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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弗洛姆认为权威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 符号0和/ 关系0 � 其中一种人把另一种人看作是高于自己 ∀他把权威 

分为公开权威和匿名权威 � 其中公开权威又可分为合理性的权威和非理性权威 ∀匿名权威是/ 顺从0和/ 求同0 � 它 

比公开权威更有力量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 �人们无时不在被周围匿名权威所统治 ∀他强调要按照 / 自由0与 

/ 民主0的原则合理地行使权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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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里希 # 弗洛姆�∞ ⊃ ℘ ∪ ƒ∉⊆ ⊆ � 1900 1980� 

是二十世纪西方著名的美籍德裔精神分析学家 !社 

会批判理论家 !社会哲学家 � 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 

表 � 也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人物 � 有人称他 

为/ 本世纪最有影响的思想家0 ∀研究弗洛姆有关权 

威的观点和思想 � 解读他的有关权威理念 � 对我们进 

一步认识他的社会批判理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一 ! / 符号0与/ 关系0 ) ) ) 

弗洛姆所理解的公开权威 

弗洛姆认为 � �在任何社会制度中 � 如果全体成 

员中一部分受到另一部分的支配 �这种社会制度必 

定是 建 立 在 一 种 强 烈 的 权 威 感 的 基 础 之 上 

的 ∀ � ≈ 1� 75� 弗洛姆指出在这种社会制度中 � 一个集团 

受另一个集团的统治 � 尤其是后者只是少数的情况 

下 � 必须基于一个强烈的权威意识之上 ∀ 这种权威 

意识在父权制社会中已经产生 �并随着历史的发展 

而不断增强 ∀由于权威问题对我们理解任何一种社 

会的人际关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而且从十九世纪 

到二十世纪人们对权威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 

变化 � 因此有必要对权威进行分析与讨论 ∀ 弗洛姆 

认为 � 随着建立在等级制度之上的社会的形成 � 建立 

在能力之上的权威逐渐被建立在社会地位的权威所 

取代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天的权威事实无能 

的 � 而是说能力已经不是构成权威的主要因素 � 权威 

与能力之间已经没有或几乎没有必然的联系了 �在 

实际的或想象中的行使权威的那种本来的能力被制 

服和称号所取代 ∀一个人可以完全不配是一个权威 

人物 � 可他却拥有权威 ∀正如皇帝即使赤身裸体 � 人 

们都以为他穿着华丽的服装 �因为他有/ 皇帝0这个 

符号 � 谁都不敢说他是赤身裸体 ∀ 也就是说当人有 

了具有权威的相应符号 � 他就拥有权威 � 因此行使权 

威的实际能力以及作为这一能力的基础的那些本质 

也都为外在的标志所取代 ∀所以弗洛姆认为权威是 

一种符号 � 行使权威就如同行使符号 ∀ 

为了说明权威是指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弗 

洛姆说 � / 权威并不是指某个人所−拥有. 的东西 �例 

如拥有的财产或其它有形的东西 ∀权威是指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 � 在这种关系中 � 一个人把另一个人看作 

是至高无上者 ∀ 0 ≈ 2� 218� 因此他认为权威并不仅仅是 

个人具有的品质 �权威/ 一般地讲 �包括经验 !智慧 ! 

宽容 !技能 !风度 !勇气0等品质 � 而/ 当期望赖以存在 

的各种品质消失或削弱的时候 �权威本身也就不存 

在了0 ≈ 3� 614� ∀因此权威不仅是从拥有财富或身体 

上的素质的意义上而言的 �权威更多的是指一种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 � 在这种关系中 � 一个人把另一个人 

看作是高于自己 ∀他进而又指出有两种不同的权威 

关系 � 一种是利益一致的关系称之为/ 合理的权威0 � 

另一种是利益不一致的冲突关系称之为非理性权威 

即/ 抑制性的权威0 �它们两者都是公开的权威 ∀ 所 

谓公开权威 � 在弗洛姆看来 � 就是在权威的关系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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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者清楚地呈现在人们目前 �人们也知道权威命令 

是谁下的 � 也能够有效地反对这种权威 �并在斗争中 

发展自己的独立性和提高自己的道德勇气 ∀ / 而只 

要存在公开的权威 � 就存在冲突 � 就有反抗 − 反抗非 

理性权威 ∀ 0 ≈ 4� 113� 因此/ 人必须顺从理性的权威 �即 

伦理 !道德和良心0 ≈ 5� 117� ∀ 

为了更加明白地说明这两种不同关系的权威 � 

弗洛姆举了两个不同的例子 �老师与学生以及奴隶 

主与奴隶之间的关系 �它们都是建立在一个是另一 

个的权威的基础之上 ∀但是老师与学生的利益是一 

致的 � 这种权威的动向是学生学到的知识越多 � 他与 

老师之间的隔阂就越小 �他就越像他的老师 ∀ 也就 

是说 � 这种权威关系趋向于分解自身 � 达成统一和一 

致 � 他们之间原有的权威关系趋向于自行消灭 � 而在 

奴隶主与奴隶的权威关系中 �奴隶主妄图尽其所能 

地压榨奴隶 � 压榨越多 �就越满足 �而奴隶试图维持 

自己的最底限度的快乐与生活 �所以他们之间的利 

益是截然相反而对立的 �其中对一方有利的东西可 

是对另一方则是有害的 �这种关系只是为了权威的 

剥削 � 因此他们二者的距离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 弗 

洛姆指出 � 在第一种权威中 �爱 !敬仰或感谢的因素 

在其中占主导地位 � 作为权威者同时也是一个榜样 � 

他们变得越来越接近 ∀ 而在非理性的抑制性权威 

中 � 对权威的仇恨趋于增长 �进而形成仇恨与对抗 ∀ 

理性权威与抑制性权威之间的差别是相对的 ∀即使 

是在奴隶与主人的关系中 �也有对奴隶有利的因素 

使奴隶得到最低限度的依附与保护 �这至少能使他 

为主人干活 ∀另一方面 � 只有在理想的师生中 � 才完 

全没有兴趣对立的情况 ∀他又指出 � 一般来讲 � 理性 

的权威和非理性权威两者是肩并肩地发展起来的 � 

而且这两种权威在现实生活中是经常混合的 �但是 

它们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理性权威使权威关系逐渐 

消失而趋于一致达成平衡 �非理性的抑制性权威则 

使权威关系中双方的利益冲突加深而形成截然的对 

立 ∀ 

二 ! / 顺从0与/ 求同0 ) ) ) 

弗洛姆所理解的匿名权威 

弗洛姆认为 �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 � 随着二十 

世纪工业文明的到来和自由主义的兴起 �权威的特 

征发生了改变 ∀它们不是公开的权威 � 而是无名的 ! 

隐性的 !异化的权威 ∀没有什么观念 � 也没有什么道 

德来告诉人们应该怎样行事 �实际上是无名的权威 

即匿名权威来规范和约束人们 ∀他认为这种匿名权 

威的运行机制就是/ 求同0 � 应该做每一个人所做的 � 

所以我们必须/ 求同0 �不要冒尖 ∀弗洛姆认为当代 

社会性格的特殊特征是 � 匿名的权威 � 它的主要特点 

和表现形式是/ 顺从0与/ 求同0 ∀进而指出 20 世纪 

中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威是无名的 � 异化了的权威 ∀ 

人们普遍感到利润 !经济需要 !市场 !舆论的压力 ∀ 

匿名的权威藉以运转的机制是/ 协调一致0 �/ 我0要 

与他人一致 � 不要/ 突出0个性 � 随时准备并乐于按照 

社会模式来改变自我 ∀ 受到匿名权威支配的人 �便 

丧失了自我感 ∀而且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和愿意随着 

方式的改变而改变 � 不允许问我是对还是错 � 对我们 

来说惟一永恒不变的事情是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行 

为 ∀没有人能控制我们 �除了我们生活于其中并受 

他们控制的那群人 ∀也就是说我们处在无时不在的 

周围匿名权威的统治之中 ∀ / 甚至人们常常不能穿 

他们喜欢的衣服 �不能吃他们喜欢的食物 ������人 

的 !经济和社会的生活都被所制定的规则和条约所 

操纵 � 这些规则和条约实际上控制了一切 � 没有一个 

活动领域能例外 ∀ 0 ≈ 2� 61� 弗洛姆还说 � / 没有什么人 � 

没有什么观念 �也没有什么道德法律来要求人们该 

怎样行使 ∀但是 � 我们全部一样地做某事 � 协同一致 

的程度类似甚至超过了集权社会的 ∀ 的确 �除了 

−它. 之外 �谁也不是权威 ∀ 它是什么呢 � 它就是利 

润 !经济需求 !市场 !常识 !舆论 �−大家. 所做 !所想 ! 

所感到的一切 ∀ 匿名权威的法则如同市场法则一 

样 � 是不可见的 ������也是无法攻击的 ∀ 0 ≈ 1� 109� 因 

此 � 拥有认同感的惟一途径是求同 � 被接受实际上意 

味着不与别人的任何不同 ∀ 虽然/ 人们不是在独自 

冥想中 � 而是在与其他人共事中完善了自我0 ≈ 4� 242� ∀ 

然而这实际上是放弃自我 ∀ / 我们眼前没有公开的 

权威来威吓我们 �但是 �我们却害怕那要求人协调 � 

顺从匿名权威 ∀ 我们不屈服于任何人 �我们并不同 

权威发生冲突 � 但是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信念 � 几乎丧 

失了个性 � 没有自我意识 ∀ 0 ≈ 1� 81� 这种无名的社会力 

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固有的东西 ∀ 在资本 

主义社会里 �工人似乎最终难以逃脱处于被支配的 

地位的求同模式所塑造的命运 ∀因为他们的工作是 

异化的 �只有在有限的程度里是他自己经历和有限 

意志的表达 �因为在整个社会文化设施如广电传媒 

的影响下 � 几乎不能逃避求同的趋势 ∀ 

弗洛姆认为/ 顺从0和/ 求同0不仅十分幼稚 �而 

且非常错误 ∀因为我们不能说千千万万的人都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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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恶习 � 这个恶习就是美德 � 千千万万的人都犯有 

同样的错误 � 这个错误就是真理 � 千千万万的人都犯 

有同类的精神病态 � 这些人就是健全的人 ∀ / , ,健 

全的社会能拓展人具有的爱人的能力 �能促使他创 

造性地工作 � 发展他的理性与客观性 � 以及使其具有 

基于自己的生产力的经验的自我身份感 ∀不健全的 

社会规则造成人们相互憎恨与不信任 �将人变成供 

他人利用和剥削的工具 � 剥夺了他的自我身分感 � 而 

使他成了顺从 !屈服于他人的人 � 或者变成了一个机 

器人0 ∀ ≈ 4� 57� 弗洛姆通过对现代西方人生存境遇的 

考察 �发现摆脱了个人主义社会枷锁的现代人 � / 并 

没有获得能使他的个人自我得以实现 � 即他的智力 ! 

感情和感官方面的得以发挥这一意义上的积极自 

由 ∀自由给人带来了独立和理性 �但同时又使人陷 

于孤独 !充满忧虑 !软弱无力 ∀ 0 / 人摆脱了所有的精 

神权威的束缚 � 获得了自由 � 但正是这种自由给他带 

来了孤独和忧虑 �使他被一种个人无意义和无权力 

感压得喘不过气来 ∀ 0 ≈ 2� 11� 

弗洛姆认为匿名权威比公开权威更有力量 ∀他 

认为 � 在传统的社会中 � 人们都知道下命令和禁止你 

言行的人 � 地主 !资本家或是国王 !牧师 ∀ 若不愿意 

服从或有什么不满 �可以反抗和有指向性的攻击 ∀ 

可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 �原有的统治权威消失 

了 � 控制社会的是一种匿名的 !隐蔽的手 ∀它伪装为 

常识 !科学 !心理健康 !正规性 !公众舆论 ∀它是心照 

不宣的 � 无须采取命令 ∀ 它不是一种粗暴的强迫而 

只是一种温和的说服 ∀它是一种从内心结构中对人 

的控制 � 它迎合了人们某种心理倾向 �如相信公正 � 

相信科学 � 相信知识 ∀ 现在的统治者就不再是挥舞 

着皮鞭的老板 �而是理性和真理化身的仙女 ∀ 惟有 

在匿名权威的统治下 �人们对命令的下达和对命令 

都一团漆黑 �就像一个人中了枪弹却不知道射击者 

是谁 � 这样人们即使想回击也找不到回击的对象了 ∀ 

因为匿名权威的法则与市场经济一样 � 是不可见的 � 

也是无法攻击的 ∀因为谁能攻击不可见之物 � 谁能 

攻击不可见之人 � 而匿名权威所导致的后果就是西 

方社会的求同性 �人们惟一具有永久性的东西是随 

时改变以适应外界 �这样人就失去了自我而成了工 

具 ∀ 

弗洛姆认为匿名权威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 

要表现形式 ∀现代资产阶级利用科学技术意识形态 

进行统治 �实际上造成了一种在社会统治关系上的 

一种结构 �即出现了作为统治者盾牌的匿名权威 ∀ 

当代资本主义的控制现实了一种新权威的建立 �即 

从粗暴的直接的政治权力转变为一种潜在的权威 � 

这主要是以社会运转本身的必然性/ 无名的上帝0为 

基础的运转文化制度 ∀它通过家庭 !学校 !宗教和大 

众传媒使人们内心中去承认社会的统治 �这种统治 

不再表现为政治强制 � 而表现为科学和正义 � 它像一 

部巨大的自动运行的机器 ∀ 

三 ! / 自由0与/ 民主0 ) ) ) 
弗洛姆所理解的健全社会 

行使权威的基本准则 

弗洛姆指出威望和权力在支配着每一个自我 � 

有些人的威望和权力是由他们的财产所带来的 �有 

些人的威望和权力是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到的 ∀ 由 

于有了威望必须被人尊重 �有了权力就能够统治别 

人 � 那么权威的执有者和那些从中获取好处的人肯 

定想办法使人们相信这种权威存在的合理性 �从而 

麻痹人们 ∀但是他指出 � 建立在生存之中的权威 �不 

是以能满足一定的社会职能要求的能力为基础 �而 

是建立在一个高度实现自我和完整协调的人的人格 

之上的 ∀代表权威的不一定是具体的人或组织 �权 

威也不一定就体现在这些人或组织的发号施令之 

中 ∀无论是外在的权威还是内在的权威 �都不在个 

人生活占统治地位的作用 ∀ 每一个人都是完全/ 自 

由0的 � 只要他不干涉别人的合法要求与权利 ∀ 

弗洛姆认为权威要体现在行使之中 ∀ 在行使权 

威的过程中 � 关键是看一个人有权威还是他是权威 ∀ 

几乎每个人都在生活中的某一个领域或某一个阶段 

行使过权威 ∀ 其实并非权威有什么特殊的价值 �只 

是因为它就是拥有权力而已 ∀他还指出即使是财产 

不多又声望不高的人 � 也可以在家庭中为施展权威 � 

在家庭中受到妻儿的尊敬与服从 � 领导与统治他们 � 

从而发泄内心的领导欲和权威欲 ∀也许他在外面不 

太有地位 �但在家中却是�王� ∀ 弗洛姆认为追求权 

力并不是什么坏事 �而是人们追求幸福和安全的合 

情合理的表现 � 可是许多人成了权力迷 � 把权力作为 

有力量 !有地位 !有身价的象征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 

一个人去追求权力 �则说明此人无法摆脱个人自我 

的孤独 � 无法依赖自己的力量而生存下来 ∀ 他还认 

为 � 领袖和国家是由被统治者造就的 � 当一个社会中 

的每一个人把自己所有的力量都投射到它们所希望 

的人或物的身上 �希望通过屈从和崇拜得到一些返 

还的力量的时候 �它们就成了权威的偶像 ∀ 但是独 

裁主义者依靠其最高的权威而得到力量 �这个权力 

是永远不可反抗也不可改变的 �他们认为没有权力 

就是下流 � 一旦权威低落时 � 所有的爱慕与尊敬都成 

了轻视与憎恨 ∀ 他认为在独裁者的眼里 �根本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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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观念 ∀由于权威可以自动地使人产生爱意羡 

慕之情 � 和使人心甘情愿地服从它 � 这样他们就会被 

权威所迷住 ∀ 无权的人就被轻视 �这样就会产生反 

抗 ∀ 

所以弗洛姆主张 �/ 在这一社会里 �没有人是别 

人用来达到目的的工具 �每一个人总是并毫无例外 

地是自己的目的 �因此 �每个人都不是被人利用 �被 

自己利用 � 而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力量的目的而活着 � 

人是中心 �而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活动都服从于人 

的成长这个目标 ∀ 在健全的社会里 �人们无法利用 

贪婪 !剥削 !占有 !自恋这类品质来获取物质利益 � 或 

提高个人的威望 � 按照良心行事被当成基本的 !必要 

的品质 �而机会主义和纪律松懈则被看作是不合群 

的自私行为 � 个人参与社会事务 � 社会的事也成了个 

人的事 �个人同他人的关系也与他同自己的关系不 

再分离 ∀此外 �一个健全的社会使人在易于管理的 

和可观察到的领域内 �积极而又负责地参与社会生 

活 � 并且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 ∀ 一个健全的社会促 

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战斗团结 �不仅允许而且鼓励同 

成员友爱相处 �健全的社会促进人人在工作中进行 

开创性活动 � 刺激理性的发展 � 使人能够通过集体的 

艺术和仪式 � 表达出自己内心深处的需要 ∀ 0 ≈ 4� 223� 因 

此弗洛姆认为 � 教育应该给每一个人提供机会 � 应该 

消除建立在权力和宣传上的非理性权威 �形成新的 

理性的权威观念 ∀ 

据此 � 弗洛姆提出要按照民主原则合理地行使 

权威 ∀弗洛姆为我们描绘的/ 这种社会的图案应是 

这样的 �个人以及个人的成长和幸福已成了文化的 

目标 � 生命无须由成功或其他什么东西了加以证实 � 

个人不再从属于或被操纵于外在恶权力�主要指国 

家和经济机器� �个人的良心和理想不再是一种−内 

在化了的外部要求. !而真正是属于他的 !真正具有 

了他个人的特色 ∀ 0 ≈ 2� 350� / 合理的权威有利于人的发 

展 ∀人相信这种权威和依靠这种权威 ∀不合理的权 

威是建立在强权之上的 �是用来剥削受其压迫的 

人 ∀ 0 ≈ 4� 242� 那么 � 究竟什么是合理地行使权威呢 � 他 

指出 � / 由于−现代. 人已学会了互相尊重 �能把别人 

当作人来对待 ∀ 世界不再是那么神秘和不可捉摸 

了 � 人开始客观地看待自身和别人 � 不再生活在幻想 

之中 ∀政治自由也在增长 �发展中的中产阶级随着 

其经济地位的加强在政治上的权力也日趋强大 �而 

这种新获得的政治权力反过来又为他们进步发展经 

济提供了新的机会 ∀ , ,政治自由发展的最大成果 

就是建立了现代民主国家 ∀现代民主政体的宗旨就 

是人人平等 � 政府成员由人民自己选举产生 � 人人有 

权参与政事 ∀ 任何人只要能兼顾着国家的共同利 

益 � 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旨意行事 ∀ 0 ≈ 4� 145 �146� 这种自 

由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是现实社会中/ 不从的人0 �他 

们不受他人的操纵 � 不受宣传的影响 � 按照自身发展 

目标来塑造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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