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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据英国伦敦鲍特勒吉和凯根·保尔公司1953年第9版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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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 �
B84-06/4949-3
2、恩，这是另外一本。我是在想他在行为，人格分析上比较能够说明问题，而且不会像佛洛伊德一
样老拿人的三种本性说事。
3、真的不是一般的艰涩~~是翻译的原因呢还是荣格思想本身的复杂性呢？神秘主义的味道颇重~~
4、看在内容的份上多给一颗⋯⋯
5、荣格写的,不错.比较早期对性格学的探索,开创先河,单手后来的很多作品超过他当却永远都在他设
定的范围内.他是规定了这门学问的范畴和方向...
基本的态度类型是內倾和外倾
功能理性分4个,知觉,直观,思维和感受
执行类型分judging和probabing
这样的吧人分为16型人格

according to Gustav Jung Carl’s psychological types⋯
introvert thinking(similar with deduction or deconstruction) is to deduce/extract from existing principles to some
individual result⋯ and lawyers, manufactu
6、求高配置翻译~
7、荣格
8、3弗：无意识一指人的本能欲望，二指本能欲望的压抑，本能欲望主要指性欲，文明建在性压抑上
。个人无意识；荣：无意识是个极丰富的概念，性欲仅是欲望之一，欲望统称生命力，里比多是生命
力的普遍表现，源于人对营养的需求，文明建在里比多（生命力）如何分配上。集体无意识：先验、
普遍。康德先验，柏拉图理念156-157席勒和尼采的问题：把艺术当作和解和补偿，导致将丑也视为美
的。用审美取代了对日神酒神的宗教观点158审美不用介入，宗教用163理智类型：思维、情感；审美
类型：直觉、感觉258和解对立：基-上帝崇拜；佛-自我崇拜；歌德斯比特勒-灵魂崇拜，象征为妇女
崇拜373用无意识理念规范材料：经验；被包含无意识理念的材料引导：理念374唯物常是唯心：如从
普遍概念出发457内倾型不等于自我539集体美-个体堕落
9、还是可以再研究几遍来着~
10、神书，草读了一下后面。对各种心理功能太感兴趣了
11、略深涩 要用心读 亦或许是翻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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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荣格是一位观察敏锐、涉猎广泛的西方著名心理学家，从中国的道家、《易经》、藏传佛教，到
印度的瑜伽、日本的禅学，几乎无所不包。荣格的一生都在认识真我，他曾有过以下一段话 “我就是
相信，人类自我或曰人类灵魂的某一部分，不受制于时间和空间的法则”。荣格认为，人并非自己的
主宰，而主要受一些不为我们所知的力量控制。荣格深信，心理现象必将遵循着一种有别于物理法则
的法则。 　　　　　　一位当事人回忆：在荣格应邀去耶鲁大学讲学之际， 此前，在英国，荣格已
经习惯了在小礼堂那样的场合对听众演讲，这一次，他也向校方提出同样的要求. 但美国东道主的说
法是：一开始，将安排他在一个大会堂作报告. 以后，如果听众减少，再改在小会堂. 东道主一再向荣
格解释，不论访问者是谁，其地位和声望如何，都是这样安排的. 出乎东道主意料的是：第一次演讲
时，大礼堂中的三千个座位，有三分之二以上都是空着的. 可以想象，荣格在空荡荡的礼堂中给大约
七百名听众作报告时，其心情一定相当沮丧. 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当他坚持第二场报告要改在小
会堂进行时，校方却告诉他，大礼堂已经座无虚席. 听众对荣格的报告报之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 报告
结束后，主持报告会的一位教授的夫人邀请荣格去家中出席茶会.茶会上，她流着眼泪告诉荣格：“你
的报告我没有听懂，但我却深受感动. 你的声音、你的举止、你讲话的方式感染了我. 我明白你所说的
全是真理. 我无法控制自己，实在痛快极了。” 确实，在一些人眼中，荣格简直就像是一位圣人或“
先知”。 　　　　　　在荣格的理解中，“金花”是对道家练功时，通过坐禅和沉思，在体内出现的
一种神秘光感，它会导致一种精神的顿悟，一种智慧的升华。而在荣格的理解中，金花的秘密也就是
人的心灵的秘密，是人的真正内在生命的秘密。荣格提出，尽管西方有科学和逻辑，但是东方却教给
了我们另一种更为广泛，更为深刻，以及更高层次的理解，那就是通过生命和生活，或者说是透过生
命和生活的理解。因此，荣格提出了他所阐述的一个问题——“当代心理学为理解东方，提供了可能
”。以其分析心理学为基础，荣格曾着重分析与评价了“道”和“太极”，以及“道”的现象。在其
评论的结语中，荣格说：“我的评论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在东方和西方之间进行心理学理解的桥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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