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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精神分析运动中，尽管出现了不同的思想，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但是精神分析学派总的还是有一些
共同的东西，即强调儿童期的影响，强调压抑的作用，用病态的观点来看待现代的人性等。
精神分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蓬勃发展，深入到西方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融合到了
整个西方社会之中，成了西方社会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究其原因，乃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对西方人性造成的戕害，以及后工业社会给人的精神造成的强大压
力之故。

　　本书是精神分析经典译丛中的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分册，书中收录了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心
理学家弗洛伊德利用他的精神分析类分析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幽默、论点、趣谈等诙谐心理现象的专著
。
全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诙谐的技巧和目的；第二部分论述了快乐机制与诙谐的起因和作为
社会过程的诙谐的动机；第三种分论述了诙谐与梦及无意识的关系、诙谐与喜剧的种类。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

作者简介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年生于捷克的弗莱堡。
四岁时移居维也纳，其后的一生大部分在此度过。
他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医学院，随后专门从事神经精神医学的研究。
1939年病逝于伦敦。
　　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被誉为精神分析之父，是影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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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分析部分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诙谐的技巧
　第三节 诙谐的目的
第二章 综合部分
　第一节 快乐的机制和诙谐的心理起因
　第二节 诙谐的动机——作为社交过程的诙谐
第三章 理论部分
　第一节 诙谐和梦及无意识的关系
　第二节 诙谐和滑稽的种类
附录：弗朗兹·布伦塔诺的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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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费希尔(1889)借助于其认为处在诙谐和喜剧之间的漫画来显示诙谐和喜剧的关系，喜剧与丑陋的
联系是在喜剧与丑陋的某种表现方式上：“如果它(丑陋的东西)是被隐藏的，它必定在以观察事物的
喜剧性方式下被揭露出来；如果它只被稍加注意或完全被忽视，它必定会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样
，通过这种方式，漫画产生了”⋯⋯我们整个精神世界，这个我们思想和观念的知识王国，在未被外
部观察之前是不会展现出来的，它不能被形象地可见地直接想象；而且它还包含着抑制、不足和扭曲
——大量荒唐、喜剧的对比。
为了突出强调这些情况和使其更接近审美要求，就必须有一种它本身不仅能直接想象对象且其本身就
能反映在这些想象上并使其清晰的力量：一种能显示思想的力量。
这样的力量只能是判断。
一个诙谐就是一个产生喜剧性对比的判断；它已经在漫画中发挥无声的部分作用，但只有在判断中它
才能获得它的特殊形式和其显现的自由领域。
　　我们看到，李普斯的贡献是在喜剧范围内区分诙谐的特征为动作，是主体积极的行为，但费希尔
则在诙谐与其对象的关系中区分诙谐的特征，这种关系，他认为是思想世界丑陋性的隐藏。
不可能检验诙谐定义的有效性——的确，它们很少能被思虑到——除非将它们重新置于它们原来所处
的情境中加以考虑。
因此，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作者对喜剧的解释，才有可能从其中得到一些有关诙谐的知识。
然而，在其他文章中，我们看到相同的作者能无需关注诙谐与喜剧的联系而能基本地、一般地描述出
诙谐的有效性特征。
　　最令费希尔自己满意的诙谐的特征在于：“诙谐是一个游戏性的判断”。
为了显示这一点，他进行这样的类比：“正如审美自由存在于对事物游戏性的注视”。
在另一处，他认为，我们没有对对象有任何需求的情况时才能成为审美的特征，特别是没有强烈需求
的满足感时，我们才能满足于注视该客体的乐趣。
审美态度和工作相比是游戏性的——“从审美自由中还可能涌现出：一类从常规和约束摆脱出来的判
断，根据其起源，我将称其为‘游戏性判断’，在这概念里包含着上述的第一个决定因素，即使不是
整个公式，但它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自由产生诙谐，诙谐产生自由，”保罗写道，“诙谐仅仅是概念游戏。
”　　一个长期存在的受人喜欢的诙谐定义是在不相似的事物——就是暗含着相似性中发现相似性的
能力。
保罗在一个诙谐的形式里表达这种思想：“诙谐是一个使每对夫妇结合到一起的伪装的神父。
”维舍更进一步进行了解释：“他最喜欢的是将亲戚们并不赞同的双方结合起来。
”但维舍的目标是那种没有对比，因此就不需寻找相似性的诙谐。
所以，他和保罗稍有不同，他把诙谐定义为，以一种令人惊异的迅速把一些在事实上、在内容上和不
同类的概念联结成一体的能力。
费希尔再一次强调这样的事实，在大量的诙谐判断中，发现的不是更多的相似性，而是差异，而李普
斯则指出，这些定义是和作为拥有诙谐能力的诙谐全体产生的诙谐活动相关，而不是和他所做的诙谐
结果相关。
　　已被提出的其他或多或少有些相关的定义和描述诙谐的观点是：“观念的对比”，“胡说的意义
”，“困惑与启示”。
　　克雷普林(Kraepelin,1885)的诙谐定义所强调的是对比的观点。
诙谐是“两个在某些方面相对的观念武断的联系和联结，通常是以口头上的词语联结作为手段”。
像李普斯一样的批评者毫不费力地指出了这一公式的全部不足之处，但他自己不排除对比因素，只不
过是从其他方面进行解释。
“对比是继续存在的，但不是某种附属于词语的观点间的对比，而是词语的意义与无意义之间的对比
或矛盾。
”(李普斯，1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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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举例说明怎样理解这一点：“对比的产生仅仅因为——我们可以赋予对比词各自的意义，但我们不
能赋予对比的意义。
”　　如果最后一点进一步发展，那么“意义和无意义之间的对比就变得重要了”。
某时看起来对我们有意义的，我们现在看起来却毫无意义了。
在这种情况下，那就是所谓的喜剧构成过程——某种说法对于我们将成为诙谐，如果出自心理学需要
，赋予这一说法某种重要性时。
但当我一这样做时，又把它取消了。
借助这种“重要性”，任何事情都能被我们所理解。
我们把一种意义赋予一种表达，并依逻辑知道其不可能有这样一种意义。
我们在其中就会发现真理，而这一真理根据经验法则和思维的一般习惯，我们是在其中找不到的。
我们认为它的逻辑的和实际的结果超越了它的真实内容，一旦清楚地认识到这一表达的性质，我们就
只有去否定这一结论。
在每一个例子中，诙谐表达唤起的，也是喜剧感情的基础，我们的心理过程是存在于从意义的赋予，
真理的发现，结果的认同到相关的无意义事物的意识或印象的瞬间转移过程中。
　　然而，这个讨论可能听起来很深入，在这里却会产生的问题是：就诙谐的概念与喜剧的概念不同
而言，就喜剧感情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什么是有意义与什么是无意义之间的对比，是否有助于定义
诙谐这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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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系列丛书共18种，精心选取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阿德勒、荣格、荷妮和弗罗姆的经典之作
，分别从性欲、社会、生活环境、文化传统等方面对人的状态心理大至精神病串，小至日常笔误、舌
误等过失进行了深入的精神分析。
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讨这些著作，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为我所有。
《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是其中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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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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