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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神经官能症产生的过程是人性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一过程会导致人的精力浪费，因此是一种
不正常的发展过程。
这一过程在其特性上与正常的人性发展有很多歧异的地方，而且其程度远远超出人们所认知的范围。
它的表现在许多方面甚至与正常人恰恰相反。
在顺境中，一个人的精力一定会用于实现自我的潜能，而神经官能症的发展却使人根据自身的特殊气
质、能力、嗜好以及前后的生活状况等而发生变化：它会让人变得软弱或坚强，更小心翼翼或更容易
信任别人，更缺乏自信或更具信心，更沉着冷静或更外向活泼。
在发生这些变化的同时，人们也会发展属于自己的特殊禀赋。
不过，无论其发生发展向什么方向，这一切变化都源于人的天资发展。
　　在内心的压力下，一个人或许会远离真我（真正的自我），将大部分精力转移到如何藉着“内在
的指使”，将自己塑造得近乎绝对完美，因为除了让人超乎想像得绝对完美外，再也没有他物可以成
为实现自己理想的形象，使他为自己所具有的、能具有的或是应该具有的崇高品行而感到满足和自豪
。
　　本书详细叙述了神经官能症的发展倾向．它对人们的吸引力远远超出了人们对于病态方面的临床
或理论的研究兴趣。
同时，也包含了一个基本的道德问题--涉及到人类的欲望、动力或探求完美的宗教教条。
任何一位真正研究人性发展的学者都会相信，当自负成为一种激发力时，自尊自大或探求完美的驱动
力可能会同时引发许多方面的缺点。
为了确保道德行为的正确性，一个严格的内部控制系统就会开成。
对于这个内部控制系统的存在价值和必要性问题，人们的观点各不相同，可谓众说纷纭。
我们姑且承认，这种“内在指使”对于人类的自发行为真能起到限制作用，这也正符合某些宗教的教
育，难道我们就可以因此而不再为了探求至臻至善的完美去奋斗了吗？
果真如此的话．倘若没有这种“内在指使”人类道德或社会生活岂非就要面临危机或濒于毁灭？
　　在此，我并非要讨论人类是如何提出这个问题的，也不是要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只想指出
：关于这个问题，答案的关键主要在于我们对人性信仰的“特质”不同。
　　从广义上讲，根据对人性的各种不同解释，有三种主要的观点来诠释道德。
其一，对于那些始终相信人类天生是有罪或相信人类被原始本能所驱使（如弗洛伊德）的人而言，附
加的禁忌与控制是无法摒弃的。
因此，道德规则的日的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由天然状态的被压制或是刻意培养形成的。
　　其二，对于那些相信人性善恶是与生俱来的人而言，其道德目的势必会与众不同，且他们的观念
一定会集中于确信人类天生的美德必将会获取最终的胜利，例如，人们借助于忠实、理性、意志或慈
悲心而使天生的美德受到熏陶、引导及加强，这与宗教或伦理的观念是一致的。
笔者这里所强调的，并非要人们一味地抵抗或压制邪恶，而是从更积极的角度去引导人们快乐地生活
，换句话说，它还有其积极的一面。
然而，这个积极的一面既依赖于某些人的大力帮助，也依赖于意志或理性的思想指引，它的本质作用
仍然是禁止或阻挡“内在指使”。
　　最后一种观点--如果我们相信，人类的遗传性是一种驱使自己去实现本身潜能的进化动力，那么
道德问题也将会与以上两种观点不同。
这种信仰并非意味着人类本质是善良的--因为它认为人类的善良主要以先前对善恶的认知程度为先决
条件．而且意味着人类天生自然地在为实现自我而奋斗，并且从奋斗中建立起自己的价值观。
举个显而易见的例子，除非人们能诚以律己、主动进取、积极与人沟通，否则必定无法发展他们所有
的潜力。
同时，如果人们只沉溺于“无知的自我崇拜”（语出自雪莱），或者老把自己的缺点归咎于他人，那
么他们本身也必将止于现状，无法成长。
只有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才能谈得上真正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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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们得到了“进化的道德律”，其中人们需要培养或者摒弃的道德标准可由下面的问题略
窥一斑：人们对待道德的特殊态度对人性的发展及人类的成长具有引导性还是具有破坏性？
答案正如精神疾病所显示的那样，各种压力都能轻易将人类饱满的精力转化成具有非建设性的、甚至
是破坏性的精力上去。
然而，只要相信为实现自我而奋斗的主观意识，我们就不需要用“紧身衣”来束缚自由的身体．也不
需要用内部控制的鞭子来规范言行，也不要求一定要达到完美的境界。
毋庸置疑，这样严格的规范确实能驱除人性向恶的一些不良因素，但对于人类的成长而言，它也有不
好的一面。
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这样严格的规范，因为我们有更好的方法来对付那些人类成长道路上的破坏力--那
就是随着不断的成长成熟而丢弃恶习，惟有真正了解与认识自我，人类才能达到去恶从善的目的。
当然，自知本身并非目的，它是使人类自然成长的工具。
　　由此可知，对自我的研究不仅仅是基本的道德义务，事实上也是基本的道德权利。
就其成长的广度与深度而言，人们也渴望着能多了解自我。
当人们排除掉心理疾病的困扰时，才能自由、健康成长，才能随意去关爱别人。
同时，人们也会给年轻人一个毫无障碍的发展机会。
　　当年幼者在成长过程中遇到挫折、困扰时，年长者也应竭尽全力帮助他们发现自我、实现自我。
无论如何，不管是为自己，还是为别人，实现自我的理想应该始终保留在人们的脑海中。
　　我希望本书对心理障碍方面的详细赘述，能有助于人们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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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霍妮继阿德勒及荣格之后，与亚历山大、苏利文及弗洛姆等其他学者并称为“新弗洛伊德派”。
他们搁置弗洛伊德的“性”和“原欲”的观念，重视社会文化因素对人格发展的重要性。

　　本书详细叙述了神经官能症者的发展倾向，它对人们的吸引力远远超出了人们对病态方面的临床
或理论的研究兴趣。
同时也包含了一个基本的道德问题――涉及人类的欲望、动力或探求完美的宗教教条。

　　霍妮亦排除弗洛伊德的原我、自我和超我的人格构造组织的想法，而提倡真我、实我和理想自我
等组合的人性发展。
依她的看法，对精神官能症患者的治疗而言，应瓦解对其人格发展有阻碍的理想化自我形象，并在实
我里找出真我而抒发其个性成长的有能，这才是精神分析的精髓。

　　本书不只介绍关于精神官能症的知识，并探讨正常人的人性发展过程。
因此，对对探究人性有兴趣的一般读者，这的确是一本值得阅读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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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卡伦·霍妮(Karen
Horney，1985-1952)，20世纪“新弗洛伊德派”的代表。
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社会心理学的先驱。

　　1885年9月16日，霍妮出生于德国汉堡，受母亲影响颇深。
1906年，21岁的霍妮考入柏林大学，开始对精神分析发生兴趣。
26岁大学毕业后通过考试进入柏林“兰克维兹疗养院”研究三年的精神医学，追随德国著名神经学家
赫曼?奥本海默学习。
1915年，获柏林大学学士学位。

　　1915～1918年，霍妮任伯林精神医院住院医师，1920～1932年期间还在柏林精神分析学院任教。
1932年，霍妮接受美国芝加哥精神分析学院院长聘请，担任该院副院长。
两年后，她迁居纽约，创办一所私人医院，并开始培训精神分析医生。
随着与弗洛伊德正统理论分歧的加大，她与研究所其他成员关系紧张。
1941
年，她倡立精神分析改进会，并创建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亲任所长，直至去世（1952年）。

　　霍妮的主要著作有：《我们这一时代的神经质人格》（1937）、《精神分析新法》（1939）、《
自我分析》（1942）、《我们的内心冲突》（1945）、《自我的挣指扎：神经官能症与人的成长》
（1950）、《女性受虐狂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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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追求荣誉
“探求荣誉”的组成元素中．最明显、最外向的是“神经病患者的雄心壮志”，这是一种探求外在成
就的驱动力。
这种探求“现实的优越表现”的驱动力颇具普遍性，它还遍及于探求任何事情的优异表现，但通常它
常被有力地应用于那些在特定时间并且易于表现其优越的事情上。

第二章 神经官能症者的要求
神经官能症的要求完全是由神经官能症的“需要”演变而成的，这些要求是无理的，因为它们假定了
一项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权利或资格。
换言之，把它们当作是种要求而不单是神经官能症患者的需要，这种看法本身就是过度需求的特别内
容，根据特殊神经官能症的需要，它们有着细节上的不同。

第三章 “应该”：神经官能症者的权利需求
“应该”对一个人的人格及其生活产生的效果，将会随着人们的反应或经历的方式而有所不同．虽然
其程度大小各不相同．但是某些效应是不可避免而且是规律发生的。
“应该”总会让人产生一种紧张的感觉，一个人愈试图在行为中去实现他的“应该”，那么这种紧张
程度愈大。

第四章 神经官能症的自负
当自负受到伤害时，有如此多的计谋可用来重建它。
然而，自负虽极易遭受攻击却又如此珍贵，因此即使是在未来，它也需要受到保护。

第五章 自恨与自卑
因良心而产生的不舒适或懊悔是可以具有明显建设性的．因为它可对错误的特殊举动或反应，甚至我
们整个的生活方式做一检查。
当我们的良心拒绝如此做时，所发生的事一开始就与神经官能症的过程不同。

第六章 脱离自我
神经官能症患者易于忽视与他个人自负背道而驰的情感．而过分强调那些足以增加自负的情感。
如果在他的自大中，认为高高地凌驾于别人之上，那么他就不允许自己去羡慕别人，他那潜在禁欲主
义内的自负将会覆盖快乐的情感。

第七章减除紧张的常用方法
藉着拒绝被内心的矛盾所困惑，神经官能症患者使自己免于面对根本的冲突，因此他能使内心的紧张
维持着低潮．甚至于对那些冲突根本就漠不关心，所以他永远无法知觉到内心的紧张或冲突。

第八章夸张型的解决方法：掌控一切
他们试图以不同的方式来完成这种“主宰”(征服)的心意：藉着自我崇拜与魔力的运用；藉着迫使命
运符合他们的高标准；藉着成为不可克服的人，而企图在渴求报复的胜利心境下征服生活。

第九章 自谦型的解决方法：渴求爱
神经官能症的痛苦也会让他用瓦解自己的想法．或潜意识里将这么做的决定来玩弄自己。
这样产生的吸引力，无疑在悲痛时期影响较大，而且是自觉的。

第十章病态的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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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态的依赖关系因配偶选择的不当而引起．更精确地说．我们不应该谈及选择。
事实上自谦的人并没选择而是“被某些类型迷住了”，无疑，他被能给他更强壮、更优越印象的同性
或异性所吸引了。

第十一章退却：渴求自由
将肤浅的生活看成是神经官能症过程的不幸结果．会给预防与治疗带来较乐观的展望。
目前，当肤浅生活正频繁出现时，如能将之视为一种障碍而防止它的继续发展，是要付出相当代价的
。

第十二章神经官能症者的人际关系障碍
“实现自我”的目标并非唯一，或根本在于发展个人的特殊天赋，其整个过程的中心是个人潜能的演
化或发展．因此，它主要包含个人为建立良好人性关系所努力的一切发展。

第十三章工作上的神经性障碍
神经官能症患者由于自我中心在作祟，其内心对于工作本身往往并不关心，有关如何进行或完成Z-作
的问题，往往与工作本身不相关，而与他自己较有关系。

第十四章精神分析治疗之路
无论还该做什么分析工作——这永远永远都是很多的——只要病人已能独力地努力分析自己，则成功
必在眼前。
正如他将神经官能症的困扰导入了愈陷愈深的恶性循环中一样，现在的循环作用方向已告相反。

第十五章对神经官能症的理论探讨
史怀哲曾利用“乐观”与“悲观”分别代表“肯定宇宙与人生”及否定宇宙与人生。
就此深奥的意义而言，弗洛伊德的哲理是属于悲观的哲理，而我们的哲理则为乐观的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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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病态的依赖性　　病态的依赖关系因配偶选择的不当而引起，更精确地说，我们不应该谈及选择
。
事实上自谦的人并没选择而是“被某些类型迷住了”，无疑，他被能给他更强壮、更优越印象的同性
或异性所吸引了。
　　在解决自负系统内在冲突的三种主要解决方法中，“自谦”似乎是最不令人满意的一种，它除了
具有每一种解决方法的缺点外，还会导致那种比别人更不幸福的主观感觉。
自谦型的真正痛苦可能并不比其他的神经官能症来得大，但他却会更主观地认为自己比别人还凄惨，
因为痛苦使他承担了许多。
　　此外，他对别人的期望与需求，也形成了对他们的巨大依赖性。
虽然各种强行的依赖性都是痛苦的，但这一种特别不幸，因为他与别人的关系不得不因此而被分离。
不过，爱（就广义而言）仍是唯一能给他生活真实内容的东西。
就性爱的特殊意义而言，“爱”在他的生活中扮演了相当特殊与颇具意义的角色，因此有关它的陈述
应专门予以讨论，虽然这样无可避免地会导向某些重复，但它也给了我们较好的机会，以便更清楚地
了解整个神经官能症构造的某些显著因素。
　　性爱诱发了这种类型，且被视为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成就。
爱必须是通往天国之路，那儿毫无悲痛，不再寂寞；人们不再感到失落、罪恶与无用，不再为自己负
责；不再与残酷的世人争斗。
于是爱似乎预示了保护、支持、情爱、鼓励、同情、谅解等意义；爱让他觉得自己有价值，爱给予他
生活上的意义，爱是一种援助或补救。
因此不足为奇的是，他常会将人们分成有产的与无产的，并非就经济与社会地位而分，而是就有无婚
姻或跟婚姻相等的关系而分。
　　爱的意义基本上寄托在他所期望被爱的一切事物上．因为那些描写过依赖者之爱的精神医学作者
已特别偏重这一方面了，所以他们称此为寄生的、依赖性的或口头上色情的，的确，这方面是较引人
注意的。
但就典型自谦的人（具有明显自谦倾向的人）而言，对于爱的吸引力与被爱的吸引力是相等的。
对他而言，爱意味着遗失，意味着将自己浸渍于狂喜的情感中，与另一个人合并而成为统一整体，且
从中找到他本身所没有的统一性。
故对爱的渴求被深而有力的来源所滋养着，这个来源就是渴望给予和渴望统一。
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些来源，那将无法了解他情感所及的深度。
寻求统一性是存在于人类中最强的激发力，尤其对于“内在分裂”的神经官能症患者更为重要。
渴望将自己屈服于（或奉献给）某种比我们还伟大的事物，似乎是大部分宗教形式中的主要元素。
虽然自谦的“给予”是种对正常渴求的讽刺，但它也具有与舍弃相同的力量，它不只呈现于爱的渴求
中，而且也出现在其他许多方面。
在书中，我认为“白灭”的渴求是我一直所认为的那种被虐狂现象的基本解释，它是他癖性中的一个
元素，极力要将自己遗失在各种情感之中，比如遗失在“泪海”中；遗失在对于大自然的狂喜情感中
：沉溺于罪恶感中：淹没于极度兴奋（性高潮）的渴望中，或在睡眠时的微弱呼吸中，而且时常将自
己遗失在自我终极的毁灭--即对死亡的渴求中。
　　我们来看看更深一层的透视，爱对他的吸引力，不只存在于他为追求满足、和平与统一的希望中
，而且爱是他实现理想化自我的唯一途径。
在爱中，他能发展成理想自我所具有的可爱特质；在被爱中，他可获得理想自我的最高证实。
　　因为爱对他具有如此独特的价值，所以“可爱”在他用以决定自我评价的所有因素中排行在第一
位。
我已提过，在这种类型中，可爱特质的培养始于他早期对情爱的需要，精神的安宁对于这种需要格外
重要；可爱特质越突出，则夸张的行为愈被压抑住了。
可爱的特质是唯一被“受压制的自负”所笼罩的一种特质，后者表现在他对任何指责或质询的过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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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的慷慨或他对别人的需要所表示的关怀，不被赏识甚至反而引起激怒时，他会感到深受伤害：
因为这些可爱的特质是他唯一用以评价自己的因素，所以他将自己的慷慨或关怀被拒绝，视为他整个
人全然被拒绝一样。
于是他对遭受拒绝的恐惧便极为深刻，拒绝对他而言，不只意味着丧失了依赖他人的一切希望，而且
带给他一种极度无价值的感觉。
　　在分析中，我们可以更密切地研究可爱的特质如何由严厉的应该系统被执行的过程。
他应该不单单只具有同情心而已，也应该绝对谅解别人。
他应该永不会感到被人伤害，因为所有这些都应因这种谅解一扫而光。
感到被伤害，除了自感痛苦外，势必会引起对自己的小气或自私的白责性谴责，尤其他不应轻易受嫉
妒的苦痛所伤害--对一个易于因被拒绝或被舍弃而发生恐惧的人而言，这种“指使”是不可能完成的
。
充其量他所能尽力而为的，是坚持“宽宏大量”的托辞。
任何冲突发生，都是他的错，他应该是更安详的、更体贴的、更仁慈的。
他的“应该”与他实际所拥有的之问有着差异，通常有一些会被“外移”到夫妻的关系间。
他所知道的，是焦虑地要符合妻子的期望。
有关这方面，存在着两种最重要的应该，这就是：他应该能将任何爱情关系发展至绝对和谐（和睦）
的状态以及他应该能使妻子爱他。
当他陷于难以维持的关系时，或者当知道他果真能达到这种目的也只是纯粹为了自己的利益时，那他
的自负会将这种解决方法视为一种耻辱的失败，而且要求他应该把这种关系处理好。
另一方面，正因为可爱的特质--不管如何的虚伪--被一种隐秘的自负笼罩，所以它们也变成其他隐伏
要求的基础。
它们让他有权得到独有的挚爱，以及满足前一章我们所讨论的许多需要。
他认为自己有权被爱，不只是为了他（此种关怀可能是真实的），而且是为了他的柔弱与帮助，为了
他的痛苦与自我牺牲。
　　在“应该”和“要求”二者之间，会产生冲突的趋向，他必然会因无法摆脱而深陷进去。
有一天当他虽是清白却被加以辱骂时，他可能会下决心责骂他的太太，但就需求对己有利的事物以及
控告他人而言，他却害怕自己的这种勇气。
同时他也对“使自己遗失”的这种期望感到恐惧，因此事情的变化遂达到了极端，他的应该与自责占
了上风；他不应该愤恨任何事项，他应该是平静的，他应该更钟情、更体谅的--不管怎样，一切错误
都在于他。
同样，他对妻子的评价也犹疑不定，他的妻子有时强壮、可爱，有时却是可疑、残忍、无人性的。
因此一切都坠入了云雾中，而无法作出任何决定。
　　他使爱情的关系步入了内在的状态，虽然这些状态总是危险不安的，但它们未必会导致不幸的灾
祸。
假若他不太具有破坏性（消极），假设他找到一位太太，这个女人也相当的正常，就对他的神经官能
症理由而言，太太相当珍爱他的柔弱与依赖性，那他便可以因之获得幸福。
虽然这样，他太太有时会觉得他的依赖态度是种牵累或负担，但这却可使他感到强壮与安全，在这种
情况下，神经官能症的解决堪称为成功的解决方法。
被珍爱与被庇护的感觉，正显示出自谦者的那种最佳特质。
然而，这种状况同时也必会阻止他去革除那些心理困难。
　　这种偶然情况是否常会发生？
这并非是分析者所能裁决的。
分析者所注意的是那些较“不顺利”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夫妻间会彼此互相折磨，而依赖者则正
处于慢慢地、痛苦地毁灭他自己的危险中，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已谈到一种病态的依赖性。
它的发生并不囿于关系上，它的许多特征也可发生在与性无关的方面。
譬如，父母与小孩之间、师生之间、医生与病人之间、指挥者与随从者之问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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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在爱的关系中表现得最为显著，因此只要我们在这一点上了解了他们，那么在其他的关系中我
们就会更易于了解，不管他们是否被忠诚或感激等等的“合理化”所掩蔽了。
　　病态的依赖关系因配偶选择的不当而引起，更精确地说，我们不应该谈及选择。
事实上自谦的人并没选择而是“被某些类型迷住了”，无疑，他被能给他更强壮、更优越印象的同性
或异性所吸引了。
他不顾正常的对象，而爱上一个超然的人，如果后者是因财富、地位、名誉或特殊的禀赋而具有某些
魅力的话，易于爱上外向的自恋欲类型，这种人跟他一样，具有“有希望”的自信，他还易于爱上白
大报复类型的人，这种人敢提出公然的要求而不在乎自己的骄傲与无礼。
许多理由结合起来，从而使他易迷恋于具有这些性格的人。
他喜欢高估他们，因为他们似乎不只具备了他极度缺乏的特性，而且还缺乏轻视自己的特性。
这些现象的产生可能都与他想追求独立、自足、优越感的保证以及需要“炫耀白大”的勇气或是渴求
攻击性等等心理有关。
只有这些他认为是强壮、优越的人，才能满足他的需要。
引用一位女病人的幻想：只有具有强壮手臂的男人方能将她从失火的屋子里、失事的船中或可怕的夜
贼手中拯救出来。
　　他之所以被蛊惑或被迷住的原因，也就是用以说明这种迷惑的强迫性元素--是因为他将“夸张的
驱动力”压抑了。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他必定会尽一切所能来否定那些夸张的驱动力。
无论他所具有的征服性驱动力与隐伏的自负是什么，对他而言这都是外来的--然而，相反的是，他却
将自负系统被屈服的无助部分感受为Fl己的本质。
但另一方面，因为他痛苦地居于“畏缩过程”的结果之下，所以能具有攻击性地且自大地征服生活，
对他而言这变成是最有价值的事。
潜意识里，甚至于有意识地当他认为自由得足以表达出来时，他以为只要能像l6世纪征服墨西哥和秘
鲁的西班牙人那样傲慢与残酷，那他必能“自由不拘”，而世人从此都需仰视他。
但因为无法获得这种特质，所以他被别人的这种特质迷惑了，他将自己的夸张驱动力“外移”，而且
崇拜别人的夸张驱动力，在此能确切地感动他的是别人的自负与自大。
不知道唯有自己才能解决自己的冲突，却企图藉着爱去解决。
爱一个自负的人、与他合并、利用他的一切而获得补偿地生活着，以使自己也能参与征服生活，而不
必自己具有征服生活的能力。
如果在这种关系的进行中，竞发现了神像的脚是泥土做的时，他便会对此失去兴趣，因为他无法再将
自负转移到其身上。
　　另一方面，具有白谦倾向的女人并不会吸引他，使他产生要选她作为性爱对象的兴趣。
他可能像朋友般地喜欢她，因为在她身上比在别人身上可发掘到更多的同情、体谅或真爱。
但一经密切交往之后，他甚至于会厌恶她；她就像一面镜子，他从她身上发现了自己的柔弱，因此变
得轻视她，至少会对她表现出激怒。
他也害怕这种对象有如依附的蔓藤，只因为他必须是个更强壮的人这种意念，惊吓了他：这些负面的
情感反应使他无法评价这个对象所拥有的优点。
　　在具有明显自负的人们中，那些自大、报复的类型虽然对于依赖者常具有最大的迷惑力，但就依
赖者真正的私利而言，他有强有力的理由去畏惧他们。
迷惑力的起因部分在于他们具有最显著的自负，但更重要的因素是，他们最可能击倒受制于他的自负
。
开始时，自大者这一方面可能具有一些粗野的攻击性，毛姆在《人性的枷锁》一书中，有关菲力普与
米特莉首次邂逅时的描述已说明过这种现象，史蒂芬茨威格在他的《狂乱》一书中也有同样的例子出
现。
在这两个例子中，依赖者首先都报以愤怒的反应以及向攻击者（这两个例子都是女性）报复的冲动反
应，但几乎同时又都被迷惑了，因此无望地与情深地被她所“诱惑”，此后就只具有一种富有推进力
的兴趣：赢得她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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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破坏（或近乎破坏）自己。
侮辱的行为常会突然引起依赖的关系，而不必像《人性的枷锁》或《狂乱》两本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富
有戏剧性，它可能更精巧或更隐伏，如果在这种关系中并不存在着这种侮辱的行为，则会令我大感惊
讶。
它也许只包含缺乏对人的关心、自大的冷漠、待人不够殷勤、带有玩笑性质的讽刺、或不被对象那种
迷人的任何优点--如名声、职业、知识等--所感动。
这些都是“侮辱”，因为他们认为是“被拒绝”，我已提过，“被拒绝”对于那些拥有“需使人人喜
爱他”的自负的人而言，是一种侮辱。
这种现象发生的频率，可使我们弄明白超然孤立的人对他所具有的吸引力有多大，他们的冷漠与不可
利用构成了侮辱性的拒绝。
　　这些事件，似乎加深了“白谦者”一味渴求痛苦且热切地抓住因侮辱所引起的痛苦事项的概念，
其实，再没有其他错误观念会比这一概念更能阻碍对病态依赖性的真正理解，它特别容易导致错误，
因为它只包含了一点点的真实性而已。
我们知道痛苦对他而言具有多种神经官能症的价值，而且侮辱的行为就真像吸铁石一样吸引住了他。
其错误在于，在这两种事实问建立了过于精简的因果关系--认为这种磁性般的吸引力因痛苦的事项而
决定。
理由就是我们分别提过的那两个其他的因素：因别人的自大与攻击性对他所产生的诱惑力以及他自己
所具有的“给予”（或屈服）需要。
现在我们已了解了这两种因素比以前我们所知道的更为密切的相互关系，他渴求舍弃自己的躯体与灵
魂，但除非他的自负居于下风或被破坏，他才能这么做。
换言之，起初的攻击性之所以吸引人，与其说是因为它伤害了，倒不如说它燃起了“自我摆脱”与“
白屈”的可能性：套句病人所说的话：“动摇我自负的人，将我从自大与自负中解放出来”；或者“
要是他能侮辱我，那正表示着我是个凡人”；而且，可能还会说“只有这样，我才能爱”，这里我们
也联想到比才的《车夫》这个故事，她的热情只当其不被爱时方会被激发。
　　无疑，为了屈服于爱情而放弃自负，是病态的，（正如我们即将了解的）特别是明显的自谦类型
，只当他感到或者真正的堕落时方能去爱。
但如果我们记得，就正常人而言，爱与真正的谦卑可能会共存时，则前述现象将不再稀奇或神秘。
它与我们最初所相信的十分相像，而且比我们在夸张类型中所观察到的还存有更大的差异。
夸张型的人对爱产生恐惧，主要因为他潜意识里了解，为了爱他必须放弃很多神经官能症的自负。
简言之，神经官能症的自负是爱的劲敌。
夸张类型与自谦类型的差异在于，前者并不需要爱，相反的却对此规避且视之为危险的事物；但对于
后者而言，屈服于爱是解决一切的方法，而且是生命所必需的。
夸张类型的人只要其自负遭受破坏，他就会屈服的，但却会演变成情感的奴隶。
斯汤达在《红与黑》一书中，有关玛斯尔达对于莲的情爱中，已描述过这种自负的过程。
它显示了自大者对爱的恐惧建立得很稳固--对他而言，这种自负过于警惕而无法让自己陷入情爱中。
　　虽然我们在任何关系中都能研究病态依赖性的特征，但这些特征在自谦类型与自大类型二者问的
性关系最为显著，这种关系所产生的冲突较为强烈，而且发展得也较为完全，因为这两种对象（夫妻
）问的关系通常较为长久。
自爱欲的或超然孤立的对象较易对那种别人不问理由而对他所作的需求感到厌倦，而且较易放弃它们
，然而虐待狂的对象却较易将自己束缚于他的牺牲者身上。
依次地，依赖者更难于从自己与自大报复型之问的关系中解脱出来。
出于本身的弱点，他对这种困难是毫无准备的，就如一艘只能在静水中行驶的军舰想横渡狂风巨浪的
海洋一样。
她缺乏坚强，她在人格结构中的每一弱点，都将会被感觉出来，而且意味着被破坏或被毁灭。
同样，白谦者可能已生活得很好，但是当他置身于这种关系的冲突中时，每一个隐藏在他身上的神经
官能症因素就会开始发生作用。
我将根据依赖者的立场从基本上来描述这种过程；为了简化叙述，我假设自谦的对象是女人，而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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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对象则是男人。
事实上，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中，这种关系也较为常见，尽管有许多例子显示出白谦与女性并无关系，
而且攻击性的自大也与男性无关。
然而，两者都是强烈的神经官能症现象。
　　最引人注目的第一特征，就是这种女人在关系中的“全神贯注”，其对象变为她生存的唯一中心
，一切事物均绕他而旋转，她的情绪依男人待她的态度是积极或消极而定，她不敢有任何计划，唯恐
失却男人的邀请或失去与他共度良宵的机会。
她思想集中在了解或如何帮助他上，她的努力在于满足男人所拥有的期望，她只有一种恐惧--恐怕会
反对或失去男人，同时，她的其他兴趣都消沉下来。
她的工作，除非是与男人有关，否则都会相对地失去意义，这种现象甚至于对她所心爱的职业工作或
她已有成就的工作也同样会发生。
无疑地，这当中又以后者受害最大。
　　女人其他的人际关系也会被忽略；譬如她会忽略或离开小孩以及她的家人。
当男人变得不可利用时，友谊逐渐地只成为用以消磨时问罢了，当男人一出现，则一切交战瞬即消逝
。
其他关系的损伤可被其对象所助长，因为他会慢慢地使她愈来愈依赖他。
她会由男人的眼睛而对待自己的亲戚或朋友，男人轻蔑于她对人们的诚信，而将自己的猜疑渐渐灌输
给她，因此使她失去了根源而渐趋赤贫。
此外，她的私利总是居于低潮之中，且逐渐沉没。
她可能会陷于债务中，而冒着名誉、健康与尊严受损的危险。
如果她在分析中习惯了分析自己时，那她对了解男人的动机与帮助男人的关心会取代她对自我认识的
兴趣。
　　困难一开始就会发生，但有时事情暂时看来仍会很幸运，在某些神经官能症方面，两个人似乎彼
此正相吻合。
男人需要成为胜利者，而女人需要被降服。
男人公然地需求，而女人顺从了。
女人只当自负破损时方会降服，而基于很多男人的理由，他却不能不这么做。
但是在这两种全然对立的气质之问--或更精确地说，在两种神经官能症的结构间--迟早必定会发生冲
突，主要的冲突是有关于情感问题方面的--“爱”的方面。
女人强调爱情与亲密，而男人则极度害怕实际的情感，这种情感对他而言是猥亵或无礼的。
女人对爱情的信念，对男人而言是纯粹的伪饰。
的确，诚如我们所知道的，并非对他个人的爱，而男人是她遗失自己而与其合二为一的需求，因为男
人能激发她。
男人因伤害了她的情感，而被认为是伤害了她，于是她会因此而觉得自己被忽视或被虐待了，随即引
起焦虑，且加强了她的依赖态度。
这里又产生了另一冲突：虽然男人所做的每件事都使她变得更有依赖性，但她依附于男人的态度却惊
吓了他而且使他感到不愉快。
男人害怕并轻视自己的任何柔弱，同时也轻视她的柔弱。
对她而言，这意味着另一种“拒绝”，于是又引起了更多的焦虑与依赖性。
她“绝对的需求”被认为是种“强制”，而男人必须打垮它，以保持他那种具有胜利性或征服性的情
感。
她强迫地认为自己对男人是“有所帮助的”，对他的自负是种打击，她强调“体谅”男人，同样她也
伤害了男人的自负。
事实上，即使她费尽毕生真诚的努力，也无法真正地体谅男人--她几乎是无法这样做的。
此外，在她的“体谅”中，存有太多的需求以致无法真正原谅或宽恕男人，因为她认为自己的一切态
度都是善良而且正常的。
于是男人意识到她自觉具有优越的德性，因此变得激怒而欲撕毁她的伪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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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些关系说得十分完善是极不容易的，因为在基本上二者都是自以为是的人。
因此她开始认为男人是残忍的，而男人也觉得她戴着道德伪善的面具。
撕毁她的伪饰可以是明显有益的，只要以建设性的方式来进行，但因为这个过程大半是以讽刺与诽谤
的方式进行的，所以这伤害了她且使她感到更无保障、更具依赖性。
　　怀疑这些冲突是否对他们彼此问有益是一种无用的臆测。
的确，有时他能忍受某些“软化”，而她有时也能忍受某些“倔强”。
但大部分时间，他们两人都深深地被禁锢于个人神经官能症的需求以及他们所嫌恶的人或事物之中．
这种愈变愈糟的恶性循环长期不停地起着作用，遂造成了相互折磨的结果。
　　她所面对的挫折与缺陷，彼此间有所差异，他们彼此间总是像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一样；互相吸引
与追逐，互相结合与撤退。
美满的性关系，可能导致粗野的无礼或攻击；愉悦的夜晚可能会使约会被遗忘了，展现出的自信可能
接着反被用以对抗她。
她可能也企图玩相同的游戏，但因为过于被抑制所以不如男人成功。
但她本身永远是这个游戏的好工具，因为男人的攻击可以使她沮丧，而他近乎真实的心情却又使她陷
于虚假的希望中，以为自今而后，一切都会好转。
男人总觉得毋庸置疑，他有权做好许多事，他的要求可能是有关金钱的支持或给他自己、他朋友或他
亲戚的权利，或为他做的工作，如家务或打字；或有助于他的生涯规划：或他的需求的绝对重要性。
还有一些，则是有关时间的安排，他关心自己的追求不可被分割、被批评，他关心有没有同伴，或者
当他闷闷不乐或烦躁不安时，必须有人能维持其心灵的平静等等。
　　不管他的需求为何，这都是他自觉理所当然的该得之物。
他不会赞赏别人，但当他的愿望未被满足时，就会引起挑剔性的暴怒。
他认为且以不相干的言词宣称他毫无需求，但女人过于吝啬、草率、不体恤、没赏识力--何况他还必
须忍受各种虐待。
另一方面，他很机敏地觉察出女人的要求，他发现这些要求完全是神经病的要求。
她对情爱、时间或同伴的需要是一种占有欲，她对性或美食的渴望是过度的放纵。
因此当他打消了女人的需要时，必有其自己的理由。
因此，他认为一点儿也没挫败她。
不理会她的需要是个较好的方式，因为她应该对拥有这些需要感到羞耻。
事实上他的技巧是相当高明的，包括了藉抑郁苦闷而消除愉悦的气氛，让她感到不受欢迎，不被需要
，是身体上或精神上的退缩。
而其中最有害且是女人最无法了解的，是他那种忽视与轻蔑的态度。
尽管他真的十分赏识女人的能力与特质，也极少会表现出来。
另外，如同我已说过的，他轻视她的柔弱，她的狡猾，她的不诚实。
此外，因为他需要将其自恨积极的“外移”，所以他变得吹毛求疵，爱毁谤别人。
如果她敢批评他，那他必会以专横的态度而摒除她所说的一切，或证明她只是为了报复才这么做。
　　我们发现了性问题上最大的变异，性关系很明显是唯一最满意的接触，或者，如果他被禁止做爱
，那他也会在这方面令她感到受挫折，这被认为是最热烈的，因为由于男人不够温柔，所以性对她而
言是爱的唯一保证。
或者，性是堕落或屈辱她的方法。
男人也许会了解对他而言，女人只不过是一个性的“物体”而已，他会炫耀与其他女人的性关系，而
且附带地毁谤她，说她比起其他女人来，既不迷人也不性感。
性交可能是种堕落，因为其中缺乏任何柔情蜜意，或因为他使用了性虐待狂的技巧。
　　她对这种虐待的态度充满了矛盾；我们即将了解，它并非是静止的反应，而是一种变动的过程，
她会陷入更多的冲突中。
首先，她是“无助”的，因为她一向所面对的都是具有攻击性的人，她无法维护自己来抵抗他们，也
无法有效地反击他们。
顺从就她而言总是较为简单的做法，于是她变得极易产生犯罪感，她相当同意男人的许多谴责，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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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那些谴责包含了些许的真实。
　　是他的“顺从”态度担当了更重要的角色，而且在特质上亦有所改变。
这依旧是她需要取悦或赞赏他人的一种表现，但现在却被她渴求全盘的降服（或舍弃）所决定了。
诚然，这只在其自负已遭破坏时，她才能这么做。
因此，她的一部分行为正秘密地在逢迎男人的行为，而且极其积极地与之合作，很明显，这虽然是在
潜意识中--在压服她的自负：她隐伏地具有一种恭维而不可抗拒的行动，欲牺牲自己的自负。
在性行为中，这种行动变得更是一清二楚；由于狂欢的情欲所致，她会使自己精疲力竭，而自居于屈
辱的地位，被殴打、被撕咬、被侮辱等。
唯有这样，她才会获得完全的满足，这种力求全盘降服的冲动（藉着自我堕落为手段），似乎比其他
有关被虐待的变态的解释更能完全地说明其中的原因。
　　情欲的坦然表现是让自己堕落，由此证实了这种驱动力所具有的巨大威力。
它也可表现在幻想中--通常与手淫有关--幻想使性的欢乐降低或退化，幻想公开地暴露身体，公开地
被强奸、被绑着、被殴打。
最后这种驱动力也会表现在梦中，梦见自己赤裸裸地躺在阴沟中，而被她的丈夫抬起来，或梦见丈夫
像对妓女般地对待她，或梦见自己向他卑躬屈膝地请求。
　　这种自我堕落的驱动力，可能会因过分的伪装而无法突显，但有经验的观察者会发现它还出现在
其他很多方式中，譬如她焦虑地--或相当急迫地--欲洗清（或掩饰）丈夫的不轨行为，而将对他的责
备视为己任，委屈或顺从地服侍他。
因为在其心目中，这种顺从代表了谦逊与爱，或爱中的谦逊，因为这种使自己衰竭的冲动--性关系除
外--通常大都被深深地压抑着，关于这点她似乎并不知道。
如果这种冲动还存在的话，那么一定会强制实行一种妥协，这种妥协的“堕落”不知不觉地发生，这
解释了她为什么可能长期不会注意到他的攻击行为，尽管这种行为在别人看来是罪恶昭彰的。
或者，即使她知道，但在情感上也一无感觉，因此她不会确切地去介意它。
有时候，朋友可能会唤起她的注意，即使她会因此而确信它的真实性与朋友对她幸福的关怀，但这也
只会激怒她罢了。
事实上，果真会如此，因为这过于详细地显示了她在这一方面的冲突。
当她试图挣脱这种状况时，尽管她所尽的努力非常大，但必又会再忆起男人一切侮辱与屈辱的态度，
她希望这能帮助她站得更稳些，以此来抵抗他。
只有在经过这种长期而无益的努力后，她才会惊讶地了解，这些努力全是徒劳的。
　　她对周围一切的需要导致对象必须理想化；因为她只在所托付的人身上，方能找到其“统合性”
，所以作为对象的他应该是个令她骄傲的人，而她则是个屈服或顺从的人。
虽然这种有意识的迷惑也许会消失，但她为对象虚构的荣耀幻想却会以更精巧的方式而长久地存在。
以后她可能会在许多方面更详细地了解他，但直到她找m其中破绽时，才会对他进行全盘、冷静而适
度的了解与判断。
然而，他被“荣誉化”这件事可能仍旧历久长存。
譬如，那时她极愿如此认为，他虽有困难，但他的行为大部分仍是对的，而且知道得比别人更充分。
将他理想化的需要与自己全盘降服的需要相辅相成：她将个人的“自我”消减到由“她的”眼睛来看
他，看别人或看她自己的程度--这是难以移除“破坏性”的另一因素。
　　这是两人间的游戏或比赛，但当她所下的赌注无法实现时，则会发生转折（这是危险期）或持续
长久的过程。
她的“自我堕落”毕竟大大地（虽非完全地）被当做是用以达成目标的方法：由自我的降服（或舍弃
）而与对象合二为一，以找到内在的统合性。
为了获得这种结果，其对象必须接受她的“降服于爱”，且以爱报答她。
但事实上就这个决定性的论点而言，他却令她失败--诚如我们所知，他必定会藉其神经官能症而如此
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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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由于霍妮之死，精神分析界从此丧失了一位杰出、有力而自主的角色⋯⋯“时间”最后将会证
明霍妮的学说在精神分析治疗上所具有的价值。
她那种负责而柔和的性格，将永远铭刻在她的学生、同事及友人心目中。
”　　——奥本多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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