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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精神病理学有两个问题值得提出：我们在哪些条件下才能在心理
学领域中谈疾病？对精神病理学现象和器质性病理学现象之间的关
系，我们能作出哪些定义？所有心理病理学都围绕着这两个问题展
开:异质心理学拒绝以正常心理学的术语解读病态意识的各种结构,
就像布隆代尔(Charles Blondel)所做的那样;相反，分析心理学或现象

心理学则寻求在正常与疾病之间产生分别以前的含义中重新掌握一
切举止(conduite),哪怕是荒唐举止的可理解性。在心理发生与机体

发生之间的激烈论战中也有类似的分置:全身瘫痪被发现以来的器质
性病因学研究，如梅毒病因；或在19世纪末被定义为瘡症症候群的、
无器质性基础的错乱之上对心理因果关系的分析①。
这些问题不知道被重提过多少次，如今再提叫人气馁，而且总结

由这些问题引起的争论可能是无益的。然而值得我们思索的是，产生
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难道不是因为我们在精神病理学和器质性病理
学中赋予了疾病、症状、病因这些概念以同样的含义吗？如果说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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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疾病和心理健康如此困难，难道不是因为我们徒劳无益地把同样
应用于人体医学的概念大量地应用在心理问题之中吗？在重新找冋
机体紊乱与人格变质之间的统一性中所遇到的困难，难道不是源于我
们为它们假设了同一种结构吗？在精神病理学和器质性病理学之外,
还有一个一般性的、抽象的病理学统治着它们。这一病理学强加给它
们相同概念的同时强加了同样多的偏见,在给它们指定了相同的方法
以后也指定了同样多的公设。我们想要指出的是，精神病理学的根不
能在某种“元病理学"(metapathologie)中找，而是要在人与疯子和真正

的人之间的、定位在历史中的某种关系中找。
然而，简短的总结还是必要的，这既是为了回顾传统或新近心理

病理学是如何形成的，也是为了指出精神医学应意识到哪些先决条
件，以获得前所未有的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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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精神医学与器质性医学

我们刚刚谈到的这种一般性的病理学的发展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就像器质性医学一样，精神医学首先试图在显示出疾病的各种迹

象的协调组合中解译疾病的本质。它建立了一个症状学，并在其中记
录某种疾病与某种病态表现之间恒定的，或者只是常见的关联：听觉
幻觉是某种妄想结构的症状;精神混乱是某种精神错乱形式的迹象。
另一方面，精神医学还建立了一个疾病分类学，用以分析疾病的各种
形式，描述疾病的发展阶段,并描绘出疾病可能有的各个变种:人们可
以区分急性病和慢性病；人们还可以描述症状的间歇性表现、症状与
症状之间的交替，以及患病期间各种症状的发展。
将这些传统上的描述图解化是有好处的，不只是可以用作例子,

还可以固定这些传统上被使用的术语的初始含义。为此，我们将借用
本世纪初发表的几部作品中的描述，这些描述虽陈旧，但不应让我们
忘记它们曾经既是结果又是起点。
迪普雷(Ernest Dupre)这样定义癒症：“瘴症是一种状态，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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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中，想象与暗示感受性的力量同被我称为精神延展性的身体与精
神之间的这种特殊协同作用结合,导致病人对疾病症候群的或多或少
有意的模拟,导致病人无法与装病者相区别的官能紊乱的现象延展性
组织。”①因此.这个传统定义将暗示感受性，以及像瘫痪、感觉缺失、厌
食这些没有器质性基础，唯独有一个心理根源的错乱的出现指定为療
症的主要症状。

自让内（Pierre Janet）的研究起，精神衰弱症就以伴随着器质性痕

迹（肌肉无力、肠胃失调、头痛）的神经衰竭为特征;它被认为是一种精
神上的衰弱（易疲劳、无力于做出努力、面对障碍时的慌乱；难以融入
现实和现在：即让内所说的“现实功能缺失”）；最后，它还被认为是易
感性的错乱（悲伤、焦虑、阵发性忧郁）。

强迫症：“在一种惯常的精神状态中出现的犹豫、怀疑和不安，表
现形式为间歇性阵发和多样的强迫——冲动。”②人们区分恐惧症和强
迫性神经症，前者以在特定对象③面前的阵发性焦虑的发作为特征（面
对空旷空间时的广场恐惧症），后者主要以病人针对其焦虑而设立的
防御为标志（惯常的谨慎、祈求的举动）□

躁狂症与抑郁症：被马尼昂（Valenlin Magnan）称作“间歇性疯癫”

的这种疾病形式是这样的，在这种疾病形式中，人们能够看到两个原
本对立的症候群以或长或短的间隔交替:躁狂症症候群和抑郁症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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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迪普雷.《情感的构成》（必constilulion ,1911。
② 戴尔马（Andr^ Delmas）.（精神病学实践》（M pratique psychialrique） ,1929O

③ Objet可被翻译成“对象”或“物件”，前者包含后者，此处我们取语义面更广的“对 
象”。一译者



群。前者包含动力的躁动，这是一种欣喜的或恼怒的情绪，一种以言
语的重复且不连贯、联想的迅速和想法的流失为特征的精神兴奋。相
反，抑郁症表现得像一种在悲伤背景上的动力迟钝，并伴随着精神减
弱。躁呢症与抑郁症之间有时是相互隔绝的，但通常它们被一个规律
的或不规律的交替系统连接，吉尔贝•巴莱（Gilbert Ballet）已勾勒出

了这个系统的不同侧面①。
偏执狂:在情感兴奋（骄傲、嫉妒）和心理活动过度的背景上，我们

看到有一种系统化的、结构严密的、无幻觉的妄想发展起来，并在夸

慢性幻觉型精神病也是一种能令人产生妄想的精神病;但是在这
种精神病中，妄想不够系统化,结构往往不够严密;夸大的主题到后来
在一种人物的孩童般的兴奋中吸收了所有其他的主题;最后，而且尤

青春期精神分裂症这种青少年时期的精神病在传统上被定义成
-种智力的和动力的兴奋（饶舌、造生词、双关语;矫饰和冲动）、幻觉

紧张症可以从主体的违拗症（缄默症、拒食、被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称为“意志障碍”的现象）中识别出来，也可以从主体的暗示

感受性（肌肉的消极性、对被强制的态度的维持、共鸣性回应）中识别
出来，最后它还可以从刻板的反应和冲动的爆发高潮中识别出来（突

m忐皿*响I 003

① 吉尔贝•巴莱，"周期性精神病"(la psychose p^riodique).《心理学报)(Journal de Psych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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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要注意到这一点,这种妄想要靠幻觉来维持。

和--种多态性逐渐降低的无序妄想。

大、迫害和要求这些主题在逻辑上的虚假统一中结晶。



然的动力释放似乎超出了由疾病设立的所有障碍）。
克雷佩林观察到，最后这三种出现在疾病发展相当早期的疾病形

式有向痴呆，即向心理生活的完全破坏发展的趋势（妄想逐渐变少，幻
觉有让位给不连贯的梦样诡妄的趋势，主体的人格陷于支离破碎），因
而他将这三种疾病形式归到早发性痴呆这个共同的名称下①。被布洛
伊勒（Eugen Bleuler）重新使用并扩展到一些偏执狂形式上的正是这同

一个疾病分类实体②;他为所有这些疾病形式起名为精神分裂症，在总
体上,这种疾病以联想的正常协调的混乱为特征一一就像一种思想流

而另一方面,这种疾病也以同周围环境的情感接的碎裂(Spaltung)

触的中断，以无法进入与他人情感生活的自发交流为特征（孤独症）。
以上这些分析与器质性病理学的分析有着相同的概念结构：两种

病理学都用同样的方法将各种症状分配到不同的疾病分类，并定义重
要的疾病实体。然而，我们在这种唯一的方法背后看到的，是两个都

首先，人们提出，疾病是一种本质，是一种可通过表现它的症状识
别出来的，但是先于这些症状而存在的，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
这些症状的特别的实体；以这个公设为基础，人们就会描述说,在强迫
症状下隐藏着一个精神分裂症的背景；人们也会谈到被掩盖了的妄
想；在一次躁狂危机或一个抑郁期背后，人们还会假设有一种躁
狂——抑郁性疯癫的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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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认为疾病是本质的偏见旁边，还有一个自然主义的公设,
就好像是为了矫正前一种偏见中包含的抽象一样，这个自然主义的公
设将疾病视为植物学类别;人们假设,在症状的多态性背后，每个疾病
分类类型都具有统一性，就像一个以其固定的特性而定义，并在其子
类型中变得多样化的物种的统一性一样：这样，早发性痴呆就像是一
个以其口然进化的最高形式为特征的物种，而它也能表现出青春期精
神分裂症、紧张症或偏执狂的变种。
如果我们用与器质性疾病相同的概念方法定义精神疾病，如果我

们像分离和集中生理症状一样分离和集中心理症状，那首先是因为我
们把疾病，不管是精神的还是器质性的，看作是由特别的症状表现出
来的自然本质。因此，在这两种病理学形式之间没有实际的统一性,
有的只是由这两个公设在它们之间建立的抽象的相似性而已。而人
的统一性和身心的全体性的问题依然是完全敞开的。

正是这个沉重的问题促使病理学转向了新的方法和新的概念。
种器质和心理的全体性概念彻底摧毁了把疾病视为特异实体的公
设。疾病作为独立的实在逐渐被遗忘，人们放弃了让它在各种症状面
前扮演一个自然物种的角色，也放弃了让它在机体面前扮演一个陌生
的身体的角色。相反，人们开始优先考虑个体的总体反应；疾病不再
以一种自主的实在的姿态介于病态过程和机体的一般运行之间；人们
只是把它设想成患病个体前途上的一个抽象剖面。
为提醒起见，在器质性病理学领域里，我们应注意到目前由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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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及其紊乱所扮演的角色，注意到植物性中枢已得到认可的重要
性，如控制这些激素调节的第三脑室区。我们知道，勒里什（Ren€
Leriche）着重地强调了疾病过程的总体特征，以及以组织病理学代替

细胞病理学的必要性。在塞里（Hans Sely€）那边，通过对“适应性疾

病”的描述，他让我们了解到,疾病现象的本质要到作为机体对来自外界
的侵袭和“压抑”的总体回应的所有神经反应和植物性反应中去寻找。
在精神病理学领域中，人们也给予心理总体性概念以同样的优先

考虑;疾病可能是人格的内在变质，是人格结构的内部破坏，是人格前
途的逐渐偏移;疾病只在一个有结构的人格中才可能有实在和含义。
在这个方向上，人们致力于根据人格紊乱的程度来定义精神疾病，并
且人们最终将精神错乱分成了两大类型：神经症和精神病。

1）結神病这种人格在总体上的紊乱包括:思想的错乱（躁狂症中
流失、消逝、在声音或词语游戏的联想上游走的思想;精神分裂症中跳
跃的思想，它跳过中间阶段，断断续续地或在反差中进行）；情感生活
和情绪的总体变质（精神分裂症中情感联系的中断;躁狂症或抑郁症
中大量的情绪着色）；意识控制的紊乱，批判能力对不同观点和变形的
客观评判的紊乱（偏执狂中的妄想性信仰，在这种信仰中，解读系统预
先给出其准确性的证据，并因此抵制一切讨论;类偏执狂患者对其幻觉
经历的独特性的漠不关心，他以为这种幻觉经历对他来说是显然的）；

2）相反,在神经症中被触及的只是人格的一个区域:强迫症患者
对这个或那个物件所做的仪式性行为，恐惧性神经症中由某种情况引
发的焦虑。但是思想的运行在结构上保持完整，尽管精神衰弱症患者
的思想运行较为缓慢;情感联系依然存在，甚至在癒症患者那里，这种

006 | 精神疫场与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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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联系有可能被夸张到敏感的地步；最后，即使神经症患者表现岀
与癒症患者相同的意识阻塞，或与强迫症患者相同的难以抑制的冲
动，他依然保留着对自己的病态现象清醒的批判意识。
一般来讲,人们把偏执狂和整个精神分裂类型，及其类偏执狂的、

青春期精神分裂症的和紧张症的症候群看作是精神病；把精神衰弱
症、癒症、强迫症、焦虑性神经症和恐惧性神经症看作是神经症。
这样一来，人格这个要素便成了疾病发展的场所，也成了用于判

在全体性概念的这种优先地位之中，我们看到了向具体病理学的
冋归，也看到了将精神病理学领域和器质性病理学领域确立为唯一一
个领域的可能性。其实，这两种类型的疾病难道不是以不同的途径指
向同一个人类个体的实在吗？通过对这个全体性概念的确立,它们难
道没有同时因其方法的相似性和对象的统一性而相互靠拢吗？

戈尔德斯坦(Kul Goldstein)的著作可能会说明这一点。在精神

医学和器质性医学的边界上研究如失语症这种神经病症候群时，他既
拒绝用局部病变解释器质性问题,又拒绝用智力的总体缺陷做心理学
解读。他指出，大脑皮层的外伤后病变能改变个体对其环境的冋应风
格;功能性损伤能限制机体的适应可能性，同时也在其行为中抹去了
某些态度的可能性。当一个失语症患者无法叫出摆在他面前的一个
物件的名字，而在他需要的情况下又能要求这个物件的时候，我们不
能根据缺陷(机体或心理上的废除)来把这种情况描述成一种绝对意
义上的实在。因为面对世界，他不再有能力采取一种态度；不再拥有
一种让他不是靠近物件然后抓住它(greifen),而是与它保持距离，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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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指给人看和指示它（zeigen）①的命名的可能。
不管这些原始的名称是心理学的还是器质性的，疾病涉及的总是

处在世界中的个体的总体情况；它不是一个生理或心理的本质，而是
处在心理和生理的总体之中的个体的一般性回应。因此，在医学分析
的所有这些近期形式中，我们可以解读出唯一的一个含义：我们越是
把人的存在统一性看成一个整体,疾病作为特异统一性的实在便消失
得越快；同时，为了替换对疾病的自然形式的分析，对以疾病的方式回
应其处境的个体的描述也就越加必要。

通过它所保证的统一性和它消除的问题，全体性这个概念完全能
够给病理学带来一个概念上愉悦的新气象。或远或近地从戈尔德斯
坦那里汲取灵感的人们想要利用的，正是这个新气象。但不幸的是,
满足感与严谨却没有站在同一边。

相反，我们想要指出，精神病理学要求有区别于器质性病理学的
分析方法，认为“身体疾病”与“精神疾病”具有相同的含义，这只是一
种人工的语言嫁接。在心理领域和生理领域中使用相同方法和概念
的一个统一的病理学在今天只是一个空想，尽管身体与精神的统一是
现实。

1）抽象。在器质性病理学中，越过疾病回到病人的主题并不排
除能够在疾病现象中抽取条件和结果，抽取密集出现的过程和独特反

①戈呆徳斯坦，《心理学报＞,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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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严格客观评判。解剖学和生理学正是向医学提供了一种允许在
机体的全体性背景上做合理的抽象的分析方法。的确.塞里的病理学
比任何其他病理学都更强调每个节段现象与机体整体之间的连带性;
但这不是为了使节段现象与机体整体消失在它们的单一性之中，也不
是为了揭露它们内部的一种武断的抽象。相反，这是为了让各种独特
现象在一个总体的协调中找到顺序，例如，是为了说明与伤寒损伤类
似的肠损伤在一系列激素紊乱中占有自己的位置，因为这些紊乱中的
个基本要素是肾上腺皮质功能的混乱。器质性病理学给予全体性
概念的重视既不排斥对各种孤立要素所做的抽象，也不排斥因果分
析;相反，它让抽象更加有效，让对因果关系的确定更加真实。
然而，心理学从来没能向精神病学提供像生理学向医学提供的东

西：即通过规定错乱的范围，能够让人们考虑这种损害与人格整体的
功能性关系的分析工具。的确，心理生活的协调似乎以一种与机体的
协调不同的方式被保证；在心理生活中，节段的整合趋向于一种令每
个节段都成为可能的统一性，但是这种整合要在每个节段上概括和思
考:这就是心理学家们在他们从现象学中借来的词汇中所称的举止的
有含义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在每个要素中一一梦、罪行、无理由的举
动、自由的联想——都藏入了一个存在的一般面貌、风格、其整个先前
的历史和偶然的牵连'因此.心理学和生理学中的抽象匸作不能以相
同的方式来做;而旦在器质性病理学和精神病理学中，对病态错乱的
范围界定要求有不同的方法。

2）正常与疾病“医学发现,疾病现象和正常现象之间的界限逐
渐变得模糊;或者更准确地说，医学更加清楚地理解到，临床名目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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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非正常现象、对生理“怪胎”的收集，也部分地由根据其标准而运
转的机体的正常机制和适应性反应构成。如勒里什所说，股骨骨折后
的尿钙过多是一种处于“组织可能性行列中的”①机体应答：这是机体
在以一种有序的方式回应疾病损害，就好像是为了修复这种损害一
样。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些思考建立在对机体的生理可能性的协调
规划之上;而且实际上，对疾病的正常机制的分析能让人更好地认清
疾病损害的影响，并通过机体正常的潜在性，让人更好地了解机体的
复原能力：就好像疾病被记录在正常的生理潜在性之中一样，复原的
可能性也被写在疾病过程之中。
相反，在精神病学中，人格的概念使对正常和疾病的区分变得极

其困难。例如，布洛伊勒将两个精神疾病群作为精神病理学的两个极
点对立起来,一边是以与现实联系的中断为特征的类精神分裂症群,
另一边是以情感反应的过度为特征的躁狂•——抑郁性疯癫群，或交替
性精神病。然而，这种分析似乎既能定义正常的人格又能定义病态的
人格；而克雷奇默(Emst Kretschmer)也以这种精神为指导，构建了一

个双极性格学，其中包含类分裂性气质和循环情感性气质，其病症的
加剧分别表现为“精神分裂症”和“循环性精神病”。但是这样一来,
从正常反应向病态形式的过渡就不属于对过程的明确分析了；这种过
渡只能让人做一种性质估计，它令所有的混淆都成为可能
机体连带性的观念能让人区分和连接疾病损害和合适的回应，但

在精神病理学中，对人格的检査却要防止同样的分析

① 勒里什，《外科手术的哲学〉(Philosophic dr la Chirurgie)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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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病人与环境。最后，还有第三种差异阻止我们以同样的方法
处理和以同样的概念分析机体全体性和心理人格。无疑，没有任何疾
病能脱离医疗实践围绕在疾病周围的诊断方法、隔离手段和治疗工
具。但是机体的全体性概念使患病主体的个体性独立于这些实践而
得到突显;它能隔离出病人疾病的独特性，确定病人对疾病的反应的
专有特征

在精神病理学方面，病人的现实无法让人做出同样的抽象，每个
病态个体都应该通过与他有关的实践环境来理解。从18世纪末开始
强制给精神错乱患者的拘禁和监护处境、患者对医疗决定的完全依赖
都无疑对在19世纪确定癒症患者作岀了贡献。病人被监护人和家庭
顾问剥夺了权利，几乎重新回到了在司法上和道徳上的未成年状态,
因医生的全能而丧失了自由，他成了所有社会暗示的节点：在这些做
法的汇合点上，暗示感受性出现，成为療症的最主要症候群。巴宾斯
基(Joseph Babinski)从外部把暗示的控制强加给他的女病人,使她到

了颓废、既无声音又无运动的错乱地步，准备迎接神奇话语的功效:
“站起来，走。”而医生也在他福音式发挥的成功中找到了装病的迹象,
因为女病人遵循具有讽刺意味的先知式的指令，真的站了起来，也真
的行走了。然而实际上，在他所揭露的如同幻觉的东西里，医生同他
的医疗实践的现实相冲突：在这种暗示感受性中，他得到的是病人所
服从的所有暗示和所有依赖的结果。今天的观察已不再有当初的那
种奇迹，但这并没有肯定巴宾斯基确实成功了，而只是证明了，只要曾
经构成病人的环境的暗示行为减弱，癒症患者的面目就趋向于消失。
因此，个人与其环境的关系的辩证在疾病生理学和疾病心理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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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以相同的风格来做的。

因此，在精神病理学现象和器质性病理学现象之间，我们既不能
一下子就接受一种抽象的平行性,也不能一上来便接受一种大范围的
统一性；在两种病理学之间，抽象工作的方案、正常性的指标，或者对
患病个体的定义都是不可能被任意转移的。精神病理学应该摆脱一
个“元病理学”的所有公设:这种元病理学在疾病的不同形式间所保证
的统一性永远都只是虚假的;也就是说这个统一性来自一个已经被我
们遗忘了的历史事件。
因此，应该把信任交给人本身而不是交给对疾病的抽象,分析精

神疾病的特异性,努力寻找心理学能指定给精神疾病的具体形式；然
后确定是哪些条件使疯癫获得了无法缩减成任何疾病的精神疾病这
种奇怪的地位。
这本书的两个部分力图冋答这些问题:
1）精神疾病的心理方面;
2）作为文明现象的心理病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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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精神疾病的心理方面





第二章疾病与发展

在一个病势严重的患者面前，我们首先感觉到的是一种总体的和
全面的缺陷,没有任何代偿:混乱的主体没有能力在时间和空间里辨
认自己的位置，连续性的中断不断地在他的举止中产生，他无法超越
他被禁闭的那个时刻，去进入他人的世界或者转向过去和未来。所有
这些现象都促使我们以被废除了的各种功能去描述他的疾病:病人的
意识迷失了方向，变得模糊、狭窄和破碎。但是这个功能上的空缺同
时又被一大团似乎被其他举止的消失夸大和变得猛烈了的初级反应
填满:所有重复性的机械行为都被突出（病人以回声来回答他被问到
的问题，一个刚起动的举动被无限期地卡住和重复），内心语言占领了
主体的整个表达领域，他继续他低声而不连贯的自言自语，却不是对
任何人说话;有些时候还会出现强烈的情绪反应。
因此不应该在功能废除这过于简单的文本中解读精神病理学:

疾病不只是意识的丧失、某种功能的沉睡、某种能力的模糊。19世
纪的心理学在其抽象的划分中促使人们对疾病做纯梓负面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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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每种疾病的符号学都太过简单，只限制于描述消失了的能力，例
如在遗忘症中例数遗忘的记忆，在人格两重性中详细地做已变得不
可能的综合。事实上，疾病能够抹去一些东西，也能突出一些东西;
它在一个方面废除，却是为了刺激另一个方面；疾病的本质不只是存
在于它挖出的空洞中，也存在于用来填满这个空洞的替代活动的积
极完满中

哪种辩证法会同时说明这些正面的现象和负面的消失现象呢?
我们一上来就能注意到，消失了的和被刺激了的功能不是处于同

一个层面上的：消失了的，是复杂的协调，是意识，以及它有意的开放
和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定向游戏，是修改和安排各种机械行为的有意识
的压力。相反，被保存和突出的行为是节段性的和简单的；它们是在
种绝对的无条理的风格中释放出来的分散元素。零碎的自言自语
代替了交谈的复杂综合；作为含义的构成渠道的句法被打破，只剩下
言语零件让一些模糊的、多态的和不稳定的含义溜出来；围绕着这里
和现在而组织起来的时空协调崩溃，只剩下相继的这里和零星的时刻
的混乱。疾病的正面现象与负面现象形成对比，就像简单与复杂
一样。

但也像稳定与不稳定之间的对立一样。时空综合、跨主体举止、
有意识的意向性不断地被如睡眠一样频繁、如暗示一样扩散、如梦一
样惯常的现象危害。被疾病突出的各种举止之间具有被废除的各种
结构所不具有的连带性。疾病过程夸大了最稳定的现象，并且只取消
了最不稳定的现象。
最后，被疾病突出的功能是最无意识的:病人失去了一切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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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于连被一个问题引出的回答对他来说都不再可能;他只能重复他
的对话者所说的最后几个词；或者当他最终做出了一个举动的时候,
这种主动性立即就会被一种停止和窒息它的重复性机械行为侵入 。
因此，作为总结，我们可以说，疾病取消了复杂的、不稳定的和有意识
的功能，而刺激了简单的、稳定的和机械性的功能。
然而，除这种結构层面上的差异之外，还有一种发展层面上的差

异。机械反应的优先、举止不断被中断和打乱的接续、情绪反应的爆
炸性形式都是个体发展中一个早期程度的特征。这些举止正是幼儿
反应的风格：交流行为的不存在,无对话者的自言自语的程度，因对问
题——回答这种辩证的不理解而产生的回声式的重复；时空坐标的多
元性使举止变成孤岛，其中空间被粉碎，时刻之间互相独立，所有这些
疾病结构和发展的早期阶段共有的现象都指明了在疾病中有一种倒

因此，如果说在唯一一个运动中，疾病令正面迹象和负面迹象突
然出现;如果说疾病同时废除和刺激，那是因为在回到发展的先前时
期的条件下，疾病使新近的所得消失，并重新找冋了举止在正常情况
下已过时了的形式。疾病就是发展的纬线松开的过程,它首先而且是
在其最温和的形式中取消了最近的结构,然后到达它的完成和严重性
的最高点，即最早期的层面。因此，疾病不是一种盲目地袭击这个或
那个能力的缺陷；在疾病的不合逻辑中有一种逻辑要求我们懂得解
读，那就是正常发展的逻辑。疾病不是-种反自然状态的本质，它就
是自然状态，不过是处在一个倒置的过程中的自然状态;疾病的自然
史只是逆行了健康机体的自然史的过程。但是在这唯一的逻辑中，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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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疾病都会保留其特殊的面貌;每个疾病分类学实体都能找到自己的
位置，而它的内容将会在分离工作停止的那个点上被定义，与不同疾
病之间的本质差异相比，我们更应该倾向于根据退化深度的级别来进
行分析，这样，一种疾病的含义就可以通过倒退过程得到稳定的最低
位置来定义。

杰克逊(John Hughlings Jackson)说，“在一切疯癫中，都有一定数

量的髙级大脑中枢被疾病损害，或者换种方式说也是一样的，都有大
脑基础结构的最高发展层面被疾病损害;再或者，而且还是一样的，都
有意识的物理基础的解剖底层被疾病损害……在一切疯癫中，一大部
分高级大脑中枢的功能都被某种疾病过程暂时或长久地停止了。”①杰
克逊的整部著作都试图给神经与心理病理学中的发展观以合法权利。
从《克鲁年讲座XCroonian Lectures, 1874)开始,忽略疾病的倒退面貌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作的很大一部分都是评述神经症的

发展形式的。力比多(libido)及其发展和相继固定的历史就像是对个
体疾病的潜在性的汇编：每种神经症都是向性欲发展的一个阶段的回
归。而精神分析学也认为能够通过成人病理学来书写一套儿童心理学。

1 )幼儿最先寻找的物件是食物，他们最初的快感器官是嘴:在这
个口腔性行为的时期里，食物挫折能让他结下断奶期情结;这也是幼
①(K®的要素XFacs&lag,文选.第2卷，第4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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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与母亲的几乎是生物性联系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一切抛弃都能
引起被斯皮茨(Rene Spitz)。，分析过的生理缺陷，或被盖(Germaine

Guex)女士描述成特属于遗弃型的神经症②。泽歇哈耶(Marguerite

Seehehaye)女士甚至成功地分析了一个年轻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他发展

过程中较早期阶段的固定导致了青春期时的精神分裂症的木僵状态，颓
丧于这种状态下的主体生活在对他饥饿身体的带有焦虑的分散意识中。

2)随着岀牙和肌肉组织的发展，幼儿组织起来一整套侵犯性防
御系统，这标志着他最初的独立。但这也是纪律——而且尤其是括约
肌纪律以一种重大的方式——强加在幼儿身上，是父母的权威以其镇
压的形式出现在幼儿面前的时候。就像易感性的自然方面一样，双重
性也由此建立下来:食物的双重性，因为它只有在人用咬这种侵犯性
的方式毁坏它的时候才能带来满足；快感的双重性，因为排泄和摄取
都能带来快感;满足的双重性，因为它一会儿被允许、被奖励，一会儿
乂被禁止、被惩罚。被梅拉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女士称为“好

对象”和“坏对象”的分置就是在这个时期的中心完成的；但是两种对
象之间的潜在模糊性还没有被控制，而被弗洛伊德描述为“性虐一肛
门期”这个时期的固定凝结了强迫症的症候群:这是一种矛盾的症候
群，它包含怀疑、疑问、不断被禁令的严厉抵消的冲动性吸引力，总是
被转向，但又总是重新开始的自我提防，是严厉与顺从、默契与拒绝的
辩证，被渴望的物件的极度双重性在这当中显示了出来。

① 斯皮茨.〈医院病》(牌岬5"
② G •盖，《遗弃型神经症》(Les nhroses d'abaru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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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伴随着最初的性活动、平衡反应的完善和在镜子中的自我识
别，形成了一种对“自己的身体”的经验。此时，易感性把身体完整性
的保证和要求作为发展的主题；自恋变成了一种性征结构，而自己的
身体也变成了一个优先的性物件。在这个自恋的回路中，任何中断都
会扰乱原本就很难维持的平衡，儿童在由父母的威胁引起的阉割性幻
想面前表现出的焦虑能为此作证。療症症候群正是在这种身体经验
的令人不安的混乱中加速发展的：身体的一分为二,一个第二个我（成-
ter ego）的构成，主体在那里镜像地阅读自己已经被这个魔鬼般的替身

事先剥夺了的思想、欲望和举动；瘴症分裂将感觉缺失或瘫痪的成分
排除在身体的总体经验之外;病人面对被自己幻想成对身体的完整性
有威胁的物件时的恐怖性焦虑（弗洛伊德就是这样分析了一个4岁的
男孩,他对马的恐惧下隐藏着阉割的烦扰①）。

4）最后，在童年初期的末尾，“客体选择”形成:伴随着异性恋的
固定，这种选择应该导致了与父母中同自己同性别的那个人的同一
化。但是与这种区分、与正常性征的提升相对立的，是父母的态度和
幼儿期易感性的双重性：的确，这种易感性在这个时期依然固定在一
种混合着性行为和侵犯性嫉妒的模式之上，固定在一个自己得不到或
至少要与人分享的母亲上；面对一个在竞争中获胜的父亲，这种易感
性分解成了忧虑，而父亲的胜利除了恨意也引发了主体想同父亲同一
化的渴望。这就是著名的恋母情结，弗洛伊德认为从中解读了人的谜
团，找到了人的命运的钥匙；在恋母情结中无疑也应该找到对幼儿在

®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五讲XCinv psychanalyy）,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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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与父母的关系中所经历的冲突的最有内涵的分析和众多神经症的

简言之，整个性欲阶段都是一个潜在的疾病结构。神经症就是主
体对力比多所做的本能的考古。
让内也重新利用了杰克逊的主题，不过是在社会学领域里。作为

疾病特征的心理能量的下降使在社会发展中获得的复杂行为变得不
可能，并且就像退却的潮水一样，可能会暴露原始的社会行为,或者甚
至是前社会反应。
一个精神衰弱患者无法相信自己周围的现实，这对他来说是一个

“太困难的”举止。什么是一个困难的举止？本质上，对这种举止的一
个垂直分析能显示出，其中几个同时发生的举止重叠在一起。在打猎
中杀死一个猎物是一个举止;事后向别人讲述自己杀死了一个猎物是
另一个举止。但是人在守候、在猎杀的时候，他会对自己讲自己在猎
杀、追逐、守候，以便随后能把这些作为不凡的经历讲给别人听；这里
同时有打猎的实际举止和讲故事的潜在举止，这就是一个双重活动,
远比这两种活动的任何一个都复杂，只是表面上显得最容易：这就是
现时举止,是所有其他时间上的举止的胚胎。在现时举止中，当下的
举动和对这个举动会有一个未来的意识——即晚些时候可以把它当
作过去讲述出来的意识——叠放或交错在一起。因此,我们可以根据
一个活动进展的统一性所牵扯到的初级举止的数量来衡量这个活动

我们回头来看这个“讲故事给他人”的举止,它的潜在性属于现时
的各种挙止的一部分。讲述，或较为简单地说，以一种更加初级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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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去设置顺序，这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首先要参考一个事件或
各种事物的顺序，或者参考一个我自己无法进入但他人能代替我进入
的世界；因此我需要识别对方的角度，把它集成进我的角度，我要给我
自己的活动（已开动的顺序）加上一个潜在的举止，即需要执行我的活
动的他人的举止。不仅如此:开动一个顺序总是意味着有将会感知这
个顺序的耳朵、理解这个顺序的智力、执行这个顺序的身体;在指挥的
活动中包含着被服从的潜在性。这就是说,对现时的专注、故事和话
语这些表面上如此简单的举止全部都牵扯到某种二元性，它说到底是
一切社会举止的二元性。因此，如果这个精神衰弱患者觉得专注于现
时是如此艰难，那是因为这种专注无声无息地包含了许多社会牵连;
对他来说,所有这些具有一个反面的活动都变得困难（当面的看
被看;语言中的说——被说;故事中的相信一被相信），因为这些都
是在一个社会的角度中展开的举止。对话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社会发
展才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式;这只有从一个在其当下的等级中静
止的、只允许指令存在的社会过渡到一个因关系的平等而允许和保证
了潜在的交流、对过去的忠实、对未来的嵌入和不同角度的相互性的
社会之后才变为可能。没有对话能力的病人正是倒退到了这整段社
会发展以前。

每种疾病,根据其严重性，都废除了社会在其发展中使之成为可
能的这些行为中的这个或那个,并代之以行为的早期形式:

1） 一种自言自语占据了作为语言发展的最高形式的对话的位
置，主体向自己讲述自己做的事，或者同一个想象的对话者进行他可
能无法同一个真实的交谈者进行的对话,就好像那个能对着他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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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报告的神经衰弱的教授一样。在他人的目光下活动对病人来说变
得太“困难”：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的主体，不管是强迫症患者还是精
神衰弱症患者，当他们感到自己被观察的时候，会表现出情绪释放的
现象,如抽搐、模仿、各种肌肉阵挛;

2）失去了对话的这种二重的潜在性，并且由于只能通过话语呈
现给说话主体的过分简单的一面才能理解话语,病人失去了对他的象
征世界的控制;所有词语、符号、礼仪，简单说，人的世界中的一切暗示
性和参考性的东西不再与一个意指对等系统相融合;话语和举动不再
是自我意愿和他人意愿相会的这个共同的领域了，而是成了一个迟钝
的和令人担忧的存在中自存的含义；微笑不再是对日常问候的普通回
答，它是一个谜一样的事件，礼貌的任何象征性对等都不能缩减它;在
病人的角度上，一个不知道是哪个谜团的记号，一个沉默并具有威胁
的反话的表达方式清楚地显现;

3）这个从妄想到幻觉的世界好像完整地属于--种作为人与人之
间的举止的信仰病理学：真理的社会标准（“相信别人相信的”）对病
人来说不再有价值;在这个被他人的不在场剥夺了客观可靠性的世界
中，他把包罗万象的各种象征符号、幻想、烦扰放了进来；这个对方的
目光已经熄灭的世界变得就像被幻觉和妄想打得千疮百孔了一样。
这样一来,在疾病现象中，病人被送回到信仰的早期形式，在那个时
期，原始人在他同他人的团结中找不到真理的标准，那时他把他的欲
望和害怕投射在与现实一起编织梦、显圣和神话的无法分离的错综复
杂的幻影之中。

精神疾病与心震学 |
Maladic ntcnialc ct psychologic | U D



在所有这些分析的角度里，无疑有一些说明性的主题主动站到了
神话的边界上：首先是某种心理实体［弗洛伊德理论中的“力比多”,
让内理论中的“精神力"（force psychique）］的神话，这种实体可能是发

展的天然材料，它在个人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可能因疾病的作用而遭
受反复，重新跌入它过去的状态中；也有病人、原始人和幼儿之间的一
种同一性的神话，通过这个神话,在精神疾病前受到震惊的意识得到
了安定，被关在其文化偏见中的意识得到了稳固。在这两个神话中,
第一个，由于它是科学性的，所以很快便放弃了（在让内那里，我们记
住的是对举止的分析，而不是通过心理力量所做的解读；精神分析学
家越来越反感力比多这个生物一心理学概念）；相反，另一个，因为它
是伦理性的，因为它辩护的作用多于解释的作用，所以还依然活跃。
然而，恢复病人的病态人格与幼儿或原始人的正常人格之间的同

一性没有太大的意义。实际上在两个之间选一个就行了:
要么我们承认杰克逊的解读是精确的：“我设想大脑中枢由

四层组成,A、B、C、D”；那么,疯癫的第一种，也是最温和的一种就会是
A + B+C + D;**A^M^#^±  ̂+ B+C+D； -A 只是为了表

现出新的人格如何与之前的人格不同”。①这样,疾病的倒退就只是一
个减法操作;但是在这个算术中被减去的，正是最后的、推动和完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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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期段;也就是说“剩下的”不会是一个先前的人格，而是一个被废
除了的人格。这样一来，如何能把患病主体与原始人或幼儿的“先前
的”人格看作是相同的呢?

要么我们扩大杰克逊学说的范围，接受人格的一种重组；倒
退不满足于删除和解放，它还整理和布置；就像莫纳科夫(Constantin

裂并非与结合完全相反 说半身不遂是运动学习回到了原始阶段
是荒谬的 在这里，自身调节会发生作用，以至于纯粹的分裂概念
是并不存在的。这个理想过程被不断处于活动中的机体重建遭打乱
的平衡的创造倾向掩蔽了。”①因此涉及的就不是早期的人格了;要承认
病态人格的特异性;心理现象的疾病结构不是原始的，它绝对是独创的。
宣布疾病倒退的分析无效是无法想象的，因为只要把它们从让内

和弗洛伊德没能澄清的神话中解放出来就行了。在一种解释性的角
度上说变成病人的人重新变成了一个幼儿，这无疑是徒劳的；但是以
-种描述的角度说病人在他病态的人格中表现出了节段性的、类似于
先前的一个年龄阶段或来自另一种文化的举止则是准确的;疾病揭示
正常地结合起来的举止，并给它们以优先的表现。因此，倒退只能被
认为是疾病的描述性面貌之一。
因此，对疾病的结构性描述应该分析每个症候群的正面迹象和负

面迹象，即详述被取消的结构和被释放的结构。这不是解释疾病形
① 莫纳科夫和穆尔格，《神经病学的生物学入门＞ (Introduction hiologique d la neurologic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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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而只是将它们放到一个能使由弗洛伊德和让内指出的个人或社会
的倒退现象表现得一致和容易理解的角度上。我们可以这样总结描
述的大轮廓:

1）精神失常和神经症只是精神功能分裂的第一级；损伤只是在
心理人格的总体平衡上，这种往往是暂时的中断只解放在个人发展过
程中形成的情感情结、无意识的情绪模式;

2）在偏执狂中，性情的总体混乱解放的是一个只能算是人格的
习惯行为的夸张情感结构；而精神底部的清醒、顺序和一致都没有被
损伤;

3）但是在白日梦的状态中，我们抵达了意识结构已经分裂的
种程度;感知控制和推理的严密消失了；在意识领域的这种粉碎中，我
们看到通常只在睡眠中才能被解放的梦的结构渗透进来。幻象、幻觉
和错误的识别在醒觉状态中表现出梦中的意识形式的抑制解除;

4）在躁狂症和抑郁症的状态中，分裂侵入了本能一情感的领
域;躁狂症患者在情绪上的稚气，抑郁症患者对身体意识和自保行为
的丧失表现了疾病的负面形式。至于疾病的正面形式，它们出现在运
动纷乱或情绪爆发的这些极期之中；在这些极期中，抑郁症患者显示
出了他的绝望，躁狂症患者表现出了他欣喜的激动;

5）最后,在神经错乱和精神分裂症的状态中，退化表现出了能力
缺陷的样子;在空间和时间的标记变得过于模糊而不能辨别方向这一
角度上，粉碎的思想通过孤立的碎片来进行，以“精神昏厥”加强了一
个空洞和黑暗的世界，或者把自己封闭在一个运动机能本身被紧张症
封锁的身体的沉默中。只有刻板症、幻觉、结晶成不一致的音节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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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模式还能作为正面迹象持续出现，以及像流星一样穿过痴呆的惰性
情感的突然泛滥;

6）这种疾病分裂的循环闭合在痴呆症上，所有缺陷的负面迹象
都在这里膨胀;在这里，分裂变得如此深刻，以至于它不再有任何优势

但是这样一种分析无法穷尽疾病现象的全部。它是不够充分的,
原因有两个:

管分裂有多么深刻（除了痴呆症这唯一一种情况），人格都永远不会完
全消失；人格倒退而重新找到的，不是分散的元素 因为这些元素
从来就没有分散过，也不是更早期的人格——因为在人格的发展中没
有回头路，只有在举止的接续中才有回头路。不应忽略一个精神分裂
症患者用以构成其世界结构的各种组织，不管它们有多么低等和简
单：他描述的分成块状的世界与他分散的意识相对应；他生活于其中
的没有过去和未来的时间是他没有能力投射向未来、没有能力在过去
识别自己的反映;但是这种混沌在保证病人的意识和前景的统一体验
的个人结构中找到了它的和谐点。不管一个病人病得有多重,这个和
谐点都不可能不存在。精神病理学这门科学只能是病人人格的科学。

b）倒退性分析描述疾病的定位，却不更新疾病的起始点。如果
疾病只是一种倒退,那么它可能就像一个被个人发展的本身投放在个
人体内的潜在性;疯癫就可能只是一个可能性，只是人的发展中总是
可索回的赎金。但是，某个人病了，病在这个时刻，得了这种病，他的
强迫有某个主题，他的妄想带有某些要求，或者他的幻觉在具有某些

a）它忽略了倒退性结构在其中得以更新的病态人格的组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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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形态的世界中着迷，所有这些都是倒退这个抽象的概念无法说明
的。在发展主义的角度上，疾病只有一个身份，即一般的潜在性的身
份。使疾病成为必然的因果关系还没有被指岀，赋予每个临床名目表
以独特色彩的因果关系也是一样。这种必然性及其个体形式,不应向
一个总是特异的发展过程去要，而是要向病人的个人历史去要。

因此要把分析推得更远，并完成疾病这种发展的、潜在的和结构
的方面，这自然要通过对使疾病成为必然、使疾病变得有意义和历史
关联的这个方面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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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疾病与个人历史

心理发展将过去并入现在，构成一个没有冲突的统一体，人们把
这个有序的统一体定义成结构的等级，这个统一体十分坚固，只有疾
病的倒退才能危害它；心理历史对先前和当前不做同样的合并，而是
将它们并列放置,并在它们之间设置一个距离，在一般情况下,这个距
离允许压力、冲突和矛盾的存在。在发展中，是过去推动现在,使现在
成为可能；在历史中，是当前脱离了过去，给过去一个含义，使它可以
被理解。心理的前途同时是发展和历史;心理现象的时间应同时根据
先前和当前来分析——即根据发展来分析，但也应同时根据过去和现
在来分析——即根据历史来分析。19世纪末，在达尔文(C. R. Dar-

着的人的前途中发现了人的真理,人们自以为能够以发展的字眼来书
写历史，或者能够为突出后者而混合两者：此外我们还能在同时期的
社会学中找到同样的诡辩。精神分析的初始错误，以及其后绝大多数
遗传心理学的错误无疑是没有理解在心理前途的统一体中发展和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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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这两个不可缩减的方面①。而弗洛伊德的天才之处就是相当早地超
越了这种由力比多概念所定义的发展主义眼光,进入了人的心理现象
的历史方面之中。
事实上，在分析心理学中，总是可以分割属于发展心理学的东西

（就像《性学三论》）和属于个体历史心理学的东西（就像《精神分析五
讲》及其相关的文本）。我们之前所说的情感结构的发展就是被精神
分析传统所详述的那种发展。我们现在要从精神分析的另一个方面
借用一些东西，用以定义当我们在个体历史的角度上思考的时候精神
疾病是什么②。

这是一个弗洛伊德在其《精神分析引论》中提到的观察③:一个50
来岁的女人怀疑她的丈夫同作为他秘书的年轻女子背叛了她。这样
的情况和这样的感受极其普通。然而这种嫉妒却有独特的反响：嫉妒
是由一封匿名信引起的；人们知道这封信的作者是谁，也知道他是为
了报复才写的这封信，而且他提出的事实都不确切；主体了解这一切,
也乐于承认对她丈夫的这些指责是不公正的，还本能地谈到了丈夫一
直以来给予她的爱。然而这种嫉妒却无法消散;事实越表明她丈夫是
忠诚的，她的怀疑就变得越强烈；她的嫉妒反常地结晶在她对自己没

® 弗洛伊德在其《我的生活与精神分析》（Me血"la吋柘5）中提到了达尔文对他的第 
一次思想定位的影响。

② 我们将筒要:地谈一下精神分析理论，有关它的全面介绍请见布托尼耶（Juliette Favez-Bou- 

•onnier）女士的相关作品。

③ 《精神分析引论〉（/Production d la psychfrmlyst）.第 2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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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被背叛的确信上了。病态嫉妒在其传统的偏执狂的形式下是一种
会在推理的最极端形式中寻找其证明的难以理解的信念，而在弗洛伊
德的这个观察中，我们看到了不断地质疑其根据、随时试图自我否定,
并存活在内疚之上的冲动性嫉妒的例子。这是强迫性嫉妒一个很奇
怪(也很罕见)的案例。
经过分析，人们发现这个女人爱上了她的女婿;但是她的负罪感

那么强烈，以至于她无法忍受这种欲望，并且把这种爱上一个比自己
小那么多的人的错误转移到了丈夫身上。此外,一个更加深入的调査
显示,她对女婿的爱慕本身也是双重性的，在这个爱慕背后还隐藏着
-种嫉妒性的敌意，而敌对的对象就是她的女儿：因此,在这种病态现
象的核心里还有一种对儿女的同性固恋。
变形、象征主义,将感情转变成它们的反面;人物的反串、负罪感

的转移、内疚向谴责的翻转，这一整套过程显示出了儿童虚构的特征。
我们可以轻松地把这种嫉妒性投射与瓦龙(Henri Wallon)先生在其

《儿童性格起源》中描述的投射进行对照①:他援引了埃尔莎•克勒
(Elsa Kohler)提到过的一个案例:一个3岁的小女孩打了自己的小伙

伴一个耳光,然后痛哭流涕，跑到她的女老师那里寻求安慰，称自己被
打了。在这个孩子那里和在那个强迫症患者那里，我们都发现了相同
的举止结构：自我意识的无差别阻碍了对行动与受苦(打一被打、背
叛一被背叛)的区分;另一方面，感情的双重性使在侵犯和负罪感之间
存在着一种可倒转性。在这两个案例中，我们都看到了同样的心理仿

①《儿童性格起源》(Les origines du caracUre chtz Venfant)，第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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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特征:情感举止的流畅，个人结构在自我一他人的对立中的不稳定

在这里重要的是，弗洛伊德的病人的倒退有一个很明确的意义:
这可以让她逃避魚罪感;她通过强制自己爱女婿来逃避因太过爱女儿
而引起的内疚;然后她再通过一种镜像投射的方式把与自己的爱相似
的爱转到丈夫身上，以逃避这个新的爱慕引起的负罪感。因此，儿童
将现实变形的手段是具有-种用处的：这些手段构成了一个托辞,
个作用于现实的廉价方式,一个转变自我和别人的神话模式。倒退不
是向过去的一种自然陷落;它是有意对现在的逃离。与其说是一种回
归，这更像是一种求助。但是我们只能通过把别的东西放在现在的位
置上才能逃避现在；而在疾病的举止中显露出来的过去不是我们回归
的原始土壤,就像我们回到一个失落的故乡一样，它是具有代替作用
的虚假的和想象的过去。

有的时候是行为形式的代替：成人的、发展成形的和已适应
的举止在幼儿的、简单的和不适应的举止面前消失。就像在让内的那
位有名的病人那里那样：想到她的父亲可能生病，她便表现出儿童情
绪的阵发性形式（危象、运动激增、跌倒），因为她拒绝适当的举止，如
考虑为他治疗、为缓慢的康复准备好条件、为自己安排好一个照看病
人的生活方式;
—一还有的时候是对象本身的代替：主体用想象的主题和他最初

的幻想代替了现实的鲜活形式；世界好像向从前的对象敞开，现实的
人物在父母的幽灵面前消失；就像在那些恐惧症患者那里一样，他们
在每个行为开始的时候都会撞到可怕的恐惧;父亲这个伤人肢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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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或占有欲强烈的母亲在吓人的动物一成不变的形象及淹没意识的
焦虑的分散背景后显出轮廓。
所有这些转变和重复的游戏都表现出，在病人那里，求助于过去

只是为了取代当前的状况；过去只在被用于将现在去现实化（irr&lis-

*

但是重复一种焦虑的发作有什么好处呢？重新找回儿童期生活
中可怕的幻想，用还没有调谐好的易感性的严重错乱代替当前的活动
形式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是为了重新找回还没有适应的行为类型，那
为什么要逃避现在呢?
是举止的病态惰性？是弗洛伊德在与倾向于不断翻新的机体组

织等级的运动性的生命直觉相反的，倾向于静止、恒等、单调和无机的
—种反常的“死亡直觉”的生物现实中外推出来的一个重复原则的表
现？但是这样一来就无疑是在给各种现象以一个唯一的名字，这个名
字将这些现象合并在--起,却拒绝做任何解释。不过除了对过去的单
纯重复之外,在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学的工作中是有能够解释这种现
在的去现实化的东西的。
弗洛伊德自己也曾有机会分析一个正在形成的症状。那是一个4

岁的男孩,名叫小汉斯①，他对马有一种病态的恐惧。他的恐惧是模棱
两可的，因为他寻找一切机会去看马，只要听到有马车经过，就跑到窗
①《精神分析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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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边去看;但是受了惊吓的他，一看到自己主动想要去看的马之后便
惊惧地大叫。这也是一种反常的恐惧，因为他既担心马咬他，又担心
马会摔死。他到底是不是渴望看见马呢？他只为自己担心还是同时
为马担心？无疑是都有的。分析指出，这个孩子处在所有恋母情结处
境的节点上:他的父亲有意地努力防止他过于强烈地固恋他的母亲;
但是这只能让他对母亲的依恋变得更强,这种依恋还被妹妹的出生加
剧，以至于对小汉斯来说，他的父亲一直是他母亲和他之间的障碍。
症候群就是这个时候形成的，对梦中资料的最基础解读就能让人猜
到，在马的形象中有父亲“意象” (imago)的代替品，而且很容易在这个
孩子惊恐的双重性中识别对父亲死亡的渴望。疾病的症状就是一个
欲望的立即性的满足；对父亲之死的没有意识的渴望，这个孩子在对
马的死亡的想象模式上去感受。
但重要的是,这个象征体系并不只是现实的虚构的和形象的表

现;相对于这个现实，它还具有一种功能性的作用。害怕被马咬无疑
是担心被阉割的一种表现:这象征着父亲对他所有性活动的禁止。但
是这种对受伤的恐惧还伴随着马本身的摔倒、受伤和死亡引起的烦
扰:就好像这个孩子通过想看到自己父亲的死亡，并以此推倒分离他
和他母亲的障碍的欲望来抵御他自己的恐惧一样。然而，在恐惧性幻
想中,这种欲望不是立即就会以盼人死亡的形式表现岀来：它只是隐
藏在一种恐惧的形式下出现;孩子对马的死亡的担心和对他自己的受
伤的担心是一样的。他通过在与对自己的担心对等的一种恐惧模式
上感受对死亡的渴望，并驱赶由这种欲望引起的负罪感。他担心自己
遇到的事，也同时担心他的父亲遇到；但是父亲只用担心孩子针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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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渴望。这样我们便看到了，症候群的表现意义不是立即的，而是
通过一系列防御机制构成的。在这个恐惧症的案例中，这些机制中的
两个发挥了作用:第一个机制将对自己的担心转变成对引起这种担心
的人的死亡的欲望;第二个机制将这种欲望转变成对看到这种欲望的
实现的担心。
因此.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说，病人在疾病中将他的现在去现

实化而获得好处的根源,就是病人抵抗现在的需要。疾病的内容就是
病人用来回应他身陷处境的逃避和防御反应的总和;而且就是应该在这
个现在，在这个当前的处境之上去理解疾病行为中岀现的发展性倒退,
并给这些倒退以含义;倒退不只是发展的潜在性,它还是历史的后果。
心理防御这个概念是关键的。整个精神分析都是围绕着它展开

的。对无意识的调査、对幼儿期创伤的研究、一个被假设存在于情感
生活中所有现象背后的力比多的解放、对如死亡直觉这样的虚构冲动
的更新，精神分析长期以来做的都是这些事；但是它越来越倾向于把
研究转移到各种防御机制中，并且最终承认主体复制自己的历史是因
为他在回应一个现在的处境。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女士曾

清点过这些防御机制①:除了被认为是正常行为的升华作用之外，她找
到了病人用于自卫的九种手段，这些手段的不同组合也定义了神经症
的不同类型。这些手段是：抑制、倒退、反应的培育、隔离、追溯性取
消、投射、摄取、针对自我的翻转、向自身反面的转变。

——療症患者主要使用“抑制”。他把一切性的表现都从意识中

① 安娜•弗洛伊德.《自我与防御机制》(々nwi et les m^canismes de defense).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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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除;他以保护措施中断了心理的连续性，在这些“心理切分”中出现
了构成療症患者表面上的“好心情”的无意识、遗忘和不在乎；他也打
破了身体的统一性，以便擦除性的所有象征和所有替代物：这样就有
了感觉缺失和暗示性瘫痪;

相反,强迫症患者主要通过“隔离”来防御。他分离出冲突性
躁动的背景，给它一些表面上与内容没有联系的象征和表达方式；冲突
中的各种力量令冲动的、僵硬的和不符合逻辑的举止在一种适合的行
为当中突然岀现:弗洛伊德的那位女病人便是如此①，凡是经她手的纸
币,她都要把上面的号码记录下来，她不知道为什么，也无法用任何谨
慎或吝啬的感情自我辩解。这种举止隔绝起来看是荒唐的，但是如果
我们把它放冋到情感背景中，它就有了一个含义:这种举止反映了这位
女病人感受到的一种欲望,她希望通过给一个男人一枚硬币作信物来
稳固这个男人对她的爱;但是所有硬币长得都一样……也许她至少能
给他一张可以通过上面的号码来识别的纸币……通过把这种举止隔离
出它在感情上的解释.这位病人抵抗这份她认为有罪的爱情;

——偏执狂患者同时是被迫害者和迫害者,他在他人的心中揭露
自己的欲望和自己的恨,他爱他想要摧毁的东西，他与他恨的东西视
为同一，这种患者的主要特征就是“投射”、“摄取”和“突然转变”。弗

洛伊德是指岀偏执狂嫉妒中所有这些过程的第一人②。当偏执狂患者
指责伴侣背叛他的时候，当他在这不忠的周围建立一整套解读系统的

①〈紡神分析引论〉，第286页。
®(精神分析五讲〉：“施雷贝尔庭长”(Le President Schreber)，第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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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他所做的只是谴责对方做了他谴责自己的事；如果他指责情妇
同一个朋友一起背叛了他，那正是因为他自己感受到了这种欲望；他
通过将这种同性的欲望转变成异性关系并将它投射在另一个人身上,
以对不忠的谴责的形式来抵抗它。但是通过同样一种具有辩白和宣
泄含义的对称投射，他也谴责他渴望的那个人有同性的欲望，而且通
过一种情感的翻转,他炫耀自己有一种在他看来因情敌的殷勤而变得
正当的虚构的恨。不是我背叛了你，而是你背叛了我；不是我爱他，是
他渴望我、纠缠我；我对他没有爱，只有恨:这就是偏执狂患者用以抵
抗他自己的同性恋，构成一种嫉妒性妄想的机制。

因此，疾病对过去的重复现在就有了一个含义，这不是由一种“死
亡直觉”的重力强加的，倒退属于这些防御机制的一部分，或者更准确
地说，倒退就是去求助于已经建立好的各种防护体。疾病的重复形式
同它的防御意义相比只是次要的。

节点上的问题依然存在：病人在还是幼儿的时候建立起来的、后
来会在他的成人生活中被更新的各种防护形式是针对什么的？出现
在他的心理生活初期的、不断地岀现在他的世界中的、以始终如一的
危害的千万种面目制造威胁的这个持久危险是什么呢?
在这里，我们依然可以将对一个症状的分析作为导线。一个十几

岁的小女孩偷了东西①:她在女售货员的眼皮底下拿走了一块巧克力,

① 安娜•弗洛伊德.《儿童精神分析治疗 》(々trailemeru psychanalyti^ue如enfanU)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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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女售货员训斥了她,并威胁要把这件事告诉她的母亲。这次偷盗
的冲动和不适合的形式立即就揭示了它的神经症特征。这位主体的
故事清楚地表明了这个症状处在两个举止的汇合点上：想要再次得到
自己没能得到的母爱的欲望，像通常一样，这种欲望的象征在本案例
中是食物;另一方面是随着为获取这种爱所作的侵犯性努力而来的所
有负罪感的反应。在这两种举止之间，症状将作为一种妥协而出现;
通过偷窃，孩子能发泄她对爱的需要，但是在偷窃的时候任人发现，她
也释放了负罪感的倾向。笨拙的偷盗行为表现得像是一种举止的灵
巧；她的卑劣行为只是一个诡计:是两种相互矛盾的倾向之间的妥协,
是控制冲突的一种方式。因此，疾病的机理就是对冲突的防护，是在
由这个冲突引起的矛盾对面竖起的防御。
但是并非任何冲突都能引起病态反应，它导致的压力并不一定是

疾病性的;这种压力甚至很可能是整个心理生活的脉络。神经症中的
妥协揭示出的冲突并不仅仅是客观处境中的外部矛盾，而且还是内在
的矛盾，在这个矛盾中不同的字眼混合在一起，以至于妥协到最后只
是冲突的加深，而远非一个解决方法。当一个孩子偷窃以便重新获得
已失去的爱，并通过被人撞见来安抚他的顾虑的时候，很明显，由于招
致了所期待的惩罚，他的举动的结果会把他所怀念的爱拉得更远，会
提高由他的偷窃所象征的占有欲,因而会在他满足一会儿之后增加负
罪感。这样一来，挫折经历和负罪感的反应便连接在一起，但不是作
为分享同一个行为的两种互相分离的形式，而是作为定义了同一个举
止的两个极点的矛盾统一体，疾病的矛盾不是正常的冲突：正常的冲
突在外部撕裂主体的情感生活；它在主体那里引起相反的举止，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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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游移不定;它引发行动,然后又使内疚产生;它能把矛盾发展到不
相干性。但是严格地讲，正常的不相干性不同于疾病的荒谬.荒谬由
矛盾在内部推动;证实自己妻子不忠的嫉妒者的一致性是完美的；强
迫症患者在采取防范措施的时候的一致性也是完美的。但是这种一
致性是荒谬的，因为它在发展中加深了它试图超越的矛盾；当弗洛伊
德的一位女病人因强迫性的忧虑而搬走所有搅扰她睡眠的座钟和手
表的时候，她既是抵抗自己的性欲,乂是虚构地满足它们：她摆脱了自
己身上所有的性的象征，但同时也摆脱了能够被她所渴望的母性搅乱
的生理规律——她在幻觉的模式上满足这些欲望的同时，也在实际上
增强了负罪感①。在正常个体体验矛盾的地方，病人做了一种矛盾的
体验;前者的体验向矛盾开放，后者的体验向矛盾关闭。换句话说:前
者的是正常的冲突,或处境的模棱两可;后者的是病态的冲突，或体验
的双重性②。

就像恐惧是对外部危险的反应一样，焦虑是这种内在矛盾的情感
方面。作为情感生活的彻底混乱，焦虑是双重性的重大表现，它在双
重性这种形式中完成，因为它是对同时发生的矛盾的令人眩晕的体
验，是对生和死、爱和恨的相同欲望的考验，是心理矛盾在感官上的顶
点:幼儿因啃咬而发现在吸收的性特征中充满了具有破坏力的侵犯性
时感受到了焦虑，忧郁症患者为了让被爱对象逃脱死亡而与被爱对象
视为同一，变成了被爱对象过去的样子,最终在对方的死亡中感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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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精神分析引论》,第287页。
② 自布洛伊勒起.被人们称为"双重性,'的，正是举止与情感生活的这种矛盾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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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而且在只有通过把对方再度与死亡连接到一起才能把他留在自
己的生活中的时候也感受到了焦虑。通过焦虑,我们进入了疾病含义
的核心。在使疾病变得独特的所有防护机制下都有焦虑的表现，而且
每种疾病都定义了 •种对焦虑做出反应的特殊方式:癒症患者抑制他
的焦虑，通过把它体现在一种身体上的症状中来阻塞它；强迫症患者
围绕着一个象征将能够满足其双重性的两个方面的举止仪式化；至于
偏执狂患者，他通过以投射的方式把所有具有内在矛盾的感情归于他
人来在虚构上为自己辩护；他在别人身上分配自己的双重性元素，并
以他侵犯性的各种形式来掩盖这种焦虑。同样，也是作为内在矛盾的
心理考验的焦虑充当了共分母，并给予一个个体的心理前途以一个唯
-的含义:焦虑是在幼儿生活中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引起的双重性中
被第一次感受到的;在它潜在的突发下，各种防御机制得以建立，在这
个个体的整个一生中，一旦焦虑有再次出现的可能，这些防御机制就
重复它们的仪式、预防和僵硬的操作。
因此，我们可以在某种角度上说，心理发展是通过焦虑而转变成

个人历史的；的确，是焦虑通过结合了过去和现在而建立起它们的关
系并赋予它们相同的含义的;疾病的举止让我们觉得它好像反常地具
有一个先前的内容和一个对现在的有含义的嵌入;这是因为在现在正
要引起双重性和焦虑的时候引起了神经症的防御活动;但是这种具有
威胁性的焦虑和用以摆脱它的各种机制长期以来都是在主体的历史
中被确定的。这样一来，疾病就在一种恶性循环的方式下进行:病人
用他当前的防御机制防御一个过去，因为这个过去的秘密存在令焦虑
出现;另一方面，针对当前的焦虑的潜在性，主体也求助于在过去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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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情况中建立起来的防御。病人是用他的现在抵御他的过去,还是借
助于一段已过去的历史来防御他的现在？无疑应该说,疾病的举止正
是存在于这个循环之中；如果病人病了，那是因为从现在到过去的联
系不是在一种逐渐整合的风格中实现的。当然，任何个体都感受过焦
虑，设立过防御的举止；但是病人是在一种循环性中感受他的焦虑和
他的防御机制的，这个循环性使他用历史上与他联系在一起的防御机
制去抵御焦虑，这样一来这些防御机制也对这个焦虑进行了最强烈的
激发，不断地带来更新这个焦虑的危险。与正常的个体历史相反，这
种循环的单调是疾病历史的特征。

因此，把症状描述为先前的举止的发展心理学应该由一个在一段
历史中描述这些倒退在当前的含义的起源心理学来补充。应找到一
种心理一致的风格以便让人理解病态现象，而不必把以描述生物阶段
的方式描述出来的疾病阶段作为参考模型。应找到在历史上作为各
种病态举止的组织中心的心理含义的节点。
然而，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各种含义汇聚的点就是焦虑。病人心

理历史的构成就像是各种有含义的举止的全体,这些举止设立了针对
情感矛盾的双重性的防御机制。但是在心理历史中，焦虑的地位是模
糊的:我们在--个主体的所有疾病片断的脉络下找到的就是焦虑；它
不断地出没在这些片断中；不过是因为焦虑已经在那里，所以才有这
些片断的交替，就好像每次交替都是逃离它的企图；如果说焦虑伴随
着这些片断,那是因为它先于这些片断而存在。为什么在一个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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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这个主体只遇到了可以逾越的冲突，而那个主体却遇到了一个让
他把自己封闭在疾病模式之上的矛盾？为什么同样的恋母情结的双
重性可以被一个主体超越,却在另一个主体那里开动了一长串的病理
机制？这就是被个人历史揭示为问题但无法解释的必要性的一种形
式。要想让一个矛盾在双重性的焦虑模式上被感受，要想让一个主体
在遇到冲突的时候将自己封闭在疾病防御机制的循环性中，焦虑需要
已经存在才能够将一个处境的模棱两可转变成反应的双重性。如果
说焦虑填满了一个个体的历史.那是因为焦虑正是个体历史的原则和
基础;它一开始便定义了某种体验风格，这种风格标记了创伤,标记了
由这些创伤启动的心理机制，标记了这些创伤在疾病片断中表现岀的
重复形式:焦虑就像是存在的一个先验(a priori)。

对发展的分析把疾病确定为一种潜在性;个体的历史能让人把疾
病作为一个心理前途的现象来考虑。但是现在要在疾病的存在必要
性中来理解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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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疾病与存在

对疾病机制的分析遗留了一个超越这些机制并在其疾病属性中
构成它们的现实;不管这种分析被推进到多远，它都要求人们在焦虑
中看到最高程度的疾病元素，就像是疾病的核心一样。但是要想理解
焦虑，新的分析风格是必要的:作为溢岀其自身表现的经验形式，焦虑
永远都不能被一种自然主义类型的分析所缩减;扎根在个体历史的中
心，在其波折下给个体以唯一的含义，焦虑也不能被一种历史性的分
析所穷尽;但是人的历史和性质只能通过参考焦虑才能被理解。
我们现在需要置身于这种经验之中；只有通过在内部理解它才有

可能在疾病世界中设置由发展构建的自然结构和由心理历史结晶的
个体机制。这种方法不应该向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en)、向它们

的推论性分析和机械性因果关系借任何东西;这种方法也永远都不应
该转向传记性历史以及它对相继事件连接的描述和它的系列决定论。
相反，这种方法应该把各个集合理解为一个个的整体，其中的元素不
能被分离，不管它们在历史中有多么分散。说幼儿的恐惧是青少年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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惧症的原因是不够的，而是要在这个原始的恐惧和这些疾病症状下面
找到赋予它们有含义的统一性的相同的焦虑风格。推论逻辑在这里
没有用处:它会在妄想的错综复杂之中变得混乱，在追踪偏执狂患者
的推理中筋疲力尽。当直觉成功地复原了支配所有疾病过程（例如在
偏执狂的情况中，与他人现行关系的急剧变质）的基本经验时，它走得
更快、更远。直觉在唯一的目光下展开那些基本的全体的同时，它缩
短了构成一切客观认知的那种距离，甚至到了消除这个距离的地步;
自然主义分析以一个自然对象的远离来考虑病人;历史思考把病人保
持在这种只允许解释，但很少允许理解的相异性当中。在病态意识内
部跳跃起来的直觉寻求以病人自己的眼睛去看疾病世界:它寻找的真
理不属于客观性的领域,而是属于跨主体性的领域。

当理解同时意味着集中、立即领会和深入了解的时候，对疾病的
这种新思考就首先是一种“理解”：现象心理学操练的正是这种方法。

可是理解一切是可能的吗？与正常的行为相比，精神疾病的特性
难道不就是能被解释但抵抗一切理解吗？当我们连其夸张都能理解
的时候，嫉妒难道不就是正常的了吗？相反当我们连它最浅显的反应
都“不再能理解”时,它难道不就是病态的了吗？雅斯贝斯（Karl Jas-

pem）①指出，理解可以远超过正常的界限，跨主体的理解能够达到疾
病世界的本质。

还有一些疾病形式无疑仍然而且会•直不为现象学所理解，它们
都是一些其运动本身不为正常意识所知的过程的直接衍生物，如由中毒

（D 卡尔•雅斯贝斯.《普通精神病理学》（PsycMpathologie g血r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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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的图像在意识中的出现;如只能通过意识速率的中断，通过雅斯贝
斯所说的“精神共济失调” (ataxie psychique)来解释的那些“精神流星

体”；最后，它们是那些好像从与我们的领域完全陌生的感觉材料中借来
的印象:-种影响一直进入到思想内部的感觉，一种被同时是有形的和
神秘不可见的力量场穿过的印象，一种对身体的反常转变的体验。
对我们来说，精神失常患者陌生和死亡的世界就展现在这些遥远

的理解边界之外，但是这样一个疾病的世界还是可能被穿透的。通过
这种理解，要做的是同时复原病人对他疾病的体验(他是如何体验自
己这个患病的，或不正常的，或痛苦的个体的)和这个疾病意识所朝向
的疾病世界，即这个意识瞄准并同时构成的那个世界。对疾病意识的
理解，对其领域的重构，这就是精神疾病现象学的两个任务。

病人对自己疾病的意识完全是新颖的。无疑，没有什么比疯癫的
神话，即认为这种疾病不为人所知更错误的了；分离了医生意识和病
人意识的间隔，不能用分离了对疾病的知识和对它的无知之间的距离
来衡量。医生不是掌握着关于疾病的所有知识;病人也不是对自己的
一切都不了解，甚至不知道自己疾病的存在。病人承认自己的不正
常，他至少会给自己的不正常一种分离了他的意识和其他人的世界之
间无法缩减的差异的含义但是不管病人有多么清醒,他对他的病都
没有医生那样的视角；他从来不会以那种思辨的距离去将疾病理解为
是一个在他体内发展但没有他参与的客观过程；对疾病的意识是在疾
病的内部获得的;它扎根在疾病中，当感知到疾病的时候，它也是在表

精神疾的与心理？ ； njc
Maladic menlalc c< psychotogic |



达疾病。一个主体接受或拒绝自己疾病的方式，以及他解读疾病、给
疾病的那些最难以理解的形式以含义的方式，所有这一切构成了疾病
各种基本方面中的一个。这既不是疾病过程内部无意识的崩溃，也不
是对这个过程清醒的、无私心的和客观的意识，而是对一个病态背景
的暗示性承认和分散的感知。在这个背景深处,疾病的各个主题分散
开来，现象学思考应该分析的就是这种模糊的意识模式的变种①。

1)疾病可以以一种客观性的身份被感知，这种身份将疾病置于
与病人的意识具有最大距离的位置上。在想要阻止疾病和不在疾病
中认识自己的努力中，病人给疾病一种偶然的和器质性的含义。病人
在他身体的极限处阻止疾病：忽略或否认一切心理经验的变质，他重
视的,他最终感知到的和主题化的，只是他的经验在器质性方面的内
容。不是要隐藏疾病，病人展示它，只是在其生理形式中展示；在病人
赋予其症状的客观性中，医生有理由看到主观混乱的表现，正是在病
人的意识场中，在他理解疾病的方式中，器质性过程的优势地位构成
了癒症迹象(精神性瘫痪或感觉缺失)，构成了精神与身体的症状，或
构成了我们在精神衰弱症或精神分裂症的某些形式中经常遇到的一
系列疑病性忧虑。作为疾病的组成部分，这些器质性或准器质性形式
对主体来说就是理解他疾病的模式。

2)在强迫症的大部分错乱中，在许多的偏执狂和某些精神分裂
症中，病人承认疾病过程同他的人格成为一体，但是以一种反常的方

① 雅各布•维尔施(Jakob Wyrsch)就是以这个角度研究精神分裂症的[〈精抻分裂的人》(Ue 

Person des Schizophrenen)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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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他在他的历史中，在他同他身边人的冲突中，在他当前处境的矛盾
中重新找到r疾病的开始；他描述疾病的起源；但他同时在疾病的开
端中看到了--个使自己生活的意义深刻变质的、可能会危害生活的一
种新存在方式的爆发。那些嫉妒者的情况就是证据，他们用自己猜疑
的详细起源去为自己的怀疑、判断狂、妄想性的系统化辩护，他们好像
在整个存在过程中都在稀释自己的症状;但是他们承认，从某次经历
或从他们情欲的某个断层开始，他们的存在方式就完全被转变了，他
们承认自己的生活被腐蚀了，也承认无法再承受这种生活了。他们在
自己的病态嫉妒中看到了存在的最深层真理和最彻底的不幸。通过
把这种病态嫉妒归诸整个过去的生活，他们将病态嫉妒正常化了；但
是通过把它作为一种突然的动荡隔绝起来，他们又脱离了这种病态嫉
妒。他们把疾病理解成一种命运；他们的疾病通过破坏生活来完成
生活。

3）这种反常的统一性无法一直保持:这样一来，疾病的元素便脱
离了它们正常的背景，向它们自己重新关闭，构成了一个自主的世界。
对病人来说,这个世界有很多客观性的迹象：它被各种外在的力量推
动和搅扰,这些外在力量的神秘性使它们逃脱了一切调査；这个世界
偏向简单、抵抗努力。充斥着这个世界的幻觉给了它对现实的丰富感
知;将这个世界的元素结合在一起的妄想为它保证了一种近乎理性的
一致性。但是对疾病的意识不会在这种准客观性中消失；它依然存
在，至少是以边缘的方式；这个由幻觉元素和结晶化了的妄想构成的
世界只是与现实世界并置在一起。病人从不会混淆医生的声音和迫
害者的幻觉性的声音，尽管医生对他来说也只是一个迫害者。对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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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最稳定的妄想也只是表现得与现实本身一样现实；在两个现实
的竞赛中，在这种戏剧般的双重性中，对疾病的意识表现为对另一个
现实的意识。
这种与现实世界的对立，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两个现实世界的无

可缩减的并置，病人是准备好去承认它的：一个有幻觉的人问他的对
话者是否跟他一样也听到了缠绕他的声音;他要求他的对话者也承认
这个感官上的显然;但是如果这个人给了他一个否定的回答或对他提
到的现象一无所知，他也能很好地将就，并宣称在这样的条件下只有
他自己能听到。对他来说,经验的这种独特性并不会取消伴随它的确
实性;但是通过接受，甚至是肯定这种特殊性，他承认了他的世界奇怪
的、独特得令人痛苦的特性;通过接受两个世界,通过与第一个世界适
应，就像他适应第二个世界一样,他在举止的背景上表现了对疾病的
一种特异的意识。

4）最后,在精神分裂症最高程度的形式中和痴呆的各种状态中,
病人被他的疾病世界吞没了。然而他把他离开了的世界作为一个遥
远和晦涩的现实来理解。在这个最真实的经验一事件、听到的话
语、身边的人 获得了一种幽灵面貌的昏暗背景中，病人好像还保
存着对他疾病的一种海洋般的感觉。被疾病世界淹没的他对自己的
处境是有意识的，而且我们可以根据痊愈的病人们的故事假设疾病的
印象一直存在于主体的意识中，现实都是在梦的模式上以乔装和严格
意义上的变形被理解的。治疗并治愈了一个女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泽
歇哈耶女士收集了该病人在患病期间感受到的印象，她讲到：“可以
说,我对世界的感知让我以一种更加模糊的方式感觉到了事物的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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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在沉默和无限之中，每个物件都像是用刀切下来的一样,物件在
真空中、在无限中被摘下来，与其他物件分离。由于不断地做它自己,
与它周围的事物没有联系，它便开始存在了 我感觉自己被抛出世
界,处在生活之外r,就像一个不断在我眼前展开的，而我却无法参与
进去的混沌的电影观众一样。”她还补充道：“人们就像在梦中一样重
新出现;我无法分辨他们各自的特征。”①这样一来，对疾病的意识就只
是在一个世界面前的痛苦了，这个世界受到承认，因为它暗含地牵扯
到一个现实，只是这个现实已变得无法进入了。
精神疾病，不管其形式如何,也不管它包含的神志模糊的程度如

何,它总是牵扯到一个对疾病的意识;疾病世界永远都不是一个所有
对正常的参照都被取消了的绝对；正相反，为了它自己的存在，疾病
意识总是与一个双重参考一起展开，或者是参考正常和疾病，或者是
参考熟悉和陌生，再或者是参考特殊和一般，又或者是参考清醒和梦
境

但是这种疾病意识不能被概括为它从疾病里获得的意识;它也针
对一个疾病的世界,我们现在应该研究这个世界的结构，以此用思想

1）明可夫斯基（Eugfene Minkowski）先生研究了疾病世界的短暂

形式中的紊乱。他主要分析了一个类偏执狂的案例，在这个案例中,
® 泽歇哈耶.《一个桁神分裂症女孩的Fl记》（而“孙dune “临ph*），第50页和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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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感觉自己受到了没有任何预防措施能防止的灾难的威胁：紧迫性
每一刻都存在着，他所担心的不幸虽然从来没有发生,但也无法证明
它不会发生在接下来的时刻。让他感受到威胁的灾难就是被世界中
一切属于残渣、尸体、碎屑、垃圾的东西压碎。在这个妄想内容和灾难
紧迫性的焦虑主题之间，很容易发现一个意指关系:“残余物”的烦扰
在主体那里表现为他没有能力设想一个事物如何能消失，也没有能力
设想不再存在的东西如何能不再延续。对他来说，过去的积累不再能
被清空；而相应地，过去和现在也不再能预计将来；没有任何已获得的
安全感能保证抵御未来中包含的威胁；在未来中，一切都不合逻辑地
成为可能。这样，在它们妄想性的交错中，这两个主题就揭示了时间
性中一个重大的紊乱;时间不再投射也不再流逝;过去堆积起来；在唯
一能通往的未来中只能包含一个承诺，即现在被不断加重的一大团过
去压碎①。
这就是说,每种错乱中都包含已过去时间的一种特异变质。例

如，宾斯万格(Ludwig Binswanger )在《论意念飘忽)(Ideenflucht)中定

义了躁狂症患者生活的短暂紊乱：因为被压碎，躁狂症患者生活中的
时间变成了短暂的；而且，由于它既不通向过去也不通向未来,它绕着
自己打转，一会儿跳跃，一会儿重复。要想理解“意念飘忽”以及它在
主题重复和跳跃且没冇逻辑的联合之间交替的特征，就需要在被如此
扰乱的时间性的背景上。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时间也是断断续续的，但
它是被突然和可怕的紧迫性打碎的，病人只能通过一个空洞的永恒的

①明可夫斯基.《一生的时光XLelempsvi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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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才能逃离这种紧迫性；就这样，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时间性被分成
了碎块状的焦虑时间和既没有形式也没有内容的妄想的永恒①。

2）对作为已经历世界的结构的空间也可以做相同的分析。
有的时候，距离会坍塌，就像在这里认出了他们在别处认识的人

的妄想症患者的情况；或者是那些能听见自己的声音，但不是在人们
放置声源的客观空间里，而是在一个神话空间，在一种参照轴不稳定
和运动的准空间中听见自己声音的有幻觉的人的情况那样：他们在这
里，在自己身边，在自己周围，在自己体内听见了迫害者的声音，而他
们又同时把这些声音定位在墙外，定位在远过城市和边界的地方。每
个物件都有其地理位置，各种前景都衔接在一起的透明空间被物件混
合，在一种即时的运动性中相互接近和疏远，无运动地移动并最终融
合在一个没有前景的视野上；就像明可夫斯基先生说的，“清楚的空
间”在“模糊的空间”中变得朦胧，就像恐惧和黑夜的空间，或者更准
确地说，这两个空间混合在疾病世界中，而不是像它们在正常的世界
中一样分置②。

在其他情况中，空间变成岛状和僵直的。物件失去了标志着使用
它们的可能性的这个嵌入迹象；它们呈现在一个独特的完满中，脱离
它们的背景，而且在隔离中表现自己，与其他物件既没有现实的联系
也没有虚拟的联系；工具性的关系消失了。罗兰•库恩（Roland Ku-

hn）先生在这个方向上研究了一些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极限”妄想：他

① 宾斯万格."于尔恪•聪徳案例Fall Jurg Zund）.＜瑞士神经病学档案Schweizer Ar- 
chivf. Neur. ）,1946。

② 明可夫斯基.《一生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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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给予极限、边界、墙，给予一切用于封闭、关闭和保护的东西的重要
性与事物布置中的内在统一性的缺失有关；当这些事物“无法保持”在
一起的时候，就需要在外部保护它们，把它们维持在一个本质里没有
的统一性之中。物件失去了它们的统一和空间，失去了空间的一致性;
就像这位不停地画虚构城市地图的病人一样，其中的堡垒保护的可能只
是一群没有含义的建筑物。“用具性”（ustensilite）的含义在空间中消

失了；就像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说的那样，“应手状态”（Zuhan-

denen）的世界对病人来说只是个“显在状态” （Voriiandenen）的世界。

3）在病人的存在结构中，被疾病扰乱了的不只是时空环境，或环
境世界（Umwelt）,还有共同世界（Mitwelt）,即社会和文化领域。对病

人来说，他人不再是一个对话的搭档和任务的协同者；他人不再出现
在社会牵连的背景上，他失去了他的“社会”（socius）现实，在这个荒无

人烟的世界中变成了外人。十分频繁出现的“他人象征现实缺失”症
候群涉及的正是这种根本变质：面对语言、表达系统以及他人身体时
的特异感;难以进入对他人的存在的确信;人与人世界的迟钝和疏远,
在这个世界中，被表达的事物僵住不动，含义严重地无视事物，象征获
得了谜的重力：这是精神衰弱症患者和大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僵硬
的世界。泽歇哈耶女士的女病人这样描述了她最初的非现实感觉中
的一•个:“我当时在少年之家;我突然看到大厅变得巨大无比，好像被
一种可怕的光照亮了一样……学生和女老师们好像是没有理由、没有
目的地活动的木偶 我听他们的交谈，但是理解不了这些话语。他
们的声音在我听起来像是金属般的，没有音色也没有热情偶尔一个
词语会脱离整体。它在我脑海里重复，就像用刀切下来的一样，很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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谬。”孩子很害怕，女老师过来，让她安心：“她亲切地朝我微笑 但
是她的微笑没有让我安心，反而增加了我的焦虑和不安；因为我看到
了她整齐的白色牙齿。这些牙齿在极亮的光线下显得耀眼，很快就完
全占据r我的视线，尽管它们还是牙齿，但好像整个大厅只是在一种
难以抗拒的光线下的无数牙齿-•样。”①
在疾病的另一个极点上，还有无限流畅的幻觉性妄想世界：在那

里，纷繁的准识别不断重新开始，其他人中的每一个都不是一个任意
的他人，而是不断遇到、不断驱赶又再次遇到的主要他者；尽管有千般
面孔，但出现的都是骗人和杀人的、遭痛恨的男人和策划死亡大阴谋的
凶残女人。每张脸，不管是陌生还是熟悉，都只是一个面具;每句话，不
管是清楚还是晦涩，都只隐藏一个含义:迫害者的面具和迫害的含义匸

可以区分精神衰弱症中的面具和幻觉性妄想中的面具:在第一种
面具的单调中，人的面孔的真理开始消失；在第二种面具的无数个外
形之下，有幻觉的人的妄想经验重新出现，这种经验唯一、稳定，并且

4）最后,疾病能够触及人的个体领域，人对自己身体的经验在那
里展开。这时，身体不再是世界各种道路展开其可能性时所围绕的参
考中心。同时，身体在意识领域中的在场也变质了。有时候身体的在
场变浓，一直到变成了一个笨重和静止的事物;它变成了一种客观性,
在这种客观性中，意识不再能识别它的身体；主体感觉自己像是尸体
或没有生气的机器,所有的冲动都出自于一种神秘的外在性。以下是

O'《一个精神分裂症女孩的H记》，第6页和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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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可夫斯基先生观察过的一位女病人的说明：“每隔一天我的身体就
硬得像木头。今天，我的身体就像这面墙一样厚；昨天,我每一刻都感

我的牙齿厚得像抽屉的隔觉身体像是黑水，比这个烟囱还黑
板……可以说我的身体厚得、粘合得和光滑得就像这地板。”①
还有的时候，对身体及其空间性和本体经验感受所附着的那种密

度的完整意识最终衰弱到只是无身体生活的意识和对一个不死的存
在的信仰；自己的身体的世界、“自我世界”(Eigenwelt)的内容好像被

掏空了，而这种只剩下不死意识的生命也在它通过对一切食物、一切
身体护理、一切物质忧虑的拒绝而准备的缓慢死亡中衰竭。宾斯万格
观察过一位女病人埃伦•韦斯特，我们在这位女病人那里又看到了这
种自我世界的紊乱,同时还在她那里看到了融入世界的各种形式正在
松开。她不再能意识到这种根据空间中划岀的虚拟道路来在世界里
辨别方位和运动的存在模式；她不再知道如何“平衡地站在地上”了;
她被夹在轻盈的欢腾及翱翔的欲望和被一片令人压抑、瘫痪的泥泞大
地捕获的烦扰之间。在快乐的即时运动性和使人陷入困境的焦虑之
间，坚实稳固的身体运动空间消失了；世界变成“静寂、冰冷和死气沉
沉的”；这位女病人把自己的身体幻想成因不坚实性而摆脱了一切物
质性的纤弱和轻盈的流动性。精神病就是在这个背景上表现的，通过
超过十三年的疾病发展最终把她引向自杀的症状(担心变胖、厌食、情
感冷漠)也是这样显现出来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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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fl阿胡里亚格拉(Julian de Ajuriaguerra)和埃康(Henry H&aen)的《身体幻觉》htd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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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宾斯万格，“埃伦•韦斯特案例-(DerEall Ellen West)瑞士神经病学档案＞.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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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倾向于将这些分析缩减为历史分析，并自问，我们所说的
病人的世界是否不仅仅是对他的历史所做的一个武断的切面,或者至
少是他的未来到达顶点的最后状态。事实上，如果说罗兰•库恩的病
人鲁道夫在他母亲的尸体旁待了很久，而他那时还只是一个小孩子,
还不知道死亡的含义，那不是他疾病的原因；与尸体的长时间接触同
后来的恋尸狂以及最后的谋杀未遂只能在使死亡、尸体、僵硬冰冷的
身体、阴森的眼神获得一个地位和含义的世界已形成的条件下才能建
立意义上的联系;需要这个死亡和黑夜的世界面对白天和生命的世界
时获得优势的位置;需要曾在他那里引起了如此多惊叹和焦虑的、从
一个世界向另一个世界的过渡依然使他着迷，以至于想要通过与尸体
的接触和谋杀一个女人来加快它①。疾病的世界没有被历史的因果关
系解释（我指的是心理历史的因果关系），相反这种因果关系只因这个
世界存在才有可能，是这个世界推动了因和果、先和后的联系。
但是可能应该考察“疾病的世界”这个概念，以及将它与由正常人

构成的世界区别开来的东西。无疑，现象学分析拒绝先验地区分正常

但是在调査过程中，疾病表现为这个正常世界的根本特征。实际上,
这个疾病世界的想象的，甚至是梦一样的形式，它对所有跨主体性的

| 055

① 罗兰•摩恩,•■恋物型抑郁患者谋杀案的审判"，《精神病学月刊＞.194S
② 同上.

和疾病:“现象学描述的合理性不只限于对正常和不正常的评判。”②



前景的不透明都把它揭示成了一个“私人的世界”，一个自有的世界;
宾斯万格在谈到疯癫的时候重申了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谈到睡眠

时说的话:“醒着的人有一个唯一和共同的世界;睡着的人转向了他自
己的世界。”①但是这种病态存在同时又以一种十分特别的投入世界的
风格为标志:失去了世界的含义，失去了世界的基本时间性，主体将这
种存在转交给了使其自由得以显露的世界；无法掌握这个世界的含
义，他把自己抛给了事件;在这个分成碎块且没有将来的时间里，在这
个没有一致性的空间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将主体像交付给外在命运一
样交付给世界的倾覆的标志。就像宾斯万格说的，疾病过程是一个
“世俗化”(Venveltlichung)过程。疾病的症结就在一个私人世界和一

个对世界的不真实性的委身的这种矛盾统一之中。或者用另一种词
汇来说，疾病既是向最坏的主观性的退隐又是向最坏的客观性的
跌落。
但这可能就触碰到了精神疾病要求有新分析形式的悖论中的一

个：如果精神失常者的这种主观性同时也是受世界的召唤而对世界的
委身，那么难道不应该向世界本身去询问精神疾病谜一样的身份吗？
疾病的整个含义核心难道不是属于它出现的地方一而且首先就是
因为它是在那里被勾勒成疾病的这个简单的事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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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前面的分析定下了心理学可以用来定位疾病现象的坐标。但是
如果说这些分析说明了疾病的岀现方式,它们却没有能显示出疾病的
出现条件。认为机体发展、心理历史或人在世界中的处境能够揭示出
这些条件是错误的。无疑，疾病是在这些条件中表现的,疾病的模式、
表现方式和风格是在这些条件中显露的。但是疾病偏移的根源却在
别处。

布特#( Emile Boutroux)曾用他的词汇说过:心理法则，哪怕是最

普遍的，都同一个“人性阶段”有关。长久以来,一个现象已经变成了
社会学和精神病理学的老生常谈:疾病只在承认它是疾病的文化内部
才有其现实和价值。让内的有幻觉并且表现出伤痕的女病人要是在
别的文化中就会被认为是一个有预见力、会变魔术的人。在感染性的
感应领域中运动的强迫症患者也好像在其祝祷性举动中重新找回了
原始巫师的习俗:他用于操纵自己强迫所针对的物件而做的仪式便获
得了一个含义，在我们看来，这种对禁忌的信仰是病态的,但是对原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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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这只是正常地为了同禁忌中的不明力量和解,确保能够变害为利
然而，病态现象的这种相对性并非立刻就是清楚的。涂尔干认为

自己通过一种既属于发展主义又利用统计的设想解释了这种相对性:
在一个社会中，人们把那些偏离于平均常态，表现出过去发展过程中
已经被超越的步骤,或预示一个刚刚开始的发展的后阶段现象看作疾
病现象。“如果我们可以用平均类型来命名通过将人种最常见的特征
集中成唯一的整体、集中成一种抽象的普遍性而构成的概括性的人的
话……那么我们可以说，任何与这个健康标准的偏差都是一种病态现
象”；为了补充这个统计学观点，他又说道：“要想说一个社会现象对于
一个特定的社会来说是正常的.那只能是相对于这个社会的一个同样
是特定的发展阶段来说。”(《社会学方法的规则》)美国心理学家们的
构想与涂尔干的观点相距不远，尽管所牵扯到的人类学内容十分不
同。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认为，每个文化都会选择一

kiutl)文化，把对个体自我的颂扬作为主题，而像祖尼人(Zuni)这样的
文化却彻底排斥这种做法;侵犯在多布人(Dobu)那里是被优先选择的
举止，而它在普韦布洛人(Pueblos)那里却是被制止的。因此，每个文

化都有自己对疾病的看法,其轮廓是由被这个文化忽略或镇压的所有
的人类学潜在性勾勒的。洛伊(Robert Harn- Lowie)在研究克劳族

(Crow)印第安人的时候提到了这些人中的一个,他对自己部落的文化
形式有着很了不起的了解，但是他没有能力应付物理危险；在这种只

①《文化模式》(^chantillons de cit ilualion)。

些潜在性来构成人的人类学星团：某个文化.例如夸扣特尔部族(K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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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侵犯性举止以时能性和价值的文化形式中，他在理智上的品质使他
被他人认为是不负责任的人，是无能的人，甚至干脆就是一个病人。
本尼迪克特说:“就像自然反应接近于作为他们社会特征的这种行为
的人受到优待一样,在文明中并不存在自然反应的这种行为弧形的人
处境艰难。”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构想与美国心理学家的构想有

这样一个共同点，在这两种构想中，疾病是在同时负面和潜在的面貌
下被考虑的。负面，因为疾病是相对于一个平均值、一个标准、一个
“典范"(pattern)而被定义的；而且，疾病的整个本质都包含在这个偏
差之中:疾病从本质上就是边缘性的，它与一个文化能建立的关系只
包括它是一种无法为这个文化所容纳的举止。潜在，因为疾病的内容
由疾病中表现出来的本身并非病态的可能性来定义：对涂尔干来说,
这是对平均值的偏差在统计上的潜在性；对本尼迪克特来说,这是人
类本质的人类学潜在性；在两种分析中，疾病都处在充当一个社会群
体的文化现实边缘的潜在性中间。
这无疑是没有考虑疾病在一个社会中所表现出来的正面和现实

的东西。的确，有一些得到承认的疾病在一个群体的内部是具有地位
和功能的。这样一来，病人相对于文化类型来说就不再是一个简单异
常的人了，他是这个类型的各种元素中的一个，是这个类型的各种表
现中的一个。我们先把北美洲达科他人(Dakota)中双灵(Berdaches)

的著名案例放在一边，这些同性恋拥有祭司和巫师的宗教身份、工匠
和饲养员的经济角色，这与他们的性举止的特殊性有联系。但是没有
什么能够指出在他们的问题匕、在他们的群体中有着对疾病的清楚认
识。相反,人们发现这种意识与十分明确的社会制度有关。根据卡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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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Henry Callaway)的说法，在祖鲁人(Zoulous )中，人们这样变成萨

满:“开始的时候”，正在变成萨满的人“外表健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
移，他变得越来越纤弱 他不停地喊疼 他梦见各种各样的东
西，他的身体沾满了泥……他会痉挛，只有人们往他身上洒水的时候
痉挛才能停止一会。稍有照顾不到，他就流泪，然后就大声哭泣。一
个即将变成预言者的人是一个巨大的混乱因素”。因此，认为萨满特
有的举止是祖鲁人中受到承认和肯定的潜在性,但是在欧洲人中被定
性为疑病症或療症,这一观点是错误的。这并不只是因为疾病意识在
这里不是专属于社会角色，而且还因为疾病意识会引起社会角色。获
得承认的疾病被揭露它的群体赋予了一个地位。我们还能找到很多
关于不久前在社会中由村镇里的傻子和癫痫患者扮演的角色的例子 。
如果涂尔干和美国心理学家们把偏移和偏差当作是疾病的属性

本身,那无疑是因为他们共有的一种文化幻觉：我们的社会不愿意在
它驱逐或禁闭的这个病人中认识自己；就在它诊断出疾病的时刻，它
就排斥了病人。因此,那些把病人看作是异常的人，在反常中寻找疾
病根源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的分析主要是文化主题的投射。实
际上，一个社会能够在其成员表现出的精神疾病中得到更正面的表现;
而且不管这个社会给予这些疾病形式以什么地位:不管这个社会把它们
放在其宗教生活中，就像原始人中常见的情况那样;还是这个社会通过

这样一来便要提岀两个问题:我们的文化是如何最终赋予疾病以
偏移的含义，如何赋予病人一个排斥他的身份的？我们的社会又是如
何在它拒绝去认识自己的这些疾病形式中表达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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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精神疾病的历史构成

西方世界给予疯癫以精神疾病的身份是相对新近的事。
人们说，甚至过多地说,在实证医学到来之前，一直把疯子看作是

“被附身的人”。在那以前,所有的精神病学史都想指出在中世纪和文
艺复兴时期的疯子背后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处在宗教和巫术含义的
紧密网络中的病人。因此，要等到无偏见的，而且最终是科学的医学
眼光的客观性出现后才能发现人们此前只能辨认出超自然反常地方
的本质损坏。这种解读建立在一个事实的错误之上：即疯子被看作是
被附身的人;建立在一个不准确的偏见之上：即被定义为被附身的人
们都是精神疾病患者;最后，建立在一个推理的错误之上:人们推断,
如果被附身的人的确是疯子，那么疯子也的确是被当成被附身的人来
对待的。实际上，附身问题的情结并非直接来自一个疯癫的历史，而
是来自于宗教观念史。在19世纪以前，医学曾两次干涉附身问题:第
一次是从约翰•魏尔(Johann Weyer)到邓肯(Marc Duncan)(从1560

到1640年)，是由议会、政府，甚至是天主教高层号召，针对某些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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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宗教审判的修道院下达的一些命令；因此，医生们负责证明所有
魔鬼的协定和仪式都能够以一种失常的想象能力来解释;第二次是在
1680到1740年间，由整个天主教教会和政府号召，针对由路易十四统
治末期的-系列迫害引起的新教和詹森教的神秘主义的爆发；医生们
被教会权力机构召集在一起，负责证明所有出神、神灵感应、先知论和
圣灵附体现象（当然是在异教徒那里）都只是由情绪或精神的剧烈运
动引起的。因此，医学对所有这些宗教和准宗教现象的吞并与定义了
精神疾病的伟大工程相比只是一个单边的插曲；尤其是这种吞并并非
来自医学发展自身的努力，而是宗教经历本身为裁决目的而以一种次
要的方式来号召医学证明和批判的。相同的批判在事后被医学应用
到所有宗教现象，并且转过身来损害原本求助于它的教会，乃至于针
对整个基督教经历，这就是这段历史的宿命了：它以一种悖论的方式
同时指出，宗教属于神经症的幻想能力，而被宗教判决的人同时是他
们的宗教和神经症的受害者。但是这种颠覆于19世纪才开始，也就
是从精神疾病的实证主义风格已经形成的时期开始。

实际上，在19世纪前，西方世界对疯癫的经验是很多形的;我们如
今的“疾病”概念对这种经验的没收不应该让我们对它在初期的丰富产
生幻觉。无疑,从希腊医学起，疯癫领域中一定的部分已经被各种病理
概念以及与其相连的实践占领了。在西方世界一直都有针对疯癫的医
学疗程，大多数的中世纪医院，如巴黎的主宫医院（l'H6tel-Dieu）中都设
有专给疯子准备的病床（往往是封闭的病床，就像巨大的笼子，以便拦
住发狂的病人）。但这只是个有限的区域，仅限制在被人们判断为可
以治疗的疯癫形式（“狂乱”、短暂的暴力或“忧郁性的”发作）。而在

064 | 精神残病与心1 
Mal*dic mcntak «（

I，理学 
psychologic



这些形式周围，疯癫还有一个广大的扩展范围，但是没有医学的支撑。
这个扩展范围的尺寸不是稳定的，它随时代而变化，至少其可见

的方面是这样。有时候它是暗含的，就像藏在水面下；相反有时候它
又浮出水面，大量出现并且毫无困难地融合在整个文化格局中。15世
纪末肯定是疯癫与语言的基本能力重新建立联系的时期之一。哥特
时代的最后一些表现都在一种连续的运动中依次被死亡和疯癫的烦
扰统治。继无辜婴儿墓中表现的《死神舞＞ (Danse macabre)和比萨柱

廊墓园墙上颂扬的《死神的胜利^(Trwmphe de la mort)之后，便是整个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都十分乐于举行的难以计数的疯子舞和疯子节。当
时有受民众喜爱的由“疯人联盟”奉献的演出，如在佛兰德(Flandre)的

《蓝色的船》；有从博斯(Jerome Bosch)的《愚人船》(矗nef des fous)到

勃鲁盖尔(Pieter Brueghel)和《疯女玛戈Margot la Folle)的一系列肖

像画;还有许多博学的文本、哲学或道徳批判的书籍，如布兰特(S&
bastien Brant)的《愚人船》(Stultifera Navis)或伊拉斯谟(Erasme)的

《愚人颂》(.应oge de lafolie)o最后还有关于疯癫的一整套文学:伊丽

莎白一世时期的英格兰戏剧和法国前古典时期的戏剧中精神错乱的
场面属于戏剧结构的一部分，就像梦幻和稍后出现的招认场面：这些
场面引导幻觉走向真理,将虚假的结束引导到真正的结局。这些场面
是这种巴罗克风格戏剧和同时期小说的基本推动力之一:骑士故事中
的伟大冒险往往变成了无法控制其空想的精神荒唐。文艺复兴末期
的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和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见证了早在一百年前就由布兰特和博斯宣布了其接下来的

统治魅力的这种疯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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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说文艺复兴时期没有治疗疯子。正相反，从15世纪开始
我们就看到了首先在西班牙(在萨拉戈萨)，随后在意大利开放的为疯
子准备的第一批大型拘留所。我们看到，这些疯子中的一大部分都接
受了一种受阿拉伯医学影响的治疗。但是这些实践都是局部的。疯
癫基本上都是在自由状态中被感受到的；它广泛传播，属于共同环境
和共同语言的一部分,它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颂扬多于控制的日常
经验。17世纪初在法国有一些著名的疯子，公众——有文化的公众乐
于以他们取乐;有些人，如布卢埃•德•阿尔贝尔(Bluet d'Arbftres)写

出的书被人作为疯癫的作品出版和阅读。一直到大约1650年，西方
文化都奇怪地对这些经验形式表现出了热情。

17世纪中期，情况突然改变了 ：疯癫的世界变成了排斥的世界。
人们创建(而且是在整个欧洲)大型的拘留所，不仅仅收容疯子,

而且还收容一系列彼此很不同的人，至少根据我们的感知标准来说是
不同的:人们监禁贫穷的残疾人、悲惨的老人、乞丐、氐期失业的人、性
病患者、各种放荡的人、一些因家庭或皇权想要避免公开处罚的人、败
家的父亲、不守规矩的教士，简言之是一切相对于理性、道德和社会的
秩序而言表现出“碍事”迹象的人。正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政府在巴
黎开设了收容总署(FHopital general)，以及比塞特精神病院(BicStre)

和硝石库精神病院(la Salp&ri&re)①;此前不久，圣味增爵•德保罗

®比塞特精神病院即巴黎男子疯人院;硝石库精神病院即巴黎女子疯人院。——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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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nt Vincent de Paul)也把老圣拉扎尔麻风病医院(Hproserie de

Saint-Lazare)变成了这种类型的监狱;后来，原先作为医院的沙朗通疯

人院(Charenton)也向这些新式机构看齐了。这样，在全法国，每个大

城市都有自己的收容总署了。
这些拘留所没有任何医疗职能;人们被收容不是为了治疗;人们

进去是因为自己无法或不应该再属于社会的一部分。因此在古典时
期，疯子和其他各式的人所提出的不是疯癫与疾病的关系问题，而是
社会同它自己、同它自己在个体行为中认可和不认町的东西之间的关
系问题。禁闭无疑是一种救济措施，它享受到的大量基金支持就是证
据。但它是这样一种系统，即它的理想就是完全将自己封闭起来：在
收容总署，就像在差不多同时代的英国济贫院(Workhouses ),强制性

劳动都占支配地位；人们在里面纺线、织布、制造各种物品，然后低价
在市场上出售，用获得的收益维持医院的运转。但是劳动的义务也扮
演着惩罚和道德控制的角色。也就是说,在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世界
中，一个重大的恶习，商业世界中典型的罪恶刚刚被定义出来：它不再
是傲慢或贪婪，就像在中世纪时那样，而是游手好闲。所有居住在拘
留所里的人共有的类型特征，就是他们所处的没有能力参与财富生
产、流通或积累的处境(不管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过错还是因为事故)。
人们对他们的排斥与他们的这种无能成正比，这种排斥也标志着在现
代世界中岀现的、此前并不存在的断裂。因此,禁闭在其起源和原始
含义中是与社会空间的这种结构重组联系在一起的。
这种现象对于当代对疯癫经验的构建来说具有双重的重要性。

首先,因为长期以来明显作为人们谈资的、存在于前景上的疯癫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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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它进入了一个销声匿迹的时期，并且短时期内不会走岀这种沉
默，它被剥去了自己的语言;如果说人们还能继续谈论它的话,它自己
却无法再谈论自己了。这是不可能的，至少一直到弗洛伊德之前是不
可能的，因为弗洛伊德第一个重新开启了理性与无理性在一个共同
的、却随时都有可能断裂和松解成难以理解的语言交流中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在禁闭中，疯癫又结下了新且奇怪的亲缘关系。这种把性
病患者、放荡的人和许多恶劣或轻微的罪犯同疯子集中在一起的排斥
空间引起了一种难以理解的同化作用;疯癫同道德上的和社会的罪行
结下了它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去中断的亲属关系。我们不必惊讶于人
们从is世纪起就发现r在疯癒和所有“因爱情而导致的罪行”之间的
一•种亲缘关系，也不必惊讶于疯癫从19世纪起就成了各种罪行的继
承人，因为这些罪行能够在疯癫中找到自己存在的理由和无罪的理
由，更不必惊讶于疯癫于20世纪在它自己的中心发现了罪恶和侵犯
的原始核心。所有这些都不是在其本质的真实性中对疯癫的逐渐发
现，而只是西方历史三百年来对疯癫的沉积。疯癫要比我们通常所想
的更加悠久,但同时也更加年轻。

禁闭令疯癫沉默的首要功能只保持了一个多世纪。从18世纪中叶
起，担忧再度复活。疯子在人们最熟悉的领域内重新岀现，人们又一次
看到它成了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拉摩的侄子》(Neveu de Ra,neau)

为此提供了证明。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将疯癫放置在众多错误、罪
恶和罪行的行列中间的修正性世界开始解体。对专横监禁的政治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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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对传统救济基金和形式的经济批判；像比塞特精神病院或圣拉扎
尔麻风病医院，这些成了罪恶中心的拘留所在大众中间造成的烦
扰一一所有人都要求取缔禁闭。重新获得了自由的疯癫会变成什
么呢？

1789年以前的改革者们以及大革命本身都既想取消作为旧压迫
象征的禁闭，乂想尽一切可能限制作为悲惨阶级存在标志的收容性救
济。人们试图找到一个穷人能在自己家里享受的、从而避免收容所烦
扰的经济帮助和医疗照顾的方法。但是疯子们的特征是，一旦重获自
由，他们就会对家庭和所在的群体带来危险，因此有必要把他们收管
起来,并对任“疯子和危险动物”游荡的人处以刑罚。
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大革命和第一帝国时期，旧的拘留所

都被一点一点地分配给了疯子，但是这次是只给疯子。因此那个时期
的仁慈解放的是所有其他人，除了疯子；这些疯子成了禁闭的自然继
承人，成了旧排斥措施的优先享有人。
这时的禁闭无疑有了一个新的意义：它成了具有医疗特征的措

施。皮内尔(Philippe Pinel)在法国、图克(Samuel Tuke)在英国、瓦格

尼茨(Heinrich Balthasar Wagnitz)和赖尔(Johann Christian Reil)在德国

都把他们的名字与这种改革连接在了一起。所有精神病学或医学史
都在这些人物身上发现了一种双重到来的象征：人道主义的到来和终
于属于实证的一种科学的到来。
然而实际情况完全不是如此。皮内尔、图克，以及他们的同代人

和后继者没有结束I日的禁闭做法；相反，他们使这些做法在疯子周围
收得更紧了。图克在约克近郊实现的理想收容所是要在疯子周围重

雄 J I 069



建一个准家庭，要让疯子感觉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实际上正是因为
如此，他就要服从于一种从不间断的社会和道德的检査；治愈他就意
味着重新反复灌输给他从属、谦卑、罪恶、感激这些作为家庭生活道德
骨架的感情。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人们使用如威胁、惩罚、剥夺食物、
侮辱等手段,简言之，就是一切既能让疯子变成幼儿又能让他产生负
罪感的手段。皮内尔在“释放”了 1793年还被禁闭在比塞特精神病院
里的“戴枷锁的人们”后，也使用了类似的方法。当然，他取消了（其
实也不是全部取消）在身体上限制病人的有形的锁链。但是他又在病
人们周围重建了一条道德的枷锁,将收容所转变成了一种无休止的审
判法庭:疯子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他的意图被贬低，他的妄想被驳
斥，他的错误被丑化,一切对正常举止的偏离都要被立即惩罚。这一
切都受医生的领导，他的职责远非治疗性干预，而更像是一种伦理检
査。在收容所中，他就是道德愈合的狱警。
事实还不仅如此。尽管禁闭措施的范围十分广，古典时代还是让

有关疯癫的医疗实践继续存在，并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在普通的医
院里有专为疯子准备的部门，人们对疯子进行治疗;尤其是因为气郁
和神经疾病的大量增加，17世纪和18世纪的医疗文献也试图定义对
精神失常患者的最恰当的治愈手段。这些治疗既不是心理治疗也不
是身体治疗：它们同时是身体和心理的治疗一笛卡儿（Rent Des-

cartes）对延展和思想的区分还没有影响到医疗实践的统一性；人们让

病人淋浴或泡澡以唤醒他的精神或纤维;人们给他注入新鲜血液以便
更新他被搅乱了的血液循环;人们试图引起他的强烈印象以便改变他
想象活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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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受当时生理学保护的手段是在一个纯粹镇压性和道德
的背景下被皮内尔及其后继者重新使用的。淋浴不再用于唤醒，而是
用于惩罚；人们不是在病人“燥热”的时候应用它，而是在他犯错的时
候；即便是已经到了 19世纪，勒雷(Frangis Icuret)还在让他的病人们

被冰冷的淋浴淋脑袋，并在这个时候同他们交谈，强迫他们承认自己
的信仰只是妄想。18世纪时，人们还发明了一种旋转的机器,把病人
放在上面,想要让病人因过度地固定在-个妄想念头上的精神发展能
够重新运动起来,找回其自然的回路。通过赋予它一个严格属于惩罚
的特征，人们在19世纪完善了这个系统：每次有妄想表现的时候，只
要病人不悔过，人们都把他转到昏迷。人们还精制了一个绕水平轴自
转的活动的笼子，它的运动很强烈,关在里面的病人也变得更加焦躁。
所有这些医疗游戏都是建立在此后被抛弃了的一■种生理学旧手段的
精神病院版本。要点在于，皮内尔时代为禁闭而建立的收容所没有表现
出社会排斥空间的“医疗化”；它表现出的是一部分具有社会预防特征而
另一部分具冇医疗策略特征的「段在唯一的道德制度内部的混乱。
然而就是从这一刻起，疾病不再被认为是借助于想象和妄想同时

触及身体和灵魂的总体性现象了。在新的精神病世界,在这个会惩罚
的道德世界里，疯癫成了一个主要触及人的灵魂、与其罪恶和自由冇
关的现象；它从此处在内在性的层面上了；由此，在西方世界，疯癫第
一次获得了心理学的身份、结构和意义。但是这种心理学化只是一个
隐含的、处在更深层次上的活动的表面后果——通过这种活动，疯癫
进入了价值系统和道德镇压。它被圈进了一个惩罚性的系统,在这个
系统中，被幼儿化了的疯子在各方面都被视为孩子，被罪恶化了的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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癒也首先被连接到了错误之上。因此，我们不必惊讶于心理病理
学 始于埃斯基罗尔(Jean-Etienne Esquiml)的心理病理学，也包括

我们的心理病理学——以这三个定义了它的问题的主题作为指导：自
由与机械行为的关系；倒退现象和举止的幼儿结构；侵犯和罪恶。我
们在疯攧“心理学”的标题上发现的只是人们用于包围疯癫的活动结
果。如果没有19世纪的“慈善”在一种“解放”的虚伪类别下围绕在
疯癒周围的德化虐待，那么这一整套疯癫心理学就可能不会存在。

我们说，一切知识都与残暴的基本形式分不开。对疯癫的认知也
丝毫不例外。但是在疯癫的问题上，这种关系无疑是特别重要的。因
为首先是它让对疯癫的心理学分析成为可能;但尤其因为是它秘密地
建立了一切心理学的可能性。不应忘记，“客观的”或“实证的”或“科
学的”心理学是在疾病经验中找到其历史根源和基础的。是一种一分
为二的分析使人格心理学成为可能;是对机械行为和无意识的分析建
立了意识心理学；是对缺陷的分析开动了智力心理学。换句话说，人
只在他与疯癫的关系使一种心理学成为可能的时候，即从他与疯癫的
关系由外部排斥与惩罚和内部道德同化与罪恶感两个方面一起定义
的那一刻起，才成为了一个“可进行心理分析的物种”的。通过确定疯
癲相对于这两个基本轴的位置，19世纪初的人们让对疯癫的掌握成为
可能,并通过这种掌握使一种一般的心理学成为可能。
一直到18世纪，西方人在这种无理性的经验中遇到了自己真理

的黑夜和对自己的绝对争议，但是这种经验会成为进入人的自然真理

072 | 精*疾病与心瑋学 
Maladie mentale ct pycbologic



的途径，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情况还是如此。这样一来我们便理解
了，这个进入途径是如此模糊，而且它既要求做客观的缩减（根据排斥
的倾斜线），又不停地要求自我召唤（根据道德同化的倾斜线）。当代
心理学的整个认识论结构都扎根在与大革命差不多同时期的、涉及人
与他自己的关系的事件中。在现代人寻找其真理——又遗失它——
的伦理世界表面，“心理学”只是一层薄膜。对于这一■点，尼采看得很
清楚，但我们却把他理解反了。
这样一来，疯癫心理学就是可笑的，然而它触碰到了本质。
可笑，因为要想创立疯癫心理学，人们就要要求心理学损害其自

身的条件，让它转向使它成为可能的东西，让它绕过它本质上无法超
越的东西。心理学永远都不可能说出疯癫的真理，因为是疯癫掌握着
心理学的真理。然而疯癫心理学必然走向本质，因为它无声无息地走
向它的各种可能性结在一起的那个点；也就是说它逆自己的流向上,
逐步走向人与他自己建立关系并开创使他成为心理人（而*> psycho
logic^ 的这种错乱形式。一直推进到它的根源，疯癫心理学不是对精
神疾病的控制，也不是通过控制精神疾病从而使它消失的可能性，而
是心理学本身的毁灭和理性与无理性之间的这种非心理的、因为无法
德化的基本关系的更新。

抛却心理学的所有贫瘠不提，在荷尔德林（Friedrich Holderlin）、奈

瓦尔(Gerard de Nerval)、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阿尔托(Antonin Ar-

taud）的著作中还在场和可见的，正是这种关系，也是这种关系向人们
承诺,将来有一天它可能在同疯癫悲剧性的伟大对抗中重新摆脱一切
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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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疯癫，总体结构

前面刚刚谈过的东西不是对想要勾勒疯癫现象或想要定义治愈
策略的一切企图的先验批判。只是想指出在心理学和疯癫之间有着
这样一种关系和如此根本的失衡,它们使每次以心理学字眼处理疯癫
的整体、它的本质和属性的努力都徒劳无果。“精神疾病”这个概念本
身就是这种一入场就被判刑的努力的表现。被人们称为“精神疾病”
的，只是心理学中错乱的疯癒，也就是说疯癫在其本身使之成为可能

在未来，应当试图把疯癫作为总体结构来研究 • 个解放了
的、不再被异化的、在某种程度上被恢复到其初始语言的疯癫的总体
结构。
首先看来，对某些社会以一种特殊态度去对待人的举止和语言中

的某些现象没有感觉的文化无疑是不存在的:这些人既非全然被作为
病人来对待，又非全然被作为罪犯来对待，也非全然被当成普通人来
看待。他们身上的某种东西体现了差异并呼吁被区别对待。我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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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说这种东西就是会被科学精神确认为精神疾病的晦涩和扩散的
第一意识;它只是疯癫经验栖身于内的空洞。但是在这种纯粹负面的
形式下已经编制岀了一种正面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社会投入并赌上
了它的价值。这样一来，在死亡的巨大烦扰、世界末日的恐惧和另一
个世界的威胁之后，文艺复兴在这个世界中感到了一种新的危险：来
自内在，也可以说是来自大地的隐秘豁口暗中入侵的危险；这种入侵
就是将另一个世界放在与这个世界的同一层面上，就像在光秃大地上
精神失常者的入侵，以至于我们不再清楚是世界在一种难以置信的幻
想中分成了两份，还是另一个世界侵占了我们的世界，或者归根结底
我们的世界的秘密就是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已经是别样的了。这
种将奇怪放置在熟悉本身的中心的不确定和模糊经验在博斯那里获
得了可见的风格:世界上的所有贝类，每根草中都住满了微小、令人担
忧和无关紧要的怪物，它们既是真理又是流言，既是幻觉又是秘密，既
同一又不同。《人间乐园）（Jardin des。血ces）不是疯癫的象征性的和

联合的形象,也不是一种处在妄想中的想象的自发投射，而是对一个
离自己足够接近也足够遥远的，以至于向精神失常者的绝对差异敞开
的世界的感知。面对这种威胁，文艺复兴文化考验了自己的价值，将
它们投入到一个处在讽刺多于悲剧的模式之上的斗争中。理性也承
认自己好像被一分为二，被自己剥夺了自我：它先前以为自己是理智
的，而现在它发疯了；它先前以为自己知道，而现在它成了无知的；它
先前以为自己是正直的，而现在它在妄想；当我们以为被知识带领进永
恒的光明的时候,它却插进黑暗，插进禁忌的世界。将要统治整个文艺
复兴时期的一整套赌博开始了：不是承认自己局限的理性怀疑论的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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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而是同精神失常者赌输赢的理性的更困难、更危险、更讽刺的赌博,
在这些很一般和原始经验的背景上，其他的已经关联得更好的经

验也在形成。它们是刚刚谈到的经验的正面或负面的增值，是对它们
的接受和拒绝的形式。很明显，16世纪正面地增值并承认了 17世纪
将会不了解、贬值和打入沉默的东西。最广义的疯癫处在这里：处在
对起初被理解为特异、精神失常、无理性的东西负面增值的文化现象
中的这个沉积层上。在这里，道德意义投入进来，防御发挥作用，障碍
被竖起，所有的排斥仪式也都在被组织:地理上的分离（就像在印度尼
西亚的社会中一样，“特异”的人独自生活，有时是在离村镇几公里远
的地方）、有形的分离（就像在我们这些实行禁闭的社会）或仅仅是潜
在的、在外部勉强可见的分离（就像在17世纪初的欧洲）。
这些分割策略是感知疯癫的框架。能让人说“这个人是个疯子”

的识别不是一个简单和立即的行为。这种行为实际上建立在一定数
量的预先操作之上,尤其是建立在根据增值和排斥的界限而对社会空
间所做的切割之上。当一个医生认为自己诊断岀了确实的疯癫现象
时，正是这个界限让他能做出疯癫的判断。每个文化都有其特别的界
限，而这个界限也随着文化的配置发展；从19世纪中期开始，对疯癫
的感受性的界限在我们的社会中显著地降低了；精神分析的存在就是
这种降低的证明，因为精神分析既是它的后果也是它的原因。需要注
意到,这个界限并不一定与医疗意识的敏锐度联系在一起:疯子完全
可以被识别和隔离而又不必获得一个明确的疾病身份，就像19世纪
欧洲的情况那样。
最后，还有与这个界限相关,但相对独立的对疯子的存在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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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目前在日本，被身边人承认为疯子的人的比例看上去与美国差
不多，但是在美国存在着更多的不宽容，因为社会群体（主要是家庭）
没有能力吸纳或只是简单地接受异常的人：住院、疗养或与家庭分离
等方式立即就会被采取。相反在日本，环境要宽容很多，住院也远不
是准则。故争和严重危机期间，欧洲收容所入住人数降低的众多原因
中有一个就是环境的吸纳标准有了很大的降低,这个环境很自然地会
比平常时期，比不那么受情势所迫的时候更加宽容。
对疯癫的医疗意识最终得以发展，就是在这块由四个层次构成的

领域上。这样一来，对疯癫的感知就变成了对疾病的识别。但是还没
有什么要求将这种识別变成对“精神”疾病的诊断。阿拉伯医学、中世
纪医学，甚至是笛卡儿后的医学都不接受区分身体疾病和精神疾病,
每个疾病形式都牵扯人的整体。心理病理学的组织还意味着要有一
系列活动，这些活动一方面能分割器质性病理学和关于精神疾病的知
识，另一方面能为两个领域定义一个共有的、抽象支配这两个领域中
疾病现象的“元病理学”。精神疾病的这种理论组织与一整套实践系
统相连：医疗网络的组织、检测和预防系统、救助形式、治疗的分配、痊
愈的标准、病人在公民方面的无能和在刑法中的无责任定义：简言之,
就是在一个特定文化中定义疯子具体生活的一个大集合。

但这还不是衡量一个社会与这种因相继的分割而逐渐变成疯癒、疾
病和精神疾病的精神失常的重大经验所保持的距离的标准。还应该指
出相反的运动，即一种文化用以在其抛弃的现象中正面地表达自己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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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即便是被打入沉默和排斥，疯癫依然拥有语言的价值，它的内容也
会在将它作为疯癫来揭露和排斥的东西的基础上获得含义。我们举精
神疾病的例子,以及我们的心理学自认为识别了的它的结构和外形。
精神疾病处在发展之中，作为发展过程的一种紊乱，通过它的倒

退面貌，它使幼儿期的举止或人格的早期形式表现岀来。但是发展主
义错误地在这些倒退中看到了疾病的本质和它真实的根源。如果说
向童年的倒退在神经症中表现出来，那只是一个结果。要想儿童期举
止成为病人的避难所，要想让儿童期举止的重新出现被看作是一个不
可缩减的疾病现象,社会需要在个体的现在和过去之间建立一个我们
不能也不应该越过的边缘；需要文化只通过强迫过去消失来吸纳过
去。而我们的文化确有这种表现。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和裴

斯泰洛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在18世纪用伴随成长的教育法

规则为幼儿建立了一个适合他们的世界,使得幼儿周围有了一个非现
实、抽象和过时的环境，与成人的世界没有任何关系。当代教育法的
整个发展和它无可指责的保护幼儿不受成人冲突影响的目的增加了
分开一个人的童年生活和成人生活的距离。这就是说,为了让幼儿免
受冲突的影响，当代教育法的发展将他们暴露在一个重大的冲突之
中，即他的童年和真实生活之间的矛盾。①如果我们补充说在这些教
育制度中，文化不直接投射其现实以及它的冲突和矛盾，而是通过在
一个虚幻的一致性中作为它的借口，为它辩护和让它理想化的神话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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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反映它的现实；如果说在教育法中，一个社会是在渴望它的黄金
时期（您可以想一下柏拉图、卢梭的社会，想一下涂尔干的共和制度,
想一下魏玛共和国教育法中的自然主义），我们就能理解，疾病的固定
和倒退只在某一种文化中才可能;它们增加的条件就是各种社会形式
无法了结过去、无法将过去与经验同化到当前内容。倒退性神经症不
是表现童年的神经症性质，而是揭露涉及童年的制度的过时特征。作
为这些疾病形式格局的，是在一个社会中遮盖了幼儿渴望的教育形式
与这个社会为成人准备的、能显示出社会现实的现在及其悲惨条件之
间的冲突。我们对文化发展也可以作相同的论断:宗教妄想以及它们
总会牵扯进来的断言系统和神奇前景表现得像是个体相对于社会发
展的倒退。这不是说宗教在本质上就是妄想性的，也不是说个体越过
了宗教回到了他最可疑的心理根源那里，而是说宗教妄想取决于文化
的世俗化:宗教可以是妄想性信仰的对象，条件是一个群体的文化不
再能将宗教或神秘主义信仰同化到经验的当前内容。属于这种冲突
和对这种冲突的超越有:救世主降临妄想、显圣的幻觉经验，还有在疯
癫领域复原现实世界中被撕裂的统一性的爆发式召唤。因此,心理倒
退的历史前景处在各种文化主题的冲突中，这些文化主题中的每一个
都带有历时性标记以揭示它们多样的历史根源。

个体历史及其创伤和防御机制，尤其是纠缠这个历史的焦虑似乎
形成了疾病的又一个心理方面。精神分析将一个“元心理学的”讨论
放置在这些冲突的根源处,放置在生和死的本能、快乐和重复、爱神和
死神之间的神话边界之上（弗洛伊德自己也说过“本能是我们的神
话”）。但这就是把问题中对抗的东西视为解决办法的形式。如果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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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在这种相互矛盾的举止的交错中找到了首选的表达模式，那不是说
矛盾的元素像冲突的环节一样在人的无意识中并置，而只是说人把人
当成了一种矛盾的经验。一个文化在竞争、利用、群体间的对抗或阶
级斗争的形式下确定的社会关系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不断受矛盾烦扰
的人的环境的经验。经济关系系统把人与他人联系在一起，但通过负
面的从属关系;将人与同他相似的人在同一个命运中团结起来的共存
法则令这个人与那些人在只是这些法则的辩证形式的斗争中对立；经
济和社会联系的普遍性让他能够认可世界的一个部分,让他能在任何
人的目光中看到一个共同的含义,但是这个含义也很可能是敌对的含
义，这一个部分也可能会把他当作外来人。对人来说,他既变成了自
己真理的面孔又变成了死亡的潜在性。他在想象中只能遇到令自己
的社会关系能够找到它们的稳定性和一致性的情同手足的身份:他人
总是出现在被生与死的辩证变得不稳定和危险的一种经验之中。恋
母情结这个家庭双重性的症结就像是这种矛盾的缩小版:这种将他同
他的父母连接在一起的爱恋性的恨，幼儿不会像携带他本能的模糊性
一样携带它；他只会在成人的世界遇见它，由通过自己的举止暗中发
现孩子之生等于父母之死这一古老主题的父母的态度详细说明。不
仅如此:弗洛伊德通过思考战争神经症，发现了在让18世纪欧洲的古
典乐观主义得以表达的生的本能之外，还有一个第一次将负面力量引
入精神分析的死的本能，这不是偶然的。弗洛伊德想要解释战争，但
战争在弗洛伊德思想的这个转折点上梦想成真。或者说是我们的文
化在那个时代以一种对它来说明确的方式体验了自己的矛盾:它令人
抛弃了古老的团结之梦，承认人能够也应该把人当成一种负面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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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在仇恨和侵犯的模式上去体验。心理学家为这种经验起名为双重
性，他们在这种経验中看到了本能的冲突，看到了关于无数已死神话
的神话学。
最后,疾病现象好像在它们的汇合中指明了疾病世界的特殊结

构:经过现象学的研究,这个世界呈现出了一个悖论，它是一个不可进
入的“私人世界”，病人缩在里面，享有幻想和妄想的随性存在——而
与此同时，他又在抛弃的模式上从属于一个强制的世界，这种矛盾的
投射可能是疾病的本质活动之一。但是这种疾病形式与引起它的现
实矛盾相比只是次要的。作为疾病形式基础的决定论不是为自己世
界所迷惑的意识的魔法般的因果关系，而是一个无法通过己的力量
为它引起的矛盾提供解决方法的世界的实际因果关系。如果说被投
射进一种妄想性幻想中的世界束缚了投射它的意识，那么意识不是自
己落入圏套的，它也不是在这个世界中失去了自己的存在可能性，而
是世界因为剥夺了它的自由而无法认可它的疯癫。面向一个妄想性
的世界，疾病意识不是因一种想象的强制而受到约束的，而是由于承
受现实的强制，意识躲进了一个疾病世界，在那里它再次遇到了这个
同样的现实强制，尽管意识在那里已经认不出它来了：因为人不是通
过想要逃避现实就能超越现实的。人们大量谈论，说当代的疯癫与机
器领域和人与人之间直接情感关系的消失有关。这种联系无疑是正
确的，如果说在我们的时代，疾病世界常常有一个机械理性排斥情感
生活的连续自发性的世界的样子，这并不是偶然的。但是说生病的人
将他的世界机械化,因为他投射出了一个使自己迷失的精神分裂的世
界，那就是荒谬的了；声称他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因为那是唯一能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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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现实世界的强制手段，这也是错误的。实际上，当人与他的语言
中发生的事无关时，当他无法在活动产出中识别人和现行的含义时,
当经济和社会决定强迫他而他又无法在这个世界中找到自己的故乡
时，那么他就活在一个令像精神分裂症这样的疾病形式成为可能的文
化中。作为现实世界的外人，他被送回到一个任何客观性都无法保证
的“私人世界”里；然而，因为服从于这个现实世界的强制，他感觉他所
逃避的这个世界就像是一种命运。当代世界令精神分裂症成为可能,
不是因为这个世界的事件使它变得无人性和抽象，而是因为我们的文
化对这个世界做了这样一种解读，以至于人无法在这个世界中认识自
己了。只有存在条件的现实冲突才能作为精神分裂的世界的各种反
常结构模型。
总之，我们可以说，疾病的心理方面如无某种诡辩是不能被设想

成自主的。当然，我们可以建立精神疾病与人的起源、与心理和个人
的历史、与各种存在形式的位置关系。但是，如果我们不想求助于像
心理结构发展，或本能理论，或存在人类学这样的神话解释的话，我们
就不应该把疾病的这些不同面貌当成是它的本体形式。实际上，我们
只能在历史中发现先验的具体东西，在那里，疾病带着它的各种可能
性获得了它的必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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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我们特意没有涉及精神疾病的生理学和解剖病理学问题，也没有
提到治愈方法的问题。这不是说心理病理学实际上或理论上独立于
它们；近来对间脑中枢和它们对情感生活的调节作用的发现、从布洛
伊尔(Joseph Breuer)和弗洛伊德的早期经验开始由精神分析策略的发

展不断地带来的解释足以证明相反的事实。但是生理学和治疗学都
无法成为那些令精神疾病得以解决或消除的观点。距贝勒(Antoine

Laurent Bayle)发现全身瘫痪的特异损伤,并在全身瘫痪于症状学上的

早期阶段中不断找到一种夸大型妄想已经快有140年了，我们还是不
知道为什么伴随这种损伤的正是一种轻度躁狂性兴奋。如果精神分
析治疗的成功与神经症的“真理”的更新是同一回事，那么精神分析治
疗只是在它将这个真理卷入新的心理悲剧内部才能揭示。
因此，疯癫的各种心理方面不能在可能处在这些方面之外的解释

或缩减原则的基础上被抑制，而是要把它们定位在西方人建立了快两
个世纪的人与他自己的这种一般性关系之内。以最狭窄的角度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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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关系，它就是西方人在里面投入了一点惊讶、许多傲慢和大部分遗
忘能力的心理学；以较宽泛的角度来看，它就是在知识的形式中负责
掌握被削去了一切自我意识和一切可能的认知的讽刺且正面的内在
真理的心理人的出现;最后，放在最广泛的层面上看，这就是人通过他
自己就是真理的真理这个基本公设，来代替他与真理的关系。
作为一切可能的心理学基础的这个关系只能在我们文明的一个

具体时刻之上被定义：即理性和无理性的伟大对抗在自由的领域中停
息，理性对人来说不再是一种伦理，甚至是一种属性的时刻。这样一
来，疯癫就成了属性的属性，也就是说成了令属性错乱、将它束缚在自
己的决定论中的过程；而自由也变成了属性的属性，不过是隐藏的灵
魂，是在属性的无法错乱的本质意义上的。而人，他没有被放在精神
失常的大分割前面和这个分割所建立的领域之中，而是在他自然存在
的层面上变成了此与彼、疯癫与自由，以其在本质上的特权获得了作
为属性的属性和真理的真理的权利。
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能说明心理学永远也不能控制疯癫.那就是心

理学只在疯癫被控制、已经被排斥出悲剧之后才成为了可能。当疯癫
的迹象间断且喧闹地在奈瓦尔或阿尔托、尼采或罗素笔下重新出现的
时候，面对这种向只因“心理学家”的存在而使当代人沉重地遗忘了的
悲剧性撕裂和自由借来含义的语言，闭上嘴说不岀话来的，正是心
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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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学史大事年表

1793 年 皮内尔任比塞特精神病院主任医生。
贝勒的论文，《精神疾病研究》(全身瘫痪的定义)。1822 年

有关精神错乱者的法律出台。1838 年

1843 年 巴亚尔热(Jules Baillarger)创办了《医学心理学纪事》。

杰克逊，《克鲁年讲座》。1884 年

1889 年 克雷佩林,《精神病学纲要》。
1890 年 马尼昂，《间歇性疯癫》。

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瘡症研究》O1893 年

1894 年 让内，《心理自动症》。
弗洛伊德,《一个5岁男孩的恐惧症分析》。1909 年

弗洛伊徳，《对一个偏执狂案例自传式撰述的精神分析1911 年

评注》。
布洛伊勒,《早发性痴呆或精神分裂症群》。1911 年

雅斯贝斯，《普通精神病理学》。19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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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 年 弗洛伊德,《超越快乐原则》。
1926 年 巴甫洛夫(Ivan Pavlov ),＜关于大脑皮层的活动的课

程》。
1928 年 莫纳科夫和穆尔格，《神经病学和精神病理学的生物学

入门》。
路德维希•宾斯万格，《论意念飘忽》。1933 年

埃加斯•莫尼兹(Egas Moniz)施行了最早的几次前额1936 年

叶白质切断术。
1938年 切莱蒂(Ugo Cerletti)开始使用电休克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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