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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自传》

内容概要

荣格以科学的态度，直面复杂而隐微的人性。他自喻为提着一盏小灯在黑夜的浓雾中行走的人；他探
索世界文化中幽暗的深处，从古代的神话、传说和宗教中，来理解人类的幻想和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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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自传》

精彩短评

1、荣格思想发展的轨迹，其中对心理学中过于强调的几个概念有异议，对其过于依赖梦境，甚至用
于“预言”的做法不能接受，但其一生精神脉络的发展清晰可见，非常值得推荐。荣格敢于这么透彻
的写下自己不同人生阶段的想法和感悟，后来人只有感激敬佩，深受启发！
2、慢待潜意识或许才是对生活最大的折损，对待神话不可轻率⋯
3、太水了。
4、更多的是思想发展的传记，因为是自传的缘故吧，很少的生活故事，即使有也是围绕思想发展而
展开的。对精神的研究到没有太多想法，但是对宗教的批判却是令我很开眼界，包括前半部对基督教
，后面对印度佛教的，真的很精彩。思考的非常深刻，很受启发。过瘾啊
5、这本书让我理解了为什么自己在最一开始就相信他的学说。全程自我剖析，非常赞同，了解世界
了解别人，要先从了解自己开始
6、集体潜意识，天降大任的人都挺神叨叨的。每个人都肩负着祖先和前世灵魂赋予他的使命，这个
使命就是去寻找存在的意义。虽然终其一生可能都无法找到答案，可是活着就得努力去做啊
7、关于人性，我知之甚少，想知更多。而荣格是最好的老师。
8、潸然⋯⋯
9、即使只留意到一些零碎的吉光片羽，也已觉得足够
10、荣格绝对是个轻度精神病患者
11、荣格的心理学渐渐转向无法用理性表述的灵修体验，最后他说，他是孤独的，哎。
12、启发
13、读完了。读不懂。
14、独特的神秘体验，有一些好像自己在小时候也有过。长大后反而消失。
15、每天睡醒读几十页
16、一年半前参加@DK 婚礼时在樟树买的，断断续续有空就读，几乎颠覆了我对神秘学的认识。
17、虽然不乏洞见，然而其神秘主义倾向，缺乏结构性和一惯性，以及太过于依赖个人感觉等等，让
这本书很难成为一本经典。
18、看过很多天才的传记，大多年少时孤独，没有什么朋友，敏感。荣格也是这样。
19、带给我光和灵魂深处的支持 Thank you for being honest with yourself n being yourself, thank you
20、除了作为心理学家和哲学家，荣格更是20世纪最重要的灵知派传人。密切关注自身与世界及其外
建立联系中的种种，向黑暗之处发问，对神秘保持敬畏，这就是我所看到的。
21、后半部分比前半部分真诚，前半部分总有种隐隐的自吹自擂...
22、看了一半看不下去了我先撤了，要按MBTI分类法荣格应该是INFJ，Ni太强了⋯⋯玄而又玄。还得
扣一分是因为，什么鬼翻译！！
23、荣格在临死前说：我的一生都在阐述那些意相，它们从潜意识中迸发，像一条深不可测的河流，
在我的内心泛滥，几乎要毁灭我。
  荣格一生都在研究精神世界，久病成医。
  精神是这个质量空间中最神奇的东西，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我一直在怀疑，这个我们认知的世界
就是存在于某个生物的精神世界中。但是，精神世界中肯定有控制不了的地方，就好像第二第三“人
格”。在这脱离规律的格局中产生了新的规律，形成了新的世界，我们自身或许就是无数个世界。当
我们死亡后的时间起，世界也跟着逐渐消失。
  每一种新的想法都是一种奇迹。人，为什么而独特？因为创造。只是在创造的时候你就是神，神孤
独，无尽的孤独。
24、么么哒，荣格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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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自传》

精彩书评

1、荣格试图推翻心理、精神、心灵、哲学、宗教之间的隔墙，从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了解阐述
人类心理，对于科学观点中的非物质性和未知事物也抱有极度开放接纳的态度，不加以急切否定批判
和自我固化，而是进一步探索。以上这些包容和开放是许多科学研究者们所不具备的，也是为什么外
界认为荣格的理论带有强烈的神秘主义倾向。鉴于荣格不仅对宗教有较深的纠葛还创立了西洋占星术
，说得平民化些荣格更像是走在心理学研究道路上的“神棍”（nothing bad)。通过自传了解到荣格之
所以为荣格和他一直以来的个人心理精神经历有关，他似乎拥有对于内在心理世界和未知世界相当敏
感的体质，由此不难理解为何荣格会说“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
”书中多次提及尼采和歌德，算是极为欣赏的少数同道中人。“成形、变形、永恒的心灵的永恒创造
。”深入延展阅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潜意识心理学》《类型和集体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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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自传》

章节试读

1、《荣格自传》的笔记-第149页

        我常常看到有人由于满足于对人生问题作出片面或错误的回答而成了精神病患者的。他们寻求地
位、高攀的婚姻、名誉、外表的成功和金钱，这些人甚至即使获得了他们所寻求的一切，可却仍然不
幸福并患上了精神病。这种人通常局限于一个极为狭窄的精神生活的范围之内。他们的生活缺乏充实
的内容和充实的意义。如果他们能够发展成为眼界更为宽阔的人，他们的精神病一般来说便会消失。

2、《荣格自传》的笔记-序 言

        我的一生是一个潜意识自我充分发挥的故事。潜意识里的一切竭力做出种种的外在性表现，而人
格也强烈要求逐渐从其潜意识状态中成长起来并作为一个整体来体验自身。我无法用科学的语言来追
溯我自己的这一成长过程，因为我无法把自己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来加以体验。

对于我们内在的想象力，我们是怎么个样子，人从永恒方面看来又是怎么的一个样子，那可只能通过
神话的方式来加以表达。神话是富于个人性的并可比科学还要精确地表现生活。科学以平均性的概念
来进行工作，这样的概念太过于普通化，因而无法给个人生活上主观的五花八门性作出公正的决断。

这样，在我八十三岁高龄之时，我便承担起了讲述我那个人神话的责任了。我只能作些直接的表述，
只能「讲讲故事」。这些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并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惟一的问题是我所讲的是
否是我的寓言，我的神话。

自传的写作实在难得很，原因是我们并没有什么标准，也没有客观的基础，可以据之以对自己作出判
断。确实没有什么可供进行比较的合适的任何基础。我知道，在许多事情上我是与其他人有所不同的
，但是我并不知道我到底是何等样人。人是无法拿他自己来与任何别的生物进行比较的；他并不是猴
子，不是牛，不是树木。我是一个人。但是人又是怎么回事呢？像每一种别的存在那样，我是无穷的
神性的一小片，但是我不能把自己与任何动物、任何植物或任何石头进行对比。只有神话性的存在才
有着比人的更大的活动范围。那么，一个人是如何形成有关他本人的任何确定的看法的呢？

我们是一种我们所无法控制的或只是部分地有能力加以引导的精神过程。因此，对于我们自己或我们
的生命，我们无法拥有任何终极性的判断。我们要是拥有，那我们就会无所不知了——但这最多只不
过是一种自以为是的借口而已。在心底处，我们是绝不会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的。一个人的生
命的故事始于某处，始于某个我们碰巧记得的特定的某一点；而且甚至就在那时，它就已经是高度复
杂的了。我们并不知道生命的结果将会是什么。因此，这个故事是没有开头的，而其结局也就只能含
含糊糊地加以暗示而已。

人生是一种令人怀疑的实验。它只有在数字上才是一种极大的现象，从个人来说，生命是如此地稍纵
即逝，如此地不充裕，因此，它竟然能够存在和发展，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这一事实很早以
前，即在我作为医科大学的学生时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我竟逃过了早夭这一关，这在我看来
实在是奇迹性的。

我向来觉得，生命就像以根茎来维持住生命的植物。它真正的生命是看不见的，是深藏于根茎处的。
露出地面的那一部分生命只能延续一个夏季。然后，它便凋谢了——真是一个短命鬼。当我们想到生
命和文明那永无休止的生长和衰败时，我们实在无法不怀有绝对的人生如梦之感。然而，我却从来不
失去在那永恒的流动中有生存着并永不消逝的某种东西的意识。我们所看见的是花，它是会消逝的。
但根茎，却仍然在。

到了最后，在我一生中惟一值得讲述的事件，是那永远不会毁灭的世界闯进了这个转变性的世界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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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自传》

些事件。这就是何以我主要谈些内心体验的原因，这其中便包括了我的各种梦及幻觉。这些东西构成
了我的科学研究的主要材料。它们是火红的岩浆，要加工的石头便在其中被赋予了形状。

与这些内心事件相比，所有其他的回忆如旅行、遇见过的人及我的环境便显得相对失色。许多人参加
进了我们时代的这个故事并写到过它；读者如想知道这方面的事情，他们可以读这种东西或叫某个人
跟他们讲一下即可。我一生的外在性事件的记忆大都模糊了或且干脆就踪影全无了。但是我所遇到的
「另一种」现实，我与潜意识的较量，却无法消除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在这个王国里，总是存在着
丰富的宝藏，与之一比，其他的一切便失去其重要性了。

与此相似，其他人只有在他们的名字从一开始便写进了我的卷轴的，才会不是陌生地留在了我的记忆
里，因此，遇见他们同时便也就等于一种回忆。

内心体验也在我所遇到的外在性事件上打上了印记并在我青年时代及以后一直有着重要性。我很早就
已有这样的顿悟：对于生活的各种问题及复杂性，要是从内心里得不到答案，那么它们最终只具有很
小的意义。外在性的事根本无法代替内心体验。因此，我的一生在外在性事件方面是无独有偶地贫乏
的。对于它们我没有多少话可以说，因为它们会使我觉得空洞和不具体。我只能据内心里发生的事来
理解自己。正是这些事件，才形成了我独一无二的一生，而我这本自传所写的，也正是它们。

3、《荣格自传》的笔记-第315页

        　　在我接近通向巨石入口的台阶时，一种奇怪现象出现：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消遁；我所注视的
、希求的、料想的一切，地球存在的全部幻影，都已消失，或者离我而去，这是一个极为痛苦的过程
。然而，也有一些东西留存了下来，似乎我还保存着我所经历过或者做过的一切，我周围发生的一切
。我也可以说：这一切与我同在，我就是这一切。可以说，我就是由这一切组成的。我由我自己的历
史构成,我的的确确感觉到：我就是这样。“我是一切存在过、一切业已完成的事物的总和。”
　　这个感受令我觉得极为贫乏，同时又感觉到十分充实。我已别无他求。我存在于客观的形式之中
，我就是我的过去和我的经历。起初占上风的是毁灭感，遭到掠夺或抢劫感；但是，突然之间，这一
感觉化为乌有。一切都似乎成为过去；而仅存的又是既成的事实，与往昔的一切毫无关系。对于所丧
失、所拿走的东西不再惋惜。恰恰相反，我有我过去感受过的一切，这就是一切。

4、《荣格自传》的笔记-第十章

        在我接近通向巨石入口的台阶时，一种奇怪现象出现，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消遁，我所注视的、希
求的、料想的一切，地球存在的全部幻影，都已消失，或者离我而去，这是一个极为痛苦的过程。然
而向，也订些东西留存了下来，似乎我还保存着我所经历过或者作过的一切，我周围发生的一切。我
也可以说：这一切与我同在，我就是这一切。可以说，我就是由这一切组成的。我由我自己的历史构
成，我的的确确感觉到。我就是这样。“我是一切存在过、一切业已完成的事物的总和。” 

一切都似乎成为过去；而仅存的又是既成的事实，与往昔的一切毫无关系。对于所丧失、所拿走的东
西不再惋惜。恰恰相反，我有我过去感受过的一切，这就是一切。 

还有一事引我注目，接近寺庙时我确信我要进入一间光明的大厅，会在那里遇见我在现实中的同侪。
我最终会理解 ——也是确定无疑的 —— 我或者我的生命适合于列入哪个历史环节。我将会知道，在
我之前存在过什么，我为什么存在，我的生命流向哪里。我所经历的生活对我来说常常象是个没有开
始、也没有终结的故事。我觉得我是一个历史片断，对它来言兑上文和下文都已全付阙如。我的生活
似乎是从一长串事件中剪取出来的，有许多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回答。它为什么要择取这一过程呢?我为
什么会带来了这些特殊的承诺呢?我把它们变成了什么?以后会怎么样?我觉得一旦我进入这座石庙，我
就会得到对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在那里我台知道为什么一切原是如此而非其他。在那里我会遇到知
道以前如何、以后如何这个问题咎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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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自传》

我从来没有想象到竟会有这般的经历。这不是想象的产物。幻象和体验都是完全真实的，毫无主观臆
测之处，反而具有一种绝对客观的品质。 
我们避而不用“永恒”一语，但是，我可以把这一经验描述成为一种非时间状态的狂喜，因为现在、
过去和未来都已合而为一。凡是当时出现的事物都已被置入一个具体的整体之中。一切都没有被扩散
到时间之外，一切都不能用时间概念度量。这种经验最多能用一种感觉状态来形容，但是却不能用想
象再现。我怎么能够想象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同时存在状况呢?有尚未开始的事物，有无疑现存的事物
，有已经完成的事物，但是这一切都是一个统一体。感觉所能捕获的唯一事物是一种总体，一种有光
泽的整体，同时包含有对于某种起始的期待，对于正在发生的事物的惊奇感，对于已经发生的事物结
果的满足或失望。人被卷入了一种不可形容的整体之中，又以完整的客观态度去观察它。

在这个梦中和其他幻象中我所感受到的客观存在是业已完成的个性化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脱离各种
评价，脱离我们所说的感情纽带。一般地说，感情纽带对人类是重要的。但是，这种纽带仍然包含着
某些投射，重要的是抽出这些投射现象，以期达到自我的客观存在。感情关系是欲望的关系，沾染了
强迫与束缚，是对另外个人的某种期望；正是这一点，令他和我们不能自由。客观地认识藏匿在感情
关系的吸引力，似乎是中心的秘密。只有通过客观的认识才能达到可能的真正的结合。 

5、《荣格自传》的笔记-第344页

        我是否是我这些祖先的生命的结合体呢？我是否又把这些生命体现出来了呢？过去我是否以特殊
的人格生活过，我在那一生中是否取得长足的进步，今天才能够寻求解决办法呢？

6、《荣格自传》的笔记-第368页

        在原始人那里，需要有故弄玄虚的秘密有着至关生死存亡的重大意义，因为那为众人所分享的秘
密起着维系整个部落的凝聚力的作用。在部落中，秘密很起作用地补偿了个人个性中所缺乏的黏合力
，这种个性不断地复归回这个群体其他成员那最初的潜意识的同一性里。

7、《荣格自传》的笔记-第207页

        特别是在这个时候，也就是我正在深思这些幻觉的含义时，我十分需要在“这个世界”有个支撑
点，而我可以说，我的家庭和我的职业工作便是我的这个支撑点。在这个现实世界里过着一种正常的
生活并以此来抗衡那个奇异的内心世界，对我来说实在至为重要。......潜意识的内容本来会把我弄得
失去理智。......这些实实在在的存在对我提出了种种要求并再三再四地向我证实，我确确实实存在着
，我并不像尼采那样是一张白纸，在精神的强风中到处翻飞。尼采失去了其立脚的根基，原因就在于
他除了他思想里的内心世界外便一无所有——应该说，他的内心世界拥有他要比他拥有前者更甚
。......因为说到底，我是以今生今世作宗旨的。无论我是如何执著或如何洋洋自得，我总是懂得，我
正在经验到的一切，最终总是归结到我的这种现实的生活的。我决意要履行生活的职责并使生活的意
义更臻完美。

8、《荣格自传》的笔记-第142页

        梦境，说到底，就是对意识态度的补偿。

9、《荣格自传》的笔记-第二章《中学时代》

        大约在同一个时候，我还有一段重要的经历。我从我们居住的克莱恩－亨宁金那儿上学的路出发
，前往巴塞尔，途中刹那间我获得一种势不可挡的印象，觉得自己刚从浓密的云层中探出头来。我立
即明白了一切：现在我是我自己了！就好像有一堵雾墙在我的身后，而在那堵墙后尚无一个“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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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个时刻，我碰见了我自己。在此以前我也存在着，但只是一切发生在我身上，而现在则是我
发生在我身上了。现在我知道，我现在是我自己，现在我存在着。在此之前我是按照别人的意志去做
这做那，现在我是按照我的意志去做。在我看来，这个经历极其重要新颖：在我身上有了“权威”。

10、《荣格自传》的笔记-第383页

         一个人要是比别人懂得多，他就变得孤独起来。但孤独并不一定有害于友谊，因为再没有比孤独
的人对友谊更敏感的了，而友谊则只有在每个个人均记住了自己的个性并不使自己混同于他人时才能
与日俱增。

11、《荣格自传》的笔记-第114页

        对于每一件事，他都报之以令人莫测高深的微微一笑，这种微笑不禁使我想到了埃伊纳岛的希腊
雕像。他有一种高人一等的神气，然而在这种神气之下，他却往往显得手足无措并且在任何情景下均
很不相协调。这是否是一种愚蠢呢？但我却从未能证明他是。有关他的唯一确实的事是，他给了我他
有着几乎是偏执狂式的野心的印象，这一野心使他除了纯粹的事实外对任何事情均不感兴趣。几年之
后，他成了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TTдTT。)

12、《荣格自传》的笔记-第140页

        到了今天，我们可以比以前任何时候看得更清楚，威胁着我们所有人的那种灾难，并非来自大自
然，而是来自人类，来自那个人的和大众的心灵。人的精神的失常就是这一危险的所在。一切取决于
我们的精神是否能正常地起作用了。

13、《荣格自传》的笔记-第57页

        我本来希望，这一段能谈到给我带来了这许多麻烦的上帝的阴暗面的某些东西：他的喜欢报复性
、他那给人带来灾难的愤怒、对利用其全知全能来创造的造物的不可理解的行为；由于他那全知全能
，其造物的种种缺陷他一定也是深有所知的，但他却以把他们引入歧途为乐，或至少是以考验他们为
乐，尽管他早已知道他所作的考验的结果了。的确，上帝的个性是什么呢？有这种行为的一个人我们
该怎样说呢？我实在不敢把这个问题一直想到底。

14、《荣格自传》的笔记-第165页

        　　在维也纳进行过第二次交谈之后，我还了解了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权力假说，我对这一假
说直到目前还很少加以注意。像很多当儿子的人一样，阿德勒所干的，不是从其“父亲”的言，而是
从其行，来加以仿效。转瞬之间，爱（厄洛斯）和权力像铅那样沉重地压在了我心上。弗洛伊德亲自
告诉过我说，他从未读过尼采的著作；可以说，现在我却把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看作是向理智的历史的
一种巧妙的靠拢，是对尼采的权力原则的神话的补充。这个问题显然得改写为“弗洛伊德对尼采”，
而不是“弗洛伊德对阿德勒”了。因此，我觉得，这远非是在精神病理学范畴内的一场国内之争了。
我突然恍然大悟，觉得厄洛斯和权力驱动力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有似同一个父亲的两个意见相左的儿子
，或像一个单一的促动性精神力量的两种产物，这一精神力量用相对抗的形势以经验性的方式来表现
自己，一如正负电子那样，其中厄洛斯为被动的一方，权力驱动力则为主动的一方，或反过来，厄洛
斯对权力驱动力有很大要求，而后者对前者亦然。没有了另一个，哪里还能有那一种驱动力呢？一方
面，人屈从于驱动力；另一方面，人又企图驾驭它。弗洛伊德表明了客体如何屈从于这种驱动力，而
阿德勒这表明了人又如何利用这种驱动力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客体之上。尼采由于无法支配自己的
命运，便只好给自己创造一个“超人”。我的结论是，弗洛伊德本人一定是深受厄洛斯的权力的影响
，因而他实际上便希望把它提高到一种教条的地步——像宗教的守护神那样的永恒精灵。“查拉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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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是一种福音的宣布者，这已根本不是什么秘密了，而弗洛伊德在这里也企图超过教会并把一种
理论神圣化。可以肯定的是，他这样干时并不怎么大吹大擂；相反，他倒怀疑我想成为一个先知。他
提出了他那灾难性的要求，但同时却又把它放弃掉。人们对于神秘的东西，其行为往往就是这样，而
且有道理这样做，因为它们一方面是真实的，另一方面却又是不真实的。神秘的体验可以与崇高和卑
微同时并存。弗洛伊德要是对性欲是神秘的这种心理真实——既有圣性又有邪恶性——稍为多加考虑
，他就不会始终被束缚在生物学观念的范畴了。而尼采要是较为牢固地站在人类的生存基础上，他也
就不会因理智的过火而走上极端了。
　　什么地方有神秘的体验使精神处于猛烈震荡，那里就会有支撑一个人的重量的绳子可能断掉的危
险。这种情况要是发生，有人会掉进绝对肯定的状态，同样也会有人落入绝对否定的状态。超脱（摆
脱对立物）是东方人在这方面的解决办法，这我并没有忘记。心理的指针在理智和非理智之间摇摆，
而不是在正确与错误之间摆动。神秘之物之所以危险就在于它把人引向极端，因而一种适度的真理便
被看作就是真理，而一个次要的错误便等同于致命的大错。一切均会流逝——昨天的真理在今天却是
欺骗，而昨天的虚假的推论却可能是明天的启示物。在心理学方面事情更是这样。在这方面，说真的
，我们仍然知之甚少。我们仍然远不理解下面这种情况到底意味着什么：除非意识已稍微或极短暂地
意识到了它，否则什么都是不存在的。
　　我与弗洛伊德的谈话向我表明，他担心他对性的顿悟这一神秘之光会被“泥沼的黑潮”所吞灭。
因此一种神话性的情景便产生了：光明和黑暗之间展开了斗争。这解释了其神秘性，还解释了弗洛伊
德何以立刻借助其教条，以此作为一种宗教性的辩护手段。我的另一著作《加比多的变化与象征》论
述了英雄人物为争取自由而斗争，弗洛伊德对此所作出的反应是古怪的，这促使我进一步对这一原型
性的题材及其神话学方面的背景进行研究。一方面受其教条对性的阐释，另一方面受其权力驱动力的
影响，那几年便导致我对象征论进行了考虑。研究一下精神的极性和动力学便有了必要。我还开始了
对延续好几十年的“神秘论泥沼的黑潮”的研究——也就是说，我竭力想弄明白作为我们当代心理学
基础的意识方面的种种历史性假设。注：“神秘论泥沼的黑潮”于英文文献中译作"black tide of mud of
occul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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