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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精神分析学》

精彩短评

1、ff
2、如果算上看不懂的部分的话、
3、看到子宫战争很震撼才去借来读的，结果，没看懂。。。
4、说真的，没看完，但是对于作业很有帮助。
5、精神病无疑。物理学+医学+精神分析=玄学=微精神分析。
6、怪怪的···
7、。。。。。。。。。。。。。。。。。。。。。。。。。。。。。。。。。。。。。。。。。。
。。。。。。。。。。。。。。。。。。。。。。。。。。。。。。。。。。。。。。。。。。。。
。。。。。。。。。。。。。。。。。。。。。。。。。。。。。。。。。。。。。。。。。。。。
。。。。。。。。。。。。。。。。。。。。。。。。。。。。。。。。。。。。。。。。。。。。
。。。。。。
8、这是一本可怕的书～今天终于恋恋不舍地还给图书馆了。。但我复制了一本，以后还是可以读到
！
9、其实看不大懂 但是说的很好⋯⋯
10、哈，阅读时有点费解。
11、强烈推荐此书！绝对长知识，长见识！
12、到底要怎么给它打分呢，它异曲同工地触到了某个重要的东西，但却梦呓般地把另一些重要的东
西排除在外了。它可以得五星，或许又只有一星，于是我取了一个平均值。
13、近期买的最烂的一本书
14、放下面具，感受人性
15、看不懂
16、推荐
17、泛治疗、元精神分析学、杂合治疗。。。他发现了一条途径，但是他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描述
18、偶尔间购得，通读一过，多“访谈录”，似于其构建之基础甚疏。以为逻辑不言，则“虚空如何
存有”终不能解。不予评分。此书令人发见另一迥异之思想，为此尤当一睹，而如散文而缺论辩之气
，材料拼接而多与芜杂，则如坠五里而身首异处。如此，以待后效，或有了悟。
19、: �
B84-065/7242
20、入门
21、虚空的世界
虚空的我
22、小V推荐看的 越看越觉得不错~~
23、人的心理包括心理空间和意识体，因此才有人的各种心理活动。于是我们可以在这个自己的空间
中自由的遨游，自在的生活。
24、十几年前看过的，突然很想再看一遍
25、精神分析就是性
26、没读完 就被人烧了
27、Crap
28、看了点不敢往下看了
29、满纸胡话！
30、15年前看的，了解而已。孕妇的部分比较有道理。
31、这些结论乍看起来都非常牛逼非常悲观，但论证过程实在太囧。套用卡尔纳普的话来讲：那些 自
我 超我 伊德的宏伟诗篇，就像荷马从奥林匹斯山收集来的那些故事一样，全都够不上科学的资格。
32、太多的不懂
33、包罗万象的理论，试图找出一种模式来解释万物本源，但没让我满意啊。。。长分析太耗时耗力
了。。。微精神分析应当是没有理论模型的，但是没有理论模型的理论又是难以传播的，两难。。。
34、过年在家，等人。太冷，跑进后院的屋子里躲暖。居然在屋子里翻出来1995年版的这本书。好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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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精神分析学》

奇啊。
35、用什么来填写未到来的
36、非但是方迪，远在大洋彼岸的科胡特，也在其《自体的重建》中正式提出了“微分析”。或许，
前方就是容格的世界⋯⋯
37、没有细读。时间不够事情太多也许是事实，但也一定是借口。我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远了。
38、其实没能读完。。。。。。一边读一边怀疑，然后就停止了
39、2015-01-01
40、看的是pdf， 很对口味，三天看完
41、一本很严谨的书，学术性很强。老朽有纸本藏书转让，对这本书感兴趣的文友们可联系我的专
用QQ：1554948415
42、三峡大学　４＃３０７
果然很恐怖
43、

理论应该永远为实践服务
44、牛。
45、dfd
46、虚空和伊德。。。不过只看了半本。
47、毁三观！
48、“艺术上的“成功”是死亡的近邻。”“让你们感到恐慌的东西，正是给我带来希望的东西⋯⋯
我在黑暗中一步步找到自己的路⋯⋯”“一个人，因为偷一个苹果，受到社会的惩罚，这种惩罚无济
于事，因为等这个人发展到偷一车苹果时，反而不会受到社会的惩罚，法律也是一个相对的尝试，所
以它总是随机应变。”“死亡冲动的力/是/静态的力。”“死亡是生命之轴；生命是死亡能量受阻造
成的偶然。”“人/只忠实于/不忠实的母亲”“要想理解潜意识，就必须超越潜意识。”本书的观点
是虚空与尝试，并新建了一个词
49、留下您对这本书的简短评论吧
50、引发了对童年的思考/
51、很挑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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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精神分析学》

精彩书评

1、很多中国人都很迷信，而迷信说白了其实就是一种强迫症。例如中国人讨厌“4”这个数字；例如
中国人认为“宁受一世饥，不娶白虎屄”；例如中国人正月不剃头，因为有这样一种说法：正月剃头
死舅舅。。。人为什么会有强迫症？我在《微精神分析学》这本书里找到了答案：强迫症千方百计否
认虚空。。。因为认定死是虚空，穷是虚空，祸是虚空，所以人们逃避它们，不想和它们扯上关系。
而这多少有些不智，因为就像《微精神分析学》作者方迪说的那样：你的细胞、血液、尝试本能、能
量、梦都并不真正属于你。。。连细胞和血液都不属于自己，更不要说其他东西了。生命没有任何意
义，它是绝对的虚无。那些百无禁忌的人才是真正的智者，因为他们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更精彩、更刺
激、更有滋有味。至于那些一心想要消灾免祸的人，他们将白白丧失自己的人格和勇气，谨小慎微、
循规蹈矩，像行尸走肉一样生活，这是比死更可怕的事。。。
2、大学里同学送了这本书给我,到现在前前后后看了很多遍,具体的看法也没什么,每次看的时候想法都
多少有差异.但基本不变的,是怀疑很多.也许本身就是在我已知事物之外的一个体系,所以在只有这一本
书作为阅读对象的时候,总怀疑与其说是在阐述理论,不如说如同试验一般.并且作者很多地方使用的语
言都如同诗歌,参照其所举的分析事例,常常产生这样的分析对象也未免范围太过狭隘,简直如同玻璃搭
高塔一样.我倒很想知道随着年龄增长,对这本书的阅读是否会带来新进展.说得好似很讨厌,其实这本书
的阅读带来很多乐趣.一开头作者说&quot;如果第一次在一本书中读到一切都是尝试,读者不禁会皱眉
头;接下去读到尝试发生在虚空之中,读者会发出怀疑和嘲讽的微笑.&quot;其实这样说让人觉得&quot;本
来不就该是这样么?&quot;,或者&quot;这样也未尝不可.&quot;
3、最近重新看了方迪先生的微精神分析学，有了些新想法。我们知道西方中公民和政治的单词来源
于城邦（polis），在古希腊，个人是和集体主义、公共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如同伯利克里在著名的阵
亡将士葬礼上说的，公民的德性和价值来源于城邦。这个观念和近代发展起来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
是很不同的。对康德，罗尔斯这样的自由主义者来说，道德是抽象和先验的，它不依赖于具体社会的
美德（良善生活）。也许我可以自称为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者，也许可以说自己了解一些知识和艺术
，在坚持自我的道路上，但我在人际关系方面却乏善可陈，缺乏对社会生活的真正了解。英国哲学
家willams曾批评康德的道德哲学，他认为道德是个人生活化的，经验的。他说每一个希望使自己的生
活过得有意义的人类个体都要思考“我应该如何生活”这个问题。在这种反思中，准确（accuracy，
即那种努力获得真信念的倾向）、真实（authenticity，即那种真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感受并把它们诚
实地表达出来的倾向）和诚实（sincerity，即那种把一个人相信是真的东西说出来的倾向）就成为了我
们需要拥有和坚持的美德，而且，为了使得人类生活根本上变得可能，这些美德就必须成为人类生活
的核心内容。方迪先生的微精神分析学很早以前看过，很喜欢他的说法，不过当时的理解只是虚空承
载万物，一切源于虚空，一切归于虚空这样的观念。其实他在序言中直截了当的说到：很少，甚至几
乎没有什么东西源属于我“。如果是这样，也许我们可以放下自我，以另一种心态看世界，不让自我
阻挡与外面世界的联系（connect or disconnect），在我和你之间取得平衡，在拥抱他人的时候也拥抱
自己。毕竟，one live with not only himself, but also millions of living things.
4、题记：父母的粗暴往往无缘无故⋯⋯破坏欲才是这类行为真正的原因⋯⋯简单地说，人为打孩子
而打孩子，为杀孩子而杀孩子⋯⋯以无情的冷漠⋯⋯重复自己千古未变的行为模式⋯⋯关于童年和精
神分析学，萨特曾经这样写道：“⋯⋯童年仍是在偏见的死巷里摸索；童年有如套上了马勒的小驹，
感觉环境之限囿，有如缰绳之紧勒，横冲直撞，希图挣脱。今日，唯有精神分析学使我们得以深入了
解当孩童在黑暗中摸索，试图有所作为，而每每与其一无所知的成人世界之社会力量相冲突的辛酸历
程。只有精神分析能告诉我们，一个人是否已迷失于其扮演的角色里，不管他试图规避，或想将自己
完全同化于其中。只有精神分析能告诉我们一个成人的全人格，那便是说，使我们不但认识他现在决
定其方向的力量，也了解其既往所赋予的重担。⋯⋯无疑地，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我们的偏见、观
点、信念皆是‘无可奈何的结果’（dead - ends），因为它们早已经决定于童年的经验。我们的非理
性反应，我们对理性的无理抗拒，至少有一部分得自我们童年的无知，我们当时的无限惶惑。既然如
此，这容易造成固置（fixation）的童年，为什么不该令我们深深地关切，力求理解呢？”我们的童年
是我们的乐园吗？电视机里的肥皂剧等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温馨美满、色彩缤纷的肥皂泡。棒棒糖和童
车，圣诞礼物和七彩积木，漂亮的幼儿园阿姨和狼外婆⋯⋯可我的私人经验却让我迷惑，我想起我的
童年总会陷入悲伤。虽然我已经遗失了几乎全部的童年的记忆，可我知道有一大片黑色笼罩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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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看到那时的我躲在墙角哭泣，地板上是被爸爸打碎的玻璃，他歇斯底里的吼骂声不绝于耳。我想
起那时我总想着离家出走，在爸爸睡醒之前，去另外一个地方，在那里没有人伤害我——或许那时形
成如萨特所说的“固置”，便决定了我的一生，只是继续着我童年时的未完成的逃亡之旅？在S·方
迪的著作《微精神分析学》中，有一段关于“童年期战争”的内容，那里有更加阴暗且残酷的事实在
等待着我们。方迪认为儿童期的战争会使婴儿本我的一部分变成自我，自我的一部分变成超我。即形
成如下的心理层次：1.自我构成自卫缓冲，它试着使本我适应外界环境，即：使本我服从现实的原则
。自我的表面可以成为意识的一部分，构成一个人可见的外表，即：他（她）显示给自己和社会的自
我。由于不断受到本我的干扰，自我全力以赴施展各种计谋，当它的潜意识部分受阻时，自我的反应
时焦虑，它必须使用相当的能量，从身心两个方面吸收焦虑；2.超我构成禁忌，它试着造就一个人的
道德观念，它同样受到本我的骚扰，于是，它一面避开来自本我的追捕，一面又要忙于自我的再教育
。超我通过意识，尤其是潜意识，对本我和自我进行的控告表现为负罪感，从身心两方面吸收负罪感
同样需要消耗很大的能量。可以看出，这样的心理层次的分工具有很强的战争的特点。方迪认为这是
很必要的，因为，幼儿今后必须面对整个家庭。如方迪所说，那些阴险的敌人无所畏惧——他们在家
庭范围建立一个小型暴政，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对幼儿进行陷害和打击。无论是否是有意识的
行为，是否情愿，这些敌人的战略被方迪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身体方面的伤害。方迪在这里
统计了两组可怕的数据：一、每年，全世界有十万儿童被他们的父母虐待致死；二、每年，全世界有
一千万儿童被父母弄成终身残废。下面是一位接受微精神分析的精神病医生的叙述：“⋯⋯1976年，
在日内瓦有过一次专门研究父母虐待儿童问题的大会⋯⋯儿科学、精神病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
各方面专家学者的报告表明，受暴行儿童综合症并不是一个稀有现象⋯⋯死于父母暴行的儿童远远不
是什么个别现象⋯⋯父母的粗暴往往无缘无故⋯⋯破坏欲才是这类行为真正的原因⋯⋯简单地说，人
为打孩子而打孩子，为杀孩子而杀孩子⋯⋯以无情的冷漠⋯⋯重复自己千古未变的行为模式⋯⋯（两
分钟沉默，然后：）⋯⋯当然，没有必要没完没了地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有些问题的确至今没有得
到解决⋯⋯比如，怎么解释男孩子比女孩子挨打挨得更厉害？⋯⋯母亲一般喜欢虐待早产儿、畸形儿
或者发育不好的儿童？⋯⋯⋯⋯这种疯狂好像是因为妊娠期的破坏欲望没有能够完全得到实现⋯⋯⋯
⋯而且，这种过激行为的表现往往与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没有任何关系，这又怎么解释呢？⋯⋯（
两分钟沉默，然后：）⋯⋯我有一个想法⋯⋯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的核心也许是仇恨⋯⋯它滋养着
某种没有性活动色彩的⋯⋯中性虐待狂⋯⋯”对儿童的身体伤害，在中国无疑更是多见。在我们“长
本位”的文化体系里，许多儿童都身处于一种更加可悲的境遇。“棍棒底下出孝子”、“打是亲，骂
是爱”之类的理论在父母之间流传着。而在古代更是有着《二十四孝》中“郭巨埋儿”这样可怕的故
事：“汉郭巨，家贫。有子三岁，母尝减食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
此子？儿可再有，母不可复得。妻不敢违。’巨遂掘坑三尺余，忽见黄金一釜，上云：‘天赐孝子郭
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这个故事的版本我见过几个，但区别或是那个孩子的岁数，或是那个
土坑的深度，而在汉人刘向《孝子传》版“郭巨埋儿”中，这个郭巨原还是富人，只是将钱财都给了
自己的兄弟，而后的情节发展和“二十四孝”版完全相同。我想这是我读过的所有故事中最荒诞无稽
的一个。可就是这篇主题黑暗、结尾荒诞的短文，和另外23个故事，被一个无聊的元人拼凑成《二十
四孝》，并成为过去中国人学习文言的启蒙书籍。难怪鲁迅在他的那篇《二十四孝图》中说出了这样
恶毒的话：“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
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
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也曾多次耳闻一些成年人在茶余饭后气定神闲
地交流体罚儿童的心得，并多次看到一些成年人在公众场合打骂自己年幼的孩子。他们似乎认为伤害
自己孩子的身体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是为了孩子好才去做的，而这个所谓的“好”，又多少有着
“养儿防老”——这条古老且阴暗的经济理论在作祟。如果说在西方父母伤害自己的孩子是一种有意
识或无意识的行为，那么在我们身处的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它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上升为一种文化—
—作为文化它便可能被习得和传承，而这些被伤害的孩子有一天也将为人父母。第二个方面是心理方
面的伤害，这里方迪在其著作中列举了两组数据：一、每年，全世界有一千万儿童被自己的亲生父母
卖掉；二、一亿儿童被父母抛弃，四处流浪。至此，方迪这样说道：“除了微精神分析学家，无人能
够估量正常父母对孩子的心理残酷程度。”方迪总结出正常父母一般通过如下的两种做法给孩子的心
理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一、“夹板”，表现为同时向孩子提出矛盾的、不可调和的要求。二、父母
之间的不和与争吵。虽然“夹板”往往表现为明显的虐待，但是父母之间的争吵更使孩子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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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争吵让孩子分成了两半，从而可能形成心理疾病——因为他们感觉只有躲在心理疾病的黑色区域
里，才能感到安静和安全——而这也是他们的幼小心灵挽救自己和家庭的完整的最后尝试⋯⋯
5、在某个时期，我们为了这个精神而分析，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精神分为两部分：
精神的活动之所和精神的本体。精神的活动之所包括精神的活动精神场所和准物质场所；精神的本体
有三：精神、意识、本论体。精神为了达到活动的目的于是来到了精神空间，因此才有了这个多姿多
彩的世界。
6、“人想要时间，就有了时间。后来呢？结果还不是时间占有了人。”“人完全是无责任的。”“
不存在一个人的尝试比另一个人的尝试更成功之说。”“尝试这个概念很迷人，又能使人平静。有了
它，再也不会责怪谁，或对谁感恩戴德。谁也不欠谁什么，对什么都会既不反对，也不拥护。就会明
白，人的一生都在尝试。试着做什么事，随便什么事，随便什么人。”“除了人，没有任何动物为了
杀害动物而杀害动物。”“见到色情的东西就兴奋或愤怒的人肯定有病。”“一切，甚至连自杀都没
有必要。”“其实，生命的每时每刻都是幻影。但是，一般人还是死死抓住生命不放。”。。。。。
。　在《微精神分析学》中看到上述文字，不得不说，这些文字既操蛋又迷人，它们似乎能让你瞬间
洞穿生死之谜。但问题就是，在否定了时间、责任、事业、情感乃至生命之后，人还剩下些什么？人
究竟为何而存在？人作为人的出路是什么？是“做我想做的，但我不要我想要的”？
7、方迪认为母亲对哺乳婴儿的另外一个过激行为是狂乱性在场。“狂乱性在场是母亲对哺乳期婴儿
有一定意识的兽性态度。”尤其是在喂乳母亲的眼神中，我们可以捕捉到，哪怕只是一瞬间，这种态
度的流露——那是被关起来的疯子的眼神，冷漠、呆滞、慌乱。而作为某种自恋的投射，这种态度是
雌性动物面对自己后代所具有的令人难以捉摸的、野蛮的过激行为的表现。方迪认为这种狂乱性在场
的后果是使婴儿直接与虚空相接触，并使婴儿加强了对虚空的亲和力。“虚空”是方迪的微精神分析
学的重要术语。某种意义上他的微精神分析学就是围绕这个中性的词展开的。它类似文学或心理学范
畴的词语“空虚”的含义，但又不尽然。在微精神分析学范畴中的虚空不仅包括心理的空虚，还包括
物质的空虚。前者似乎很好理解，存在主义者已为之写满了黑暗的注脚，正如萨特在他的那本厚厚的
《存在与虚无》的最后写下了的结语：人是一种无用的激情。而物质的空虚虽然在现代物理学那里已
被解释，即：虽然从技术角度上来说原子是不可分割的，但每个原子都是无限的，每个原子的内部包
含着一个宇宙。然而方迪却走得更远，他在《微精神分析学》1988年版序中这样写道：“⋯⋯我确定
了微精神分析学的三个基本的要素：一、我的细胞甚至血液不源属于我；二、我的尝试本能及其能量
不源属于我；三、我的所有的梦构成一个梦，这个梦不属于我。于是我才明白：很少、甚至几乎没有
什么东西源属于我；这正是我曾经拒绝、怀疑、犹豫的原因。”
8、微精神分析学的两大关键词：“虚空”和“尝试”虚无主义大家也司空见惯了，无非是死后原知
万事空之后没下半句了，个么此时此刻呢？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考量，原子是空的原子核也是空的，当
然里面也有夸克，但谁知道夸克是不是空的，就体积而言，可以说原子百分之百是空的。要是把所有
空隙都去掉的话，全世界的人连个乒乓球都塞不满。我们就是靠着这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不知道什么
东西而“活”着的。我们真的存在么？（笛卡尔是个骗子，他在说“我思故我在”的时候，还没提出
“我在”，已经先有了“我思”的“我”，等于没说。）或者，正是由于虚空我们才存在，是虚空中
性动力让事物运作。虚无感难道不是心理对于物质本身的虚空作出的遥远呼应么？甚至不是心理，是
隐约的来自细胞的先天反应。人的一生要是从不觉得虚无那才是天大的怪事。“伊德”（Ide）也称作
“尝试本能”（instinct d'essais）。“伊德”只是为方便起见取的名字罢了，你们可以把它想象成附在
你每个细胞上、宇宙万物每一寸上的极微小的能量，像是生物电，像是脑波，它产生无数完全随机的
“尝试”，我们借由“伊德”来完成自我。而死亡，就是伊德震荡减弱到人类标准以下，它们离开人
体去干别的事情了。（你知道吗？人不仅仅是动物性的，还是植物性的、矿物性的。想想人体组织构
造。）我不知道能不能这么说：你不再尝试的时候，你就死了。介绍这两个概念只是为了方便我之后
的论述。现在来说说我迟疑的原因。“人完全是无责任的”“希望人不断完善自我是毫无根据的”“
成功的尝试与失败的尝试没有任何差别”“人把时间都用于打发他自己潜意识中根本就不存在的时间
”“人之所以睡觉，是因为他必须做梦才能生存”“发明根本无视聪明才智”“子宫就是战场⋯⋯胚
胎只有躲避母亲施加于他的心理打击才能得以生存”“人类的胚囊食人肉”“抛弃性尝试是母亲母亲
对孩子做出的第一反应”“人类的胚胎在其发育过程中很像一个恶性肿瘤”“所有的胎儿都是弃儿”
“人，为打孩子而打孩子，为杀孩子而杀孩子”“婴幼儿可以食用”“一切，甚至连自杀都没有必要
”“除了人，没有任何动物为了杀害生命而杀害生命”“凡尚未杀生的人，都是伺机而待的凶手”“

Page 8



《微精神分析学》

性活动，是伊德与冲动的结合，它试图摆脱那无所不在的虚空固有的孤独”“爱情，是避免孤独的尝
试⋯⋯这一场是迟早要失败，任何手段都不能使它摆脱失败的命运”“没有比永恒的爱情更短暂的东
西了”“个人和集体的一切犯罪行为均源于母亲”“性高潮越成功，爱情越失败”⋯⋯⋯⋯还要继续
看吗？你要是觉得崩溃了绝望了对世界失去信心了那就说明我的迟疑是有道理的，你要是无动于衷，
那我的迟疑还是有道理的。理都在我这边。这本书与其说是心理学的，精神分析学的，不如说是哲学
的（这就是为什么杜小真参与了校阅），但却是通过物理的，生理学的入手，把形而上到形而下全部
打通。再看伊德的三大特性：中性、相对性、无目的性。这难道不是天地不仁、有无相生、道法自然
？最微观的和最宏观其实都是一样的，不可思议啊。照理说这本书把什么都否定掉了，也没提出解决
办法，应该会觉得活着没意思才对（它甚至否定了自杀！），但奇怪的是，一觉醒来反而无比舒畅—
—界限消失了。既然尝试是中性的，为什么不是这个而是那个？既然没有失败的尝试，那为什么不是
这个？知道了一切焦虑的源头都是死亡焦虑，而死亡也只是尝试的一种，不是更好的也不是更坏的，
你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于是你就不焦虑了。当生则生，当死则死。这里面的奥妙真的很难说清楚，
你要靠理解去接近，用感受去抵达。有没有可能超越？或者抵达本身就是超越？超越虚空？有必要么
，我们本来就是虚空的一部分，无生有，有生万物。你如果站得够稳，那就看一看。
9、毕竟同是“姓”方，小有灵犀，呵呵，挺喜欢的，不过从第225页到266页的那部分还是不要看为好
，少儿不宜！虽然也有些看不懂，但是对我个人的影响不小，顶一下，方迪的~
10、关于微精神分析学家应该具备:1  精通量子力学2  一个觉者3  微精神分析方面的天赋这样的人，几
十年出一个就足够方迪的才华毋庸置疑，前部分的理论根基似乎马上就触到了最真实的部分，却非常
可惜的走向了歧途，以致后面的分析整个就是一场巨大的跳大绳。
11、书中内容粗读一遍，看不懂的太多。联想有些：1、似有虚空生人的意思，似和汉地儒宗同于大化
一词尚有差异。2、物理到化学到物理中间似应有个人的生命体价值核心的东西，纯物理化，不应否
定人，似汉地儒宗这一点搞得更为清楚。3、王夫之有一人的定位，似不是道转人而是人转道，或与
人能弘道，非道宏人相关。此书理论或后面还有未出，而此书表现似强调虚空过甚，颟顸虚空之生意
，或能反见汉地儒宗唯物之真了。4、荣格之学或比此人更有价值。5、重视佛家阿含经类、重读其相
续之说。6、市利阿罗频多之圣神人生论于常人更有价值。7、太谷学派对儒宗的引述佛道的解读而归
宗于儒，或许圣人方法见地皆有相通层次而已，当重视儒宗方法可实践的人与社会之意义，其仁解若
普贤遍在之行；其人无慝心，默而识之，即见天地之心等说更切近于人的方法。8、此有内觉，并有
心理学方法，也许其方法所述表面上必须如此，而其实际境界其有知乎无知乎？谁玩谁知道吧。9、
其理论流俗未必比理学末流满大街跑圣人的过患小。还是科学技术好。
12、据说昨晚的雪是北京去年入冬以来最大的雪，而今天北京则是刮了一天的风。坐在屋子里，窗外
的风呼号不停。这种天气很适合思考一些很傻逼的哲学问题。最近我很喜欢思考这类问题，而思考这
类问题的好处就是能一点一点消灭一些心魔，并能弄清自己为什么恐惧或焦虑。昨天在超市里转，听
见一个保安说他是91年出生的。90后的小男孩儿都出来做保安了，估计90后的小女孩儿应该也有很多
出来做小姐了吧——你想不想玩一个90后的小女孩儿？几千年来来压抑人类的道德是不道德的？追求
成功的尝试和导致失败的尝试没有任何区别？性高潮越成功，爱情越失败？据说人一生要拉30吨大便
，而男人一生要射出一汽车油箱的精液——怎样活才能觉得自己这一生没白活？就是拉好射好？人生
是无目的的积极向上，人生是无意义的积极向上——记不清是哪个哲学曾说，尽情享受，这是一个不
能不犯的错误——所谓的积极向上其实就是尽情享受吧，可以是精神享受，也可以是肉体享受——可
以是舍身取义，也可以是聚众乱交；可以是精忠报国，可以是精尽人亡；可以是悲天悯人，也可以是
放浪形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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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微精神分析学》的笔记-第250页

        当人再也不能忍受孤独的时候，向随便什么人、什么东西献出自己的爱，这是人面对生命和死亡
所拥有的天然避难所⋯⋯

2、《微精神分析学》的笔记-第155页

        ⋯⋯接受分析者原以为自己梦中的欲望和别人的不同⋯⋯然后，从Ide出发，经过对自己的潜意识
进行分析和整合⋯⋯他才发现存在一个大家共同的欲望⋯⋯也就是说，一个共同的梦⋯⋯既然只存在
一个欲望：Ide欲望⋯⋯既然这一欲望的最终实现就是，借助死亡冲动，返回生命产生的地方⋯⋯

3、《微精神分析学》的笔记-第20页

        传统精神分析法不重视胚胎-器官发生期，只注意躺在床上的被分析者，所取的材料太晚，实在太
晚。总之，每开始一次微精神分析，我都发现，人（即使是医生）既不知道自己是由什么组成的，也
不知道构成人体的不同组成部分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接受分析者漫无边际地给自己提出很多问题，
但是，没有一个问题涉及人体的运行功能。

4、《微精神分析学》的笔记-第51页

        人类一直以为只有自己的大脑是永恒的，但是请不要忘记：
1、人类胎儿的大脑皮层从第28周才开始运行；
2、法律只承认怀胎八个月以上的婴儿，这一规定并不以大脑的成熟为标准，而以心脏1的成熟为标准
；
3、神经元在胎儿九个月的时候，达到最高数目，随后逐渐减少。普罗多姆因此认为人的神经老化在
尚未出生前，就已经“开始了”；
4、中枢神经远比大多数其他细胞“耐劳”；
5、从25岁开始，人每天丧失一万个神经元，四十岁以后，人每天丧失十万个神经元；
6、神经元一旦死亡，不会再有新的神经元产生。

5、《微精神分析学》的笔记-第3页

        我的细胞甚至血液不源属于我，我的尝试本能及其能量不源属于我，我的所有的梦构成一个梦，
这个梦不源属于我，于是我才明白：很少、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源属于我；这正时我曾经拒绝、怀疑、
犹豫的原因。

Page 10



《微精神分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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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