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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内心的冲突》较之于《我们时代的神经人格》，不仅在理论上有重大的发展，而且达到了早期
著作中鲜有的哲学的高度。
    本书讨论了人内心的主要的冲突类型和它们的各种表现形式，分析并归纳了各种相互矛盾的态度和
倾向，指出了被这些冲突所扰之人旨在解决冲突的努力结果怎样导致失败并陷入恶性循环，提出了解
决这些冲突的切实可行的建议和设想。
因此，即使读者已经从作者早期论著如《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初步接触了她的理论，但要真正
认识、全面了解作者及其代表的学说，则只有在进一步细读她后期的成熟之作——《我们内心的冲突
》之后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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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际关系之外的感情压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其实我们在讨论自立与自强时已暗示到了这种原因
。
任何有可能使孤立者产生依赖性的欲望、兴趣或快乐，都被他看成对自己的背叛，因而加以压制。
在患者看来，似乎在允许感情流露之前，需要小心地分析局势，以防可能损失宝贵的自由。
任何对独立的威胁都只促使他把感情的大门关得更紧，但当他发现局势无害于他的自由时，便会欣然
投入其中。
梭罗著的《瓦尔登》①就很好地说明了在这些状况下可能产生的深刻的感情体验。
患者心中既害怕耽于欢乐，又怕因此而使自由受限，所以有时几乎变成了禁欲主义者。
但这是一种特殊的禁欲主义，其目的不是自我否定或自我折磨。
我们还是称之为自我限制更好；我们如果承认它的理论前提，那么它并非缺乏明智。
　　自发的感情体验应该在我们身上有它的位置，这对保持心理的平衡有极重要的作用。
比如，创造性才可能是一种拯救手段。
假如这种才能先受到了压抑而不能表现，然后通过分析治疗或别的体验而被解放出来，那么对患者将
产生极良好的影响，甚至使人觉得治疗中发生了奇迹。
但在估计这种治疗效果时却需要谨慎。
首先。
如果把产生的疗效普遍化，则是错误的；它对一个自我孤立型患者不一定有好处。
⑦甚至就是对那个患者本人而言，如果从是否改变了他的神经症的基本因素看，那么严格地说这种效
果还不能称作治愈。
它只提供给他一种更满意、失调程度更轻一些的生活方式。
　　感情愈是被克制，患者就愈有可能强调理性的重要。
他的希望便是一切事情都能够只凭理智思维的力量便得到解决，好像只要知道了自己的问题就足以治
疗自己的毛病了；或者好像单靠理性就能解决世上的一切麻烦了。
　　在讨论了自我孤立者与他人的关系中存在的这些情况以后，有一点就很清楚了：任何亲密持久的
关系都必然威胁他的自我孤立，因而可以产生很坏的后果；当然，如果与他交往的人也同样自我孤立
，自愿尊重他对保持距离的要求，或者他的伙伴为某些理由能够且愿意顺应他的孤立需求，那么又当
别论。
一片痴情耐心等待培尔．金特归来的索尔维格①就正是这样一个理想的伙伴。
索尔维格并不对他有任何要求，她对他如有什么要求，那将吓坏他，正像他如果失去对自己感情的控
制也会给吓坏一样。
可以说他不知道他自己给予别人的是多么少，而他却以为自己已经献出了未表达出口、未体验过的感
情，把自己珍贵无比的东西已给予了她。
只要感情距离得到足够的保障，他就能够保持某种程度的持久的忠贞。
他也许可以卷入与他人的短暂的交往的关系，时隐时现，但这些短期关系是脆弱的，任何微弱的力量
都会使他马上退缩。
　　与异性的关系之对于他，完全有如一张桥牌之对于别人。
只要这种关系是短暂的，不干预他的生活，他就欣赏；而且，这种关系还必须严格限制在专门为之划
出的时间、地点、范围以内。
另一方面，他可能对这种关系极端冷漠，根本不愿哪个异性进入自己守护的“领地”。
这时，他自然用完全是想象出来的关系来取代真实的关系。
　　我们所描述的这一切特殊表现，都出现于分析过程之中。
自然，自我孤立者对医生的分析大为不快，因为那的确可说是对他私生活的最大侵犯。
但他也有兴趣对自己作一番观察，医生的分析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看到自己内心的复杂的斗争，因
此，他对此又感到神往。
他可能对自己所做的梦的生动性感到好奇，或对自己偶然的联想的恰当性感到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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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找到能证实自己的臆断的材料时，他就像科学家找到了证明那样快活。
他感谢医生的努力，希望医生在某些地方给他以指点，但若是医生“强迫”或催促他走向自己未曾料
到的方向，则会引起他的反感。
他老是担心分析中的暗示会带来危险，而实际上对于他这种类型的人来说，危险性远远小于对于其他
两种类型的人，因为他早就“全副武装”来防范外来影响了。
本来，合理的自卫方法，乃是去证实分析医生的暗示是否正确，他却不这样做；相反，他的做法是：
凡医生所说的若不符合他对自己的看法或对生活的总的看法，他都必然盲目地加以拒斥，尽管表面上
他做到了礼貌周全，不直接反对。
他尤其感到可憎的是医生居然要他来个改变。
当然他希望摆脱扰乱他的那些东西，但不能触及他的人格。
他一方面欣然观察自己，另一方面又无意识地坚决不改。
他对外来影响的藐视只是对他态度的一种解释而已，而且这还不是最透辟的解释。
我们以后将讨论另外那些解释。
所以，他自然在自己与分析医生之间划出了很长的一段距离。
在很长的时间以内，分析医生对他只是传过来的一个声音。
在他的梦中，他与医生的关系可以表现为这样一种梦境：两个记者从相隔遥远的不同家相互打长途电
话。
乍一看来，这种梦似乎表现r他对医生及其分析工作的疏远感，但这只是清楚地再现于他意识中的态度
。
梦绝不仅是对现存感受的描绘，而且是寻求解决冲突的一种努力，所以，这样的梦自有其更深的含义
。
它表现了患者想让自己不与医生及其分析工作沾边的动机——不让这种分析触及自己。
　　最后，我们还可以在分析过程中以及过程以外观察到一种特点，那就是患者在面对医生的进攻时
死命防卫自己的孤立。
这种现象当然也见诸所有神经症，但这一类型的患者所进行的抗拒似乎更持久，几乎成了生死搏斗。
患者想出一切办法来对付干预。
事实上，早在自我孤立真正受到威胁以前，这种反抗就已经暗暗地但带有破坏性地进行着了。
拒不让医生的分析来干预自己，只是患者意图的一个方面。
如果分析医生试图使患者相信他与医生有关，他心中有冲突在发生，那么患者的抗拒便更巧妙、更委
婉一些。
患者至多会对分析医生表现一点通情达理的看法，假如患者的无意识产生出自发的感情反应，他也绝
不会任其进一步发展。
总之，患者常常对人际关系分析持有根深蒂固的对抗。
患者与他人的关系一般都非常含糊暖昧，医生常难以得出清晰的印象。
患者的这种抵制是可以理解的。
他一直与他人保持着一个安全的距离，医生谈起他的问题只会使他震惊、不安。
医生如果多次提说这些问题，患者便公开怀疑医生有什么动机。
这个分析医生是不是要使我合群?这种方法只会引起患者的蔑视。
如果后来医生成功地使患者知道离群索居的缺陷，患者便惊恐不安、烦躁易怒。
他可能意欲离开医生。
在分析过程以外，他的反应更强烈。
平常本来是沉静温和、通情达理的人，可能会因恼怒而变得僵硬冷漠，或出言不逊，因为他觉得自己
的孤傲与自由受到了威胁。
患者一想到加入什么活动或专业团体，一想到别人需要他的是参与行动而不仅仅是交纳一笔会费，便
真正恐慌起来。
即使他不慎卷入了进去，他也会不顾一切使自己脱身出来。
比起一个生命受到威胁的人，这种患者更有本事发现逃避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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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一个患者曾经说过的，假如是在爱情与自我孤立二者之中进行必居其一的选择，他会毫不迟疑地
选择自我孤立。
这又带出了另一个特点。
他不仅用一切能够用上的方法来防卫自己的孤立，还觉得为了，孤立任何牺牲也值得。
他把外在的好处和内心的价值抛弃了；在意识上，他把任何可能干涉自我孤立的欲望都清除掉；在无
意识中，他便自动地实行了对欲望的压抑。
　　任何受到如此激烈捍卫的东西⋯定有一种巨大的主观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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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译者序　　美国心理学专家卡伦·霍妮的这本论著，在现代人格心理学的发展史以及精神分析
的理论与实践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卡伦·霍妮（1885～1952）生于德国汉堡，就读于柏林，于1913年获医学博士学位。
从1914年到1918年，她在柏林一朗克维兹研究精神病学，并在1918～1932年期间任教于柏林精神分析研
究院。
为逃避纳粹迫害，霍妮于1932年赴美并在其后两年中担任了芝加哥市精神分析研究所副所长。
1934．年她来到纽约，在纽约精神分析研究院任教一直到1941年。
该年，在她的发起下，精神分析促进会和全美精神分析研究院成立，她担任院长直至逝世。
除了积极从事教学与精神治疗的研究和实践以外，她还是美国最权威的精神分析杂志的编辑、全美精
神病学学会的成员；她经常为该学会撰写论文。
霍妮的著述甚丰，主要有《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精神分析的新途径》、〈自我分析》、〈我
们内心的冲突》等。
　　由弗洛伊德创始的精神分析，在近代和现代西方思想中具有突出的、独特的重要地位；但自从这
一思想运动深入发展之时起，便产生了许多杰出的、持不同见解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对弗氏的正统精
神分析学或偏离，或背叛，这样，不仅开拓了精神分析的新领域，也从不同的、　　全新的角度揭示
了弗洛伊德思想固有的矛盾和缺陷。
其中，卡伦·霍妮作为新弗洛伊德学派的代言人，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出发，对弗氏的学说作了重大的
修正和批判。
这主要表现在她以文化决定论取代了弗氏的生物决定论。
比如，人的内心冲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神经症状一直是心理学的主要课题，但在霍妮之前却没
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更少有人以科学的态度对之进行严密、细致的分析。
有的心理学家即使触及到这一类问题，也未能作出较为中肯的、较有说服力的解释。
比，书洛伊德就认为人的内心冲突是压抑与被压抑这两种力量之争，而强迫性内驱力则具有本能的性
质，追求的是满足；总之，冲突的根源来自生物的、生理的因素。
而本书作者认为，冲突发自于困扰人的内心的相互矛盾的神经症倾向，这些倾向的产生不仅可以归因
于偶然的个人体验，更主要应归咎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特定的文化环境，后者归根结底决定着前者的
特殊形式；这些冲突的出现表明一个人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发生了紊乱和失调，也就是说，冲突的
根源在于人所处的社会文化状态，与他的社会性——而不是生物性或动物性——生活密切相关。
这样，作者使人重新回到他本来就生存于其中的社会这个背景之中，而不是把人孤立出他所属的社会
文化环境，无视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只把人局限在像弗洛伊德的本能说那样一个极带片
面性的狭小范围内。
又比如，与弗氏的带有严重主观色彩的“里比多”理论不同，作者认为被弗氏看作“里比多”的那种
东西实际上只是处于神经症冲突中的人对温情与友爱的渴求，其诱因是焦虑而不是性欲，其目的是在
与人相处时得到安全感而不是性欲的满足。
诚然，作者并不否认个人以往的体验所具有的意义，但她认为精神分析重心不应该是处处沿用的经验
来解释现在的困扰，而应该是立足于当前在人的内心相互作用的各种因素，帮助受困扰的人认识并改
善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建设性指导而不是像弗洛伊德的那种悲观主义的决定论。
　　所以，这本论著不仅比它以前和同时代其他带主观唯心史观心主义局限的精神分析文工团献更明
显的表现出客观的、唯心史观物主义的倾向，而且，较之于作者早期的论著（如〈我们时代的神经证
人格〉）也更具实践的意义，更明晰、更系统，更有说服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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