方式是人与自身关系异化的结果。

此时，人的肉体、头脑和灵魂就是他的资本，生活的

任务就是努力地投资，使之为自己创造出最大的利

润，其内在品质如友爱、仁慈等成了他作为商品时的

外包装，有助于他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在这一过

程中，人的尊严被一点点地摧毁，市场成了衡量人成

功的唯一尺度，由此带来的不安和焦虑以及判断力

的丧失使他更依赖于市场的认可，最终沦为“无我”

的状态。过去的不幸是，人成了奴隶；现在的不幸

是，人成了机器。

８．消费异化带来生存危机
消费异化必然导致人类的生存困境。在消费异

化的价值观念支配下，人把占有、消费视为自己人生

的真谛。为了满足日益膨胀的贪欲，“他”不但要占

有本国的资源，还必然要拼命地去掠夺他国的资源，

这就必然引发战争。弗洛姆对由于消费异化引发战

争极为关注，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可能会走向自我

毁灭，因为人们会顺从那些命令他们的人从而铸成

终身大错，因为人们会遵从古已有之的恐惧、仇恨和

贪婪情感”［３］（Ｐ１）。如果任由人们的无度消费发展下

去，“在可预见的将来，就不会有能满足每个人无止

境的消费欲望的经济”［３］（Ｐ１０５）。在资本主义社会，由

消费带来的无限占有欲望驱动着人们对资源和能源

的无限攫取与掠夺，最终必然导致生态危机的发生；

而技术的进步不仅破坏了生态平衡，更带来了爆发

核战争的危险，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会毁灭整个

人类文明。

９．真爱和幸福逐渐丧失
弗洛姆认为，人是一种社会存在物，人们只有团

结一致才能求得精神上的满足与幸福。“爱既不是

一种飘落在人身上的较大力量，也不是强加在人身

上的责任；它是人自己的力量，凭借着这种力量，人

使自己和世界联系在一起，并使世界真正成为他的

世界。”［４］（Ｐ３４）而在市场机制和消费异化状态下，这

样一种出自其本性、发自其内心的爱的能力已消失

殆尽，人与人之间的同胞之爱蜕变成抽象物之间赤

裸裸的交易关系，人间的真情一点点枯萎，爱的能力

一点点消失，真爱因为利益驱动而完全封闭于人的

内心深处。而且，现代人普遍相信：生产发展无限可

能，消费永无止境，技术无所不能，科学无所不知，而

幸福就是消费更新、更好的商品。因此，任何东西，

不管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成了消费的对象。然

而，消费者并没有从中得到资本与广告所允诺的快

乐和幸福。一方面，消费异化中的极端享乐主义虽

然也认为生活的目的是幸福，但同时认为幸福就是

最大限度地满足一个人所能具有的全部愿望或主观

需求；另一方面，消费异化中的利己主义是资本主义

制度为了能维持自身的生存而必须鼓励的性格特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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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所以现代人以利己主义的方式尽情享乐并希望

把一切都据为己有，占有就是他生活的目的，真正的

幸福由于消费异化中的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而完全

丧失殆尽。

　　二、消费异化的成因

弗洛姆认为，消费异化背后凸显的是资本主义

社会人的现代性困境和自身的危机。消费社会是资

本主义社会在物质上进入富裕社会后一次全面的社

会转型，它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心理结构产生了深刻

影响。在《健全的社会》一书中，弗洛姆通过重点分

析１９—２０世纪资本主义的变化来分析消费异化的
成因。

１．资本增殖的结果
弗洛姆指出：“从１９世纪到２０世纪最显著的变

化是技术上的变化，蒸汽机、内燃机和电的广泛使

用，原子能的开始利用。这一技术发展的特征是，手

工劳动越来越为机器生产所取代，甚至人的智力也

为机器的智慧所取代。”［１］（Ｐ９２）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由

于工业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巨

大变化以及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使生产由满足人

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日益向资本增殖的方向转变，

与生产和市场有关的一切都因为资本增殖链条的无

限延伸而成为资本增殖的手段，最终导致人的性格

及其生存目的的根本变化，消费异化只是这种变化

的表现形式。这样，资本统治下的技术进步导致的

结果是机器越能干，人越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无能，于

是人只有通过消费来证明自己“无所不能”，提升主

体的方法最后异化为和主体一起服务于资本增殖。

２．价值缺位的焦虑
弗洛姆认为，１９—２０世纪资本主义的根本变化

就是国内市场重要意义的提高。“我们的整个经济

机器都建立在批量生产和批量消费原则的基础上。

在１９世纪，普遍的倾向是节约，到了２０世纪，情况
却完全相反，每个人都被诱惑去购买尽量多的商品，

更多的市场需求是在广告和其他促销手段的强烈刺

激下产生的。”［１］（Ｐ９５－９６）这种由生产方式变革和需

求目的变化而产生的市场法则延伸到资本主义的人

际关系中，使得现代人把自己也当做物来看待，体会

不到自身的价值，把人看做社会经济制度的附属物。

资本市场能直接体现出来的就是所谓“公平”交换，

即主体直接感知的是物欲表征的交换价值，价值本

身因物和人的双重异化而隐而不现，价值缺位的焦

虑导致主体安全感丧失，进而使得消费购买与占有

欲望成为主体证明自我的生存方式，结果反而加剧

了消费异化的趋势。

３．生产行为的延伸
在弗洛姆看来，数量化、抽象化是资本主义发展

过程的基本特征之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

进一步分工加剧了数量化、抽象化的过程。“如果

没有数量化和抽象化，现代产品的批量生产是不可

思议的，但是在一个经济行为已经成为人的主要职

业的社会里，这一数量化和抽象化的过程已经超出

了经济生产的领域，从而影响到了人对物、对人以及

对自己的态度。”［１］（Ｐ１００）质言之，劳动分工是技术进

步的结果和资本增殖的必然要求，由此导致了数量

化和批量化的生产行为，从而为资本扩张提供了物

质基础，为消费延伸提供了无限可能，交换行为的抽

象化、人际关系的冷漠化、消费行为的异己化不过是

这种可能的实践形式而已。

４．人性欲望的失控
２０世纪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力使它拥有了千

倍于从前自然所给予人的力量，似乎一切都有可能。

生产的奇迹引发了消费的奇迹，再也没有什么传统观

念来阻止人购买他想要的东西。“人们变得越来越有

钱———可能不是为了购买真正的珍珠，而是购买化学

合成的珍珠；购买像凯迪拉克一样好的福特汽车，购

买与价格昂贵的服装一样效果的便宜衣服，购买百万

富翁和普通工人都爱抽的香烟。”［１］（Ｐ９７）只要拥有金

钱，每件物品都伸手可及，都能买到、都能消费。当消

费成为生存方式，它就不再仅仅是资本增殖的链条延

伸和价值缺位的证明方式，而且成了人性底线的无控

释放和欲望满足的符号能指———消费的对象甚至消

费对象的交换价值都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消费本

身，它既是手段又是目的。

　　三、弗洛姆的消费异化理论对我国

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弗洛姆的消费异化理论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
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为我们提供了如何过健全生

活、如何建设健全社会的一种新思路。

１．树立“重生存”的生存方式
消费异化中的占有取向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

人的典型特征，生活的中心就是对金钱和权力的追

逐，即“我”所占有的和所消费的东西就是“我”的生

存。在这种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中，人与世界的关系

是一种占有与利用的关系，所有的人和物不过是为

己牟利与满足物欲的手段。而今，这种消费异化现

象正悄无声息地影响着我国的消费现状：很多人不

再满足于物品的使用价值，开始从实用消费转向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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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消费甚至炫耀型的奢侈消费；超前消费、过度消费

等正侵蚀着人们以人为本、注重实用的健康消费理

念，成为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大敌。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借鉴弗洛姆的消费异化理论，

树立“重生存”的生活方式，让社会的生产活动回归

真正“为人”的生产目的，让人的消费理念回归“生

存”本身，反对炫耀型消费和奢侈消费等消费异化

现象，在全社会树立起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的健康消费理念，着眼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使人们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并

与世界融为一体。［５］（Ｐ２３）

２．建立生态消费的消费模式
弗洛姆在对消费异化进行批评时认为，消费不

是目的而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因此应反对过度消

费和奢侈消费，异化消费并不能带来真正的满足和

快乐，那种认为“我的财富是从哪里来的和怎样来

的以及我要用它做什么，与其他的人没有任何关系。

我只要不触犯法律，那我的权利就是无限的和绝对

的”［５］（Ｐ７５）的观点和原则是不合理的。弗洛姆的消

费异化理论对我们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借鉴意

义。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

建立积极健康的消费模式以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显得非常重要。我们应坚决反对那种认为主体权利

“无限和绝对”的错误消费理念和生活原则，建立生

态消费的新模式，使生产活动建立在人们的健康消

费基础之上。在生态消费模式下，绿色消费、可持续

消费、节能减排、低碳生活等均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人的需求出自真实的需要而不是虚假的需要，消费

行为应该对人的身心发展有利而不是相反，企业不

能仅为了利润而生产，而应该以满足人们的身心健

康需求和人本化发展为要旨。

３．注重精神健康的实际需求
弗洛姆所谓“精神健康的人”是指：“他与世界

建立友爱的联系，他利用自己的理性去客观地把握

现实；他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单个的个体，同时又

感到自己和他人是同一的；他不屈从于非理性的权

威的摆布，而愿意接受良心和理性的理智的权威控

制；只要他活着，他就会不断地再生，他把生命的赋

予看做是他所得到的最宝贵的机会。”［１］（Ｐ２２１）当前我

国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

正义、安定有序、诚信友爱、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社

会，说到底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达至和谐

的社会和实现生态文明的社会。建设这样的社会和

实现这种生态文明，就要求我们必须注重人的精神

健康和心态和谐，用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来协调人与

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培养其自由、友爱和

创造性的人格品质，在反对过度消费、奢侈消费等异

化消费的过程中坚持以人的发展为唯一目标，使物

质需要服从精神需要，使物质消费真正服务于人的

生存本身。

４．关注弱势群体的消费需求
弗洛姆认为，“我们需要的收入是能保证有尊

严的生活的基础。就收入不平等而言，这种不平等

不得超过一定的限制”，应建立“年保证收入”制度

来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１］（Ｐ２７０）这对完善当前我国

的社会保障制度、关注我国弱势群体的消费需求并

保证其基本生存权等具有重要意义。包含人与人的

关系在内的人类社会系统，本来就是广义生态系统

的一部分，广义的生态文明要求实现人与自然和人

与人的双重和谐，进而实现经济、社会与自然的可持

续发展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资源分配不公平、社

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是造成当前我国弱势群体存在的

重要原因，和谐社会建设本身也说明目前我国尚存

在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影响生态文明双重和谐的不

利因素。对此，我们可借鉴弗洛姆关于限制不平等

收入的思想，结合我国国情来完善个人收入调节税

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完善国民收入再分配制度，实

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等，提高相关从业人员的工资

和待遇，在关注弱势群体消费需求的基础上改善其

生存状况，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达至生态文明的双

重和谐。

弗洛姆的消费异化理论是深刻的，但也有其局

限性，我们对之要做批判性的分析。弗洛姆试图对

以恒久和普遍的方式存在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界

定，而忽视了其具体的文化背景；他的消费异化理论

建立在他的人道主义总体人性论的基础上，具有抽

象人性论的性质；他的社会改革思想具有乌托邦性

质，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其理论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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