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荣格的精神》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荣格的精神》

13位ISBN编号：9787544317931

10位ISBN编号：7544317935

出版时间：2006-10-1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作者：冯川

页数：19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荣格的精神》

前言

　　一位在本世纪享有巨大声誉，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都堪称功成名就的伟人，竟然用《回忆·梦·反
思》作为书名来自传自己的一生，这不免令人感到有一些沮丧和吃惊。如果个人的生命价值真像他暗
示的那样取决于内心世界的充实而非现实生活中的成功，那么人们将怎样去对他作出身分和地位的判
断呢？已经结束的二十世纪为人们提供了那样多的成功机会和就业领域，而他却至今难以被确定为严
格意义上的医生、科学家、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这会不会正是因为他注重内心生活的完整更甚
于外部世界的破碎呢？当一个人把他的兴趣更多地从外部生活转向了内心世界，并试图通过阐释“心
理”的种种象征而赋予人生以意义，我们能够因为他曾经当过医生，从事过科学研究、心理治疗和精
神分析，写作过各种各样的著作和文章，就把他定位为医生、科学家、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和现
代意义上的哲学家与思想家吗？　　这里，我并不是要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仿佛我们面前的这位伟
人是一位“古代”意义上的圣哲或先知——他醉心于神话、艺术、宗教，执着于一切精神产物和神秘
象征的“文本”阐释，始终不懈地致力于透析梦的预兆以及梦中包含的启示。尽管某些西方学者认为
他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种德性，我还是更宁愿和那些思想较为开放的传记作者一道，把他视为二十世纪
最值得注意的精神现象之一，看看他究竟能否给我们以某些有益的启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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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的精神》

内容概要

荣格的精神，一个英雄与圣人的神话，我们这个时代，跨越东西方文化的心灵导师，医治灵魂的人。
我们相信，荣格的著作是许多重要思想赖以产生的温床，这些重要的思想正等着人们去承认。荣格是
现代思想最重要的变革者和推动者之一。如果忽略了他，也就忽略了与这一万方多难的时代紧密相关
的整个思想。
荣格，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在世界心理学界都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是现代心学的鼻祖
之一。毕生致力于人类心灵奥秘的探索。他的一生著述浩繁，他的思想博大精深，他的研究学贯中西
。他所创立的分析心理学不仅在心理治疗中成为独树一帜的学派，而且对哲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
、文学、艺术、宗教、伦理学、教育等诸多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荣格的学说与弗洛伊德最大的分别，是他的理论得到较广泛的考察证据。他曾到非洲等地对原始人类
的心理进行考察。此外，他提出内倾和外倾的心理类型，以及集体潜意识等重要的心理学概念。
本书以一个中国学者的眼光对荣格生平及思想进行梳理，荣格极富有个人魅力，并带有强烈的宗教情
怀的思想家形象跃然纸上。
本书也采用大量图片，图文并茂，展示了荣格卓越的思想及其丰富的人生。
序言
第一章 荣格的生平
一、童年和青少年时代
二、命中注定的选择
三、职业生涯和学者地位的奠定
四、与弗洛伊德的恩怨
第二章 荣格的思想
一、深海下的海床
二、原型与原始意象
三、个性化之路
四、心理的超越功能
五、人及其象征
第三章 荣格的方法
一、两种释梦的方法
二、“蟹梦”意味着什么？
三、放大与比较
四、现象学吗？
第四章 荣格及其先驱
一、集体无意识与阿赖耶识
二、荣格与尼采
第五章 荣格与中国传统文化
一、人的潜能的实现
二、梦的预言与实验
第六章 荣格与西方当代思潮
一、精神分析学的语言学转向
二、荣格与后结构主义
三、荣格与当代阐释学
四、荣格的后现代意义
第七章 荣格的世界性地位与影响
一、“埃拉诺斯”的精神会餐
二、若干当事人的回忆
三、荣格的世界性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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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的精神》

作者简介

冯川，四川大学教授，四川大学锦城学院终身教授；曾应波恩大学邀请赴德国写作《什么是人的自我
实现》；有学术专著七部，学术译著十余部，编著八部。目前主要从事文学理论、比较文论、翻译与
跨文化研究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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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的精神》

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章 荣格的生平一，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二，命中注定的选择三，职业生涯和学者地位的奠定四
，与弗洛伊德的恩怨第二章 荣格的思想一，深海下的海床二，原型与原始意象三，个性化之路四，心
理的超越功能五，人及其象征第三章 荣格的方法一，两种释梦的方法二，“蟹梦”意味着什么三，放
大与比较四，现象学吗？第四章 荣格及其先驱一，集体无意识与阿赖耶识二，荣格与尼采第五章 荣
格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人的潜能的实现二，梦的预言与应验第六章 荣格与西方当代思潮一，精神分析
学的语言学转向二，荣格与后结构主义三，荣格与当代阐释学四，荣格的后现代意义第七章 荣格的世
界性地位与影响一，“埃拉诺斯”的精神会餐二，若干当事人的回忆三，荣格的世界性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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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的精神》

章节摘录

　　荣格说：如果我们把无意识原型理解为由外部经验所造成，那么，像日出日落、季节变换这样一
些外部自然现象，为什么不以其直接呈现于感官知觉的样子出现，而要以神话幻想的方式出现呢？他
认为这一事实（按：指自然现象以神话幻想的方式出现）本身即证明了人类心理具有某种不受外界影
响的自主性或康德意义上的“先天综合能力”。　　这种自主性和先天综合能力，过去和现在都一直
在发挥自己的作用。神话幻想、艺术想象、科学发现⋯⋯所有这些都毫无例外地体现了它的影响。　
　荣格认为：心理的这种“自主性”或先天综合能力，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不可能仅仅是周围环
境的产物，因为它从哪儿去获得这样一种能力，以致能够在感官知觉之外找到一个立足点？它又怎么
可能在单纯地对感觉证据的确证之外，有更多的和不同的演出呢？由于这些缘故⋯⋯自然的和因果的'
记忆痕迹'的理论不再能令人满意。我们被迫假定，大脑的一定结构、它的奇特的性质，并不能仅仅归
因于周围环境的影响，而是同样也应该归因于生物体的奇特的和自发的性质，归因于生命本身固有的
法则。因此，有机体的一定构造也就一方面是外部条件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由生物体的内在性质决
定的。”　　从“不再令人满意”和“被迫假定”等说法不难看出，荣格自己已经把自己的说法限定
为一种推测。荣格对科学和哲学领域中的武断是十分反感的。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声明，他的所有
说法都带有“实验”和“假定”的性质，因而是随时准备为事实的发现让出道路的。然而许多人却或
多或少地缺乏这种不固执己见的态度，因而直到今天，仍宁愿把“拉马克主义”的恶谥强加于荣格，
也不愿对自己这种并不“科学”的说法稍加审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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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的精神》

编辑推荐

　　我们相信，荣格的著作是许多重要思想赖以产生的温床，这些重要的思想正等着人们去承认。　
　荣格是现代思想最重要的变革者和推动者之。如果忽略了他，也就忽略了与这万方多难的时代紧密
相关的整个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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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的精神》

精彩短评

1、了解一些荣格
原来荣格和中国传统文本、尼采和印度宗教有不少联系
这书一般，有东拼西凑之嫌。。。
2、初中买的盗版书⋯⋯结果对荣格越陷越深
3、冯川编《荣格文集》之附录
4、有些  简单 
5、冯教授的这本书，从多个角度，早期与晚期，国内与世界多个层面上向读者阐述了一位致力与带
领人们重返精神家园的智者与圣人。希望了解荣格的人，这是一本必读书！
6、荣格对人类心灵和人类历史持一种黯然的看法。。。。在他看来，人的精神并不是一个田园般阳
光明媚的世外桃源（或至少很难得是这样）。
7、荣格入门，通俗易懂
8、读它很费神
9、一般。作者本人是搞荣格研究的，大约是有感情的
10、这是当年读的荣格第一本书
我信仰上帝，你问我存在否,却相信他只是个表象
11、学到的不仅仅是集体潜意识
12、为荣格的思想和学识所折服。
13、12/07
14、几年前通读过的！
15、这套书OTL
16、喜欢，很受启发
17、性格决定命运.我是一直这样认为的.
18、放在文化史的角度来理解荣格，思路挺对的，尽管解释还不够圆融。“按照尼采的说法，古代希
腊人对神话的热爱，正是因为他们特别敏感的心灵感受到了生存的可怕。换句话说，正是死亡恐惧，
导致敏感而富于想象力的希腊人创造出奥林帕斯山上的众神。”“不同于尼采，荣格相信世界上各大
宗教都表现了一种英勇的尝试，那就是把人对意义的永恒追求用象征的方式表达出来，”
19、可以对荣格的思想有个初步并概括的了解，但不喜欢作者似乎总为了证明荣格的理念而可以寻找
论据。
20、本书分为荣格生平 思想 方法及相关理念的源流与影响的探寻等方面 阐明了一些重要概念及相关
关系。对于现代心理学初涉者来说不失为全面了解荣格风采 获得心理学科大视野的好书。 
21、很一般啊⋯⋯生插进去很多作者自己的观概念和观点，一些专业名词还和现在通用的不一样。不
读也罢。
22、现象学和语言学的坑还是要填。
23、有点不容易看
24、简述荣格。四年前读的。
25、好书好书
26、第一本认真的全部看完的心理书籍，让我对荣格起了很大兴趣。主要是以前弗洛伊德什么都扯到
性上去，让我太反感了
27、开始以为荣格心理学与阿赖耶识的那一段是作者原创, 后来读过京极大神的<铁鼠之槛>之后才发
现不是.
没什么新东西, 不过对于想要了解荣格学说的初学者来说, 确实挺有帮助的.
28、巫师范~
29、高中时突然对哲学感兴趣。所以借了这本书。荣格的心理很纠结。我作为门外汉只能这样评价。
30、人格面具你有几个。但是心理学的书真的很乏味。
31、和冯川80年代的《荣格心理学入门》有太多的重复了！没有太多的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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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的精神》

精彩书评

1、有些书看着看着就没有办法认真看完，这是其中一本。大抵与对精神分析的不甚了解有关。作为
传记，这本书该还算是可以的吧。
2、开始隐隐约约对应用心理学感兴趣是6年以前了，但当时更多地希望对于本职工作（HRM）提供一
些实用的、易操作的知识工具，来提供对于实施人的管理方面的效率。再之后的04年，专业于“绩效
管理”和“职业生涯设计”领域的HR专家，深圳大学的杜映梅教授推荐了精读、深读荣格的书籍。
当时买了一本入门小书《荣格性格哲学》，开始了几次中终因读不下去而放弃。最近的这个春节长假
里，捧读了《荣格的精神》，细看了DVD《走向共和》均有很深的感悟，可却尚无法用语言表述出来
。慢慢地越来越明白，人真正是这世间最为灵性的，伴随心灵的成长，一切外物亦会随之变化。最终
能达到“内外和谐”的就会实现了幸福，未能达到的仍会不断求索、思考...直到终老之时。为什么哲
学家们对于生命的定位都是悲观主义的，好像有点感觉了。
3、看一本书，从序言开始喜欢。最近对很多隐秘的事件保留很大的好奇。死亡与灵魂，潜意识与梦
境，隐喻与巧合，遗传，寓言，神话，宗教，宿命。渐渐意识到自己是多么贫乏，仍然在浪费人生。
这种想法是哀伤而恐怖的。荣格说人自身天性带有某种“内在目的性指向”，那么，我的不自知的“
我”会把我指向哪个尽头呢。任何的伟大的思想和作品，不是作者造就了它们，而是它们早已以静默
的姿态等待在那里，是它们在选择代言者。这是在我看来很离奇的结论。我无法预知我的未来，一如
我至今仍对“我”的全部无法窥探一样。在冬日稀薄阳光的午后，看到起伏的朦胧山脉，细小的车辆
在山脚缓缓移动，有冷风灌进衣袖。我看这本书，觉得一切这样不可思议。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巨大的
黑暗的无尽头的王国，荣格是至高无上的王者，无法被窥探和评论。我卑微而无知。而世间的一切，
生死，爱恨，梦境与人性，他又探察到其本源的五分之一，十分之一，抑或沧海一粟。无法快速的读
这本书，很累，有的句子甚至需要读上几遍才弄清主语定语，这是在多年的阅读经历中很少见得，但
仍是欣喜。现在慢慢懂得真正想去认真读进去的书。亦学会甄别。
4、买这本书主要是因为作者冯川先生的缘故，冯先生早年翻译的一系列弗洛姆、罗洛梅的心理学、
哲学著作对我影响颇深，买这本书也有一定报恩的味道。客观的说，这本书作为入门读物不错，但是
深度和广度还有所不足。尤其跟同期购买的《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入门书）相比，显得单薄
了一些。不过总体而言，读这本书还是有所收获的，如果是对心理学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从这本书入手
来了解荣格。此外，荣格自己的回忆录《梦、回忆、思考》也值得一看。
5、荣格是现代心理学鼻祖之一，和弗洛伊德有着同等的地位。著名作家博尔赫斯比较弗洛伊德和荣
格时说：弗洛伊德把一切都归为几个令人讨厌的事实，而荣格让你感受到一种宽阔而豁达的思想。荣
格是弗洛伊德的学生，弗洛伊德也曾把荣格亲切称为精神分析的王储，当然，他自己就是心理学的国
王。但当荣格发现弗洛伊德在面对自己的三角恋时，把权威看得比真实还更重要的态度之后，一直强
调内心独立的荣格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精神分析被荣格提升为医治灵魂的高度，因此不能简单的称
谓荣格是医生、科学家、心理学家，在这些称谓之上，哲学家甚至巫师也是得当的。荣格把他的兴趣
更多的从外部生活转向内心世界，坚信精神和精神现象存在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和他少年时期经
历的灵异事件密切相关。他的母亲曾患精神障碍，之后，在她身上发生了几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比如
，一把结实的面包钢刀，在餐具柜里发出巨响，断裂成四节。如果荣格活在当代，而因此走上研究心
理学的道路，一定会被贴上伪科学的标签。荣格到死，一直都小心保管着那破碎的刀片。
6、P71人格面具在整个人格作用中即是有用的，也是有害的。过分沉溺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仅仅认
同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人格的其他方面就会受到排斥。像这样受人格面具支配的人，就会逐渐与自己
的天性相疏远，而生活在一种紧张的状态下。一些“成功人士”人到中年，发现自己的生活空虚且无
意义，便是例子。他们逐渐意识到，多年以来他们一直在欺骗自己，意识到自己的情感和兴趣完全是
虚伪的，不过是自己对自己完全不敢兴趣的东西，作出一副感兴趣的样子罢了。P73个性化在任何环
境中都不会成为心理教育的唯一目标。在这之前，教育的目标必须首先是对集体标准的最低限度的适
应。就好像，一颗植物想要发展其本性，必须首先在其土壤里生长。P75个性化导致对集体标准的自
然而然的尊重，但是，如果自行化的去向完全是集体的，这些集体的标准会变成多余的，不必要的，
而道德也会随之崩溃。一个人的生活越是由集体标准所铸造的，他就越不具备个人道德。P80那些以
培养“群体成员”为荣的教育者可以永远否定个人生活的意义。但那些不属于任何范畴的人，或迟或
早总会被迫触及到这一痛苦问题----个人生活的意义。P82 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寻找和制造象征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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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的精神》

人的历史，就是不断与新的象征取代旧的象征的过程。P83象征不是一种把人人皆知的东西加以隐蔽
的符号。相反，象征借助于与某种东西的相似，力图阐明和揭示某种完全属于未知领域的东西，或者
某种尚在形成过程中的东西。P89意识应该学会倾听无意识的声音，并修正我们的意识。P110我们越是
深入到人性的深处，就越产生这样的信念，这就是，人性的多样性和多维性需要我们在观点和方法上
富于最大的灵活性和丰富性。P124阿赖耶识是“八识”中的第八识。前七识分别为：眼识、耳识、鼻
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第五种类似于现代心理学中的“自我意识”，第七种类似与“无意
识”，而阿赖耶识类似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P135然而恰恰是这位懂得人类不能没有自欺，不能
没有神话，不能没有希望的尼采，自己却摒弃了人类最大的神话---基督教，而陷入精神崩溃，这不得
不使荣格对尼采的探索始终保持最大的警惕。P135 “文化”与“天性”之间无穷无尽的两难，永远只
能是一个太多太少的问题，而绝不可能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P136荣格经常说：从意识的发展水平
来看，大多数人至今仍没有走出中世纪，因此也许应该让他们留在家中的客厅里或教堂的长椅上睡大
觉。P137与尼采和佛洛依德不同的是，荣格相信世界上各大宗教都体现一种英勇的尝试，那就是试图
抓住灵魂的本性和拯救的可能---即令他十分遥远。P141孟子的“自性”---集体无意识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集体无意识的同一性出世与入世---内倾，外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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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荣格的精神》的笔记-第一章：荣格的生平

        生平
第一章主要讲述荣格生平的经历，包括就学及选择心理学为自己终生发展的一些因由，此外，还涉及
到各时期的主要著作简介，以及其间与20世纪另一位精神分析学大师弗洛伊德的交往。

精神家园的丧失乃是因为我们自己对精神才去的放逐态度，将其视为物质的女婢肉体的附庸。只有给
予精神独立性及自主性以应有的尊重，不再把精神现象从起源、性质和意义上归结为精神之外的东西
，我们才能摆脱失落的苦痛，拥有寻回精神家园的可能。

心态，对于某一特定事物有在先的心理取向，而不管事物是否已经表象到了意识中。没有一种心态的
存在，主动的“统觉”是不可能的。

《论所谓神秘现象中的心理学和病理学》中体现的五大主题
一、无意识心理内容的自主性。——体质及理念的先入之见，引发自我情结自发的分裂，导致第二人
格的建立。
二、心理的上述作用“具有目的论的意义”——心理超越、艺术拯救、神话的文化功能都是这一思想
的延伸。
三、无意识不仅是那些被意识遗忘了的记忆的承载者，也是某种“远远突出于自觉意识”的自觉感受
的“代理人”。
四、“一个癔病患者的下意识敏感，有时候将五十倍于正常人的敏锐”
五、神话“体系”的广泛存在。——人的心理天生固有一种造型力，这种造型力在不同的时代和在彼
此没有交往的地方，会自发地产生出类似的幻想形式。

《自我与无意识间的种种关系》“梦不仅仅时幻想，同时也是内在精神发展的自我显现，正是这种精
神发展使病人的心理能够逐渐地成长和摆脱那种没有精神支撑的个人纽带。”
同时，梦，或者说无意识还具有“再现古老神话”的特性。“这是历史上广泛分布与世界各地的神灵
形象，但它们却经由自然而然的心理功能而得以再生⋯⋯这里，我们是在与重新激活的‘原型’打交
道，正像我在其他地方将其称之为原始意象一样。这些古老的意象被梦所特有的原始思维重新赋予了
生命。它并不是一种遗传的观念，而是一种固有的思维范式。”
——这奠定了荣格当代思想先驱的地位，却也导致了他与弗洛伊德的巨大分歧。

《转变的象征》出版于1912年，1950年该书第四版前言：
“这本书因而成了一座里程碑，矗立在两条道路分岔的地方。由于它的不完善和不完整，它为我后来
几十年的生涯制定了必须遵循的计划。”
这本书的写作，与其说是居于观点分歧和性格的冲突，不如说是基于一种迫切需要寻找出路的生命需
要，而这种需要最终也被证明代表了一种时代的需要。
评价弗洛伊德：其心理学被束缚在及其狭隘的视野中，具有明显目的指向性的还原论和因果论倾向。
本书的要点，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对人文精神的寻根、对未来社会的隐忧。

《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心理学与文学》两个角度来理解：
一、它具有“内在的目的性指向”“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
二、具有“超个人”、“非个人”的特点而不能根据艺术家个人性格及生活的缺陷去作出解释。“艺
术家的个人生活对于他的艺术是非本质的⋯⋯他的个人生涯也许是有趣的或不可避免的，然而这并不
注意说明作为艺术家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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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荣格的精神》的笔记-全

        所谓直觉，只不过内嵌在无意识中上演了几千万遍的经历，来源是社会或家庭。抛开谈何容易，
尤其是创伤性的。
用这样的直觉处世，轻得如此重。
心理是有超越功能的，要以“目的论”而不是“决定论”来看心理成长。
螃蟹的梦：互相指责没有敞开心扉，来源于对爱“粗暴的”需要。《人质》--张惠妹

3、《荣格的精神》的笔记-第二章：荣格的思想

        荣格的思想
一、集体无意识
精神需要中最重要的是对于神话、宗教与艺术的需要，这不仅涉及人生意义这一终极命题，也涉及人
以什么方式共同生活。从这一思路出发，荣格赋予无意识极深广的内容和意义，首先，表现在从理论
预设上假定无意识具有非个人和超个人的特性。
——个人无意识&amp;集体无意识（由是否源自个人经验、后天获得）
集体无意识——海岛的比喻，高出水面的部分代表意识，水面下因为潮汐运动而显露出的那部分代表
个人无意识，而潜藏深海之中的海床就是集体无意识。
假设的依据，医疗实践之外，还有考古学、人类学和文化学方面。——例子：曼陀罗（花朵。十字、
车轮等图形象征的意象）
说明集体无意识：“蟹梦”案例，幻想的神话学意义超出个人的思想范围 &amp; 《集体无意识的概念
》 以达·芬奇和他的圣安妮、圣母玛利亚、幼年基督的画作与其两个母亲对他的影响解析——与弗洛
伊德的分析方式反差极大 是从神话 “双重血统”的母体==母题来分析的
两者的关系：个人无意识的显现“就像人类海洋中渺小而零落的岛屿，然而实际上，它们只是淹没于
水下的那些巨大山脉露出的山峰而已。”

二、原型与原始意象
“个人无意识的内容主要由带感情色彩的情结所组成，它们构成了心理生活中个人和私人的一面。而
集体无意识的内容这是所说的原型。”无意识不是后天获得或经由遗传具有的，但其中有一些先天固
有的直觉形式，也就是知觉与领悟的原型。“正如一个人的本能迫使他进入一种特定的存在模式一样
，原型迫使直觉与领悟进入某种特定的人类范型。和本能一样，原型构成了集体无意识。”——原型
和原始意象与决定着我们领悟模式的要素相关联。
“原型是领悟的典型形式。”也即心理结构的普遍模式。原型对于所有民族所有时代都是共同的。
原型与原始意象大致相当于实体与功能的关系。“原始意象可以被设想为一种记忆蕴藏，一种印痕或
记忆痕迹，它来源于同一种经验的无数过程的凝缩。在这方面它是某些不断发生的心理体验的积淀，
并因而是它们的基本形式。”“是同一类型的无数经验的心理残迹。”
就现象为何要以神话幻想方式出现，是因为人类心理具有某种不受外界影响的自主性或康德所说的“
先天综合能力”。——这与神话、艺术等密切相关
“原型不是由内容而是由形式决定的⋯⋯原型本身是空洞的。纯形式的，只不过是一种先天的能力，
一种被认为是先验的表达的可能性。”必须跳出理性哲学的狭小框架才能获得对于原型内涵的完整理
解。而这种完整性又使荣格试图通过神话学和神学的意义上来解释和补充。
在原型和集体无意识主义基本思想中，已经集中体现了荣格重建精神家园的理论意向。
象征、隐喻、反讽等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不是做出正面的严谨阐述。更好地揭示，高度的概括

三、“个性化”之路
“个性化”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充分地认识自己，并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充分地去实现自己，这个过程因
为涉及心理的分化，也就隐含了人格分裂和片面发展的危险。但其作为一种内在趋势，却总在自发地
努力，在不断地心理分化的同时致力于心理的整合，以及重建精神的完整与统一。同时，个性化使系
统内部的单一结构能得以成长为复杂的，而结构的复杂性意味着人能让各种知觉获得更好的感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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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以多种方式表现自己。
障碍：个性化在利益至上的社会，会受制于对物质利益的追逐，而让精神扭曲，那样的冲动之下，隐
藏着的“权力意志”、“死亡恐惧”等在随着人的成长会成为成长过程中的心理障碍。第二个障碍是
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也即“人格面具”——由荣格提出，并被推为集体无意识最重要的原
型之一。习惯了的伪装者往往会成为人格面具的牺牲品和受害者——当其长久地仅仅认同于自己扮演
的角色，人格的其他方面受到排斥时。
阐释：一切原型必须是有利于个体和种族的，不然就不可能成为人的固有天性。人格面具于人的生存
是必须的，让我们能实现个人目标达到个人成就，能与不喜欢的人和睦相处，它是社会生活和公共生
活的基础。
抛开人格面具，回到更具统摄性的原型，也就是自性原型，才能获得重建家园的可能——人不能“超
越”自己的人格面具获得皈依，便完全可能走向精神的崩溃。
“个性化是一种自然需要，任何将其降低到集体标准而对个性化造成的妨碍都是有害于个人的生命活
动的。由于“个性”乃是先天在心里省力上被给定了的并且必然会以精神的方式把自己表现出来，因
而对个性的任何眼里压抑便都是一种人为的扭曲。一个由扭曲的个人组成的社会群体显然不可能是一
个健全的、有生命力的社会组织；只有一个既能保持其内在凝聚力和集体价值，同时又为个人提供了
最大限度的只有可能的社会，才可望具有持久的生命活力。”
个性化意味着一种从群体和一般性上分化出自己的特殊性，但这一过程中它必须是植根于其中的土壤
里生长，否则就可能大致极端的个人主义。当个性化取向完全是集体的，就会让那些集体的标准成为
多余和不必要的，道德也会随之崩溃。

四、心理的超越功能
自性：“自性是我们生命的目标，它是那种我们称为个性的命中注定的组合的最完整的表现。”荣格
以其作为帮助我们理解精神现象的“工作假设”。
自性代表了心理中“综合”和“统一”的力量。
“在我对无意识结构的研究中，我被迫在‘灵魂’和‘精神’之间做出概念性的区分。我把精神理解
为一切心理过程——意识与无意识的——总和。另一方面，我把灵魂理解为一种清楚划分出来的功能
性情结，这一情结可以最好地描述为一种‘人格’。”
多重人格：“特殊环境往往需要一种特殊的态度。这种态度越久越是频繁地受到需要，它也就越是称
为一种习惯性态度。来自受教育阶层的许多人都往往不得不活动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环境——家庭生活
圈子和公共事物圈子——之中。这两种全然不同的环境需要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取决于自我对某种
当时的态度的认同程度，这些态度会产生出一种性格的复制品来。”——人格面具生发而来。不过人
格中某种固有的整合趋势，能满足个人产生“凝聚性力量”来抗衡分裂。
“超越功能”：指与无意识打交道的过程，“因为它再现了一种建立在真实的与“想象的”、理性的
与非理性的材料上的功能，并因此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裂开的深渊上架起了一座桥梁。”它存在于梦
和幻觉中的显现，而通过将不自觉的和自发的、应自然的要求而发生的事情，蓄意地召唤出，并整合
到自觉意识及其世界观中，能给予精神分裂症以干预。

五、人及其象征
象征：从对象化与自我实现的角度看，象征是人的精神的对应物。任何对象，档期作为象征的时候，
都是人的精神的外化和显现，在这一意义上，“同样、月亮和星辰都向人呼喊：认识你自己。（费尔
巴哈语）”象征具有超越功能和整合作用，将彼此对立冲突的心理内容转化为统一状态。“人与象征
共存，尽管人没有意识到，但象征的意义却使人生生机盎然。”象征在某种意义上，不仅是人自我认
识的路标，也是人自我实现的向导。而推延到人类历史，就是不断用新象征取代旧象征的历史。
理解与把握，象征不同于实物，它能唤起某种未知的、神秘的、寓意深远的想象和领悟（松树的植物
特性与被赋予高洁品格）；不同于符号，不像符号作为一种能指，有固定的约定俗成的所指，象征的
所指是未知的、不确定的——但其又在能指与所指之间有某种神秘的对应和契合（打动所有懂得艺术
的人之心的梵高的向日葵）。
“一种东西究竟是不是象征，主要取决于正在对它进行观察的意识所持的态度。”——有因人而异的
一面，即象征在不自发地将其强加于人的一面之外，也取决于人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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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又分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只有当其包孕着意义时，是有生命的；随着时代的迁移，无生命的象
征可能会重获生机。
象征具有预言特性。我们把“自我”视为自己的主人，但我们真正的主人却是隐藏在无意识中的“自
性”。自性不仅对我们的过去有更多的了解，而且能够预见我们的未来。而这种预见往往出现在梦里
。

4、《荣格的精神》的笔记-第1页

        2010，10，27   

    “在历史和存在的悖论中，人无论如何总是以复旧的方式进行着创新（或以创新的方式进行着复旧
）。”

 

弗洛伊德：个体无意识，用“性”把人“兽性”化。

荣格：

1.集体无意识：identity，同一性 
2.“自性”原型self VS “自我”ego 
3.内倾，外倾——入世，出世 
4.“反向转化”：矛盾的两种心态（信仰）同时存在的结果。 
5.个性化之路——无意识自我实现的自然过程：1）成为独特、独立的个体。2）重建心理的完整与统
一。实现障碍：1）对物质利益的追求。2）人格面具：个人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 

     “个性化导致对集体标准的自然而然的尊重，但如果个性化的取向完全是集体的，这些（集体）标
准就会逐渐成为多余的、不必要的，而道德也就会随之崩溃。一个人的生活越是由集体标准所铸成，
他也就越不具备个人道德。”

6. 解梦方法：分解简化，综合建构，放大与比较，现象学（现象的“显现”性质）

符号：约定俗成的代表某一确定事物 
象征：含义未知、不确定，“不是一种用来把人人皆知的东西加以遮蔽的符号”。 
7. 思想来源：

    “飞箭不动”悖论，芝诺：处于A点的运动着的物体永远也到达不了B点——因为它首先须走完两点
之间1/2路程，之后须走完剩下路程的1/2，在此之后须走完又剩下路程的1/2⋯⋯无限剖分，A将永远
到达不了B点。

     博尔赫斯，叙述时，把“在此之后”换成了“在此之前”，这样，A不仅永远到达不了B点，而且似
乎离B越来越远。

1）集体无意识——大乘佛教，阿赖耶识，唯识宗

  “识”有八种：感官知觉：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

                自我意识：意识

Page 14



《荣格的精神》

                个人无意识：末那识

                集体无意识：阿赖耶识

2）尼采：竭力为生命和本能争取应有的权利，但与此同时却牺牲了生命和本能的许多方面。

3）精神分析——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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