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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作者重读弗兰克《无意义生活之痛苦》后，提出“无意义感伴随生活

空虚”的痛苦可能已在我国大中学生中开始蔓延，社会各界切不可等闲视之。 

 

1991 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维也纳精神病学家维

克多·弗兰克著《无意义生活之痛苦》（朱晓权译），近日重读这本书，

觉得 1985 年出版的（德文版）这本书探讨的西方社会青年人“生存

空虚”问题对今日中国或许有一些重要启示。 

弗兰克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富裕的社会，但是，越来越多的迹象

表明，无意义感伴随某种生存空虚正在不断蔓延，在青年人中无意义

感伴随生存空虚明显地比在成年人中流行更广，特别在高校青年学生

中，不仅在西方社会蔓延，在发展中国家也已明显出现并且普遍发生。

这种无意义感伴随某种生存空虚的人更有可能滋生自杀或残害他人

的行为。 

书中引述统计资料说，美国大学生中自杀已成为第二大死因，位

居交通事故之后，同时，自杀未遂的数目增长了 15 倍。向自杀未遂

的大学生询问自杀的动机时，结果显示，有 85%的学生在其生活中再

也看不到任何意义，其中很多人经济状况良好，与家庭关系和睦，社



 

 

交生活中精力充沛，对其学业的进步也感到满意，有些人在某种领域

还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确如一位美国大学生写给弗兰克的信中所

说：“在美国，我周围尽是些象我这般年纪的年轻人，他们无望地寻

求着其存在的意义。我最好的朋友中的一个前不久死去了，因为他正

是没能找到这种意义。” 

由于缺乏某种生活意义，有些人便试图在回避任何意义之实现的

情况下引发一种“幸福感”，走上使用化学药物这一邪门歪道：如酗

酒、吸毒等，此外，还有过度不良的性行为。 

弗兰克认为，不仅低层次需求的挫折会引起意义的问题，而且在

富裕社会里基本需要都能一一满足时，也同样会引起意义问题。如一

位青年大学生所说：“我获得学位，拥有豪华汽车，经济上算是独立

的，享有我迎接不暇的性经验和声誉名望。我扪心自问的仅仅是，这

一切该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和物质丰富相对，一些人精神生活的

空虚却日见大白。每日时间显得过剩，无所作为，无聊至极，遂借着

嗜酒、神聊和赌瘾来打发他们内心的空虚。 

生存空虚通常并非显性的，而是隐性的，这些有生存空虚的人可

以将其内心空虚隐藏起来，伪装起来，戴上各种假面具。如所说的“经

理病”，一头扎进繁忙的劳作中，或借马达的加速和获得虚荣的掌声

以掩盖其生活意义的缺乏。有些人甚至在某些领域取得很不错的成绩，

但也会觉得没用，没有意义。这种空虚无聊的状态，过去曾被称为“存

在性神经症”。 

我记得许又新教授上世纪 1990 年代写过一本专著，书名《神经



 

 

症》，其中他命名了一个“无聊神经症”，患者起初可能有些抑郁，后

来抑郁情绪散去，留下情绪平淡的感觉，但主要有内心的空虚感，觉

得生活没有什么意义，一般人看来这种人的表现还不错，但是他无法

在深层和理解的水平上与别人认同，也无法理解别人为什么活得那么

起劲和心满意足。许教授当时预料“无聊神经症”在我国进入“小康”

以后可能会多起来，因为我国传统文化中隐含一些危险，家长通常向

孩子灌输“学而优则仕”、“出人头地”、“当官发财”的观念，忽略孩

子的独立性，忽略孩子内在精神的发展。虽然“无聊神经症目前（指

1990年代）也许根本不算病态”，但许教授建议要提前采取社会文化

的预防措施，以防这种无意义感伴随的生活空虚在未来流行。 

一个人感到他的生存没有意义，“无意义的生活下去”，即使占有

很多财富或者获得某种成功他也觉得是无用的，在他看来，未来是无

望的、无价值的，那么，他是很不幸的。因为并不存在什么实际上没

有意义的生活，即使人遭遇极度痛苦的处境，人也能从中见到某种意

义，将其转化为某种成就而奉献于社会。生活每日每时都为人奉上某

种新的意义，总有一种意义期待着每一个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发现

生活的意义。当然生活的意义因人而异，随境而变，但对任何人来说

都有某种意义存在。弗兰克认为，无意义感就是一种神经症，虽然还

不能说是一种真正的疾病，也不是仅仅能由精神科医师或心理治疗师

解决的问题（除非这个人已有情绪低落、焦虑和认知、行为症状及失

眠、食欲变化等身体症状，且已持续数周，妨碍其日常生活与社交，

则需要及时寻求精神医学和心理治疗师的帮助）。弗兰克认为，在无



 

 

意义感蔓延的时代里，必须仰赖教育，不仅为增进知识，而且要纯化

良心。当代青少年尤其迫切需要责任感、使命感的教育，青少年需要

选择自己的信仰，决定自己忠实于什么，走怎样的人生道路。近百年

来我们的先人为了国家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幸福，在极端艰难困苦和

面对死亡威胁的境遇中他们抱着对未来、对他们矢志实现意义的信念，

肩负引领社会进步的伟大使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社会作出了自己的

贡献，从社会的不同方面实现了他们的人生辉煌，得以垂范于后辈青

年。现在我国正在走向“小康社会”，人们生活逐渐富裕，但社会里

也充斥着不良刺激的泛滥，我们也生活在广泛使用烟酒、化学品、药

物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青少年如果不愿为泛滥的不良刺激所诱惑，

不愿为毒品所害，他们就需要正心修身，纯化自己的良心，就需要认

识到时代赋予青年一代的责任，理解自己的伟大使命。在实现意义的

同时实现自身价值。 

重读弗兰克《无意义生活之痛苦》后，联想到许又新教授的告诫，

无意义感伴随生活空虚的痛苦可能已在我国大中学生中开始蔓延，社

会各界切不可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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