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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精神分析导论讲演新篇》序言　　我的演讲《精神分析导论讲演》是于1915-1916年和1916-1917
年两个冬季学期分别做出的，演讲是在维也纳精神病医疗院的一个讲堂里为大学里各院系的教职员及
学生所作的。
演讲的前半部分是临时凑成的，事后我立即将它写了出来；后半部分的讲稿是在萨尔茨堡(Salzburg)度
暑假时写成的，当年冬天才逐字逐句地讲述。
在那时我还有着留声机一般的良好记忆力。
　　这些新的演讲稿和以前的那些演讲不同，我以前从未讲过。
我的年龄已为我免除了通过演讲为我的大学同事作解释之苦(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是一种表面的义务)
；同时，一次外科手术使我暂时不能对公众演讲。
因此，如果可能，我将在想象中置身于讲堂之内，以完成此稿之写作；这种想象也许会帮助我在深入
阐发主题时不会在内心忘记对于读者的责任。
　　这些新的演讲稿绝对不是要取代以前的演讲。
在任何意义上它们都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统一体，也不可能指望有一批自己独有的读者；它们只是以
前演讲的续编和补充材料，按照它们与前期演讲的关系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15年前曾经讨论过的问题，由于知识的加深，观点的修改，于是不得不重新加以论述，这就
要求我们今天做出不同的说明——也就是说，这一类是批判性的修正。
其余两类包括了新增加的内容，它们所讨论的问题在以前的演讲时还不曾存在于精神分析领域中，或
者那时还不明显具有另列专章的必要性。
如果新的演讲中某一些部分融合了这几类的特点，那也是无法避免的，大可不必为此而遗憾。
　　我根据以前的演讲而核定这些新演讲稿编排的先后，以此表明新的演讲对《精神分析导论讲演》
的依从性。
故而我把本书第一章定名为第二十九讲。
像以前的演讲一样，这次演讲没有给职业分析家提供多少新东西；它主要是献给一大批受过教育的人
，这些人我们也许可以认为对这门新兴学科的特点和发现具有虽谨慎却不失善良的兴致。
这次我还是按我以前遵循的宗旨，不为追求简练、完满的外表而作任何删削；既不隐藏任何问题，也
不否认缺点和可疑之处。
或许在其他的科学研究领域不必夸饰如此谦逊的意图，它们往往是不证自明的，公众所希望的也不过
如此。
例如，阅读天文学著作的读者肯定不会因为作者声明在某些新领域中我们关于宇宙的知识还不够明白
而对它产生失望和蔑视。
但是在心理学上却并非如此，人类缺乏科学研究素质的弱点在这里充分显现出来了。
人们从心理学中希望得到的似乎并非知识的进步，而好像是另外其他想法的满足；每个未解决的问题
、每个被承认的可疑之处都被转化为对于心理学的一种责难。
　　任何关心精神生活科学的人都必须与这门学科一起承担那些不公正的对待。
　　弗洛伊德　　1932年夏于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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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精神分析导论讲演新篇包括七讲内容；第二部分精神分析纲要包括精神
及其活动和实践任务两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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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年生于捷克的弗莱堡。
四岁时移居维也纳，其后的一生大部分在此度过。
他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医学院，随后专门从事神经精神医学的研究。
1939年病逝于伦敦。
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被誉为精神分析之父，是影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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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只是因为自卑情结变得相当普遍，我才敢大胆在这里给你们讲一点题外话。
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目前仍然活着，虽然此刻已隐退到幕后。
他的某个肢体因出生时损伤而残废了。
一个很出名的当代作家特别喜欢编辑名人传记，他描述了我正在谈的那个人的生活。
现在写传记要想限制剖析人物心理深度的要求是很困难的。
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的作者做了一次冒险，他试图把主人公性格的全部发展过程都建立在他认为是由生
理缺陷所导致的自卑感的基础上。
这样做时，他却忽略了一个虽然微小但却意义重要的事实。
一般来说，对于不幸而生下了一个有病的或在其他方面有缺陷的孩子的母亲，她们都是以过分的爱去
补偿孩子所遭受的不公平的缺陷。
但在我们所举的这个例子中，傲慢的母亲却采取了另一种作法；她因为孩子有病而收回了她的爱。
当孩子长大成一个具有极大权力的成人时，他用行动明确地表明他从未忘记他的母亲。
当你认为母亲的爱对于幼儿精神生活很重要的话，你无疑会在自己思想中对那名传记作者的自卑理论
进行修正了。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超我。
我们已经设定超我具有自我监视、良心以及(维持)自我理想的功能。
根据我们关于超我起源的说明，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生物学事实和一个重大的心理学事实构成的前提
：即，人类幼儿时对父母亲的长期依赖和俄狄浦斯情结，这两个事实又紧密地相互联结。
超我是每一个道德限制的代表，它是追求完美的倡导者——简单地说，超我就是我们从心理学方面所
能够把握的、被描述为人类生活的较高层次的那种东西。
由于它本身起源于父母、教育者等人的影响，所以如果我们探究这些起源，就会更好地理解它的重要
性。
一般来说，父母以及类似于父母的有权威的影响者，是根据他们自己的超我的教诲来教育儿童的。
不论他们的自我与超我达成了何种谅解，他们在教育儿童时都是严厉和苛刻的。
他们已经忘记了自己儿童时期的困难，他们很高兴现在能完全仿同他们自己的父母，他们的父母过去
也是以同样严厉的限制来管束他们的。
故此，儿童的超我的形成所依据的模式实际上不是他的父母，而是他父母的超我；两种超我的内容是
相同的，它成为传统和所有抵抗世俗风气的价值判断的承载物，这些价值判断以超我的方式代代相传
。
诸位可以很容易地猜测到，在我们理解人类的社会行为——例如，过失问题——时，考虑到超我将会
给予我们非常重要的帮助，这种考虑甚至可能给予我们有关教育问题的富于实际价值的提示。
唯物史观的失误看来很可能就是低估了这个因素。
他们提出人们的“意识形态”只是同时代的经济条件的产物和上层建筑的主张，而漠视超我。
这种观点是真实的，但很可能并非全部真理。
人类从未完全生活在现实中。
过去的种族和民族的传统以超我的意识形态保存下来，它只是缓慢地向现实的影响和新的变化让步；
由于它是通过超我施加影响，所以它在人类生活中可以独立于经济条件而发挥强有力的作用。
　　1921年，我试图利用超我和自我的不同来研究群体心理学。
我归纳出了这样一个公式：心理群体是这样一些个体的集合，他们把同一个人引入他们的超我，并根
据这个共同的成分在他们的自我中相互仿同。
当然这仅适用于有领袖的群体。
如果我们拥有更多的这类应用，我们就可以完全理解超我的假说，并且，一旦我们熟悉了潜意识心理
领域之后，在进入更为表面的、更高层次的心理结构时，至今仍然困惑我们的难题就可以消失了。
当然，我并未认为分离出超我就是解决了自我心理学的根本问题。
相反这只是第一步；但在这种情形下还不仅仅是第一步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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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现在另一个问题在等待我们去解决——在自我相反的一端，正如我们即将提出的。
实际上，在以前的分析工作中，观察就已经向我们显示这个老问题了。
由于这个问题常常发生，所以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了揭示它的重要性的关键所在。
正如诸位所知，全部精神分析的理论事实上是建立在对抵抗的理解基础上的。
当我们力图使病人的无意识变为意识时，病人就会表现出抵制的行为，这种抵制的客观标志是病人的
联想失败或远离所涉及的主题。
他也可能在主观上意识到抵制的存在，这通过当他接近论题时便产生种种痛苦的感情这一事实表现出
来。
但这最后一种标志也可能缺席。
当病人处于抵制状态时，我们对病人说，从你的行为推断，你现在正处于抵制状态；病人回答说他对
此毫无所知，只意识到他的联想变得更困难了。
结果证明我们是对的；但在那种情形下，病人的抵制也是无意识的，正如我们在研究如何加以提升的
被压抑物是无意识的一样。
我们很久以前就已经提出过这个问题：这种无意识的抵制产生于心灵的哪一部分？
精神分析的入门者将准备立刻回答：它当然是无意识的东西产生的抵制。
这是一个模棱两可而毫无用处的回答！
如果它意味着抵制从被压抑物中产生，我们必须回答说：肯定不是！
我们应该认为被压抑物具有一种向上的强大的内驱力，具有一种努力进入意识状态的冲动。
抵制只能是自我的一种表现，它最初强力实行压抑，现在又希望保持压抑。
而且，这就是我们一直采取的观点。
由于我们已经假定在自我中有一种特殊的机构，即超我，它代表了各种具有限制和否定特征的要求，
我们也许可以说压抑是这个超我的工作，超我或者亲自实施压抑，或者由自我按它的指令实行压抑。
如果我们在分析时遭遇的抵制未被病人所意识到，那么就意味着在某些相当重要的情况下，超我和自
我都能够无意识运作，或者——这也许更重要——自我和超我的某些部分都是无意识的。
在此两种情形下，我们都被迫考虑这样一种令人不快的发现：一方面超我、自我与意识不完全一致；
另一方面，被压抑物与无意识也不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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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精神分析学说是奥地利精神医生、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20世纪创建的，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歇斯
底里症患者，他发现歇斯底里的病原主要不是生理的因素，而是在于深刻的内在心里因素。
他将这种内在的心理因素归结为“无意识性本能学”。
所以将他的发现加以总结，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最浮创建的心理学说，宾能够将这一学说推广到哲学
、宗教、文化领域。
从而形成了庞大的思想体系。
　　本书共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精神分析导论讲演新篇包括七讲内容；第二部分精神分析纲要包括
精神及其活动和实践任务两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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