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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心理学》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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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1939），女性当属卡伦·霍妮（K.Horeny，1885-一19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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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廷抗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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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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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心理学》

内容概要

这本《女性心理学》论文集反映了霍妮女性心理学思想发展演变，以及与弗洛伊德思想的不同，在用
她自己所谓的女性心理学反对弗洛伊德男性导向心理学之后，她为哲学、心理学，以及研究全人类生
活和多变环境互动的精神分析做好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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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心理学》

作者简介

卡伦·霍妮（Ho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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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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心理学》

书籍目录

序言：聆听大师的声音
原序
一、女性“阉割情结”的起源
二、逃离女性身份——两性视点：女性的男性情结
三、被压抑的女性气质——性冷淡问题的精神分析
四、一夫一妻制观念的问题
五、月经前的紧张
六、两性之间的不信任感
七、婚姻问题
八、害怕女性——关于男女两性对异性恐惧的具体差异之观察
九、对阴道的否定——女性生殖器焦虑问题的探究
十、女性性功能失调的心理因素
十一、母性冲突
十二、过分重视爱情——对当前一种普通的女性气质类型的研究
十三、女性受虐狂问题
十四、少女青春期的人格变化
十五、对爱的神经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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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心理学》

章节摘录

一、女性“阉割情绪”的起源一、女性“阉割情结”的起源虽然我们对女性阉割情结形式的认识已经
越来越全面广泛，但对于情结性质的整体认识并没有取得相应进步。我们收集的那些目前已经耳熟能
详的资料，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地认识到整体现象的显著特征，所以，现象本身就成为一个
问题。人们对迄今为止观察到的女性阉割情结形式的调查，以及从中得到的暗含推论表明，迄今为止
的主流概念是基于某种基本观点的，可以简略表述如下（部分内容我逐字逐句地引用来自亚伯拉罕关
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很多女性，包括孩童和成年人，都或暂时或长久地受到由性别事实带来的困扰
。由于不愿做女性而反映在女性精神生活中的种种表现可以追溯到她们幼年时期对获得阴茎的向往。
在这方面存在固有缺陷的不愉快想法增加了她们消极的阉割幻想，而积极的幻想则来自对心仪男性的
报复性态度。在这一系统阐述中，我们已经假设了一个显在的事实，即女性因为她们的生殖器官没有
阴茎而认为自己处于劣势，这构成了问题本身——或许是因为对男性气质自恋者而言，这一点好像是
昭然若揭而无需解释的。不过，至今为止从调查中得出的结论——总计有一半的人对自己的性别不满
，并且只有在良好的情境下才可能克服这种不满——不仅对女性自恋者，对生物科学来说都无疑是非
常不满的。所以，问题就出现了：女性遇到的阉割情结的形式不仅对于神经症的发展，而且对于性格
形成和具有正常目的的女性命运都有重要影响。这仅仅是出于对阴茎向往的不满，是否真的是事实？
或者可能是由其他力量提出的一个托词？而这种动力是我们早已从有关神经症形成的研究中有所了解
。我想这个问题可能会从几个角度受到非难。这里我仅仅希望从纯粹的个体发育的角度提出看法，以
期能对问题解决有所帮助。其中的某些看法是在过去多年的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在那些患者当中
，很大一部分是女性，总体来讲在她们身上阉割情结是非常明显的。根据当前主流的概念，女性阉割
情结的核心完全集中于阴茎嫉妒情结。实际上，男性气质情结一词是作为同义词来使用的。那么首先
表现出来的问题是：即使主体不存在男性化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心仪的兄弟使这种嫉妒易于理解，女
性的经历中更没有“偶发灾难”使得男性角色看起来更吸引人，我们怎样观察到这种作为几乎不变的
典型现象的阴茎嫉妒的发生？这里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可能是引起问题的真相；一旦问题提出来，答案
本身几乎会自发地从我们足够熟悉的材料当中显现出来。假定我们以阴茎嫉妒可能的最为频繁直接的
表现形式当作起始点，例如想象如同一个男人那样小便，对材料的重要详细审查很快就会显示，这种
需要是由三种成分构成的，有时其中一种有时是另一种会更重要些。我可以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达为这
部分是“尿道性欲”，人们对这一因素已充分强调，因为它已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想评价源于此的嫉
妒强度，我们必须首先意识到对自恋的高估，这其中排泄的过程是由儿童控制的。全能幻想，尤其是
虐待狂的幻想，实际上更容易与男性尿液的喷射关联起来。作为这一观点的例子——这仅仅是许多例
子中的一个——我可以引用别人告诉我的一个男子学校一个班级发生的事情：他们说，当两个男孩子
尿射成为一个十字时，那一刻他们头脑中所想到的人将死去。现在即使确定在小女孩身上会出现一种
与尿道性欲相关的劣势感，但是，正如至今为止在很多方面做的那样，如果我们直接把每一个症状、
每一次想像男人一样撒尿的幻想归因于这～因素，那么我们仍然将这一因素所起的作用夸大了。相反
，产生和保持这种愿望的动力常在很多其他的本能部分发现——首先是在主动和被动的偷窥中被发现
。这种关联源于小便时的情境。每次小便时男孩可以展示性器官，窥视自己的身体，甚至被允许这样
做，这样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他对性的好奇，至少他自己的身体在此时被关注了。根植于偷窥本
能的这个因素在我的一个患者身上特别明显，她想像男人那样小便的愿望曾一度占据了她整个临床心
态。在这期间她每次进行分析时都会谈到，她曾经看到一个男人在大街上小便，曾经有一次她情不自
禁地惊叫：“如果我可以向上帝要一件礼物，我仅仅希望自己能像男人那样小便一次。”她的联想超
出了所有怀疑的可能：“到那时我就应该知道我是怎样真正被造出来的。”男人小便时可以看到自己
，女人则不可以，这一事实对于这个仍停留在性器期的患者，是她非常明显的阴茎嫉妒的主要根源之
一。就像女人生殖器的隐蔽性对于男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谜一样，男性，由于其生殖器的可见性成为
女性强烈嫉妒的对象。尿道性欲与偷窥本能之间的密切联系在另外一个患者身上也是十分明显的，这
个女患者我想称之为Y。她用一种非常特殊的，即像她父亲站着小便一样的方式来手淫。她得的是强
迫观念性神经症，最主要的病因就是偷窥本能；在手淫时一有被人看见的念头，紧接着就会产生剧烈
的焦虑感。她表达出倒退回小女孩的想法：“我希望我也有个像我父亲那样可以在每次小便时显露出
来的性器官。”并且，我认为这个因素在女孩过分拘谨和窘迫的案例中都有重要作用，我进一步推测
，至少在我们的文明民族中，男女两性穿着的不同也可以追溯到这种特殊原因——女孩不能展示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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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器官，而展示倾向的存在使她退回到将整个身体都用来展示进而满足欲望的阶段。这就可以当作线
索来理解为什么女人穿着低胸上衣，而男人穿着礼服大衣。我也想到这种联系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在
谈论男女两性观念不同时首先会提到的标准——即男性比较客观，女性比较主观。这一现象可以解释
为，男性调查研究的冲动可以在探究自己身体时得到满足，随后这种冲动就可能或者肯定指向于外部
客体；而另一方面，女人对自己的身体一无所知，所以想释放自己就难得多。最后，我所假定的阴茎
嫉妒的原型还有第三个因素，即被压抑的手淫欲望，作为一种规则这种欲望被深深隐藏起来，但实际
上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因素可能要追溯到一些观念（大多是无意识的）的连接上，它把允许男孩握
着生殖器小便的事实解释为允许其手淫。这样一个患者在亲眼目睹了一个父亲因女儿用手抚弄阴部而
责备她之后，愤愤不平地对我说：“他不允许女儿那样做，但他自己每天却要那样做五六次。”你可
以在患者Y身上很轻易地意识到同样的观念连接，对Y而言男性小便时的方式成为决定她手淫形式的首
要因素。此外，在这个案例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只要她潜意识中保持着成为一个男人的愿望，她就
不能完全从手淫冲动中解脱出来。我想我可以从这个案例的观察中得出一个相当典型的结论：女孩在
克服手淫时会遇到相当特殊的困难，因为她们感觉由于自己与男孩不同的身体构造，允许男孩做的事
情却不公平地不允许她们做。或者，就我们面对的问题来说，从另一方面讲，身体构造的不同可能很
容易增加一点受伤害的痛苦感觉，所以这个可以用来在后面说明逃避女性身份的证据，即男性可以在
性生活中享有更大自由，的确是基于童年早期的真实体验。凡?奥普尤森在他有关女性的男性化情结的
著作中，着重强调了他在分析男性化情结、幼儿的阴蒂手淫、尿道性欲之间存在的紧密关系时留下的
强烈印象。在我的分析中可能可以找到这种关系的踪影。这些分析回答了我们刚开始的疑问，阴茎嫉
妒为什么是典型事件，可以简单总结如下：小女孩的自卑感（正像亚伯拉罕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
）绝不是先天原生的。与男孩相比，她受到了很多满足某种本能要素可能性的限制，这些本能要素对
前性器期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我想如果我把它当作一个事实来讲，可能可以表达得更准确些：从
儿童这一阶段的发展来看，小女孩在与男孩比较某种满足的可能性时，总是感觉处于劣势。除非我们
深刻理解处于劣势的事实，否则我们很难理解阴茎嫉妒几乎是女孩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并且只能
使女性发展越发混乱复杂。当她成年，性生活中很大一部分转移至成年妇女——我意思是当她成为母
亲时——这并不能对处于早期阶段的小女孩有任何补偿，因为它仍处于直接满足的潜能之外。这里我
想打断一下思维路线，现在我要开始第二个更为广泛的问题：我们一直讨论的情结真的附于阴茎嫉妒
之上吗？阴茎嫉妒是这种情结背后的根本驱动力吗？从我们观点角度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思考
是什么因素决定了阴茎情结是被或多或少地成功克服，还是出现退缩性强化以至于出现固恋。对这些
可能性的思考迫使我们在案例中更加密切地审视性能量的表现形式。我们会发现，那些渴望成为男人
的女孩和妇女，在她们生命早期，经常会非常明显地经过一段极端强烈的恋父时期。换句话说，她们
首先试图用正常的方法，即通过保持对母亲最初的认同来控制俄狄浦斯情缮，像母亲那样把父亲当作
爱恋的对象。我们知道在这一阶段，有两个可能的方法可以使女孩在不损害自身的情况下克服阴茎嫉
妒。她可以将对阴茎的自淫自恋欲望转化成女人对男人（通常是父亲）的欲望，准确地说，是借助她
自己对母亲的认同来完成的；或者转化为与父亲生育小孩的肉体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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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女性心理学》是由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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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之前在图书馆借过《我们的内心冲突》和《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感觉不错就来买这本。书
页有些黄但是看着很舒服，质量还不错，想买霍妮的一套~~
2、看了一点点。感觉还可以
3、霍妮 不愧是精神分析的女性传奇式人物。
4、奇怪为什么中国的心理学界不重视霍尼，可能就是因为重男轻女太厉害了吧。所谓弗洛伊德的学
生，其实很多地方已经完爆她师傅了~尤其是弥补了她师父致命大缺陷就是没法将自己的观点合理地
在女性身上得到印证。我觉得这本书和波伏娃的第二性合在一起，是身为女人了解自己必读的书目。
5、也许许多人对霍妮不了解，但是作为学过人格心理学且认真分享过新精神分析学，不能不对这位
女性研究者感到敬佩。封面内她坚定的神情中，仿佛能看到她离开弗洛伊德时候的决绝。
而看了她用以反抗她那以男性为中心的老师弗洛伊德的观点的论文的时候，充斥着更深的无力感。感
觉这本书的可读性，和我对它的接纳度是很低的。实在是那些过去那些看似不言自明的“公理”，现
在看来都新奇得可笑。比如“女人用孩子来否定拥有男性的快感”、“阴茎嫉妒”、“女孩是被阉割
的男孩”、“恋父与乱伦”，思维方向的错误会怎样诱导人在歧途上越走越远啊。而又有多少那时候
就能够发现的问题，经过那么多代人殚精力竭的努力之后，依旧没有任何改变呢？
6、翻译看得累⋯⋯
7、霍尼的大作，看了目录，还没精度，要找一段能够静下来的时间打算慢慢咀嚼，
8、Horney早期的东西。虽然努力在摆脱弗的阴影而以独立的女性精神分析师出现，但还是建立在其
理论基础上进行论述的。把弗氏的阴茎崇拜转化为俄狄浦斯情结【而这在弗氏的女性心理中是被排除
的】。进而以该情结为基础阐述了女性神经症，心理补偿机制，同性恋现象以及社会交往中的男性对
女性的嫉妒与恐惧，以及文化在女性发展个体人格中的作用。通过案例寻找支撑自身论点的论据，可
能会导致过分阐释；而霍妮正是给了一种具有不可验性的解答。对于les的观点值得一看但不能苟同。
以及，这本的翻译依旧很硬。
9、翻译很难读
10、受佛洛依德影响太大，基本没啥自己的意见
11、翻完了，非常快速的。不是很喜欢。
12、有些难读，没看完
13、读着觉得很拗口  可能是因为跨专业的关系  霍妮承自弗洛伊德的视角还是很别扭  
14、很喜欢霍妮的书，她独特的见解，为女性提供了榜样，也让男性非常的佩服。还没有读，但相信
这是本好书。
15、和给力的一本书，哦！是的。
16、每次看精神分析类的书都觉得写的颠三倒四！翻译得稀里糊涂！
17、趁打折买来，慢慢看的，觉得还不错，
18、大概只有女性心理学家，才能以平等的视角关注女性吧。关于同性恋的起源、异性之间的互不信
任感，分析得有理，以后案例见多了，再回头看。
19、虽然初看有些无味，但是若仔细看进去则会发现这是很好的一本书，从女性角度进行了心理学上
的分析，给我们暗示了女性在遇到问题时该如何去做。
20、神书，看完之后还是概念模糊..
21、很专业的论文集，很透彻，读完之后非常喜欢，明白爱和性之间的关系，
22、这一本的翻译比神经症那本要好很多，所以读起来就要舒服一些。假期里读的第二本霍妮，先且
不说内容。阅读的过程总在想一件事情，1个世界以前的心理学家们他们写下这些著作，在心理实验
和科学的基础上。一个世纪后的我们在做些什么？不要说超越了，能不能领会他们当时的成果都不好
说。物质的世界是一直在飞速进步，很多科学的领域也是。但心灵的领域，则并不是这样。精神分析
的许多观点对世俗事物的理解是很有颠覆性的，先不论这些建构是否是站得住脚的，但这种建构本身
需要的智力和能力也是让人叹服的。这本书中的内容一方面颠覆着我原有的观念，或者填充我原本空
白的观念，另一方面我也得花更多的时间去学习，才能辩证地面对这些知识。就算是这样，我觉得对
女性心理发生有兴趣的人，可以一读，难题是不一定能读得特别懂。
23、没看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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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快速翻过⋯⋯看到弗洛伊德就想跪。作者的逻辑很强大语句很严谨，但是可能翻译不太好，比如
有些长句，一遍看不懂，就尝试去断句，然后发现本来就不通顺。
25、有一点点深奥，不过还可以把，呵呵
26、书里的内容要抱着有一颗学习心理学 的心态看，不错的
27、就像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那般难懂，却又那么贴近我们的真实。ps：看得出翻译是比较差，当然
原著我也不一定读得懂。
28、目前还未读，期待中，因为是培训班同学一致推荐的
29、看名字，这是我最感兴趣的霍尼的书。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男人和女人，但很多只是生理上的男
女，而由内而为的女人，是我特别感兴趣特别希望自己能够早日达到的境界。霍尼的女性心理学，最
初就是让我的以上想法，有了个精神上的支点。随着对心理学兴趣的加深，了解了越来越多的心理学
家及他们的作品，一批批书籍也被收入囊中，霍尼的作品，一定要看，哪位还有很不错的适合心理成
长看的书籍，请留言告诉我，特别是躯体治疗方面的，最近特别感兴趣。
30、正版，好书，书籍质量与内容质量都是没有可挑剔的。
31、当年看霍妮的：自我的挣扎，是繁体竖排版，大概是台湾版的翻版，看得如痴如醉，又见霍妮，
买来看看
32、考虑到她整体剖骨见髓的犀利，这是Horney比较让我失望的一部书，应该为她早期发表在杂志上
的文章。受经典精神分析理论响太大，远不如她个人出版关于神经症书中的见地。
33、读了很多遍，枕边书。一个女性要以何种态度面对世界，面对自己!
34、还行吧~~就是不习惯总提到性的文字，看着有点怵。
35、都是很实用的书，我非常喜欢
36、就算翻译的不好，也能得到太多收获。读一遍是不被接受的，只算作一个起点。关于她的更多著
作，关于其他心理分析及研究，都成了真正想去了解的知识指向。
37、写的很系统、阐述很严密、扎实，不像有些心理学书籍过于空洞，堪称经典
38、学一学很有用~~~~婚姻家庭，理解女性，非常有益~
39、佛洛伊德之后比较喜欢的心理大师
40、也许真的只有女性才能写出来这种关于女性心理的分析吧⋯
41、我早就想买的书，刚刚到手，还在阅读中。看后再来写。
42、因为是一篇篇随笔，所以看起来有点儿晦涩难懂，需要有切身体验才行
43、说实话真心的读不懂，也不知道是翻译的专业水平不够还是霍妮的写作风格咱欣赏不了
44、不错，对学术很有启发
45、内容。。太惊悚了。。。。我一个山楂迷实在接受不了。。。。
46、我水平比较低，看不懂哦
47、一直想买的书，终于找到了，值得收藏
48、帮同学买的，她满意
49、没看完，只看了第一章。不知是翻译的问题还是亚欧人种语言思维问题，书中的句子比较难懂，
看得很累。冲着霍妮的名号，还是要抽空耐心看下去
50、精神分析的重要作者之一，这早期的书受精神分析影响很大。书中有点女权主义思想在作祟，读
之感觉不好。
51、女性角度，延续精神分析的思考。
52、霍妮早期论作
53、非常不错的书，这本书也是霍妮著作中的一个里程碑，阐述的很多观点都是传世经典~~喜欢
54、打算大学毕业论文写她的这方面作品、个人喜欢这些女性心理分析的书
55、怎么说呢，这是异性恋女性的心理...
56、霍妮的代表作之一。再代关于女性心理学的作品很多受到她的理论的影响，所以读过她的书再读
现代关于女性心理学的作品才有了一个平台。
57、书还可以，翻译的一般。
58、penis envy终于有一个稍微合理的解释 弗洛伊德究竟为什么要觉得会有人天生就要对某个bodypart
产生envy的情节 而且为什么男生不envy就女生要envy明明都有对方没有的 他是不是有男性沙文主义倾
向 觉得男性由于有penis就优于女性了所以女性天生还要嫉妒 eww想起都eran嫉妒什么不好嫉妒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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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有所局限，但极富参考价值
60、心理学是我的兴趣，看这本书自然是受益匪浅。
61、霍妮的书一定是必看的，很有价值，启人思考
62、我到底为嘛要选这个题目写论文啊...orz...
63、读懂女人反而会认识自己！
64、这个挺不错的，非常适合女性
65、书值得阅读！
66、霍妮的观点，值得你耐心地品味
67、很专业！很有收获！赞！
68、一本让女性更加了较自己的书，从内心深处了解自己种种行为的原因，更加懂得爱护自己
69、这类书看多了就会产生这么一个印象即:我们都有病
70、喜欢，很深刻
71、霍妮的书，是不错的，需要花时间好好研读。
72、男女閹割
73、十五章分别是卡伦.霍尼的十五篇论文。看了三分之一，着实觉得晦涩难懂，想暂时放放。
74、是作者的一本代表性论著，值得一读。
75、好书，知识性也不错，值得一看的好书！
76、有些枯燥，有些观点让人不能接受。
77、很不错哦，物流快，态度好，书籍值得去看，能够开阔眼界。
78、太深奥了，我去，还是要先读基础的心理学书籍
79、比通俗作品强多了。泛性论的适用性和精神分析的治疗效果都有待商榷。很多时候悲剧都是自己
造成的。
80、这是本非常好的书，霍妮太有深度了，刚读完，受益匪浅啊，只是有一两篇论文翻译的比较⋯⋯ 
不过总体来说非常好
81、霍尼的书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当当的价格也很低了，书的印刷质量也不错！
82、好便宜~~~~没想到放在购物车那天没结算成功也给送来了  还真惊喜啊
83、需要慢慢吸收，霍妮的书都是需要看上几遍才有感觉的！
84、上
85、专业读本，而且是位女作家写的，从女性才角度剖析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下的心理状态
86、读了三遍才略微看懂什么阉割情结什么的
87、哎呀呀，肿么能少了霍妮呢。看她的书会伴随很多自我分析，所以速度都很慢。我怎么记得当初
我看的不是这个版本的呢。
88、翻译让人很恼火。。。
89、书不错，是好书
90、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精神分析学家，Karen Horney（卡伦·霍妮）从古典精神分析学中另辟
门户，开创了自己的一套精神分析学体系。《女性心理学》本书摘录了霍妮的几篇文章，讲述了文化
对个体神经焦虑与内心冲突的影响，比起弗洛伊德的阴茎中心论要靠谱多了。可惜翻译得太差，基本
看不懂。
91、包装的很好，是老师推荐的，还没看。。。应该很不错啦。。。促销买的，很值
92、太受局限了 强解释 一般
93、推荐了，霍妮的，建议喜欢读书的同资们看。
94、霍妮的著作都很好,果然是大师级..
95、精神分析味道太重了，不是她的巅峰作品
96、包装精美，绝对正版，书还没看，物超所值！喜欢。
97、还没看完内容，只能从书的质量上说说，纸质不错，摸着看着都舒服。
98、霍妮作为为数不多的女性心理学家她的成绩有目共睹  喜欢心理学的爱好者都该看看她的作品 尤
其是女性应该更了解自己  男性也可以看   更懂女性。 也有学术价值  也启发人喜欢心理学这个学科
99、卡伦·霍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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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这个翻译真的太水了 个人觉得霍妮学术水平尚可 但是写的书实在是太碎了 逻辑有点混乱 某些章
节还可以用作参考
101、霍尼的书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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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对于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之类林林总总，总是抱着好奇却怀疑的态度。据说，当诺贝尔奖要颁给
佛洛依德时，爱因斯坦表示了强烈反对，并称其是“江湖骗子”。鼻祖都被如是评论，其后人更加日
渐衰微。精神分析学犹如一面奇妙的镜子，投射出被观察者的内心深处，但是，观察者在观察镜子时
，亦会看到自己的影像，那么，观察者的分析是否客观？此外，精神分析学又因无法“证伪”而被称
为“伪科学”。抛开这些对精神分析学的批评，但论霍妮此书，还是认为，有着译制类读物的重要问
题——翻译。就学术上而言，我所懂不多，但作为一个女生，我倒不认为自己有所谓“阉割恐惧
”......当然了，书中一些论述，如“神经质爱情”，我也觉颇为深刻。但总体而言，若是想看一本剖
析女性的读物，我还是推荐波伏娃的《第二性》——深刻、全面且系统，一语中的。
2、·被抑制的女性身份与气质室友始终以一句“我不需要男朋友”表达她当前对恋爱关系的看法，
而另一位室友听闻后，大呼赞叹其刚毅，称其为女性中的男人。奇怪的是，这位无法找到男朋友价值
的室友其实常常担心自己未来“嫁不出去”，也表达了对结婚的渴望，与此同时她“不需要男朋友”
的想法又在脑中挥之不去。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将近一年，其中固然有不成熟的因素存在，但我仍十分
好奇是什么起源促使这种观念（更确切地说是内心感受）产生？比较之下，我所结识的多数朋友都表
示她们从未思考过是否需要男朋友的问题。但是她们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曾经真诚的希望过自己是男性
，“高三心情紧张时，看见男生在球场上踢足球，我就会想，太棒了！如果我是个男的就好了。”“
我小时候一直都是这么想的，希望自己是男孩子，直到高中才有所改善。”这种男性情结的产生仿佛
顺理成章，由于至今为止我们的文化所具有的纯粹男性特征，女性想获得真正能使能力提升、天性得
到满足的机会极小，这使得她们在将男女二性进行比较时容易感到自卑，而这种自卑让人痛苦。于是
成为男性的幻想便会使女性试图偏离自己的轨迹，抑制她们的女性功能，而这样做的动机很大程度上
是成为男人的渴望。卡伦·霍妮曾提到一个案例，患者如此幻想：“我曾经有阴茎；我是一个被阉割
伤残的男人。”弗洛伊德是这样解释这种男性情结的：“女性在幼年期，在偶然观看男孩小便时发现
自己没有阴茎，于是对男性的阴茎产生嫉妒心理，而这种心理在女性主体的形成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由于男女小便方式不同，女孩开始认识到男性女性器官的不同，并产生了强烈的阴茎羡慕和阴茎嫉
妒，这使得她们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她们会由此发展出永久的自卑感。女性成年以后的许多心理特
点都是阴茎嫉妒的直接后果，如女性的嫉妒心、虚荣心（对性器官劣势的补偿）、羞怯心（对性器官
缺陷的掩饰）。”这种说法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激烈争论。阴茎嫉妒理论实际上暗示着：女性生殖器更
像是一个萎缩的、衰退的器官，儿童时期不能像男孩子们那样竞相比较谁尿得高谁尿得远，也不能像
男性那样展露身体来释放自己，而是要掖掖藏藏，把生殖器外露当做羞耻至极的事。波伏娃在《第二
性》中也曾引用一个女孩的自述：“两性的最明显界限，两性的一个重要差别，就是男孩子可以站着
撒尿，而女孩子则必须蹲着。”许多学者都认为，“女性只有在生育活动中才可能拥有否定男人的快
感”，这也是为什么多数女性成长到一定年龄就不再对男性的社会优势感到气愤，而是希望和男性结
合，生个孩子。阴茎嫉妒理论看似十分合理，然而其中有个很大的问题便是：这些探讨都以男性身份
为中心，用男性思维模式来解决问题。但是，在母亲身份中，女性的生理优越感的毋庸置疑也不可忽
略的。“男性对怀孕、生育、女性身份以及乳房和哺乳行为都怀有强烈的嫉妒。”在我们大家都知道
的历史上，男性的这种生产力无疑比女性更巨大，但主要原因是社会本身限制了女性的能力发展，尤
其是妇女的能力发展。男性在每个领域从事创造性工作的巨大力量，也许正和他们在生产繁衍下一代
的过程中起到了次要的作用有关——这种劣势驱使他们不断取得成功来获得补偿。·女同性恋者对自
我性别的体认还有一位朋友，她是一个极其独立的人。在她老家那带，重男轻女的现象还明显存在，
包括她个人也是如此，出生后两周奶奶才来医院看望她和母亲，母亲从小就告诉她：要争气。特别是
在强调和奶奶两个孙子比较的时候，分明暗示着她不能做的比男孩子差。而背后显然是认可了男性能
力普遍强于女性的封建观念。直至今日，她发现自己的确对男子气有强烈的渴望与幻想：从幼时热爱
武侠，尤其喜爱女扮男装的片段，到长大后发现自己对同性也具有隐约的好感，想去保护她，并喜爱
中性风格的装扮。幼时就体悟到的奶奶“歧视孙女重视孙儿”的观念的确让她对男性产生了嫉妒之情
（与男同学们争强），并且尝试忽略男女之间的差异（中性装扮），渴望放弃女性角色而成为男性（
对同性有好感），霍妮称之为“女性的男子气情结”。霍妮的《女性心理学》说，“我们同时也会看
到同样的一位女性，她会贬低男性特质，但内心依旧认为男性比女性优越得多。”她对女性取得一些
大成就是缺乏信心的。尽管她自己并不是男性，却渴望分享男性对女性的评价，或是站在男性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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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女性的问题。这种无意识的嫉妒往往让我们忘记了自己的优势，因此，现在那些能取得真正成就
，而且广受好评和认可的女性，常常都会有相当大程度的不自信，例如对批评过分敏感。这种不自信
可能就来源于内心深处的“男子气情结”。（当然，这种不自信有时也在男性身上发生。）·同性恋
的心理起源首先，同性恋的起源向来是有很大争论的，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认为是“异
性恋恐怖”，认为是儿时的遭遇在潜意识中种下了异性恐怖的种子，所以成年之后便害怕与异性作性
的接触。行为学派认为是环境的影响，由于与异性交往受挫造成的人际关系的不愉快经验妨碍了他们
正常的心理发展。生物学上主要观点是激素水平存在着决定性作用，然而大多数女性同性恋者在青春
期后的激素水平是正常的，只有约1/3的女同性恋者雄激素水平高于平均值，这一发现对于建立同性恋
定向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真性同性恋者自认为同性恋行为难以纠正，对异性有异常的忧虑，对异性恋
关系有不可抗拒的恐惧。种种原因使同性恋者强迫自己继续从事同性恋活动。 对同性恋人群来说，研
究发现她们往往比异性性取向的人群更敏感，内心更脆弱，更渴望得到家人、朋友和社会的认可。根
据比贝尔博士的临床经验以及对一百个男同性恋者的调查，他提出男人成为同性恋者，是由于童年的
成长受到严重干扰。这些男人的父亲可能对他们漠不关心、又常常拒绝，他们心中便暗暗渴望跟男性
有亲密的关系。而他们的母亲可能太过爱护他们，什么都过问、什么都管束，以至于他们不能建立完
整的男性身份。同样地，在女同性恋的童年成长中，也可能是父母相差悬殊的人格和教育态度对她们
产生了影响。这里就要提到我的一位朋友，自幼以来，她父母在家庭中的决定权始终相差甚远，当父
亲对她采取颇为严厉的惩罚措施时，母亲仅是在一旁任其发生，在背后对她哭泣，却无力阻止。少年
时期的她从经受的那几次惩罚中萌生出了“想要一个像超人一样能随时出现保护自己的厉害角色”的
念头。随着时间过去，她也明白了“不可能出现那样一个角色”，而若要想保护自己，或者说想保护
当时那个被惩罚而受到心理创伤的自己，“只能让自己强大起来。”在这种经验下，父亲原本应有的
“女儿保护者”地位现在空荡荡的，而母亲只采取了极为被动、消极的态度眼观其变，于是她只能让
自己转化为另一个身份来保护自己。虽然根据她的表述，这与她喜爱同性并无太大关系，但这种情况
对人在身份认知上的影响还是值得探讨的。·同性恋究竟是逐渐扩大的新兴群体还是一直被抑制着的
群体解放我认为，人本身就是双性恋者，男女之间、男男之间、女女之间发生爱情的比例不该有很大
差距。据金赛和亨特的调查报告统计，约有8-12%的妇女有同性恋行为或是曾表达过这种欲望。照这
个数字看来，同性恋仍是一个小群体，或者说是为数不多者才具有的倾向。但我认为，同性恋自古以
来不能得到很好社会认可和发展的机会是有社会和心理干扰因素存在的。在女性与女性的日常交往中
，由于不涉及性吸引的部分占据了主导地位，女性可能没有意识到，或是不愿承认她们自己会成为同
性的性伙伴，因此所有这些吸引力也就被压抑，甚至被逐出脑海了。从历史上来看，女性性行为一直
具有被动特点，这已然成为一种传统。正是因为女性一直被教育着：应由充满性活力的异性来唤起她
们，也就是说应等待男性来启动她们，所以她们不会轻易承认并释放出自己对同性的兴趣。在异性交
往中，一旦性紧张或互相的性吸引力开始建立，两个人就不得不承认它的存在，否则这种性紧张可能
会变质，会消失无踪。对于女性们来说，由于双方都可能感到局促不安，都不敢确定这是一种性的体
验，故而性紧张可能不会得到充分的机会来建立。除非在这两人之间至少有一个人是能够充当积极主
动的性角色的，也即通常男性扮演的角色，并敢于使意义不明确的提示明确起来，采取主动表达，否
则女性与女性间的这种性关系一般是不会发生的。如果这两名女性都不能扮演这一角色，这种关系就
永远不会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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