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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的新方向》

前言

　　聆听大师的声音　　在精神分析学和心理治疗的历史发展大河中，有两位传奇式的人物：男性是
弗洛伊德(S.Freud，1856——1939)，女性当属卡伦·霍妮(K.Horeny，1885——1952)。弗洛伊德这个名
字，对于国内读者来说已经是并不陌生了，有不少的人在听说他如此这般耸人听闻的精神分析理论后
，其反应竟不下于“谈虎色变”。在有些人心目中，弗洛伊德的理论类似于那些写情色小说的作家，
或者像儿童不宜的电影一样，最好不要轻易涉足。其实这些误解和疑虑是完全不必要的。然而，霍妮
这个名字却鲜为人知了。由于种种原因，国内的学术界，特别是心理咨询与治疗的专业人士对霍妮的
研究十分贫乏，至于普通的读者则更少有人问津了。　　霍妮是知识女性的一面旗帜，是精神分析学
园地的一朵奇葩，也是女性心理学的开拓者。霍妮年轻时接受弗洛伊德派的精神分析训练，但在此后
的生涯中却公然与弗洛伊德派决裂，分庭抗礼，自创门派，独树一帜。这在当时确实具有过人的胆识
。　　如果说20世纪人类社会的百科全书，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创立作为有划时代意义的大
事来记载的话，那么心理学研究还有一次颇具历史意义的变革——即女性价值观取向的学说建立，同
样是石破天惊的，而扭转这一乾坤的大师就是卡伦·霍妮。在这之前，精神分析的理论流行的是以男
性为中心的女性心理学观，专家们老是在弗洛伊德的“阴茎羡妒”，“女性受虐说”和“阉割恐惧”
的理论中兜圈子。弗洛伊德本人也认为，描述女性的心理发展一直是令他很头痛的事情，他曾把女性
的心理比喻成一块“黑暗的大陆”，弗洛伊德由于不能把从男性那里得出的数据和结论，准确地运用
到女性身上而一度感到过焦虑。　　而霍妮则以一本《女性心理学》一举打破了弗洛伊德的神话，让
人们恍然大悟，茅塞顿开，此书为20世纪女性精神分析研究开了先河，也为此后许多女性主义心理学
家的理论探究奠定了基础。霍妮试图把女性从男性的文明，男性社会的文化暗示中解放出来，她主张
女性要认识自己的“天性”，剥离男性社会对女性心理的定位，力求获得一幅女性自我精神发展的真
正蓝图。　　这个神奇的霍妮与弗洛伊德是同时代的人，比弗洛伊德小29岁。1885年9月16日出生于德
国汉堡附近的小乡村。家庭的结构是由跨国婚姻所组成，父亲是挪威人，职业是航海的船长；母亲是
荷兰人，一个泼辣、豪爽，富有魅力的家庭主妇。这个跨国婚姻组成的家庭生活，给童年的霍妮生活
带来很大的影响。在霍妮的回忆中，父亲比母亲大17岁，其父对这个相貌丑陋，天资愚笨的女儿并不
怎么看好，而母亲则偏爱哥哥。霍妮从小立志从医，遭到父亲的反对，母亲为了维护女儿而不惜与丈
夫分手。　　1909年，24岁的霍妮与柏林的一位律师结婚。婚后育有3个孩子。1926年离婚。她的童年
家庭生活和不幸的婚姻经历，对她的学术生涯和精神分析理论具有重要的影响意义，使她对女性内心
与人生的洞察无比的犀利和睿智。倾听她在著作中的论述和新声，每位读者或多或少都可以得到一些
深刻的人生启迪。　　1913年，霍妮获柏林大学医学博士的学位。此后，一直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
接收专业的心理分析训练，一直到32岁时，才成为一名正式的精神科职业医生。1932年她赴美任芝加
哥精神分析研究所的副所长，二年后又迁居纽约，创办私人医院，并创建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亲任
所长之职。直到1952年12月4日逝世。享年67岁。　　霍妮对于神经病的病理机制，精神疗法中的自我
分析与人格成长，两性间的冲突，婚姻和爱情的分析，都得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例如良好
的婚姻取决于婚前配偶双方情感的稳定程度；两性之间没有焦虑感和内心某些特定的矛盾冲突是不现
实的，在每一个患有神经症的女性那里，都可以看到“心理性生活”紊乱的症状；在婚姻关系中不会
有全部的满足，只有最佳的结合等。这些理论和创建使她与弗洛伊德、荣格和阿德勒等许多同时代的
著名心理学家的成就并驾齐驱，成为一位大师级人物，而且它代表的是女性的声音。　　然而霍妮的
学术成就中最使我感兴趣的，也是众多的研究者忽视的一个方面，是她对东方文化和哲学的研究。这
里，我要着重一提的是霍妮和荣格一样，都对东方人的禅的治疗效果发生热烈的兴趣。霍妮在生前曾
亲自专程前往日本，观察一座禅院的修禅者生活实况。她认为禅者追求的是一种自我体悟，一种心理
的“本来解脱”和精神的完整，而不是借助于外在支持或依赖外力来完善自我。她认为禅的心理分析
和治疗的实用价值极其之高。　　霍妮的一生著述颇丰，贡献甚大。此次出版的“霍妮文集译丛”精
选了她六本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任选一本，执卷读来，思想深邃隽永，熔智慧和哲理于一炉，字里行
间依然充满着新鲜的魅力。《我们时代的神经质人格》论述了文化对神经症形成的影响，探究在长期
基本焦虑的心理压力之下，个体所形成非理性的神经质欲求，是如何植入到人的性格中去的；在《我
们的内心冲突》中，霍妮摒弃了弗洛伊德关于“神经症起源于文明与本能之冲突”的说法，着眼于人
的自我内心冲突和矛盾，并提出了尝试解决的途径；《自我分析》一书可以看作是女性心理分析的杰
作，对于从事精神分析疗法的专业人士有诸多的启迪意义；《女性心理学》是霍妮著作中的一个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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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的新方向》

碑，也是她试图超越弗洛伊德理论的一个重要建树，此书成为传世的经典之作；在《精神分析的新方
向》一书中霍妮对弗洛伊德理论进行系统批判，阐述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精神分析学理论；《神经
症与人性的成长》一书犹如一片智慧的海洋，不仅对神经症者的人格理论和心理治疗的临床实践，而
且对文学，传统和文化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的论述。　　本译丛的各位译者都是心理学专业的博士，
她们的理论功底扎实，学术修养纯正，对霍妮的理论和著述的研究具有独到的见解，各位译者阐精释
微的翻译，为本译丛各种书的内容平添了许多活力和色彩。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的编辑，付出了大量
的心血，精心编排本书，使本译丛充满了新的创意和很强的可读性，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一定会受到
广大读者的欢迎。　　读先哲的书，聆听大师的声音，在人生的旅途上点起一盏明亮的新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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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的新方向》

内容概要

《精神分析的新方向》是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心理学家卡伦·霍妮的经典力作。《精神分析的新方向
》对弗洛伊德理论进行系统批判，阐述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内容包括：精神分析
的基本概念；弗洛伊德观念的一般前提；力比多理论；俄狄浦斯情结；女性心理学；文化与神经症；
神经质的内疚感；精神分析疗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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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的新方向》

作者简介

卡伦·霍妮(Homey Karen 1885－1952)，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心理学家。1885年9月16日出生于德国
。1913年，获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18－1932年，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任教，并创办诊所、开
业行医。在此期间，霍妮由于对弗洛伊德关于女性性欲的看法表示不满而离开弗洛伊德的正统学说，
并在杂志上发表了大量关于女性问题和驳斥弗洛伊德观点的论文。1932年，受F·亚历山大的邀请赴美
，担任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副所长。1934年，迁居纽约，创办了一所私人医院，并在纽约精神分析
研究所培训精神分析医生。随着她与弗洛伊德正统理论分歧的增大，促使她与弗洛伊德派决裂，退出
了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1941年，创建了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并亲任所长。1952年12月4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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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的新方向》

书籍目录

序言：聆听大师的声音引言  一  精神分析的基本概念二  弗洛伊德观念的一般前提三  力比多理论四  俄
狄浦斯情结五  自恋概念六  女性心理学七  死亡本能八  强调童年九  移情概念十  文化与神经症十一  “
自我”与“本我”十二  焦虑十三  “超我”概念十四  神经质的内疚感十五  受虐癖现象十六  精神分析
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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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的新方向》

章节摘录

　　一　精神分析的基本概念　　人们对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基本原理由何构成，众说纷纭。是致使心
理学成为一门自然科学，将我们的情感和追求最终都归为本能起源的这种企图？是引起众多公众道德
愤怒的性的概念的延伸？还是对俄底浦斯情结普遍性这一信念的坚持？是将人格分为“本我”、“自
我”和“超我”这一假设？还是童年生活的模式会在今后的人生中再三重演，以至于只能通过唤起早
期的经历才有望治愈心理疾病这一观念？　　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都是弗洛伊德心理学中的重要部分
。但是，它们当中哪些在整个系统中处于核心地位，哪些处于边缘位置，还取决于每一个人的价值判
断。正如我们后面会看到的，所有这些理论都值得进一步商榷，同时它们能被看作是精神分析承载的
一种历史包袱，而不是它的中枢核心。　　如果允许我冒昧地预测未来的发展，那么弗洛伊德给心理
学和精神病学带来的具有建设性的、不可磨灭的价值是什么呢？概括地说，如果弗洛伊德的基本观点
没有用来引导我们的观察和思考，那么从那时起，在心理学以及心理治疗领域将不会有任何重要的发
现。也就是说，当弗洛伊德的这些观点被抛弃的时候，任何新发现的价值也就会不复存在。　　提出
这些基本概念的困难之一，是它们往往和一些有争议的学说牵扯在一起。因此要指出这些概念的本质
内容，就必须剥离某些理论的隐含之意。因此看起来似乎通俗的表达实际上是说明这些基本原理的有
目的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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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的新方向》

精彩短评

1、这新方向其实就是保留了弗洛伊德的外壳而已
2、温暖人心 五星
3、我感觉这本书没有&lt;我们的内心冲突&gt;翻译得好,很多语句都不通顺.那些所谓的博士的文化水平
还不如小学生,我建议他们翻译完了之后自己好好读一下,不要翻译完了就了事,而不管它是否通顺.我本
来还想买&lt;神经症与人的成长&gt;和&lt;女性心理学&gt;,但看到这种水平都不想买了.还是买其他系列
的好了,
4、简洁好读科普本  我哥哥给我的
5、霍妮的书，蛮好的，适合精分疗法入门看看~弗洛伊德老头的理论基础上有所改良，蛮好的。
6、关于《心理治疗的基础和入门》商品评价
7、原来是和弗洛伊德打架的，可惜我还没看弗洛伊德呢。收获不大。
8、是不是因为卡伦霍尼是处女座所以很罗嗦呢
9、字太小了！
10、推动心理治疗的基础，值得一看
11、速度挺快的，书也嗯好
12、经典精神分析的叛逆之书。不过大多数分析很有道理——我们的今天不光是力比多和生理要素造
成的，必定有环境、文化的作用。或许可以说，霍尼并不是背叛了佛洛依德，而是佛洛依德最好的解
释者，她所反抗的是佛洛依德的“原教旨主义者”——机械论者。不过，对于初学者，更好地起点是
《神经症与人性的成长》。
13、喜欢霍妮
14、霍妮的这本是要读的。虽然她只是指出一个方向。只是具体操作并没有说出来。
15、看到受虐癖那章的时候被某人看到了(﹁_﹁)
16、这本作品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在各个心理学临床分支中都有自己的应用   双相情感障碍治疗专家推
荐作品
17、勇气可嘉
18、这是霍妮的成名作，不知为什么每次读觉得有点烦，感觉很罗嗦
19、挺好的，不错，可以好好看看
20、突破发展弗洛伊德的新理论
21、对精神分析学说中的定义和概念，一是和弗洛伊德的观点进行对比分析，二是进行详尽的分类介
绍
22、还没读完，再说呗
23、之前买了霍妮的一本书，这次又买了她一套六册里的另一本，做女性心理学研究是要看一下她的
书的。个人认为这套书这个出版社翻译的比别的出版社好一点，也许是更对口味。
24、虽然是心理治疗的入门书籍，但是看看对了解自己也很有帮助。
25、一直想要的书，很好！
26、本书就传统的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一一评论，也算是把弗洛伊德的传统精神分析观点，机械进化
论观点好好做了个批判继承。很多中国人都只知道弗洛伊德，而不知道霍妮，其实我觉得霍妮的理论
确实比弗洛伊德的更有说服力，并且也更适合人的成长
27、总结了弗氏观点 又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 但也没有一味地排斥对方提高自己 真诚 真心 真学识
28、主要从神经质出发：弗的理论→批判→操作方向。虽然有部分章节啰嗦了些，但不影响可读性。
能简单迅速地了解到两位精神分析学家的主要理论。这次的笔记应和《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的笔
记参照来看。
29、很喜欢霍尼的思想，独立而深刻
30、我很喜欢卡伦霍妮，但这个译本不大欣赏
31、我就是来赚分的
32、txt
33、系统批判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诸要素的缺陷，特别是其生理学研究取向，提出以‘神经症’、‘焦
虑’等为核心的社会文化取向。因为翻译和校对的问题，扣一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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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的新方向》

34、精神分析的新方向：心理治疗的基础和入门
35、4-，心静不下来，看不细
36、帮同学买的,觉着不错
37、想了解及深入了解心理学的人应该看看霍尼的理论
38、对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迷思和疑惑几乎全部被解除
39、跟作者一样，并不是很赞同弗洛伊德的一些观点，但是不管作为正面还是反面，书中又大量阐述
了他的观点...翻译一般，有些晦涉。
40、D
41、很多对弗洛伊德的批评
42、精神分析学的批判继承，很有意思
43、很不错的书，心理学经典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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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的新方向》

章节试读

1、《精神分析的新方向》的笔记-第53页

              弗洛伊德认为，在小女孩的成长过程中，最令她感到苦恼的事情就是她发现其他人有阴茎，而
她没有。
      ※我怎么一点都不这么觉得

      弗洛伊德认为，女性最强烈的愿望就是生一个男孩子，因为这是她拥有阴茎愿望的延续。
      ※疯了吧。

      女人寻找男人主要就是期望得到一份礼物，或是期望男人能实现她们所有的抱负，如果男人没能达
到这些期望，女人就会很容易背叛他们。
      ※果然一讲到女人他就不行了╮(╯_╰)╭

      实际上，在弗洛伊德看来，女性所有的抱负追求都是以对阴茎的期望作为其根本驱动力。
      ......我们可能会发现有更好的理由来解释这些明显的男性化愿望：逆反心理，或是因为自己是不引
人注目的女孩而绝望等。实际上，由于现在女孩子在更为自由宽松的环境中成长起来，这种行为目前
已经很少见了。

2、《精神分析的新方向》的笔记-第45页

        卡伦·霍妮关于“自恋”的看法让我豁然开朗。对于“自恋”，或许通常我们接受弗洛伊德的看
法。他相信自恋的人不爱他人是因为他太爱自己了，他把自恋比作水库，水库干涸，导致他不能去爱
他人。但是霍妮说，“自恋不是自爱，而是疏远自我的表现⋯⋯一个人坚持自我幻想是因为他此时已
经失去自我。”按霍妮的理论去解读一些“自恋”型文本，例如《洛丽塔》，会有更广阔的体验。“
自恋倾向个体既疏远自己，也疏远别人。因此，只要他自恋，他就不能爱自己，也不会爱其他人”。

→_→

自恋，表现为自我中心，只关心自己的安全、健康、赏识，常感到不安全，并总是自命不凡，缺乏对
自己的价值判断，依赖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其本质是自我膨胀。这种心理膨胀，就像通货膨胀一样，
比真实存在更大的价值。

→_→

那么，人们在自恋中能够获得什么呢？
通过想象自己是成功人士，可以使人逃离一无是处这种痛苦的感觉；通过创造一个虚幻的世界，可以
安慰人的失爱和失宠；另外，自我膨胀代表着试图在一个良好的基础上与他人建立关系。

→_→

自恋怎样产生的呢？
自恋，代表了一种神经官能症倾向，试图通过自我膨胀的方式来应对自我和他人。而在所有神经症现
象中，在根源上发现患者与他人的人际关系存在障碍，这种障碍在童年时期开始形成。
其一形成于完全压制自发自我。例如：父母不容置疑的权威性，造成孩子唯命是从；父母自我牺牲的
态度，引发孩子认为自己只能为父母而活；父母把自己的抱负转嫁到孩子身上，认为孩子是天才，使
孩子感觉到自己想象中的品质受到关爱。凡此种种，使孩子逐渐失去衡量自身价值的能力，只有他人
的评价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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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形成于自尊心受损。例如：父母贬低的态度，让孩子感觉自己一无是处；父母偏爱其他子女，使
孩子丧失安全感，一心一意想要超过他们。
孩子自恋倾向发展最重要因素，似乎是他们因为悲伤和恐惧而远离他人。他同别人的积极情感纽带变
得纤细，于是他失去了爱的能力。

→_→

在压抑的环境中，孩子是否一定会形成自恋的倾向来应对生活呢？
未必。我们无法忽视特定的环境组合的影响。也可能自恋，也可能会对“超我”的要求阳奉阴违，也
可能形成受虐倾向，即退缩起来依赖他人。皆不可定论。
也可能早期生活不具决定性，后来生活发展较有利，自恋倾向可能消失。但是反之，自恋倾向会因三
种主要因素的作用而加剧。1.与日俱增的徒劳感；2.对世界过分期待，认为世界亏欠了他；3.人际关系
不断恶化。
同时，自恋倾向的进一步发展取决于个体疏远自我和他人的程度，以及产生的焦虑水平。

T^T

如何理解显著自恋倾向的人之间的差别呢？
主要考虑两个因素。一个是看他羡慕的错觉有多大程度是活跃在现实中，还是存在于幻想中，即一个
人精神崩溃的程度。另一因素，是看自恋倾向与其他性格倾向结合的方式。如与完美主义倾向，与受
虐和施虐倾向的纠缠。如此一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的人既自恋又自卑了，呵呵。

3、《精神分析的新方向》的笔记-第20页

              力比多理论包含两条基本的学说，可以简称为性概念扩展和本能转化概念。
      
      力比多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两种主要紊乱：一是由固着产生，即有些基本内驱力，由于体质上过
于强大，可能拒绝整合进入“成人” 性欲；二是由退化所致，即在挫折压力下，原本已经形成的复合
性欲可能分裂成它的基本内驱力。

      ......总之，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性格特征、态度或是追求可能是性驱力的直接的、或目标抑制的
、或是升华的表现。

      没有证据证明情感不能来自不同的非性欲起源。
      例子，控制欲虽然可能是施虐冲动的目标抑制表现，但也有可能与施虐倾向完全无关。虐待狂式的
对权利的追求来自软弱、焦虑和报复冲动，而非虐待狂式的对权利的追求则产生于力量感、领导能力
和对事业的献身。

      ......其实，不管是我们谈及的性驱力，还是亚历山大所说的基本倾向，不管我们称之为口欲倾向还
是收或拿的基本倾向，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基本的思维模式。......但根本的假设仍是人类需要满足某
些原始的、预设的生理需要，而且这些需要十分强大，足以对他的人格及整个人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
      这一假设才是力比多理论的真正危险所在。他的主要特点及缺陷在于它是一种本能理论。虽然它能
使我们看到一种倾向在人格中表现自己的多种方式，但它也给人这样一种错觉，即性本能表现是所有
倾向的最终根源。

      内驱力，不可抗性。

      ......但实际上，赋予所有这些驱力特别力量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同时为满足与安全服务。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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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快乐原则，人还受其他两个原则支配：安全原则与满足原则。

      ......作为防御对象的焦虑，在我以前的书中我将其称之为基本焦虑，是一种面对潜在敌意世界的无
助感。......基本焦虑的概念比弗洛伊德“真实”焦虑的概念涵义更为广泛。它认为，人总体上害怕环
境，因为环境让人感到如此不可靠、不真实、不惹人欣赏、不公正、不公平、不慷慨以及不温情。

      简要概括一下我们观点间的差异：弗洛伊德认为神经症不可抗拒的需求是本能或者本能的衍生物。
他相信环境的影响仅限于赋予本能冲动特殊的形式和力量。我提出的观点是这些需求并不是本能的，
而是来自于孩子应对困难环境的需要。它们的力量，弗洛伊德归为是基本本能的力量，我则认为是来
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是个体获得安全感的唯一方式。
      ※觉得霍妮在此处的看法太过于狭隘了。

4、《精神分析的新方向》的笔记-第40页

              精神分析文献中称为自恋的现象在性格上的表现却大不相同。它们包括虚荣、自负、追逐名利
，渴望被爱却又没有能力去爱别人，不合群，异常自尊，理想主义，有创作欲，关注健康、外表和智
力能力。
      与临床定义的模糊不清相比，发生学定义则比较明确：自恋的人就是深爱自己的人。

      人为什么一定要抬高自己？如果我们不满意一种猜测性生物学答案......我们在根源上发现患者与他
人的人际关系存在障碍，这种障碍在童年时期形成，......不利的环境也会导致他的自我情感障碍。
      ......获得羡慕代替获得了爱。

      这样，就形成了某种性格倾向的组合，为了便于理解，我们称之为基本的自恋倾向。他们的进一步
发展取决于个体疏远自我和他人的程度，以及产生的焦虑水平。......它们会通过三种主要的因素最终
得到加强：
      1. 与日俱增的徒劳感。
      2. 对世界的过分期待，认为这个世界亏欠了他。
      3. 人际关系的不断恶化。

      为了理解有显著自恋倾向的人不同的差别，我们必须要考虑两个主要因素。一个是羡慕的错觉有多
大程度活跃在现实中，还是只存在于幻想中。这一差别最终归结为数量因素，即一个人精神崩溃的程
度。另一个因素是自恋倾向与其他性格倾向结合的方式。

      在精神分析文献中，脱离他人一直被看做是一种自恋倾向。但实际上，疏远他人才是自恋倾向的固
有特性，脱离他人则不是。

      他相信自恋的人不爱他人是因为他太爱自己了。......在我看来，自恋倾向的个体既疏远自己，也疏
远别人，因此，只要他自恋，他就既不能爱自己，也不会爱其他人。

5、《精神分析的新方向》的笔记-第1页

              我认为，弗洛伊德学说中最基本以及最重要的一系列观点是：精神过程受到严格制约，我们的
行为和情感可能受到潜意识动机决定，而趋势我们的动机又是各种情感力量。
      强调“潜意识”的非形式主义的重要性。

      ......关键是弄明白人们关于阻止内驱力进入意识的那些兴趣的本质是什么。
      ......这一观点（弗洛伊德）认为，精神过程同肉体过程一样受到严格限制。
      这一观点告诉我们，反过来，对精神过程的产物：过失、梦、幻想等的分析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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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分析思想的第三个基本原则成为动态人格概念，在论述前面两条原则时已经有所涉及。更准确
地说，它是一条一般的假设，即我们态度和行为背后的动机是情感力量；它又是一条特殊的假设，即
为了理解任何一种人格结构，我们必须找出冲突性格中的情感驱力。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这些驱动力量本质上是本能冲动，即性本能和破坏本能。      然而，如果我
们不考虑这些理论方面，用情感驱力、冲动、需要或者激情来代替“LIBIDO”，我们就会看到这一假
设的本质核心，并能体会到它在理解人格时体现出的价值。
      ......即使全部抛弃本能理论，神经症本质上是冲突的结果这一事实也仍然不变。
      批判都集中在了本能上，霍妮认为不能够混淆。

      这些防御手段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驱力本身发生改变，另一类是只改变驱力的方向。
      ......在这一类别中（第一类）产生这种效果的两种主要的防御机制是反向形成和投射。反向形成可
能带有某种补偿性质。
      ......比如，一个患者因为自己纠缠在各种冲突之中而轻视自己，他会不由自主地认为分析师也以同
样的方式看待他。

      ......而是要提醒人们，如果没有证据，不要把任何情况都解释为投射。

      另一类防御机制（第二类）并不改变冲动本身，而是改变它的方向。在这种类别中......下面是当中
最重要的几种方式。
      首先，与某个人相关的情感可能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比如把愤怒转移到并不惧怕的人身上。
      第二，针对某人的情感可能被转移给事物、动物、活动、环境。
      第三，针对他人的情感可能会转向针对自己。......通过观察可以发现这个问题，即人们不能表达批
评、指责或怨恨，与人们倾向在自己身上寻找缺点之间常常存在着联系。

      ......我认为他的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提出了梦是愿望满足的表现这一假设。
      在神经症中，梦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企图释放焦虑或是为现实生活中不可调和的冲突找到折中的解
决办法。如果这种尝试失败，焦虑梦就会随之而来。

      阻抗是指个体阻止受到压抑的情感或思想以整合的方式进入到意识层面的一种能量。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前提：
      
      1. 弗洛伊德的生物学取向。本能理论（LIBIDO和死本能理论）的决定性因素。弗洛伊德把本能看做
是内在的肉体刺激，它们持续作用，并且具有一种释放紧张的倾向。
      认为原欲的发展受到遗传因素的限定。
      认为女性渴望变成男性本质上是想拥有男性的生殖器官，而男人避免表现出”女子气“归根到底是
对阉割的恐惧。
      
      2. 将自身的文化特性都笼统归为人性。缺少文化因素。

      3. 完全避免任何价值判断，不进行道德评价。

      4. 倾向于把精神因素看作是一对对立的矛盾体。将本能与”自我"之间的二院轮看作是神经症冲突
和神经性焦虑的基础。

      5. 机械进化论。弗洛伊德在思想上是进化论，在方法上则是机械论。他的假设采用程序化的方式；
认为五岁之后，人们的发展中就没有任何新东西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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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将个体发展阶段推测为是种系发展的重演。例如，他把“潜伏期”类比为冰河期的残留。
      

6、《精神分析的新方向》的笔记-第168页

        他的主要满足感来自于受到羡慕，他的安全感也来自于此。

这种基本自恋倾向，得到加强的后果：追求出人头地可能是一股强大的动力，推动个体去有所成就，
形成社会认可或受人爱戴的品质。但存在危险，即做每一件事情都要考虑它对别人产生的效果。肤浅
、炫耀、投机取巧，并扼杀创造力。即使获得声望，也总是忐忑不安。

焦虑：对直觉到的潜在敌对性和危险性环境所产生的一种内在软弱干和无助感。

伪装一旦被去掉，其改善人格的欲望就有了更坚实的基础。例如，涉及天赋或是如亲和友爱的能力、
做好事及为此而快乐的一般能力，都可以用这种发展天生潜能的真实愿望来取代完美主义动机。
快乐应该是从自我内部获得的一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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