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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弗洛伊德的文明观

杨 芳

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
,

贵州 贵阳

摘 要 弟洛伊德运用精神分析理论研究人的心理结构图式
,

提出人格理论
,

并把精神分析理论运用 于社会历 史领城
,

对

人类文明的产生与发展
、

本质和动力及内在矛盾进行了视角独特的观察
、

分析与论迷
。

因此
,

研究弗洛伊德的文明理论

不仅可以 开阔理论视野
,

更好地把握文明与人的辫证关 系
,

也可以帮助人们对社会文明的发展和善待人类 自身作 出理性

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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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探究弗洛伊德的文明观

精神分析理论是由奥地利的精神病医生 —西格蒙德
·

弗洛伊德创立的
。

在其创立和发展过程

中
,

他的理论被分为早晚两个阶段
。

早期阶段
,

弗洛伊德主要研究心理治疗方法和潜意识心理过程的一

般理论 晚期阶段
,

他把心理分析的一般理论运用到人类社会生活和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
,

力图对现实

的人生问题作出回答
。

不论早期还是晚期
,

都有一个主导思想贯穿弗洛伊德精神理论的始终
。

这就是

收稿日期 洲拓 一 一

作者简介 杨 芳 一 ,

女
,

贵州贵阳人
,

贵州师范大学历 史与政治学院教授
。

研究方向 西方哲学
。

一 一



中
,

过去的事物可能得到保存
,

而不会必然遭到破坏
。

—我们只能坚持相信这样的事实
,

即在心理活

动中
,

过去能得到保存
,

这是规律
,

而不是例外
。 ”

因此
,

弗洛伊德从追溯人类原始的生存状况
,

揭示

文明的起源
、

发展以及对本能的压抑
,

同时还说明现代人为何能继续具有原始的本能欲望
,

从而形成与

文明要求之间的对立
。

弗洛伊德认为
,

人类生活的目的和意图是追求幸福
,

这种追求具有两面性 积极的目的和消极的 目

的
。

一方面
,

它旨在消除痛苦和不愉快 另一方面
,

它也旨在获得强烈的快乐感
。

弗洛伊德认为
,

决定生

活 目的的只是快乐原则的意图
,

这个原则从一开始就支配着心理器官的活动
。

它的功效是毋庸置疑的
。

但是它的意图是与整个世界相矛盾的
,

它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所有的宇宙规则都与它矛盾
,

即幸福

受到三方面痛苦的威胁 首先
,

威胁来 自我们的身体
,

它注定要衰老和消亡 其次
,

威胁来 自外部世界
,

它

可能以强大而无情的破坏力量对我们施虐 最后
,

威胁来 自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关系
。

在弗洛伊德看来
,

人们感到最不满和不解的是第三种因素
,

即人际关系
。

正是在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和论证中
,

弗洛伊德全

面阐述了他的文明观
。

何谓文明 有一种观点认为
, “

被我们称为文明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我们的痛苦
,

而且如果

我们放弃文明
,

返回原始的状态
,

我们将变得更加幸福
。 ”

弗洛伊德对这种观点表示怀疑
,

但是他从

中得到启示
,

开始思考为什么人们会对文明采取充满敌意的态度
。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

弗洛伊德从人与

自然
、

人与人两个方面为文明下了一个定义 文明一词是指
“

使我们的生活区别于动物祖先生活的所

有成就和规范的总和
,

这些成就和规范有两个 目的
,

即保护人类免受 自然的侵害和调节人类相互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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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 ”

又说
“

文明只不过是意指人类对 自然的防御及人际关系之调整或累积而造成的结果
、

制度等的

总和
。 ” 〔’〕”这样

,

弗洛伊德就把文明看作是人类
“

防御
”

自然和
“

调节
”

人际关系所取得的结果
、

所造成

制度的总和
,

意即文明是人类活动的产物
,

它涉及人类活动的两个方面 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

弗洛伊德

把这种关系规定为人对 自然的消极的被动
“

防御
”

关系
,

以保护人类的生存和种族延续 一是人与人的

关系
,

亦即人类内部的关系
。

弗洛伊德把这种关系规定为人际之间的
“

调整
”

关系
,

以保证人类内部的

联合
。

这两方面经验的积累
,

便构成文化即
“

结果
、

制度的总和
” 。

显然
,

弗洛伊德在这里所指的文明的

两个方面也正是社会生活的两个主要方面
,

即社会的生产活动和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
。

因此
,

人改造 自

邻居不仅是潜在的帮手或性对象
,

而且容易激发他们在他身上满足进攻性欲望
,

即没有报酬地剥削他的

工作能力
,

未经同意就在性方面利用它
,

夺取他的财产
,

羞辱他
,

给他造成痛苦
,

折磨并杀害他
。 ‘

人对

人是狼
’ 。 ” 〔’ , 所以

,

弗洛伊德得出结论 为了限制人类的进攻性本能
,

文明就必须运用一切可能和力

量
,

由此出现了种种方法和社会禁令
。

可见
,

人类不幸的根源就在于文明对人类性行为和进攻性行为的

限制
。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到
,

弗洛伊德认为文明的发展是通过人类幸福的丧失这一代价而获得的
。

文明不仅要求人们牺牲 自己的性本能
,

还要压制自己的进攻性倾向或破坏性倾向
。

这就是文明社会的

人极难感到幸福的原因
。

由此可见
,

当代文明最根本的缺憾就是不了解人类的本性
,

即使在所谓的正常

人身上
,

控制本能的力量也不能超出一定限度
,

否则就会引起个体的反抗或神经症
。

然而
,

即便对文明

有如此强烈的抨击
,

弗洛伊德也不赞成放弃文明或返回原始状态的观点
。

他说
“

竭力要废除文明该是

何等的忘恩负义
,

又是何等目光短浅啊
。

那样的话
,

得以保存下来的就只能是一种 自然状态
,

而这是更

加令人难以忍受的
。

确实
,

自然并不会向我们要求任何本能的禁律
,

她会允许我们随心所欲
、

为所欲为

但是
,

她有自己独特的限制我们的有效方法
。

在我们看来
,

自然往往是通过那些使我们获得满足的东西

而冷酷无情地毁灭我们的
。

恰恰是那些 自然借以威胁我们的危险
,

才使我们联合起来创造了文明社会
。

文明社会也和其他事物一样
,

旨在使我们的共同生活成为可能
。

文明的主要任务
,

它实际存在的理由在

于我们免遭 自然之害
。 ”

弗洛伊德正确地认识到人类文明的起源是建构于对个体人的 自然属性控制的基础之上
,

从而提示

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之间的矛盾
。

矛盾的根源就在子社会属性要不断压抑人的自然属性
,

而 自

然属性又不停地反抗社会属性
。

要解决这一矛盾
,

既不能完全放弃社会属性
,

也不应当完全压抑自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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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为下述矛盾的论点作辩护 良心是本能克制的结果 或者说本能克制产生了良心
,

而良心则要求进

一步对本能的克制
。 ”

川
一 ,

弗洛伊德进一步指出
,

负罪感的产生源于俄狄浦斯情结
。

因为对父亲的进攻性倾向在后代身上会

重复出现
,

负罪感就一直存在
,

并且每当进攻性受到压抑并被转交给超我时
,

负罪感都得到了进一步的

强化
。

所以
,

一个人是否杀了自己的父亲或是否避免了这种行为
,

这些都不起决定性的作用
,

人们在这

两种情况下都一定会有负罪感
。

因为负罪感体现了由矛盾心理产生的冲突
,

体现了爱欲和破坏性本能

或死亡本能之间的永久斗争
。

人们一旦面临着和同伴一起共同生活的任务
,

这种冲突就产生了 只要社

会认为人只能以家庭的形式生活
,

这种冲突就一定会在俄狄浦斯情结中表现出来
,

就一定会确立 良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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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群的落后部落之间的分工
,

从而看到了两个并列的不同的生产阶段
,

也就是看到了进行经常交换的条

件
。

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
,

农业和手工业之间发生了进一步的分工
,

从而发生了直接为了交换的
、

日

益增加的一部分劳动产品的生产
,

这就使单个生产者之间的交换成了社会的迫切需要
。

文明时代巩固

并加强了所有这些在它以前发生的各次分工
,

特别是通过加剧城市和乡村的对立
· , ·

⋯而使之巩固和加

强
,

此外它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
、

它所特有的
、

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 它创造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

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 —商人
。 ” 〔吕 ‘ 一 ’

分工的产生和由分工产生而引起的个人之间的物品交换以及

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
,

把人类带人了文明时代
。

第二
,

文明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

它是一种

进步行为
。

文明时代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阶段
,

它是对野蛮时代的否定 但文明时代的到来
,

并不意味

一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