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费洛伊德：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

书籍信息

版 次：1
页 数：
字 数：
印刷时间：2012年06月01日
开 本：12k
纸 张：胶版纸
包 装：平装
是否套装：否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514604375



内容简介

    毫不夸张地说，绕过弗洛伊德来谈论20世纪的心理学史，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弗洛伊德对现代心理学的*贡献，莫过于提出了精神分析的理论与疗法。但具体
说来，这类理论及相应疗法会涉及各式各样的心理或行为的主题，比如梦、记忆、各种
原始欲望、本能、自残倾向等等。
    “意识分层论”是弗洛伊德划分不同精神现象的早期典范。他认为，人的心理现
象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意识”(consciou s)的层次、“潜意识”(unconsciou s，又译“
无意识”)的层次，以及作为二者之中介的“前意识”(preconscious，又译“下意识”)的
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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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  专名的遗忘
    为了进一步探讨问题，我想先重述一下我在1898年发表的那篇论文“论遗忘的精
神机制”(0n the Psychic Mechanism of Forgetfulness)中的相关内容。我曾把常见的对熟知专



名的忘却拿来作心理学上的分析，并从我所注意到的许多例子中得到一个结论：针对“
记忆”这种常见而实际上不很重要的心智功能的过失，可以有一个不同于一般意见的解
释。   
    假如你要一位普通的心理学家说明我们为何会忘记熟知的专名，他也许会得意地
告诉你，名字比一般的记忆内容更容易被忘却。并且，他可能还会给这个“遗忘偏好”(
Forgetting preference)赋予精彩的理由，但他终究没有指出任何更深刻一些的决定因素。
    通过观察某些特殊情形，我对暂时性遗忘的现象作了一次颇费心机的探究。这些
情形虽属特别，但在某些例子中仍然清晰可见。通过上述努力，我发现的情况不只是“
忘记”(forgetfulness)，还包括虚假的“回忆”(recollection)：某人在努力回想被遗忘的名
字时，却想起别的某个名字。这个代用名以极大的力量强行出头，即便当事人很快发觉
自己错了。这个替代品的出现，表明重塑那个被忘记的名字的精神机制被另一精神机制
所替换。
    我认为这种机制的替换并非出于精神机制本身的反复不定，而是由一条合理合法
的途径所导致的结果。换句话说，我认为新出现的代用名与原本被忘记的名字有直接的
关联。如果我能证明这一点的话，希望能因此对解释专名之遗忘的根本原因提供一个契
机。
⋯⋯



版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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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pdf.com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ushupdf.com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