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恋主义文化》

图书基本信息

Page 1



《自恋主义文化》

内容概要

我们是否爱上了我们自己？是否在追求自我满足时牺牲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是否在疯狂追求“自我”
和“性解放”的同时，失去了亲密、欢乐与互相之爱？
正如本书于1979年问世时所指出的那样，它要阐述的是“一种正在死亡的生活，一种崇尚竞争的个人
主义文化”。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和西方社会，焦虑的、自我关注的自恋性格，正逐渐取代了弗
洛伊德时代那种深受超我意识压抑的歇斯底里型性格。
作为个人主义发展的结果，自恋主义，正是西方社会文化的核心性格与心理特征，也是当代西方社会
文化与心理危机的根源。
本书是20世纪社会心理和文化批评的经典之作，对于美国乃至西方的学术界以及社会公共议题影响巨
大，并获得了当年度的美国国家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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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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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恋主义文化》

书籍目录

前言
第1章　觉悟运动和社会对自我的入侵
历史时间感的淡薄
精神治疗的情感
从政治到自我反思
自白和反自白
内心的空虚
激进主义对“独处主义”的批判
对独处主义的批判：理查德·桑内特论公共人的没落
第2章　我们时代的自恋主义性格
作为人类状况之比喻的自恋主义
心理学和社会学
近期临床文献中的自恋主义
对自恋主义的社会影响
逆来顺受者的世界观
第3章　变化中的成功含义：从霍雷肖·阿尔杰到幸福的勾引者
工作观的原来意义
从“自我培养”到通过“赢家形象”作自我宣扬
成就的失色
社会生存的艺术
个人主义的登峰造极
第4章　虚假自我意识的陈腐性：政治及日常生活的戏剧
商品的宣传
真理与可信性
广告和宣传
作为表演的政治
作为街头剧的激进主义
英雄崇拜和自恋的理想化
自恋主义与荒诞派戏剧
日常生活的戏剧
具有讽刺意义的对日常生活的逃避
没有出路
第5章　体育运动的衰退
娱乐精神与提高民族地位的狂热
赫伊津哈论《游戏的人》
对体育运动的批评
体育的渺小化
帝国主义和对勤奋生活的狂热
对公司的忠诚与竞争
官僚主义和“集体合作精神”
体育运动和娱乐工业
作为逃避的闲暇
第6章　教育与新文盲
麻木的普及
能力的衰退
现代学校体制的历史根源
从工业纪律到人力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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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化到“调节生活”
基本教育与国防教育的矛盾
民权运动与学校
文化多元化和新的家长制统治
巨型大学的兴起
文化“精英论”及其批评家
成为一种商品的教育
第7章　再生产的社会化和权威的崩溃
“工人的社会化”
少年法庭
父母教育
对放纵行为的再思考
对真实感的迷信
“职责转移”所引起的心理反应
自恋主义、精神分裂症及家庭
自恋主义与“缺席的父亲”
权威的取消与超我的转化
家庭与其他社会控制机构的关系
工作中的人际关系：作为家庭的工厂
第8章　逃避感情：性战争的社会心理学
个人关系的肤浅化
两性战争的社会史
性“革命”
共处
女权主义和两性战争的加剧
调解策略
男性幻想中阉割男人的女性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男女心灵
第9章　更新生命信念的破灭
对衰老的恐惧
自恋主义与老年
衰老的社会理论：作为人为地退出舞台的“成长”
延年益寿：衰老的生物理论
第10章　没有父亲的家长制
新富与旧富
作为统治阶级的管理权贵和专业权贵
进步主义和新家长制统治的兴起
自由主义对福利国家的批判
对官僚制度的依赖与自恋主义
保守派对官僚主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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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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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恋主义文化》

精彩书评

1、只要你对当下的生活有牢骚，那么就该看一看这本书。但是这本书不是很方便阅读，这是由于作
者的写作方式。他会在一个主题的下面，先写一些流行的说法，然后又站出来一个一个批驳它们，而
且有时候他并不发表自己成形的意见，只是针对一个又一个他人的说法分析。这就要求读者处处留意
。我认为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可以概括为，美国人五十年前自报家门的东西，现在中国正在热火朝天的
“重蹈”。这是一本满是吐槽的书，读时总在心里畅快地暗笑：比我吐槽强多了，真好玩！但是作者
有的地方我觉得还是有待商榷的，比如他太推崇佛洛伊德那套，而且他还比较认同女性主义思路。但
要知道的是这本书毕竟写得比较早，现如今可能他不会这么认为了。女性主义问题也许同样是个那时
候美国文化的症结，或针对某个病灶的炎症机制，并不是多么高明的智慧积累。对体育一章，我凸出
感到一个不足。也许将体育、性交这些行为现象，首先看作沙利文所强调的“人际关系”，就好解释
得多了。所以嘛，我觉得佛洛伊德那套很不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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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自恋主义文化》的笔记-第96页

        游戏和严肃的活动都已受到了广泛的污染，以致这两个范畴已相互混淆。在一个表面严肃的活动
中暗藏着游戏的成分，而另一方面，被公认的游戏却又因人们过于严肃得对待与技术上过分悉心地组
织而再也不能保持其真正游戏的性质了。诸如冷静超脱、自然而不造作，以及欢欣喜悦这样一些不可
或缺的特点就这样消失了。

2、《自恋主义文化》的笔记-第14页

        ⋯⋯
“即使是最好的自白作家也只是在自我分析和自我沉溺之间徘徊。”

“在经过痛苦锤炼后得来的个人启示与仅靠描写对作者本人有直接兴趣的东西来吸引读者的那种浮夸
的自白之间摇摆。眼看就要获得真知灼见了，而这些作家却退回到自我戏弄般的模仿，企图先发制人
地解除对他们的批评。”

“他们运用幽默与其说是为了使自己与材料间隔开一定距离，还不如说是为了讨好自己并让读着在对
自己感兴趣的同时又不必严肃地对待自己及其作品。”

⋯⋯

3、《自恋主义文化》的笔记-第55页

        新教徒的工作观作为美国文化最重要的基石之一，在18世纪体现的淋漓尽致。根据资本主义企业
的神话，节俭和勤奋是通向物质成功及精神满足的钥匙。作为美国梦原型的自我奋斗的成功者把他的
发迹归功于勤奋，明智，节俭和避免负债的良习。他们为未来生活，积累财富，推迟从自我享受中得
到充分满足。而当经济前景日益暗淡，信教的美德不再振奋人心。时间观念发生深刻变化，及时行乐
的价值观成为主流，自我生存取代自我完善成了世俗生活的目标。尽管扬基式美国人强调自我改善而
非工作有利于社会的重要性，但自我改善在他们心中不仅仅意味着挣钱，还包括自律，培养和训练上
帝赐予的天赋，尤其是对理性的培养。总的来说，18世纪所向往的繁荣不仅包括物质上的舒适，还涵
盖身体强健，心平气和，智慧，务实能力以及因知道自己名声很好而感到的满足。美德是一个人在生
命尽头没有悔恨，而财富却能为培养道德和智力提供前提条件。
19世纪，自我改善的理想堕落成一种强制性的刻苦奋斗狂热。那时的资本家已经开始重视“信息”的
价值，但他们只对信息能够帮助他们控制市场感兴趣。因此，报纸作为当时信息的一个主要来源，深
受欢迎。除此之外，商人也重视别人的好评，这使得他在别人眼里是值得信赖的。由于汲汲于进取，
社交被视作浪费时间和错过机会而受到谴责。尽管这一时期对成功有着狂热的信仰，但很少强调竞争
。他们衡量成功并不是通过与他人的成就作比较，而是要看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自律与自我节制这一
抽象理想。
到了20世纪初，对成功的宣传就开始强调取胜意志。公司生涯的官僚化改变了个人的发展条件，有抱
负的年轻人现在得与他们的对手竞争以期获得上司的青睐和赞许。既然个人发展要依靠“意志力，自
信心，精力以及主动性”，有关自助的书籍就大肆吹捧个人的吸引力是成功的主要诀窍之一。这一时
期人们对财富的追求达到白热化阶段，过去附之于上的新教徒的道德意义已消失殆尽。成功本身就成
了目的。甚至一些成功的企业家毫不避讳地承认，成功的实质意义无关紧要，“能赢人心的形象”这
种外表比工作表现更重要，似乎在暗示：自我也只不过是自己在别人眼里的“形象”而已。

4、《自恋主义文化》的笔记-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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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年代出现的一种综合了文化批评、政治报道和回忆录的新颖的文学形式体现了探讨这些问题的
努力。它试图阐明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活、历史及个人体验之间的相互交叉的关系⋯⋯（略）⋯⋯这一
时期的小说作者无意掩饰自己的存在或观点，他们用小说证明写作活动本身如何成了一个小说题材。
文化批评带了个人和自传特点。虽然最糟糕时它会堕落成一种自我表现，但在它最出色的时候却向我
们表明了：要想理解文化就得把文化对批评家个人意识的形成起着何种作用也一并加以分析。政治动
荡使政治成了人们每次讨论都少不了的题目，也使人们不可能无视文化与政治间的关系。60年代的政
治动荡一旦有力地动摇了文化可以不受财富和权利分配的影响而独立发展这一幻觉，它也就大大地削
弱了上流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区别，并使大众文化成了人们严肃讨论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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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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