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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妮的社会文化神经症理论及其历史地位

郭永玉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 系

一
、

理论形成

凯伦
·

霍 妮 ������ �� ����
，
����

�

�����是一位杰出的女心理学家和精神医学

家
。

她 以非凡的勇气和深邃的洞察力
，

创立

了一种新的神经症理论
，

领导 了新的精神分

析运动
，

成为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领袖

人物
。

但霍妮的理论在中国心理学界和精神

医学界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

全面述评霍妮的

理论对于精神医学的理论建设和心理治疗实

践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意义
。

霍妮毕业于柏林大学医学院
，
����年获

医学博士学位
，

并接受了四年正统的精神分

析训练
。

她的理论是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

继承
、

批判和发展
。

除了弗洛伊德
，

影响她的

理论形成的因素主要有 以下三个方面
�
�

�

治

疗实践 霍妮的理论首先是在治疗实践中形

成的
，

她发现弗洛伊德的理论不能适应新的

临床实践
，

因为她移居美国时
，

正赶上经济大

萧条时期
，

人们面临的首要 问题是失业
、

房

租
、

食品
、

医药费等等
，

性的问题是次要的
。

这

使她认识到
，

心理问题的根源在社会环境
，

而

不在生物本能
。

�
�

其它精神分析学家的影

响
。

从时间上讲
，

阿德勒��
�

������背离弗洛

伊德而强调环境因素比霍妮要早
，

自然受到

霍妮的关注
，

但霍妮又多次批评阿德勒的理

论太理性化和简单化
。

霍妮接受影响较多的

是 弗 罗 姆 ��
�

����� �
、

沙 利 文 ��
�

��

�������� �
、

卡丁纳 ��
�

����，� ���等人
。

�
�

人

类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成果
。

霍妮指出
，

在

弗洛伊德的时代
，

还缺乏有关文化与人格的

关系的知识
。

霍妮则从米德��
�

� ����
，

本尼

迪克特 ��
�

������
��� 等 人的研究 中得 到启

发
，

看到与文化多样性相对应的心理和行为

方式的多样性

霍妮的主要著作有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

人 格 》������
、 《精神分析的新道路 》������

、

《 自我 分 析 》 ������、 《我 们 内 心 的 冲突 》

������
、 《神经症与人的成长 》������，

以及由

其弟子整理出版的《女性心理学 》������
。

二
、

文化
、

人格
、

神经症

霍妮的研究是围绕神经症 ���盯���
��的

病理学而展开的
。

霍妮把神经症分为情境神

经 症 �
��������� ��� �� ��� �和 性 格 神 经 症

���������� � �� ���� 、 �
。

前者仅仅是病人对特

定的困难情境 �如考场�暂时缺乏适应能力
，

但未表现出病态的人格
�
后者则是由性格的

变态引起的
，

就是说患者具有某种神经症的

性格结构
。

霍妮关注的是后者
，

因此她常常将

性格神经症简称为神经症
。

神经症的病因在

于人格结构
，

而人格结构则是 由个人的生活

环境决定的
。

如果不了解文化环境和个人生

活环境
，

就不能了解他的人格
�而不了解他的

人格
，

就不能诊断和治疗他的神经症
。

首先碰到的问题是
，

确定神经症的标准
，

而这种标准则取决于社会文化为其成员所规

定的行为模式
。

不同文化
、

时代
、

阶层
、

性别的

成员
�

社会为其规定的行为模式是不 同的
。

“
在我们的文化中

，

如果有人因别人提到他己

故亲属的名字而大为恼怒
，

我们一定会认为

他是神经病
�
但在基卡里拉

·

阿巴切���
������

�������文化 中
，

这种人却被认为 是完全正

常的
。 ” 皿

整 日游手好闲
，

只在出猎和征战中

一显身手
，

对欧洲中世纪的封建阶级而 言是

正常的
�
但对资产阶级而言则是不正常的

。

神

经症 只不过是偏离了社会文化所规定的正常

的行为模式
。

神经症的根源要从社会文化中去寻找
。

“

在我们的文化中
，

存在着某些固有的典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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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

这些困境作为种种内心冲突反映在每个

人的生活中
，
日积月累

，

就可能导致神经症形

成
。 ” 二‘三导致神经症患者内心冲突的社会文化

基础是现存文化的矛盾
。

第一个矛盾是竞争
、

成功与友爱
、

谦卑的矛盾
。

文化对个人提出的

这两方面的要求是相互矛盾的
。

第二个矛盾

是人们不断被激起的享受需要与人们在满足

这些需要时实际受到的挫折之间的矛盾
。

第

三个矛盾是所谓的个人 自由与实际受到的各

种限制之间的矛盾
。

这些社会文化困境使人

们陷人难以调和的内心冲突之中
。

生活于这

种文化中的大多数人都要面对这些困境并产

生 内心冲突
，

正常人与神经症病人的区别仅

仅是程度上的
。

神经症病人由于其特殊的个

人经历�特别是童年经历�等原因
，

过分强烈

地体验到这些困境和冲突
。

神经症是时代和

文化的副产物
。

三
、

基本焦虑

社会文化的矛盾所造成的人际关系困难

是神经症形成的决定性因素
。 “

我将环境及其

困难置于问题的中心
。

但在全部环境因素中
，

涉及性格形成的最主要的因素是一个孩 �成

长于其中的人际关系
。 ”
神经症

“
最终是由人

际关系的障碍决定的
” 一，� 。

这种障碍往往
一

首先

存在于神经症病人童年的家庭成 员之间
，

特

别是亲子关系之间
。

儿童必须得到成人的帮

助才能满足需要
，

如果父母不能给予儿童真

正的爱
，

就会造成儿童的不安全感 霍妮将这

类 父母行为称为
“

基本罪恶
”
���

��� �������月
。

一个儿童的父母如果经常表现出这类行为
，

就会使儿童产生敌意
，

霍妮称这种敌意为基

本敌意 ������ ��〔���������
。

这样
，

儿童就陷人一

种既依赖父母又敌视父母的不幸处境之中
。

由于无能无助之感
，

由于害怕
，

由于敌意所导

致的内疚之感等等
，

使他不得不压抑这种敌

意
。

基本敌意很容易泛化到整个世界和一切

人
，

使人感到世间的一切事物和一切人都潜

伏着危险
。

基本敌意及其压抑使人陷人焦虑
，

霍妮称之为基本焦虑 ��� 、 �� �� �

泊 �� 这是

一种在内心不知不觉地积累并到处蔓延渗透

的孤独和无能之感
，

一种 自觉渺小
、

无足轻

重
、

无依无助
、

被抛弃
、

受威胁的体验
，

一种置

身于一个充满欺诈
、

妒嫉
、

怨恨
、

背叛和荒诞

的世界中的感受
。

这种感受是一块随时有可

能滋生神经症的肥沃土壤
。

四
、

神经质需要

敌意和焦虑导致更深的不安全感和更深

的痛苦
，

为了减轻基本焦虑
，

就会形成一些防

御性策略
。

这些策略是一些无意识的驱动力

量
，

霍 妮 称 之 为 神 经 质 需 要 ����
�
����

� �����
。

她在《 自我分析 》一书中
，

列举了 ��

种常见的神经质需要
��

�

对友受和赞许的神

经质需要
。

�
�

对主宰其生活的伙伴的神经质

需要
。

�
�

将 自己的生活限制在狭窄范围内的

神经质需要
。

�
�

对权力的神经质需要
。

�
�

对

利用他人
、

剥削他人的神经质需要
。

�
�

对社会

承认和声望的神经质需要
。

�
�

对个人崇拜的

神经质需要
。

�
�

对个人成就和野心的神经质

需要
。

�
�

对 自足和 自立的神经质需要
。

��
�

对

完美无缺的神经质需要匡
。

上述需要的内容

本身并非神经质的
，

正常人也需要友爱
、

赞

许
、

伙伴
、

回避
、

节俭
、

权力
、

声望
、

成就
、

完美

等等
，

但神经症的需要盲 目地偏执于一种或

少数几种
，

强迫地
、

无意识地
、

不 由自主地去

追求满足
，

而不能随着现实条件的变化而主

动地选择适当的目标
。

五
、

神经症人格

霍妮继承了弗洛伊德关于人格的动力学

观点
，

需要决定人格
，

而神经症的需要决定了

神经症病人的人格
。

神经症人格的类型主要

有三种
��

�

顺从型 �
���������� �����

，

其行为

方式是接近人��
� ���� �������������的

。

这

种人对友爱
、

赞许
、

伙伴或者将 自己的生活限

制在狭窄范围内怀有神经症的需要
。

主要特

征
�

甘居从属地位
，

常有一种
“
我多渺小可怜

”

之感
�
总认为别人比自己强 �

无意识地倾向于

以别人的看法来评价 自己
。

他的安全感建立

在这种逻辑上
�

如果我顺从了
，

那我就不会受

到伤害
。

�
�

敌对型 ��
� 、 ���� �����

，

其行为方式

是对抗人���
�� ���� ����� �� �������的

。

这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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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权力
、

剥削
、

声望
、

个人崇拜
、

成就
、

野心等

怀着神经症的需要
。

主要特征
�

将生活视为一

场博斗
，

适者生存
，

必须控制别人以掌握主动

权
�一心想超群出众

、

事事成功以至功名显

赫
�千方百计利用他人给自己带来好处

�
好斗

但输不起
�
努力工作但并不真爱工作

�
压抑感

情
，

不愿为感情而
“

浪费时间
” �
彬彬有礼的外

表隐藏着老谋深算的狠毒
。

他的安全感建立

在这种逻辑上
�

如果我有权力
，

那就没有人能

伤害我
。

�
�

退缩型��
������������

，

其行为方

式是回避人 ������� ���� ���� �������的
。

这类人对 自足 自立
、

完美无缺怀着神经症的

需要
。

主要特征
�

为逃避与他人的紧张关系而

离群索居
�
保持与他人的距离

，

不以任何方式

与他人发生感情上的联系
，

好比在 自己周围

画了一个魔圈
，

任何人不得侵人
�
不介人

�
自

立 自强 �限制 自己的需要
�
凡事力求完善

，
以

避免他人的帮助或指责
。

他的安全感建立在

这种逻辑上
�

如果我离群索居
，

什么也不能伤

害我
。

在正常人身上
，

这三种行为方式可以根

据条件的改变而改变
，

他既能顺从
，

又能反

抗
，

也能回避
，

三者相互补充
。

但神经症病人

缺乏变通的能力
，

他仅仅运用其中一种来应

付一切生活难题
。

结果不仅不能克服焦虑
，

反

而陷人更深的焦虑
。

六
、

神经症的自我

霍妮把人格看成是 完整 动态 的 自我

������
，

这种 自我可 区分为三种基本存在形

态
��

�

真实自我�
���������

，

指个体的潜能
。

人

的一切能力
、

成就等等
，

都是从真实 自我发

展而来的
。

它是发展的源头
，

是个人成长和发

展的内在力量
，

具有建设性
。

只要身体机能正

常
，

环境适当
，

就可能发展成健全的人格
。

因

此霍妮将真实自我称为可能的 自我
。

�
�

理想

化自我���
������� �����

，

指个体凭空在头脑中

设想的形象
，

是不可能实现的纯粹虚幻的形

象
。

因此又称为不可能的 自我
。

�
�

现实 自我

������������
，

指个体此时此地身心存在的总

和
。

霍妮通过分析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

揭示

了神经症的形成过程
。

如果说她研究神经症

人格的三种类型时着重分析了神经症病人与

他人关系的失调
，

那么她研究 自我是为了着

重分析神经症病人与自我关系的失调
。

正常

人也有理想
，

但这种理想与真实自我
、

现实自

我之间是一致的
。

这种理想符合实际又具有

动力性
，

有助于人的 自我实现
。

但神经症病人

的理想化 自我与其真实 自我
、

现实 自我之间

是冲突的
，

他脱离了真实 自我所提供的可能

性
，

以一种幻想的完美形象去贬斥
、

憎恶现实

自我
。

当一个人被理想化 自我控制时
，

他就被
“
我应该是什么

”
所驱使

。

霍妮称这种现象为
“

应该的专横
” 。

他总是对 自己说
�

我应该忍受

一切
，

应该喜欢每一个人
，

应该诚实
、

慷慨
、

体

谅
、

公正
、

勇敢…… 川
。

七
、

基本冲突

内心冲突是神经症的基本特征
。

霍妮将

神经症病人在基本焦虑基础上所形成的内心

冲突称为基本冲突 ��
���� ���������

。

综观霍

妮的理论
，

基本冲突包括三种情形
�

一是各种

神经症需要之间的冲突
。

神经症病人为克服

焦虑而强迫性地追求一种或少数几种需要
，

就压抑了其他的需要
。

二是对待他人的三种

行为方式之间的冲突
。

由于神经症病人强迫

性地使用一种方式
，

需要的追求和行为方式

的使用都不是 自发的合适的选择
，

这样
，

其他

的需要或行为方式就可能有 自发地发挥作用

的倾向
，

而神经症的需要或人格又与它们互

不相容
，

于是有压抑
，

压抑则导致冲突
。

第三

种冲突的情形是理想化自我与真实自我和现

实 自的冲突
，

其核心是真实 自我的建设性力

量与理想化 自我的阻碍性力量之间的冲突
。

为解决自我的冲突
，

可能形成三种策略
�

一是 自谦 �
����一 �����������

，

贬低 自己
、

常

有 失 败 感
、

自 恨
、

自 卑
。

二 是 夸 张

������ �����
，

美化 自己
、

有强烈的优越感
、

自

信
、

好胜
。

三是放弃�
������������

，

放弃努力
、

逃避冲突
、

习惯于独处
。

这三种解决 自我冲

突的策略分别对应于三种对待别人的行为方

式
�

接近人
、

对抗人
、

回避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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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
，

我们可 以看出霍妮的神经症理论

的总体思路
�

个人在充满矛盾的社会文化和

失调的人际关系中生活
，

因缺乏安全感而产

生基本焦虑
，

为解除焦虑而产生神经症的需

要
，

进而形成特定的对待他人的行为方式
，

并

使 自我陷人冲突之中
�
于是

，

他又去寻找解决

冲突的策略
，

由于神经症病人只会强迫性地

使用一种策略
，

结果又使他陷人新的焦虑和

冲突之中
。

而这种恶性循环又是无意识地进

行的
。

�又
、

神经症的治疗

霍妮的神经症理论是服务于治疗 目的

的
。

从上述霍妮关于神经症的揭示可以看出

她对神经症的实质的独特理解
。

她认为神经

症是焦虑
、

由对抗这些焦虑的防御策略
、

由缓

和 内心冲突的努力等等所造成的心理紊乱
，

当这种紊乱偏离 了特定文化的共同行为模

式
，

就是所谓神经症
。

霍妮认为人生来具有实

现 自己潜能的建设性力量
，

神经症治疗就在

于使病人发现并发展自己的潜能
，

将其天赋

中的建设性力量引向自我实现的轨道
。

霍妮虽然也使用弗洛伊德创立的诸如 自

由联想
、

梦的分析等技术
，

但使用这些技术主

要不是挖掘与性有关的早期经验
。

霍妮重视

的是早期的亲子关系
。

尽管如此
，

霍妮还是反

对夸大早期经验的作用
。

霍妮主张把分析治

疗集中于病人的神经质需要和人格结构
，

以

帮助病人克服冲突
，

实现与他人的和谐关系

和与 自我的和谐关系
。

倡导 自我分析是霍妮对精神分析治疗的

一大贡献
。

霍妮在 《 自我分析 》一书中系统阐

述了 自我分析的态度
、

规则
、

步骤和方法
，

以

缓解社会对分析治疗的广泛需要与专家治疗

的局限性�专家少
、

治疗费用高
、

费时等�的矛

盾
。

当然
，

霍妮倡导 自我分析并不是要取消专

家治疗
，

而是主张把二者结合起来
。

九
、

简评

霍妮是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开创

者
，

她以当仁不让的科学态度
、

勇于创新的精

神和顽强鲜明的个性
，

开辟了精神分析的新

道路
，

并最先建立起社会文化精神分析的基

本框架
。

她善于吸收人类类
、

社会学等学科的

新成果
，

根据变化了的社会文化条件创建了

一种新的神经症病理学
，

一方面继承弗洛伊

德的一些基本原理
，

另一方面将着重点从本

能与文化的矛盾转移到文化本身的矛盾
，

强

调 自我分析
，

使精神分析治疗更广泛更有效

地满足现代人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
。

霍妮坚

信人生来具有 自我实现的建设性力量
，

这种

乐观主义的信念好 比一股清新的空气
，

驱散

了弗洛伊德造成的
、

而荣格的神秘主义和阿

德勒的 自卑情结理论又无能为力的悲观氛

围
。

在这个意义上
，

可将其视为人本主义心理

治疗学的先驱
。

但霍妮的分析重点是早期亲子关系失调

所导致的对儿童安全感的威胁
，

这就把丰富

复杂
、

广阔多变的社会生活简单化了
。

尽管她

反对过分重视早期经验
，

尽管他有较开阔的

社会文化视野
，

还是没能真正克服弗洛伊德

的早期经验决定论
。

其次
，

作为一个临床心理

学家
，

创立一套完整的社会改革理论固然超

出了职业范围
，

但霍妮一方面指出了现存社

会文化的矛盾
，

另一方面又只关心个人如何

去适应这种文化
，

没有提出社会改革的要求
。

相对于弗洛伊德对社会文化的批判态度
，

霍

妮在这一点上是一种倒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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