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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艺术》

前言

　　从一开始，写这本书对我来说就有一种很亲切、很个人的感觉。写书的经历，感觉就像是在几年
的时间跨度里，以我自己在当前人生阶段对精神分析的构想为题，给一位同事写了一系列的信件。精
神分析的理论和实践，甚至在我写作的过程中(或者说得更确切点，尤其是在我写作的过程中)，都一
直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进程里；这一点，我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博尔赫斯(1970)说，他花了毕生的时
间来重写他发表的第一本诗集。在此我与他深有同感：对那些我认为是精神分析最重要方面的部分，
我不断试图将我的理解付诸语言；我试图说出它们是如何成为我本人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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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艺术》

内容概要

为什么梦是心智最重要的精神分析活动？那些未作出的梦与被打断的呐喊又意味着什么呢？
《精神分析艺术》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精神分析视角，通过解读弗洛伊德、克莱恩、温尼科特、拜昂等
人与梦有关的作品，以及博尔赫斯的小说及弗罗斯特的诗歌，探索了精神病理学是个体梦到自己体验
能力崩溃的体现这一观念；重新解读了客体关系理论的起源，并讲述了自己的精神分析写作体验。在
作者看来，精神分析并非仅仅是一种技术，而更多的是一门艺术，是以一种充满人性和同情的态度对
待病人，通过理解自身的相应情况来设身处地地理解病人，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每个人都是病人。
前 言
第一章精神分析这门艺术：导出未做之梦、延续被打断的呐喊
第二章我不会丢弃的东西
第三章客体关系论起源的新解读
第四章谈无法做梦
第五章什么是真实的以及是谁的想法？
第六章解读拜昂
第七章谈抱持与容纳、存在与做梦
第八章谈精神分析写作
序言
从一开始，写这本书对我来说就有一种很亲切、很个人的感觉。写书的经历，感觉就像是在几年的时
间跨度里，以我自己在当前人生阶段对精神分析的构想为题，给一位同事写了一系列的信件。精神分
析的理论和实践，甚至在我写作的过程中(或者说得更确切点，尤其是在我写作的过程中)，都一直处
在一个不断变化的进程里；这一点，我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博尔赫斯(1970)说，他花了毕生的时间来
重写他发表的第一本诗集。在此我与他深有同感：对那些我认为是精神分析最重要方面的部分，我不
断试图将我的理解付诸语言；我试图说出它们是如何成为我本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并且也说出它
们又是怎样成为我作为一名不断成长着的精神分析师的一部分的。这本书代表了我这种终身长期努力
的最新近的部分。
--------------------------------------------------------------------------------
文摘
这一章的主题是，精神分析作为一门艺术，其进程是一个不断自我创造的过程。精神分析是一种亲历
的情感体验(1ivedemotionalexperience)。这种体验无法翻译，无法抄录，无法录制，无法理解，也无法
付诸语言。体验就是体验。但我相信，关于这种亲历的体验，我们还是能够讲出很多有价值的东西
的--我们仍然能够去思考分析师和病人之间在参与精神分析时所发生的一切。
我发现在自己思考的时候--我的很多想法都诞生在写作的过程中--一个很有用的方法就是，限定自己
使用尽量少的文字去捕捉文义的精华。我的经验是，精神分析的作品就像诗歌一样，精辟的文字和意
义集中在一起就能大展语言的力量，表述难达之意。在这一章里，我以一句高度浓缩的开场白来说明
我所设想的精神分析的过程，然后再进一步更加充分地阐述那一整套高密度的理念。由于我所构想的
精神分析法中的各个元素都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在这一章中的很多地方我都会回过头去反复阐述，或
是暂时不按顺序跳跃性地解说(也许这正映射出精神分析体验本身的运行方式)。在本章结尾处，我将
详尽地介绍自己的一次分析经历，其中我和我的病人能够一起思考、探讨，并且延续(过去)未能作出
以及被打断的梦。
一个人到一位精神分析师那里去咨询，因为他的情感正经历着痛苦，而他自己并不知道，他之所以痛
苦就是因为他无法做梦即他不能做无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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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艺术》

作者简介

托马斯·奥格登(Thomas Ogden)，美国当代著名精神分析师，加州精神病高级研究中心院长。
张旭，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英语语言文化教学博士，曾多次设计并参与英汉双语教学和中美文化交流的
课程及科研项目。一直从事英汉互译工作，曾在美国某国家科研机构担任特邀翻译及特别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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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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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艺术》

章节摘录

　　这一章的主题是，精神分析作为一门艺术，其进程是一个不断自我创造的过程。精神分析是一种
亲历的情感体验(1ivedemotionalexperience)。这种体验无法翻译，无法抄录，无法录制，无法理解，也
无法付诸语言。体验就是体验。但我相信，关于这种亲历的体验，我们还是能够讲出很多有价值的东
西的——我们仍然能够去思考分析师和病人之间在参与精神分析时所发生的一切。　　我发现在自己
思考的时候——我的很多想法都诞生在写作的过程中——一个很有用的方法就是，限定自己使用尽量
少的文字去捕捉文义的精华。我的经验是，精神分析的作品就像诗歌一样，精辟的文字和意义集中在
一起就能大展语言的力量，表述难达之意。在这一章里，我以一句高度浓缩的开场白来说明我所设想
的精神分析的过程，然后再进一步更加充分地阐述那一整套高密度的理念。由于我所构想的精神分析
法中的各个元素都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在这一章中的很多地方我都会回过头去反复阐述，或是暂时不
按顺序跳跃性地解说(也许这正映射出精神分析体验本身的运行方式)。在本章结尾处，我将详尽地介
绍自己的一次分析经历，其中我和我的病人能够一起思考、探讨，并且延续(过去)未能作出以及被打
断的梦。　　一个人到一位精神分析师那里去咨询，因为他的情感正经历着痛苦，而他自己并不知道
，他之所以痛苦就是因为他无法做梦即他不能做无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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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艺术》

编辑推荐

　　为什么梦是心智最重要的精神分析活动？那些未作出的梦与被打断的呐喊又意味着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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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艺术》

精彩短评

1、对梦的一些全新的认识。
2、说实话，没太读懂。或许艺术性就在于“梦出所梦”吧，而梦恰恰经常是含糊的、变化无穷的。
所以，就且含糊着吧。
3、该书是作者亲身经历与感受的结晶：导出未做之梦、延续被打断的呐喊。这可能正是精神分析的
艺术性所在。
4、把深奥的理论用浅显的语言表达出来，喜欢他的写作风格。
5、正如本书的副标题：导出未做之梦，延续被打断的呐喊。这可能正是精神分析的艺术性所在。
6、不错的著作！
7、很实用，学到了很多相关的东西，推荐那些以拓宽视野的读者阅读。
8、精神分析是一种亲历的情感体验，这种体验无法翻译、无法抄录、无法录制、无法理解、也无法
付诸语言，体验就是体验⋯⋯
9、好书就是要分享
10、一本好书！适合在阳光温暖的午后，以懒洋洋的心态来细心品味！绵绵的书香把你带进艺术的殿
堂！
11、改变了我对精神分析不好的看法..
12、读完了！一点都不轻快嘛！读的时候写了好多笔记，引发了一次无意识事件，根本就不是爽快地
阅读体验。 
13、他的治疗法是 做白日梦
14、他之所以痛苦就是因为他无法做梦（即他不能做无意识的心理工作）或是他为自己的梦而不安以
至于梦境被打断。
15、精神分析是一种体验
16、Dreaming Undreamt Dreams~
17、刚开始看觉得有点晦涩，尤其是前面关于梦、入睡、醒来等概念和生活里的很不同，也完全不同
于佛洛依德的理论。坚持四分之一之后渐渐可以进入状态，感觉精神分析的理论以一种新的角度被解
释，像是“一种爱丽丝梦游仙境般的阅读体验”，值得一提的是这书关于博尔赫斯小说的部分也很精
彩。
18、如果你对Bion的理论感兴趣，那么就看看这本。作者基本上是以Bion的理论为出发点的。如果你
是精分新人，那么还是别看了。Bion的理论很复杂，尤其是网格图还有容器理论，比较抽象。
19、该书是作者亲身经历与感受的结晶：导出未做之梦、延续被打断的呐喊
20、书还是很经典的  导师推荐的
21、精神分析精神分析精神分析
22、翻译不行。
23、里面的内容很适合心理学的同学们看
24、书真的很好哦
25、在忍受了被专业术语不靠谱的翻译激起的烦躁和恼怒之后，我发现其实这本书翻译得很出色，把
作者诗一般的语言和对精神分析的体验非常精准地传达出来了。
哪天空了来写书评。
26、: �
B84-065/2841

27、“在分析情景里感到被了解，并不是一种感到别人理解自己的感觉，而是一种感到分析师懂得你
是谁的感觉。”
28、如果你对精神分析感兴趣，那你就看看吧。
29、可惜翻译的时候有一些术语不是很妥当。毕竟译者不是从事精神分析的临床，比如书名中的Art其
实准确的应该是技术。

书本身还是不错的，看了中文有的地方读不懂还专门下载了英文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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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艺术》

30、一半梦，一半比昂
31、我想要的你能给。
32、寻找拜昂。
33、在精神分析师与患者之间强调主体间性，并将后者看做治疗过程中的第三主体。引用博尔赫斯让
本书文艺范十足～
34、刚到 正在看，还不错
35、读了奥格登的合集，愈发喜欢比昂，对梦也有了不同的看法。你不用讲得很清楚，你讲清楚就失
真了。
36、为什么我们从恶梦中惊醒？为什么有些梦无法产生有意义的联想？做梦与游戏有什么共同点？我
们是如何对待自己的亲历体验的呢？为什么有人经常使用投射性认同？抱持和容器是什么呢？。。。
。。。
37、刚看了个头，感觉行文流畅，翻译也还行。
38、cheese归还，更多精彩书籍请至朋歌书房：http://site.douban.com/pongo/room/529268/
39、这本对于现在的我实在是太深了 啃不动
40、这本书作为精神分析的一种作者方式的叙述,给人一种释然的感觉,它浅化了精神分析的迷宫!
41、难懂。
42、好书，值得一看&Ntilde;
43、分析师会在来访者的叙述中回忆起自己的经历,对该回忆事件中的感情(因受来访者的影响而)有了
新的体验,正是在这种新的感情体验中与来访者达成了共鸣。——这是我看来书中最富启发的部分。翻
译的可读性太差。
44、很喜欢这本书。算是精神分析书籍中的散文式小品，不是规规矩矩地介绍某一个理论，而是在对
一些理论的再解读中灵动发散地趋向了精神分析背后的本质，艺术似的本质——有些模糊，有些神秘
，同时又很真切。
45、真够艺术的
46、心理专业的术语没有按照约定俗成的去翻译，比如改译者翻译的：转让，凡转让；首席功能 等看
起来有点怪，影响了阅读效。有些遗憾。

正在阅读中。。。

47、看了目录 立马阅读优先级提高了。。。看完了。。好晦涩X____X
48、耐着性子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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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艺术》

精彩书评

1、奥格登的案例记录让我有些惊异：他不只描述和来访者的互动，还用不少篇幅来描述自己在咨询
过程中的白日梦——那些不经意间跃入脑海的回忆和想象。“‘分析第三体’是患者和分析师共同创
造的主体，分析师以白日梦（梦想）的形式体验这个主体的思想和感觉。”这些白日梦，被奥格登作
为分析的材料来使用。许多理论都已强调，咨询师除了要关注来访者的状态，还要关注咨询师自己的
状态。主体间理论所说的“内省式共情”也指向这一点。但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治疗师所关注的“自
己的状态”，也有不同之处。传统理论强调的是反移情——咨询师对来访者的情绪和情感，有些灵性
和身心学派可能会强调关注自己的身体感受，另一些身心学派又会强调关注自己的身体冲动，意象学
派可能会强调自己心里浮现出的意象，而奥格登，他强调自己的白日梦。如果我们想象面前的来访者
已经花了二十分钟，用毫无情感色彩的语调滔滔不绝讲了一大堆流水帐，这些咨询师可能会体验到什
么呢？A咨询师可能体会到乏味和厌倦的感受，B咨询师可能突然间惊醒，撇一眼钟发现自己已经睡过
去十分钟，C咨询师可能体会到腿部肌肉的紧张（想要起身离去），D咨询师可能眼前出现一台打字
机，不断往外吐着公文纸，E咨询师（奥格登派），可能想起大学时代毛概挂科被老师叫到办公室谈
话的事。他们的体验一样吗？借助奥格登所诠释的比昂的“容器”概念，或者可以这样说：作为“容
器”，这些咨询师所“容纳”的内容是同一个，但因他们作为“容器”各不相同，最终，他们体验到
的东西也的确不一样。一个咨询师有可能从A到B都体会到吗？我猜，不同特质的人还是会有不同偏向
，这也许部分决定了他们适合的流派。但如果咨询师在同一时刻体会到这些所有——那他就得做到病
人的椅子上去了。这正是奥格登在书中引用的博尔赫斯小说《博闻强记的富内斯》引申出来的一个含
义。小说主人公富内斯在一次意外发生之后，对事物的琐碎局部变得十分敏感，还能过目不忘，但他
却无法睡眠，也无法就这些材料进行任何抽象思考。用比昂的理论，可以说他丧失了某种心理功能，
无法把浩如烟海的感觉材料加工成有意义的体验。然而在心理活动的许多层面，似乎都有可能存在着
迷失在细节中而无法把握全局的状态：做问答题时把卷子都写满还没说完自己想说的；在商场里逛了
一个下午后一个约会都迟到了却忘了自己想买什么；忙忙碌碌过了大半辈子突然间觉得自己像是白活
了一场⋯⋯就像我有的时候，和来访者互动了一个小时，每一步都觉得卓有成效，等人走了慢慢想一
想，才发现两人只是共谋了一个回避。细节是魔鬼，沉迷于细节，就是投入魔鬼的怀抱。来谈谈奥格
登语境下的分析的特异性。不少人都强调（印象深刻的是荣格和主体间理论），应该为每一位来访者
构建一个适合他自己（甚至是只适合他自己）的心理咨询方法（或过程）。奥格登做了个想象：如果
咨询师在和来访者A做咨询的时候，他的来访者B变成了墙上的一个斑点，看到这一切，B会有什么感
受呢？理想状况下，B会觉得，他的咨询师和A的交流有点别扭，他不羡慕A，因为他知道，这一套并
不适合自己。咨询应该是个因人而异的过程，这意味着他者对咨询过程的窥视并没有太多成长意义。
我现在明白电视里的心理访谈节目老让我觉得别扭、没有太多兴趣的原因。这种节目就像A片一样，
可以供人意淫，可以教人性交，但对于什么是做爱，它不能回答，也并不想要回答。那是一个人和另
一个人，在一个安全空间里，进行的亲密主体间互动，如同心理咨询。有的咨询师还真有一大堆不那
么“主体间”的职业话语，事先录制好，做咨询的时候被摁到开关就开始播放，从“抑郁症的常见症
状”到“森田疗法的实施”，从“催眠的适用人群”到“为什么不同心态的人看同样半杯水会有不同
结论”。这种人和来访者的一个小时里，一大半时间是他自己在“播放录音”，如果录音制作得不错
，他们也能讲课，甚至可以成为不错的讲师。只是，每当我嗅到话语里的这种馊味，就忍不住邪恶地
想，这家伙是不是每次前戏都用同样的顺序抚摸他老婆？难怪奥格登说：“我发现，自己在和患者交
流时，很少知道自己后半句或是下一句要说什么。”而他又说“精神分析师必须能够带着悲伤和同情
来承认，人类最糟糕最摧残身心的损失之一，就是失去了活在自己的体验里的能力——一个人失去了
这个能力就失去了他人性的一部分。”也许对来访者而言，最糟糕最摧残身心的损失之一，就是发现
他的咨询师失去了活在自己体验里的能力——他成了一个人工智能软件，根据教科书编写的指令，在
恰当的时间说出共情的语言，在另一些恰当的时间，给出相应的知识、建议和鼓励——咨询师失去了
他的人性，来访者失去了他的咨询师，咨询室成了网瘾少年的游戏房，在哼哼哈哈的嘈杂声中，弥漫
着莫可名状的巨大悲伤。一位导演前辈曾跟我说：在舞台上，你要时刻清楚你的戏已经持续了多长时
间，如果你失去了时间感，那就表明，你是在“演”，而不是在做一个真实的东西。对我来说，咨询
也是一样，钟在房间里的作用，并不止是提醒时间到没到，或者看看剩下的时间是否足够展开一个重
要议题——还是把它留到下一次。钟的更重要作用，是让我不时核对自己的内部时间感，反省自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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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在“演”。
2、由于Ogden是一名精神分析师，这又是一本论文集，所以里面有大量的专业术语。译者在翻译的时
候显然在这个方面没有足够的准备。几个重要的术语常用翻译特标注如下：α function-α功能，本书
翻译为首席功能（待续）
3、大部分是关于BION的，喜欢BION的可以翻下这本书，由于译者可能不是专业搞精神分析的，有些
术语还是让你要多琢磨下子。不建议非专业性读者买这本书，买了用处也不大
4、总体3分，但是案例的部分非常精彩，加分微妙的情感体验，那种叙述只有精神分析师能写得出来
吧理论部分讲比昂的概念有点晦涩，大概比昂自己的书更难以理解引用博尔赫斯的句子很多，真好，
我又要重读博尔赫斯了花了2个月才断断续续看完，有的时候舍不得放下，有的时候上班路上45分钟只
能看3页。。。。。。。。
5、今天重看，对这段比较有感触。而并没有划线，可见过去看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感觉更加懂了
一点咨询中对话的艺术。当下的，互动的，对来访者而言的特定的咨询师。这样的timing 的解释，这
种时候的话语是穿透的，具有阿尔法功能的。这样，来访者可以籍此作出未完之梦。Ps:虽然本书的译
者不是学心理的，有些名词译的不对。但是她的英文功底让这本书可读性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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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精神分析艺术》的笔记-第43页

        弗洛伊德的12篇文章

2、《精神分析艺术》的笔记-第94页

        分析师感觉到的真相只是种猜想罢了，但是，这种猜想一旦被带出分析师的精神现实就有可能不
再仅仅是猜想了。患者对解析的反应-----分析师对患者的反应再次做出反应-----对认定或驳斥分析师
感到的真相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方法把心理分析真实感的基础建立在分析师头脑之外的一种努
力。思考是一件至少有两个人才能做到的事情，一个人自己的“思考”可能会是无限的极度自我中心
主义的，或者甚至会引起幻觉；而且一个孤独的思考者也不可能决定自己的思维是否是过度自我的或
是虚幻的

3、《精神分析艺术》的笔记-第98页

        我们提供解析并不是为了改变病人（那样做就是要按照我们自己的形象来改造患者），我们是为
了要给患者提供某些事物的某种真相，以供他们用于自己的有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的心理工作中。
伴随着用这样的方法取得的心理成长，我们无法在其中找到分析师的特点（即，他的存在），也不能
感到他的不在场（这个“不在场”反倒标明了他的存在）；相反，我们只能找到他的痕迹，他作为一
个曾经来过但又离开了的人所留下的痕迹。分析师留下的最重要的痕迹不是患者对他个人的认同，而
是一种分析经历所留下的痕迹：在这个经历中，分析师的言行和为人被运用在了精神分析中-------内
容摘录

4、《精神分析艺术》的笔记-第一章 精神分析这门艺术：导出未做之梦，延续被打断的呐喊

           满心欢喜地开始阅读，当读到第3页时有烦躁的感觉。到底是什么原因？文章中说：“⋯⋯，患
者和分析师在精神分析情景的规约下共同参与一个试验；试验的设计旨在帮助被分析者（在分析师的
参与下）生成各种条件来促成他能够继续未作出的和被打断了的梦境。患者和分析师共同唤起的梦境
既是他们各自的梦境（和梦想），同时也是“第三主体”（一个既是、同时又不是患者和分析师的总
和的主体）的梦境和梦想”。
   对于自己的烦躁，我是有经验的，在以前所读的书（此处特指外文书籍，包括专业书和文学名著）
行文颠三倒四时也会让人抓狂。
   请原谅我有些粗鄙的形容，不得不说，这确是最贴切的直观感受。当然，这也许是作者的问题，也
许是译者的问题，更有可能是读者的问题。尤其是在文章开始就出现这种情况，更倾向于是自己的阅
读理解能力需要提高。
   我坚持读下去，到了第9页第二段：“⋯⋯，虽然我把精神分析看做一场试验，但我并没有说患者和
分析师可以有自由去为所欲为（这句没问题）；相反，他们只是有自由以一种能反射出他们自己作为
个体的本性和作为分析师与被分析者合体的本性的方式去作精神分析”。
   后面这句，读起来也能理解，但容易让人烦躁。让我想起了几年前读的另一本书，当时也坚持读完
了那本书，但从此决定，买书一定要看作者、译者、版本，更要看看豆瓣上的评分。
   我会坚持读完这本书，看看会是怎样个情况。

5、《精神分析艺术》的笔记-第62页

        当他的理论并未以他亲历的临床实践为基础时，一位精神分析理论家复杂的世界就很像是自我禁
锢的忧郁症患者苟且在无限期的不死的（但又是已死去的和致能的）内部客体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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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精神分析艺术》的笔记-第30页

        精神分析中最根本的原则：分析师以人道主义的方式——一种时时处处都尊重人类尊严的方式—
—对待患者，以及所有随患者而来的精神包袱。
P32，在分析场景中的众多价值观中，仅次于分析师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就是分析师和患者需要共同
面对真相，在烦扰的情感体验面前以诚实的态度面对它为分析过程指明了方向。

7、《精神分析艺术》的笔记-第11页

        P11 精神分析从最根本上说是一项医疗事业，而它的目标就是增强患者的生命力，以使他能够拥有
尽量丰富多彩的人生。 情感的复活，在我看来，就和越来越有能力梦想出自己的体验 同义，也就是
由梦境走进自己的现实存在。

8、《精神分析艺术》的笔记-第12页

        患者能否“真正地”了解分析师，患者可能无法了解分析的现实生活，但是
——考虑到这样 一个事实：
分析师在分析场景内外的生活经历都十分重要，而且这些经历都会使分析师发生真正的改变。分析师
自身的这种改变，是一种并未说出却能在分析中感觉到的客观存在。

9、《精神分析艺术》的笔记-第2页

        一个人到一位精神分析师那里去咨询，因为他的情感正经历着痛苦，而他自己并不知道，他之所
以痛苦就是因为他无法做梦（即他不能做无意识的心理工作）或是他为自己的梦而不安以至于梦境被
打断。只要患者不能在梦中整理情感体验，那么它就无法改变，无法成长，或是无法在原有的基础上
更新自我。患者和分析师在精神分析情景的规约下共同参与一个试验；试验的设计旨在帮助被分析者
（在分析师的参与下）生成各种条件来促成他能够继续未作出的和被打断了的梦境。患者和分析师共
同唤起的梦境既是他们各自的梦境（和梦想），同时也是“第三主体”（一个既是、同时又不是患者
和分析师的总和的主体）的梦境及梦想。

在参与导出患者未做出和被打断的梦境的过程中，分析师以某种方式在某种深度上对患者的了解，使
他能够在分析过程中、医患关系互动的一刹那，针对病人意识层和无意识层的情感体验而言无不实。
分析师所说的一切，患者必须拿来做意识层和无意识层的心理工作，即梦出他自己的体验，从而通过
梦境走进一个现实中更全然的存在。

10、《精神分析艺术》的笔记-第45页

        抑郁症：
 一种深刻痛楚的沮丧，（让人）弃止了对一切事物的兴趣，失去爱的能力，不能做任何事情，甚至自
尊心降低到了一种自我责备、自我谩骂的程度，并且最终发展到幻想自己将会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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