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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本书试图从现代精神分析发展的视角，对温尼科特的精神分析思想进行全面梳理，并对其理论体系进
行大胆的建构，而且将其思想与精神分析发展史上的四大模式进行比较，深化精神分析客体关系理论
的研究，丰富我国西方心理学流派的研究；通过对温尼科特儿童精神分析思想的阐释，试图为我国儿
童青少年心理咨询和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理论依据，将其作为了解和深入儿童青少年内心世界的一个突
破口；通过温尼科特的精神分析疗法在我国应用的临床实践研究，为探索适合我国儿童青少年的心理
咨询与治疗技术提供启示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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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生平与思想来源　　第一节　现代精神分析学运动中的独行狭　　从精神分析运动发展
史上可以看到，理论不可避免地建立在创立者的经验之上。经验不仅反映在临床工作上，而且反映在
生活经历中呈现出来的人格力量及弱点上。温尼科特独特的精神分析思想不仅是时代精神的产物，还
与其个人生活与学术道路有关，与其独特的家庭环境、独特的性格特征与兴趣爱好以及独特的生活经
历有关。要了解他的思想就不能把他的生活与他的工作分割开来。　　一、生活与学术历程　　唐纳
德·伍兹·温尼科特（Donald Woods Winnicott，1896～1971）是英国精神分析客体关系学派的重要代
表人物，是著名的儿科医生和儿童精神分析师，以独具创造性的理论与实践闻名于精神分析学界。　
　温尼科特于1896年出生于英国丹佛普利茅斯的一个富裕的中产阶层家庭，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和唯
一的儿子。他的父亲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担任了两届普利茅斯市的市长，并被授以爵位。他与母亲和
两个姐姐的感情甚好，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多个母亲的独生子”。但父亲和他相处时问不多，“他
绝大部分时间把我扔给了我的妈妈们”。他在理论工作中撇开父亲，着迷于母婴关系可能就根源于此
。　　他的母亲经常抑郁，他像很多敏感的孩子一样，学会放下自己的需要而去照顾母亲，把让母亲
快乐起来当作自己的任务。他的父亲是社会服从的强权势力的代表，通常以严厉而轻视的态度对待儿
子。他认为儿子应该遵守传统，有良好教养。当12岁的温尼科特说了一句“该死”，他就认为儿子结
交了不好的朋友，学会了说粗话，就执意把儿子送到寄宿学校去。在温尼科特的童年期间，一边是有
潜在抑郁的母亲，一边是体面而有教养的专制的父亲，迫使他发展出虚假的自体，但是也让他感到虚
假自体的存在依赖于找到自己的独特性并发展自己的创造性。可以说，温尼科特的一生都是在与专制
的父亲、抑郁的母亲那样的人物进行抗争，努力成为真实的自己，而不是去适应顺从他们。　　1910
年进入剑桥的莱斯寄宿学校学习，温尼科特能够以全新的方式展示自己。在那里他如鱼得水，很高兴
有那么多自由的下午。他跑步、骑车、游泳、玩橄榄球、参加学校的童子军、交朋友、在唱诗班唱歌
；每天晚上，他都给寝室的男孩们大声朗诵一则故事。有一次玩橄榄球的时候，他跌断了锁骨，被送
进学校的疗养院。从那时起，他就立志成为一名医生。1914年进剑桥耶稣学院攻读医学，却因为第一
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中断。战争结束后，在伦敦的圣·巴塞洛缪医院继续他的医学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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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通过温尼科特的精神分析疗法在我国应用的临床实践研究，《客体关系理论的转向：温尼科特研
究》为探索适合我国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咨询与治疗技术提供启示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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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精神分析治疗师必读书籍。
2、: �
B84-065/4231
3、温尼科特在国内大陆地区介绍确实还没有过，作者在此做了很好的工作。支持！
4、这套丛书很不错。内容很好，质量也好。希望更多地出现这样专业性比较强的书。中国的未来取
决于知识力。
5、申请换货，积压商品，书页有黄点
6、书店有卖啊
7、本学年老师的指定书目，需要反复研读学习。
8、温尼科特被问起，他如何把握案例释义的尺度。他回答：“我对案例进行释义有两个前提，其一
，让来访者知道我不是在梦呓；其二，让来访者知道我可能犯错。”
9、看过台湾人翻译的麥可．雅各(Michael Jacobs)的《溫尼考特：客體關係理論代言人》，对温尼科特
的东西有一定的了解。读了郗浩丽的这本书，感觉最大的亮点就是作者做了一个本土化的研究，真的
受益良多。
10、　　    《客体关系理论的转向：温尼科特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一书，在国内首次系统介绍
了精神分析客体关系学派的领军人物——温尼科特的儿童精神分析理论与治疗实践。多年来我国心理
学界较多关注古典精神分析、自我心理学以及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对于现代精神分析的新进发展—
—客体关系学派与自体心理学的研究相对较少。现在，我们欣喜地发现，《客体关系理论的转向：温
尼科特研究》一书让我们领略到与以往的精神分析学者与精神分析研究迥然不同的感受，去除了晦涩
，一扫严肃，如春风扑面，温暖和煦。
　　    温尼科特是英国精神分析客体关系学派的重要代表，是著名的儿科医生和儿童精神分析师，以
其独特的以母婴关系为理论核心的儿童精神分析学闻名于精神分析学界，并且是当代精神分析取向的
儿童精神分析师及治疗师中，极受欢迎的临床实践家之一。他对儿童非常感兴趣，终其一生从事儿童
的研究工作。他曾亲自咨询和观察了6万多对儿童和父母，获得了大量临床经验。《客体关系理论的
转向：温尼科特研究》一书全面、系统地向我们展现了这位大师的生平轶事、心路历程、理论观点和
临床方法，并结合诸多案例予以阐明。通读了这本书，发现这本书具有这样几个鲜明特点：
　　首先是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按照经验，读精神分析的著作需凝神敛气，集中注意力。因为弗洛
伊德以来精神分析的写作传统是严肃而沉闷的，僵硬而呆板的，而此书承继了温尼科特的语言风格，
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所有的理论阐述基本都接近日常经验。文中对于重要的理论，如“够好的母亲
与促进性环境”、“真实自体与虚假自体”、“过渡客体与过渡现象”等都辅以生动的案例，以帮助
读者理解。对于游戏治疗更是加以丰富的图解和案例，让读者能够具体地感知温尼科特临床方法的精
髓。中国著名精神分析师曾奇峰先生曾提出，在中国传播精神分析，要避免把精神分析的东西说得太
玄，说得大家都听不懂。用通俗的语言讲述精神分析，是我们要做的最重要任务，因为精神分析从它
最根本的用途来说，是用来帮助人了解自己以便获得心灵的健康和自由的。《客体关系理论的转向：
温尼科特研究》一书虽然出自心理学研究者之手，但正在走一条生活化和世俗化的道路。　
　　其次是内容全面，结构合理。全书除导言外，共六章内容。第一章“生平与思想来源”，从生活
与学术历程、著作与语言风格以及在精神分析学史上的地位这三个方面对温尼科特进行定位。第二章
“儿童精神分析理论”，全面梳理并建构了温尼科特的儿童精神分析理论，以儿童心理发展为框架，
从儿童心理发展的环境、儿童人格发展结构、儿童心理发展的空间、儿童心理发展的动力以及儿童心
理发展的过程五个方面分别考察够好的母亲与促进性环境、真实自体与虚假自体、过渡客体与过渡现
象、攻击性、创造性、反社会倾向、抑郁、担忧、独处以及两条发展线索。第三章“精神分析治疗观
与游戏治疗”，详细阐释了温尼科特的“精神分析的情境首先是提供一种适意环境”的治疗观，治疗
过程是退行至依赖，以及独特的游戏治疗的方法——潦草画线游戏。第四章“儿童精神分析思想的临
床研究”，是作者本人将温尼科特的理论与治疗方法运用于我国青少年心理咨询的实践研究，对两名
临床案例进行心理咨询，详细记录了咨询过程，并进行了相关分析，验证了温尼科特最主要的儿童发
展理论以及部分治疗方法的有效性。第五章“思想进展与理论比较”，考察了温尼科特之后的思想进
展，并将其理论分别与古典精神分析、自我心理学、英国客体关系学派以及自体心理学进行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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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体关系理论的转向》

进一步确认了他在精神分析发展史上的理论贡献与承前启后的作用。第六章“总体评价”，对温尼科
特思想的贡献、局限以及影响做了全面评价。六章内容紧密联结，贯穿一体，从生活与工作、理论与
实践、本土之应用、发展与比较、总结与升华等方面立体地向我们展示了这位精神分析大师的人生、
思想与影响。
　　再次是理论与应用并重，强调本土化研究。此书难能可贵之处是，并不止步于理论的梳理与建构
，而是更进一步进行儿童精神分析思想在我国儿童青少年中的应用实践研究，特别是把儿童精神分析
的治疗理念与方法运用于我国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咨询之中，对多名青少年进行了临床个案研究，用儿
童精神分析的方法介入，详细记录咨询过程并进行分析。不仅验证了儿童精神分析思想在我国运用的
可行性和有效性，并且探讨了儿童精神分析的治疗方法与技术在我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中的契合性
，拓展了儿童精神分析的本土化研究。
　　最后是资料丰富，文献新近。该书参考资料丰富，在183种参考文献中， 2000年以来的文献共90种
，占全部文献的49%，2003年以来的文献共56种，占全部文献的31%，2005年以来的文献共35种，占全
部文献的19%，2007年的文献15种，占全部文献的8%。以上数字可以看出，此书的文献资料反映了国
内外精神分析，特别是客体关系学派以及温尼科特思想发展的最新动态，具有较高的研究和参考价值
。
　　
11、书的质量还好，也比较干净，内容还没看，应该很不错。
12、不只是知识，还有深深的感动、深邃的爱和怜悯
13、内容不错，概念清楚，不过，序言喧宾夺主了
14、在临床中，越是具有攻击性的儿童就越健康。。。

15、其实痊愈，就是负责任而已。
16、强烈鄙视本系列图书的那个所谓的主编——郭本禹。在这本书的开头郭本禹罗里罗嗦的用了50多
页的篇幅搞了个什么总序。似乎是在撰写整个精神分析的发展简史，开头是写国外的，然后有些国内
的，内容空洞，大多是一些理论观点的罗列。而且还罗列的大量的国内对精神分析方面的译著的名单
，有什么意义吗？又看了书后面的关于郭本禹的介绍。发现这家伙根本没有自己的专著，所有的都是
编著。这玩意有意义吗？东拼西凑的，把别人的观点罗列一番，然后再盖上自己的戳，就成自己的著
作了。呵呵，实在搞笑。这家伙十足是一个学术痞子。真为本书的作者鸣不平啊。自己辛辛苦苦的研
究成果，还要借人家的帽子才能出版。强烈鄙视郭本禹。
17、重要的思想都是基于临床大量的观察的，所以很真实
18、　　不够好的母亲不能提供婴儿成长所需的必要环境，婴儿不是感到被抱持，而是体验到冲突。
真正人格的核心——自发性和创造性暂停发展了，只是适应性地顺从有缺陷的环境，人格的发展围绕
一个空壳进行。不够好的母亲没有提供一个自我可在其中自由发展的心理空间，而是呈现给婴儿一个
他必须立即妥协和适应的世界，使其过早地关心外部世界，被迫关注、处理外部世界的要求，从而在
内心产生了冲突，限制和阻碍了内心心理的发展。
　　母亲通过执行并完成婴儿的全能表达赋予婴儿虚弱的自我以力量，真实自体开始拥有生命。不够
好的母亲不能提供给婴儿全能感，而且她反复地错过迎合婴儿的动作，相反，她给出自己的工作要求
婴儿顺从。这一婴儿的顺从是虚假自体的最早阶段，属于母亲没有能力感受婴儿的需求。
　　对于一个儿童来说，要成长起来以便能够发现他本性的最深刻的部分，必须有人受到蔑视甚至有
时受到憎恨，而无需担心关系有彻底破灭的危险。
　　与虚假自体相关的另一个理论，也就是温尼科特理论工作中一个特别关注的目标：“抑郁母亲”
的影响，即母亲的感觉在儿童身上的影响，以及由于儿童必须迎合父母亲的心情而带来的成长中的变
形。
　　在主观全能中，婴儿“无情地”使用客体，他创造它、利用它，完全出于自己的快乐，在完全侵
吞时又毁灭它。
　　如果母亲经过婴儿的使用不能存活，如果她退缩或崩溃或反击，婴儿一定会以他自己欲望的完整
体验为代价，过早地关注外在性，会感到危险。结果是婴儿害怕需要、使用他的客体与成人，伴随着
对欲望的不合理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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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这些资料从哪里可以找到呢？
20、国内这方面的资料很少,作者的心血在这本书里全面的体现,本书全面的、系统的介绍了温尼科特的
思想、理论、技术，理论性强，同时能溶入作者自己的个案这更是难能可贵的一面。虽然，作者的个
案让我读起来感到跟本书不合拍，特别是第一个案例CBT的痕迹很多，有点不扣题目甚至跑题或者是
跟题目有点牵强附会，当然这也许是中国目前的现状决定我们足迹，这样要求作者真的有点难为她了
。但是瑕不掩玉，为了这本书的结构这部分是必须的，同样佩服作者的敬业和勇气。评论的思维就像
温尼科特的理论没有系统没有框架，但是还是想随口说说，以供买书的朋友参考。
21、2012.06
22、　　据说他一大把年纪了还飙车，喜欢在草地上打滚玩，像个孩子一样。
　　他的座右铭就是，每一天都要活的生机勃勃。
　　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个老头儿~
23、feichanghao!
24、还没看过呢，是精神分析丛书其中的一本，买的是一套。
25、还没有开始读，等待读后的反馈
26、看了前半部分，就是客体关系那部分，还不错，后面的案例分析，没多少兴趣。
27、从搜集资料的角度讲还是颇有价值，让国内读者颇为受益。期待看到温尼科特原著出版中译本。
28、特地买的，感觉小失望
29、应该是作者的博士论文之类的集成，感觉还行，标准的中式思维，对客体关系能做个大致的了解
。
30、是本好书，因为是作者的博士论文扩充出来的，所以文字表述的流畅度好于一般的直接翻译著作
。温尼科特在儿童精神分析领域是先驱者，是一座丰碑，等我把这本书的笔记整理整理发到长评里去
。
31、我记得是有个叫《心理咨询师的部落传说》里有提到的吧，很早以前翻过的，也许我记错了。。
32、温尼科特是个能用真情之话讲真情之理的人，是一座与人类世界有无限连接的孤岛。他为我照亮
了一个通道，那或许正是我们的所在。 （一个人拥有十分安全的不会随意拿走的爱，同时又绝不要求
回报以同样的爱时，是不是就能够最大程度的发挥真实自我的发展力量呢？即便是任性的？不仅仅是
母亲的全神贯注的爱和抱持性环境，成人以后的我们在获得类似的爱的环境时是不是也能如此呢？如
过是，那么对于另一方又有什么意义呢？那是伤害还是收获呢？2015.1.2）
33、看完之后明白了当初接个案时老师督导所传达的东西   来访者没有一个够好的母亲  咨询师实在弥
补这个过程
34、嗯，我在书里头没有看到他飙车这一段啊⋯⋯
35、本书主要讲述了在幼年如何养育孩子，给孩子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环境能够促进孩子最好的成长。
这本书不仅值得心理咨询专业的人员看，更适合做父母人看。
36、翻看了一下，很不错
37、　　从资料室找来，随意翻阅
　　相比弗洛伊德的驱力理论，温尼科特的关系理论显然要更适合中国国情，从古至今大部分智慧都
集中于人际，一个关系比个人更重要的国度，心理问题也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我想温尼科特的理论或
许会是一剂良药
　　说到一件趣事，是翻到后半部分的时候，发现一张红色的老版的人民币，观其肤色，至少辗转
于500人以上，最终有人把它夹进这本书里，当做书签，铜臭也有了书香气，突然就想起一句古话：书
中自有黄金屋。可谓现身说法呐~~~笑~~~
38、国内介绍温尼科特的书并不多,这本算比较全面的了.层次清楚,对了解温尼科特及其理论有一定的
辅导作用.温尼科特是幼儿精神分析的专家,临床经验丰富,据说生前有6万左右儿童的调查实践.如果你
准备了解幼儿的心理,在这本书中或多或能得到些启发.该书最大的遗憾就是前面那篇导师写的总序,就
象收破烂的人一样,堆砌了几十页,原来中国的学术界是如此的丑陋!
39、认同，分析，投射；
主体，客体，包容侵略。
马斯洛和克莱因是新希望的奠基人；
海灵格是推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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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尼科特则是心理学界的大为科波菲尔。
40、为啥这么喜欢winnicott呐
41、今年才开始学精神分析
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本书
弄清楚了很多温尼科特的生平以及理论
对于他自身的 抑郁母亲和控制父亲
还有虚假自体 读了之后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
在当当上买了好多认知技术和客体关系的书
总体觉得这本书最好了！
42、这个商品不错，很棒的书。
43、是一本有中国心理圈，研究心理学史的牵头写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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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从资料室找来，随意翻阅相比弗洛伊德的驱力理论，温尼科特的关系理论显然要更适合中国国情
，从古至今大部分智慧都集中于人际，一个关系比个人更重要的国度，心理问题也是极具中国特色的
，我想温尼科特的理论或许会是一剂良药说到一件趣事，是翻到后半部分的时候，发现一张红色的老
版的人民币，观其肤色，至少辗转于500人以上，最终有人把它夹进这本书里，当做书签，铜臭也有了
书香气，突然就想起一句古话：书中自有黄金屋。可谓现身说法呐~~~笑~~~
2、不够好的母亲不能提供婴儿成长所需的必要环境，婴儿不是感到被抱持，而是体验到冲突。真正
人格的核心——自发性和创造性暂停发展了，只是适应性地顺从有缺陷的环境，人格的发展围绕一个
空壳进行。不够好的母亲没有提供一个自我可在其中自由发展的心理空间，而是呈现给婴儿一个他必
须立即妥协和适应的世界，使其过早地关心外部世界，被迫关注、处理外部世界的要求，从而在内心
产生了冲突，限制和阻碍了内心心理的发展。母亲通过执行并完成婴儿的全能表达赋予婴儿虚弱的自
我以力量，真实自体开始拥有生命。不够好的母亲不能提供给婴儿全能感，而且她反复地错过迎合婴
儿的动作，相反，她给出自己的工作要求婴儿顺从。这一婴儿的顺从是虚假自体的最早阶段，属于母
亲没有能力感受婴儿的需求。对于一个儿童来说，要成长起来以便能够发现他本性的最深刻的部分，
必须有人受到蔑视甚至有时受到憎恨，而无需担心关系有彻底破灭的危险。与虚假自体相关的另一个
理论，也就是温尼科特理论工作中一个特别关注的目标：“抑郁母亲”的影响，即母亲的感觉在儿童
身上的影响，以及由于儿童必须迎合父母亲的心情而带来的成长中的变形。在主观全能中，婴儿“无
情地”使用客体，他创造它、利用它，完全出于自己的快乐，在完全侵吞时又毁灭它。如果母亲经过
婴儿的使用不能存活，如果她退缩或崩溃或反击，婴儿一定会以他自己欲望的完整体验为代价，过早
地关注外在性，会感到危险。结果是婴儿害怕需要、使用他的客体与成人，伴随着对欲望的不合理抑
制。
3、《客体关系理论的转向：温尼科特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一书，在国内首次系统介绍了精神
分析客体关系学派的领军人物——温尼科特的儿童精神分析理论与治疗实践。多年来我国心理学界较
多关注古典精神分析、自我心理学以及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对于现代精神分析的新进发展——客体
关系学派与自体心理学的研究相对较少。现在，我们欣喜地发现，《客体关系理论的转向：温尼科特
研究》一书让我们领略到与以往的精神分析学者与精神分析研究迥然不同的感受，去除了晦涩，一扫
严肃，如春风扑面，温暖和煦。温尼科特是英国精神分析客体关系学派的重要代表，是著名的儿科医
生和儿童精神分析师，以其独特的以母婴关系为理论核心的儿童精神分析学闻名于精神分析学界，并
且是当代精神分析取向的儿童精神分析师及治疗师中，极受欢迎的临床实践家之一。他对儿童非常感
兴趣，终其一生从事儿童的研究工作。他曾亲自咨询和观察了6万多对儿童和父母，获得了大量临床
经验。《客体关系理论的转向：温尼科特研究》一书全面、系统地向我们展现了这位大师的生平轶事
、心路历程、理论观点和临床方法，并结合诸多案例予以阐明。通读了这本书，发现这本书具有这样
几个鲜明特点：首先是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按照经验，读精神分析的著作需凝神敛气，集中注意力
。因为弗洛伊德以来精神分析的写作传统是严肃而沉闷的，僵硬而呆板的，而此书承继了温尼科特的
语言风格，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所有的理论阐述基本都接近日常经验。文中对于重要的理论，如“
够好的母亲与促进性环境”、“真实自体与虚假自体”、“过渡客体与过渡现象”等都辅以生动的案
例，以帮助读者理解。对于游戏治疗更是加以丰富的图解和案例，让读者能够具体地感知温尼科特临
床方法的精髓。中国著名精神分析师曾奇峰先生曾提出，在中国传播精神分析，要避免把精神分析的
东西说得太玄，说得大家都听不懂。用通俗的语言讲述精神分析，是我们要做的最重要任务，因为精
神分析从它最根本的用途来说，是用来帮助人了解自己以便获得心灵的健康和自由的。《客体关系理
论的转向：温尼科特研究》一书虽然出自心理学研究者之手，但正在走一条生活化和世俗化的道路。
　其次是内容全面，结构合理。全书除导言外，共六章内容。第一章“生平与思想来源”，从生活与
学术历程、著作与语言风格以及在精神分析学史上的地位这三个方面对温尼科特进行定位。第二章“
儿童精神分析理论”，全面梳理并建构了温尼科特的儿童精神分析理论，以儿童心理发展为框架，从
儿童心理发展的环境、儿童人格发展结构、儿童心理发展的空间、儿童心理发展的动力以及儿童心理
发展的过程五个方面分别考察够好的母亲与促进性环境、真实自体与虚假自体、过渡客体与过渡现象
、攻击性、创造性、反社会倾向、抑郁、担忧、独处以及两条发展线索。第三章“精神分析治疗观与
游戏治疗”，详细阐释了温尼科特的“精神分析的情境首先是提供一种适意环境”的治疗观，治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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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是退行至依赖，以及独特的游戏治疗的方法——潦草画线游戏。第四章“儿童精神分析思想的临床
研究”，是作者本人将温尼科特的理论与治疗方法运用于我国青少年心理咨询的实践研究，对两名临
床案例进行心理咨询，详细记录了咨询过程，并进行了相关分析，验证了温尼科特最主要的儿童发展
理论以及部分治疗方法的有效性。第五章“思想进展与理论比较”，考察了温尼科特之后的思想进展
，并将其理论分别与古典精神分析、自我心理学、英国客体关系学派以及自体心理学进行了比较，进
一步确认了他在精神分析发展史上的理论贡献与承前启后的作用。第六章“总体评价”，对温尼科特
思想的贡献、局限以及影响做了全面评价。六章内容紧密联结，贯穿一体，从生活与工作、理论与实
践、本土之应用、发展与比较、总结与升华等方面立体地向我们展示了这位精神分析大师的人生、思
想与影响。再次是理论与应用并重，强调本土化研究。此书难能可贵之处是，并不止步于理论的梳理
与建构，而是更进一步进行儿童精神分析思想在我国儿童青少年中的应用实践研究，特别是把儿童精
神分析的治疗理念与方法运用于我国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咨询之中，对多名青少年进行了临床个案研究
，用儿童精神分析的方法介入，详细记录咨询过程并进行分析。不仅验证了儿童精神分析思想在我国
运用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并且探讨了儿童精神分析的治疗方法与技术在我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中的
契合性，拓展了儿童精神分析的本土化研究。最后是资料丰富，文献新近。该书参考资料丰富，在183
种参考文献中， 2000年以来的文献共90种，占全部文献的49%，2003年以来的文献共56种，占全部文
献的31%，2005年以来的文献共35种，占全部文献的19%，2007年的文献15种，占全部文献的8%。以上
数字可以看出，此书的文献资料反映了国内外精神分析，特别是客体关系学派以及温尼科特思想发展
的最新动态，具有较高的研究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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