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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人的故事》

前言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Freud，1856--1939)，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出
生于奥地利弗莱堡的一个犹太人家庭。早年在维也纳大学研习神经病理学，毕业后行医，从事神经精
神医学的研究。弗洛伊德一生著述甚丰，重要著作有《梦的解析》、《精神分析引论》、《图腾与禁
忌》等多种，提出了一整套划时代的理论，包括精神构造的“潜意识”“前意识”“意识”划分、人
格构造的“自我”“本我”“超我” 划分、梦的解析方法、以及“利比多(原欲)”、俄狄浦斯情结等
概念，和马克思、达尔文一道，被誉为影响世界最深的人。    晚年的弗洛伊德曾对他的一个崇拜者说
道：“我不是一个伟人，我只是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发现。”这个伟大的发现，无疑正是“潜意识” 的
存在。掩藏在人类意识的植被之下，这些不为本人所知的思想、愿望、冲动、需求，就像一片储量惊
人的煤矿；它们也曾是地面上的植物，却因为年代的变迁、地壳的运动而终被挤入幽暗的地下，变成
黝黑而模糊不明的形态。“潜意识正是人格中的早期部分，也就是在幼儿期间即已被割裂并抛弃的那
个部分；这部分人格被埋藏起来，没有随人格的其他部分一同发展，也就是说，它一直是处于压抑状
态中的。”按照弗洛伊德的比喻说来，潜意识就像是埋藏在维苏威火山灰烬下的庞贝古城，它不仅是
亚平宁半岛的过去，也不停地向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发出穿越世纪的召唤。    于是，文明伴随着
压抑一路走来，压抑又叫人的心理中浮现出各种波澜。作为一名精神病医师的弗洛伊德，从对各种心
理疑难的技术性思考开始，逐渐发现梦的重要意义，进而溯流而上，发掘到作为许多心理现象之根源
的潜意识。虽然只是“一个”发现，但却为包括心理、文化、社会、艺术、哲学、宗教等诸多领域的
诸多问题打开了突破口，一整座恢弘磅礴的精神分析理论大厦拔地而起，由这顶上望去，一条全新的
地平线出现在人类面前。不论弗洛伊德奠基并建立的理论大厦在后人的客观而审慎的目光下暴露出了
多少瑕疵，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费希尔和格林堡所说的话：“弗洛伊德的理论现在已经是我们文化实
质的基础部分。”    所以，尽管精神分析已经算不上当今学术思想的主流，尽管弗洛伊德的里程碑早
已被心理学研究远远地甩在身后，但译者还是认为，把弗氏那些尚未翻译为中文的著作译介给国内读
者，尤其是非心理学专业的普通读者，让人们能够全方位地把握弗氏思想，领略这种对世界产生了深
远影响，而又远未完善的思想在形成过程中的种种试探、推进、迂回，乃至自我推翻的历程，是一件
相当有意义的工作。所以，我们把弗洛伊德五大案例中的三种——“小汉斯”、“鼠人”、“狼人”(
另外两个分别是“少女杜拉”和“舒雷伯主席”)——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在艰深博大的《引论》
、《引论新编》等理论阐述式论著之外，可以从弗洛伊德的分析实践工作入手，更形象地认知他的理
论框架、基本原理；而弗洛伊德本人的精巧的思辩、缜密的推理，以及他在面对难题时表现出的坚韧
与耐心，也必能让读者在阅读中体会到思维的乐趣、领会思考的技巧。    弗洛伊德的案例写作，在叙
述上非常讲究技巧，抽丝剥茧的分析过程得到了原汁原味的呈现，这让我们对既是一门学说，也是一
门技艺的精神分析，可以有相当丰满立体的认识。    小汉斯的案例，是由病人小汉斯的父亲在弗洛伊
德的指导下完成记录的。这是一起儿童的恐惧症病例。这个病例在精神分析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如弗洛伊德所说，它为幼儿期性欲理论提供了第一个完整的例证。通过病人之父的详尽记叙，以及
穿插于记叙过程中的弗洛伊德的精到点评，我们看到一个有些性早熟的小男孩从患上对马的恐惧症到
治愈的全部过程，并深入到这个孩子的性心理的方方面面。    从不到四岁时候开始，小汉斯就对性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发明了根据阴茎的有无判别有生命物体和无生命物体的方法；他还固执地认为，
所有人都有阴茎，而且体型大的人和动物其阴茎也更大。当他的妹妹出生之后，生殖问题更是盘桓在
小汉斯的心头，他下意识地对母亲的怀孕和婴儿的出生有了正确的认识，但是父母却用鹳的故事来向
他解释生育的问题。处在俄狄浦斯期的小汉斯，本就对母亲有强烈的依恋而对父亲怀有敌意，再加上
父亲在性问题上的解释让他疑窦丛生，于是对父亲的敌意越发加强。他想和母亲结合，想和母亲生下
孩子，但是又害怕父亲的报复，害怕遭到父亲的阉割，于是焦虑产生，心理症的隐患由此埋下。请注
意，弗洛伊德在一开始就向我们提供这样一个阉割威胁的情节：“在他三岁半的时候，他母亲曾看见
他把手放在阴茎上。她这样吓唬他：如果你再那样(触碰阴茎)，我会叫A医生来把你的小鸡鸡割掉。
到时候，看你怎么撒尿?’汉斯：‘那我就用屁股尿。’”由后来的事情看来，阉割正是导致症结的原
因，而他的恐惧症，根本说来也正是对阉割的恐惧；不过，这里向汉斯发出威胁的，乃是他所钟爱的
母亲，而他的恐惧对象，却明显的是父亲，看来，阉割威胁的源头主要并不是语言，而是一种深刻的
心理情结。有一点需要说明，在弗洛伊德较早期的理论中，他所持的观点一直是：焦虑产生于对恋母
情结的压抑。根据他后来的修正理论，焦虑实际是一种信号，警告自我阉割危险即将到来；不是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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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人的故事》

产生焦虑，而是焦虑产生压抑。在本文中，弗氏在焦虑成因的问题上多少有些语焉不详，但是毕竟在
多处把焦虑的成因明确指向了汉斯的父亲，可见在当时的弗洛伊德心中，焦虑新说的雏形已然形成；
本论文发表于1909年，修订版发表于1923年，而焦虑新说的明确提出，却是在1926年的《制止、征候
与焦虑》Inhibition，Symptoms，．Anxiety)。由此看来，我们在这里读到的有关汉斯病症成因的论述
，也许正是弗氏理论在发展过程中走出的试探性一步。    有一天，汉斯在和母亲一起上街的途中看见
一匹拉公共马车的马倒下，并听见那匹马用腿发出响亮的声音。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那
匹马死了，这让他感到万分恐惧，并从此畏惧马匹和载重马车，甚至不敢走出院门，不敢走上维也纳
的车水马龙的街道。与此同时，他又对粪便表现出浓烈兴趣，后来证实，这正是他对生殖的兴趣的延
续，因为他早已猜到，婴儿正是如粪便般被排下的。他像所有孩子一样，害怕新生的婴儿从他们身上
夺走父母的爱，而这作为粪便的新生婴儿又经由一条曲折的途径和马车扯上了联系：汉斯家对面的海
关总署里，时常有载重马车从大门中进出，而那过程在汉斯看来很像是从门里排便。恐惧来自焦虑，
焦虑则产生于来自父亲的阉割威胁和来自婴儿的分享母爱的威胁——这也是一种阉割，因为这就意味
着他被迫不能完全占有母亲。我们跟随着汉斯父亲的记叙和弗洛伊德的评注，一路探寻小汉斯的心理
隐幽。在疾病暴发之后，弗洛伊德和汉斯的父亲选择了为汉斯做部分性启蒙的策略，向汉斯解释关于
马的一切都是无稽之谈，母亲和妹妹都没有阴茎。这带来了一段时间的平静，但并没有解决问题。事
实上，这也涉及了一种阉割，心智上的阉割，因为汉斯的性理(所有人都有阴茎)遭到了无情的否定，
而且无阴茎者的存在更证实了阉割的可能，他的恐惧反倒加剧了。不过，分析毕竟是走在接近真相的
道路上，通过对一个个问题的处理，一步一步地引导，汉斯的整个内心世界被大致地发掘出来，坦率
而不藏掖的策略最终获得了胜利，通过就生殖问题向汉斯做尽可能开诚布公的解说，萦绕在他心里的
疑惑被打消，最后，汉斯做了这样一个梦：水管工给他换了一个新的、更大的阴茎。更换，意味着拆
卸，然后重新安上——阉割得到了完美的补偿，于是恐惧症也迎刃而解。他不仅消除了对父亲的恐惧
，还通过把祖母安排给父亲的方式，一劳永逸地让这个阉割者放下了手中的刀。在这个小男孩身上，
精神分析大获全胜。    如果说小汉斯因其年龄的幼小、经历的单纯而更易被分析，也更适合于对其病
史作无所顾忌的记录发表，那么“鼠人”和“狼人”这两个成人案例就因其加倍的错综复杂而难以实
现完美的治愈了。所谓鼠人，乃是一个身患强迫性心理症的青年人，深受一些强迫性念头的困扰，以
至于无法正常地生活。在这个病例中，我们再次看到了幼儿期性欲，以及由此而来的诸多困扰。病人
在性方面相当早熟，并且据弗洛伊德分析，他很可能在幼年因一些与性相关的不当举动而遭到父亲的
严厉体罚。他的这些不“道德”举动从此终止，并基本处于被压抑状态；而对于父亲的怨恨与恐惧，
则深埋在潜意识中，哪怕是在后来，在他同父亲建立起相当友好的关系之后，仍然在潜意识中纠缠他
，导致他在精神和行为上的反常，成为其症结之所在。    “通过对多起强迫性心理症病例的综合考量
，我们发现，如同在本病例中看到的一样，爱与恨之间_的对立共存关系其实正是强迫性心理症的一
个最常见、最明显，因而也可能是最重要的特征。”“鼠人”案例，作为一个解决得不很圆满的案例
，其最大意， 恐怕就在于演示了强迫性心理症的典型结构。因为有这种极端冲突的对立情感，尤其是
对于恨意的压抑，病人从很早开始，就深为强迫性念头所困。病人在六岁之前就有了这样一种想法，
“认为我的父母对我的思想了如指掌；之所以会这样想，原因就在于：我发觉在阐述自己思想的时候
，我本人并没有亲耳听见那些语言”。他想要看见一些女孩的裸体，却总是因这念头而担惊受怕，“
我总是感到若是放任自己的类似念头，就会有某些灾难降临。于是我就尽一切可能去防止那类情况的
出现”。．而那灾难，通常就是“父亲会死”。他潜意识中对父亲的恶意，使得让父亲死去的念头不
断涌现，但是意识中根深蒂固的对父亲的爱又让他对这种念头充满了愧疚。这也是一个因“正性俄狄
浦斯情结”而生的病例。二十岁时，病人开始恋爱；他喜欢一位无法生育的女士，却因为经济原因而
无力与她结合。在他本人看来，这位女士和他父亲一道，成为了他所最爱的两个人；但在事实上，他
对这位女士也如对他父亲一样，充满了爱恨夹杂的矛盾情感。而在他心中，于这两个被他高度关注的
对象之间，也形成了矛盾对立的关系。“爱与恨相互压制，于是病人在面对任何行动之时都感到难以
决断，当他从内部对这种游移有所感知的时候，怀疑也就应运而生了。这种怀疑在本质上就是对自己
的爱情的怀疑，尽管在病人本人看来，他的爱正是最确定不移的事实。怀疑从这个中心扩散开去，扩
散到其余每一事物上，其中又以那些最细小、最无关紧要的事情为甚——这乃是移置作用的规律。任
何一个怀疑爱情的人，必然也会对其他任何事情心存怀疑，不管是多么琐碎的事情。”    病人的整个
生活，就这样陷入了一团乱麻之中。他在军队中听到一种老鼠的酷刑(也即让老鼠钻进受刑人的肛门)
，于是就认为，这种刑罚会落到那些为他所钟爱的人身上，也即情人和父亲身上。在此，老鼠成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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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人的故事》

潜抑的恨的替身，之所以给这个案例命名为“鼠人”，也即是因为其核心症结正是来自于这种潜抑在
潜意识中的恨。    强迫性幻想控制了病人的整个精神和生活，叫他表现出一系列怪诞的行为，并充满
自责。弗洛伊德说，这都是因为“那些罹患强迫性心理症并深感自责的人们，其实是把源自疾病的情
感归结到了错误的源头上。”这是一种移置现象，而这种移置的一大特征就是，它们必然为病人带去
某些好处。原来，病人对于自己的情人也并非死心塌地，他一直在情人和另一个富有女子之间犹豫不
决；而疾病带给他的好处就是：他的学业无法完成，现实的选择问题也就可以避而不决。于是强迫性
心理症导致的结果就是：病人一方面逃避现实，一方面又在潜意识中罗织起一张大网，以老鼠为介质
，勾连起金钱、小孩、肛门爱欲、他自己、情人、父亲。将潜意识中的错杂内容澄清之后，病人的症
状就消失了。    “狼人”是精神分析史上最有名的一大案例 。因为病情非常复杂，而病人在接受过治
疗之后，又曾再度暴露在公众的目光里。这位病人本名塞尔吉尔斯潘克耶夫(Shergius Pankejeff)，
于1886年出生在乌克兰第聂伯河畔一个富有的家庭，1979年终老于美国。他之所以被称为“狼人”，
是因为他在分析中忆起了一个有狼坐在胡桃树上的梦，还画出了梦中的景象。潘克耶夫本人后来也投
身到精神分析运动中去，从他的传记来看，弗洛伊德关于“狼人”的记述基本都是真实的，但是弗洛
伊德显然并没有完全治好“狼人”的病，这是精神分析发展初期的通病，也是弗洛伊德常为人所诟病
的地方。不过，这一案例还是为精神分析的技术和理论提供了极好的演示。    “狼人”十八岁时染上
淋病，紧接着就大病一场，健康被彻底破坏。数年之后他找到弗洛伊德，希望得到精神分析的治疗。
此时的他已经彻底地失去了自治能力，生活完全不能自理。通过精神分析，弗洛伊德发现病人在幼年
即曾陷入严重的心理紊乱状态，最初表现为焦虑性歇斯底里症，后来则转变为强迫性心理症。这篇论
文中的记叙和分析对象，也就仅止于病人的幼儿期心理症，而不包括他成年后的心理疾病。    这个案
例牵涉极广，复杂程度极高，虽然患病时的病人也和小汉斯一样处在四五岁阶段，但是因为在叙述时
病人已经成年，多年的困扰和反思纠缠一起，让整个情况变得暖昧难明。在这里，弗洛伊德由一个恐
怖而真实的狼之梦开始，逐渐挖掘到病人的许多经历和心理。家族的精神病史、母亲的怅惘以及她与
孩子们的疏远、对保姆的依恋、与姐姐的竞争以及姐姐对他的引诱、黄条纹的燕尾蝶、对毛虫和甲虫
的恐惧、性格的骤然转变，还有关于宗教的强迫性心理症，种种不明究竟的现象纷至沓来，千丝万缕
，难觅头绪。在此，弗洛伊德显示了对分析工作的高超驾驭技巧，面对扑面而来的各种难题，他的应
对方法是“擒贼先擒王”，他由那个关于狼的梦入手，拨开水面上的乱流，一头扎进病人心理的更深
处，把握到其记忆所不及的“史前史”中的问题关键：原初意象。    弗洛伊德通过与病人的交流讨论
，拟构了这样一个原初意象：病人在一岁半左右的时候曾经观察到父母的背侧性交，并把这个印象深
埋在潜意识中。原初意象经过姐姐的引诱，再加上阉割威胁和对父爱的希求，最终让病人的心理中发
展出同性恋式的受虐倾向。为了安抚他那反常的精神，其母把宗教引介给了他，她的目的达到了，但
却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强迫性神经症接踵而至。    在这里，也和“鼠人”案例一样，我们又遇到了对
父亲的矛盾情感，并且也遭遇强迫性的渎神念头，以及其他一系列次要症状，而这些，据弗洛伊德说
，都是“不折不扣的妥协结果”。病人的病情经历了多次起伏，最终于十岁时自动痊愈，而直接的原
因就是，一名德国家庭教师为他提供了新的、更和蔼的父亲形象。随着他心中对父亲和宗教的依赖坍
塌，他的病态心理在“新父亲”的指引下得到升华，疾病症状也在几片余波之后逐渐消失，其心理症
的幼儿期部分在此告一段落。    在这个案例中，问题的关键就是“原初意象”，由此入手，病人的幼
儿期心理症、阉割情结，以及肛门爱欲，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不过，原初意象本身究竟是真实见闻
还是退行幻想，这始终还是一个需要存疑的地方。弗洛伊德精辟地指出，尽管存在上述悬而未决的疑
虑，所谓原初意象的心理影响力始终是确凿无疑的，他说：“在心理症形成之初，那些来自童年的影
响力的存在就已经被感知到了，因为它们的干涉在决定个体是否，以及将在何时败给现实生活的问题
上，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至于究竟是原初意象还是原初幻想，反倒不那么重要了。    除开这
三个案例之外，本书还收录了弗洛伊德的一篇论文《论精神分析中常见的几种性格类型》，在这篇文
章中，他不再援引真实案例，而改以文学中的虚构人物和情节为媒介，阐释了从精神分析视角看到的
“与众不同”的人、倒在成功临近时的人、带着负罪感犯罪的人等诸种性格典型。    弗洛伊德的案例
写作，“为人们打开了一扇窗，由此，我们可以很方便地将精神分析学所涉及的诸多问题和结论收入
眼中，并展开讨论。”弗洛伊德首先是一名医生，而非哲学家，他的学说本是源自于为病人解脱苦恼
的实际考虑，所以难免会出现脚疼医脚、头痛医头的情况，留下急功近利、思虑不周的破绽。但是无
论如何，他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刺激了人们的思维，带来了激烈的讨论；通过他的努力，我们又在
“认识你自己”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这实在就是伟大的成就了。    译者水平有限，于心理学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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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是门外揣摩，错漏之处难免，希望读者谅解，并不吝赐教。

Page 5



《狼人的故事》

内容概要

弗洛伊德的案例分析著作主要有七篇，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 文青”人手一册的《少女杜拉的
故事》就是其中之一。至于其他案例，一直没能译介过来。本书收的《狼人的故事》、《鼠人的故事
》和《小汉斯的故事》三篇就是首次在内地出版（台湾去年出版了不同的译本）。这些案例涉及的患
者包括从神经官能症到精神分裂症的多类病人，其症状在普通人看来也是相当奇特的。比如《鼠人的
故事》的主人公，就经常感觉到老鼠从他的肛门钻了进去，因此痛苦不堪。弗洛伊德在案例分析过程
中展现出非同寻常的洞察力，他对精神分析的深刻理解也是我们取之不尽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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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对一名五岁男童的恐惧症的分析报告(“小汉斯”)1．引言2．病史与分析3．评述4．后记关于一例强
迫性心理症的备忘录(“鼠人”)1．病史记录2．理论概要幼儿期心理症之一例的病史(“狼入”)1．介
绍2．背景介绍和病史综述3．引诱及其直接后果4．梦和原初意象狼人的故事5.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6
．强迫性心理症7．肛门爱及阉割情结8．得自童年早期的一些补充材料——最终的解决9．概要重达以
及部分问题论精神分析中常见的几种性格类型1．与众不同的人2．倒在成功临近时的人3．带着负罪感
犯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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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梦和原初意象    这个梦的内容其实早已被我公布在别的文章’里了，因为其中包含有童话故事的成分
。于是在本文中我将直接引用曾经写过的内容，作为开场白：    “我梦见一个夜晚，我正躺在自己的
床上(我的床设在窗下，而窗外就是一排老胡桃树。我知道，梦里的时间是在冬夜)。突然间，窗户兀
自开了，吓了我一跳，然后我就看见窗外的一棵老胡桃树上坐着一群白色的狼，大概有六七只。这些
狼通体白色，它们看上去更像是狐狸或者牧羊犬，因为它们都有狐狸一样的大尾巴，而它们的耳朵也
都竖着，那样子就像是正在专心看护什么东西的狗一样。这些狼明显是要来把我吃掉，这让我非常害
怕，于是我大叫着惊醒了。我的保姆赶忙来到我床边，查看发生了什么事情。过了好一段时间我才相
信那不过是一个梦，因为洞开的窗户和坐在树上的狼的样子都是那么的清晰而且逼真。最后我好不容
易冷静下来，感觉自己已脱离了危险，于是重新睡了过去。”    “整个梦境都是静止的，唯有那扇窗
的开启打破了这片宁静。狼群在树上一动不动地坐着，从左到右排开，全都直直地看着我，好像它们
都把全副注意力集中在我的身上。我想这就是我的第一个焦虑的梦。当时的我只有三岁或者四岁，绝
对不会超过五岁    幼儿期心理症之一例的病史(“狼人”)从那时开始，直到我十岁、十一岁的时候止
，我总是提心吊胆，害怕会在梦里看见什么可怕的东西。”    然后他画下了那棵树，连带着坐在树上
的狼。这幅画和他的描述完全相符(见图1)。通过对这个梦的分析，我们找到了下面的这些材料。    病
人曾有一本童话书，里面有一幅画着一头狼的图片，童年里的他总是在看见这幅图的时候感到极为强
烈的焦虑；他后来时常把这些焦虑的记忆和那个梦联系起来。他的姐姐总是在他面前表现得盛气凌人
，她很喜欢找各种借口把那幅图拿给他看，借此拿他取笑。每到这时候，他就会吓得大叫起来。在那
幅图上，那头狼人立起来，正迈开步子向前走；它的爪子伸出来，耳朵竖起。他认为这幅图是童话《
小红帽》的一幅插图。    为什么这些狼是白色的?那颜色让他联想起养在庄园附近的大群绵羊。他父亲
会不时地带他去看那羊群，每到这时候他都会感觉非常自豪而且快乐。后来——据调查，这很可能是
发生在那个梦之前不久的事——羊群中爆发了传染病。他父亲请来了巴斯德的／一个弟子，这位医生
给羊群种上了疫苗，可是在这之后反倒出现了更大规模的死亡。    为什么那些狼要坐在树上?这让病人
想起了他从祖父那里听来的一个故事。他无法确定那个梦的出现到底是在听这故事之前还是之后，不
过，对于为我们所关注的这一现象(狼坐在树上)，那个故事的内容倒的确是为最有可能的解释提供了
有力的支撑。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裁缝正坐在屋里工作，突然窗户呼地打开，一头狼跳了进来。于
是裁缝用自己的量尺猛打它——不对，病人自我纠正说，其实是裁缝抓住狼的尾巴，把它拎起来扔了
出去。这头狼大受惊吓，逃跑了。不久之后的一天，这位裁缝到树林里去，突然发现一大群狼正向自
己聚拢，于是他爬上一棵树，这才暂时躲过一劫。起先那些狼都拿他没有办法，可是那头被裁缝打伤
的狼——它也在其中，还很想报仇——向狼群建议说，它们应该以一个站在另一个背上的方式叠起来
，直到最后一个可以够到那个裁缝为止。于是这头狼自己——它是一头强壮的老狼——作了高塔的底
座。狼群依计行事。然而那个裁缝已经认出了那头老狼，知道它就是曾闯进他房间并被他教训过的那
头狼，于是他突然间心生一计，像上次一样大叫起来：“抓住大灰狼的尾巴!”那头已经失去尾巴的狼
听了这声喊，一下子回想起过去发生的事情，于是它在惊吓中倏地跑开，让其他的狼都摔下来，跌作
一团。    在这个故事里，我们找到了有狼坐在上面的那棵树。这里面也明确地表现出同阉割情结的关
系。正是那头老狼在裁缝的手里丢掉了尾巴。而出现在梦中的那些狼则都有一条狐狸尾巴，这无疑是
对那条丢失的尾巴的补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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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狼人”十八岁时染上淋病，紧接着就大病一场，健康被彻底破坏。数年之后他找到弗洛伊德，希望
得到精神分析的治疗。此时的他已经彻底地失去了自治能力，生活完全不能自理。通过精神分析，弗
洛伊德发现病人在幼年即曾陷入严重的心理紊乱状态，最初表现为焦虑性歇斯底里症，后来则转变为
强迫性心理症。这篇论文中的记叙和分析对象，也就仅止于病人的幼儿期心理症。而不包括他成年后
的心理疾病。    这个案例牵涉极广，复杂程度极高，虽然患病时的病人也和小汉斯一样处在四五岁阶
段，但是因为在叙述时病人已经成年，多年的困扰和反思纠缠一起，让整个情况变得暖昧难明。在这
里，弗洛伊德由一个恐怖而真实的狼之梦开始，逐渐挖掘到病人的许多经历⋯⋯    纠结是什么情况导
致，病人又经历过什么呢？请看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专著的《狼人的故事(弗洛伊德心理治疗案例三种)
》。

Page 10



《狼人的故事》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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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大家买书要小心啊~~一定要看清楚啊⋯⋯为什么我人品这么不好啊总买到缺页的书~~~⋯⋯内容
还是不错的~~~
2、“在霎哈嘉瑜伽，我们认为基本上有三类人，有些人倾向左边，有些人倾向右边。左边是我们的
欲望，这些欲望不论能否实现，都进入我们的潜意识，然后进入集体潜意识。左边掌管我们的心理，
左脉从第一个轮穴开始，向上经过视神经交叉，在右边脑袋形成我们的思想积集，在心理学上叫「超
我」。最底下的那个轮穴滋养我们的盘骨神经，照顾我们的排泄功能和性功能。我们对性要有健康的
想法，因为左脉从第一轮穴开始。佛洛依德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他不教人有良好的性观念，保护掌管
纯真的这个轮穴，却教人完全相反的事情。佛洛依德把一切都归咎于性，好像人类除了性之外，便没
有其他事情。同时他自创一套理论，说人人都有恋母情结，他把整套理论建筑在这种变态心理之上。
于是人们认为自由性爱，便是自由的体现。在西方，甚至没有人批评他，佛洛依德在人们心目中比基
督更重要，因此现在便出现爱滋病、梅毒等。现在各种的性病，有六成在美国出现。这些病都与性器
官有关，性器官又被称为私处，但人们没有真正明白其意义”。 　　 ————霎哈嘉瑜伽创始人锡.
玛塔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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