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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与弗洛伊德并驾齐驱的心理学大师*之作

   影响全球近百年，在社会环境中深入洞悉人性的畅销精品

            一部理解人性的必读启示录

个体心理学经典译本。弗洛伊德昔日爱徒、人本主义心理学之父阿德勒教你读懂人性，
获得更好的生命体验，寻找更积极的人生意义。

 

 

内容简介

       《理解人性》在经典的心理学案例中阐述了人性现象，旨在普及个体心理学
的基本原理，本书不仅举例说明了这些原理如何解释我们与生活的世界和人类活动的关
系，而且还阐明了这些原理在群体生活中的应用，对人的性格进行了科学的剖析，指出
错误的个体行为会破坏社会和群居生活；向普通大众介绍辨别自身错误的方法；告知人
们应对方法，以达到人与社会环境的和谐。

 

作者简介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奥地利精神病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先驱，现代自我
心理学之父。与弗洛伊德并驾齐驱的心理学大师，以“自卑情结”为核心的个体心理学
创始人，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倡导者和领袖。他修正了弗洛伊德泛性论的精神分析观，对
后来西方心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代表作《生活对你意味着什么》（又译名《



超越自卑》）于1932年首次出版，已畅销全球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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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部分 性格发展的原理

一
精神的含义

什么是意识？
我们认为意识的对象只包括运动的、具有生命的有机体。“意识”一词暗含着自由运动
，因此，那些深深地扎根于一个地点的有机体不能被看做有意识。将橡树看做一个具有
情感和思想的有机体的做法非常怪异，我们不必认为橡树可能“接受”了不能逃避的被
砍的命运，也不必声称橡树“预感”到了即将被砍，更不必将理智和自由思考强加给它
，因为它将永远用不到这些内容。从这些角度看，“橡树具有意志和理智”的说法不能
成立。
运动与意识具有严格的必然关系，它是植物和动物的区别之一。因此，在探讨精神的演
进时，我们必须将一切与运动相关的事物纳进来。人类运动所遭遇的困难可以推动精神
的发展，促进经验积累，提高人类记忆力，最终使个体适应生活。我们可以从一开始就
断定精神的发展离不开运动，而所有心理现象的进化和进步都受到有机体活动能力的调
节。这种活动能力刺激、促进并依赖更为集中的精神活动。如果一个个体受到来自所有
方向的运动力，那么，他的精神生活将停止。

javascript:void(0);


精神的作用
  在考察精神的作用时，我们意识到，它可能与有机体天生能力的进化有关。精神作为
一种器官，为发现生命和保护自我提供了条件。心理活动是一种挑衅和抵御相交织的过
程，最终目的是保证有机体连续地存在，并为其发展创造安全的环境。在上述假设的基
础上，我们进一步考虑精神的真正概念。心理活动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它必定与环境
有关。它能够接受外界刺激，并做出相应反馈。

 

一

 

什么是意识？

运动与意识具有严格的必然关系，它是植物和动物的区别之一。因此，在探讨精神的演
进时，我们必须将一切与运动相关的事物纳进来。人类运动所遭遇的困难可以推动精神
的发展，促进经验积累，提高人类记忆力，最终使个体适应生活。我们可以从一开始就
断定精神的发展离不开运动，而所有心理现象的进化和进步都受到有机体活动能力的调
节。这种活动能力刺激、促进并依赖更为集中的精神活动。如果一个个体受到来自所有
方向的运动力，那么，他的精神生活将停止。

精神的作用

    这些描述提示，人类、身体本能、美德和恶行的引申含义非常丰富，而且这些能
力和特征往往相互交错，其原因在于界定某一项能力或身体特征优劣的标准尚未被建立
起来。对这些能力和特征的评估只有放到个体发现自我的环境中进行，才有价值。众所
周知，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的脚可以被看做退化的手。对于那些必须爬树的动物来说，
人类的脚绝对不适用；同理，对人类来说，由于我们要在平地上行走，双脚比双手有用
得多！没有人愿意放弃“退化的”双脚，而用“双手”行走。事实上，在我们的日常生
活中，他人明显的肢体缺陷不应该被看做一种罪过。我们只能通过结合特定场景判断这
些缺陷的优劣。

我们的目的及目标导向

    精神生活与我们的目标息息相关。如果缺乏建立、延续、纠正和指引人类活动的
最终目标，我们将不能进行思考、感受、祝愿或做梦。这种现象背后体现了有机体适应
环境并对环境作出应答的必要性。我们已经发现，人类身体和精神活动遵循一些基本的
原理。心理发展的过程在与长久目标相关的模式下进行，而这种目标又反过来，受到生
命动力的影响。目标两种状态包括：变化或静止。从这个层面上讲，所有心理现象都可
以被看做个体为应对未来状况所做的努力。简单地讲，灵魂似乎暗含着一股推动人类朝
某种方向前进的力量，而“个体心理学”认为人类精神的所有外在表现仿佛都与这种方



向相关。

    身体运动与精神运动不是同一概念。这种差异性回答了所有关于自由意志的问题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人类不可能具有完全意义上的自由。人类一旦追求某种目标，就
必然受其约束，而这个目标又时常为宇宙、身体状况和社会环境影响。从这个角度讲，
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大多数人认为我们的心理受到某种永恒的自然法则支配。但如果一个
人拒绝承认他与社会存在的关系，并反抗这种关系，或拒绝融入客观生活中，那么，这
种永恒的自然法则将失效，随之而来的是新的目标法则。同理，群居生活法则不适用于
那些对生活感到迷茫，而且拒绝承认他们与同伴人类存在关系的人。在这里，我想再次
强调，仅在确定合理目标后，我们精神生活的运动才可能发生。

    有一次，一名极度抑郁的患者来访，他是一位30岁男性，性格非常挑衅。虽然他
的童年生活艰难，但是他后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和别人的认可。这位患者抱怨道，他已
经失去了工作欲望，甚至生存欲望。他准备跟女友订婚，但一想到未来，就震颤不安。
他处处小心提防女友的行为，这几乎毁了他们的婚约。但他解释为何猜忌时，理由并不
十分充分。因为我们不能将原因归咎于他可疑的女友，所以这位患者表现出来的明显的
猜忌行为原因未明。这是众多类似案例之一。在这些例子中，男人接触女人，为对方所
吸引，但随之开始猜忌，并最终破坏最初他们建立起来的联系。

现在，让我们一起利用之前提及的方法画出这位患者的生活方式：将患者以往发生的事
与目前的态度用线条连起来。我们通常会询问患者最早的童年记忆，尽管我们不能确定
回答是否具有真实性。患者告诉我们，他当时跟母亲、弟弟一起逛超市。超市人山人海
，异常拥挤，于是，母亲把他抱起，但过了一会儿，她想起了小儿子，于是她把大儿子
放下，抱起小儿子。接着，大儿子在人海中被压得喘不过气，感到异常恐慌。当时，患
者年龄是4岁。在患者陈述童年记忆时，我们发现，患者的陈述与目前对生活的怨言如此
相似！他不能确定自己是否招人喜爱，更不能忍受自己的位置被他人取代。当我们在童
年和现状之间画出一条直线时，那位吃惊的病人立刻领会了两者的
显示全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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