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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吻、搔癢與煩悶》

内容概要

亲吻，为你带来怎麽样的幻想，又让你有什麽样的感受？成人对於亲吻通常有强烈丶私密与尴尬的感
受，然而，你知道吗，这种神经质其实源自於婴儿时期的好奇，而亲吻其实是嘴巴依循自恋逻辑寻求
与另一张嘴的重聚⋯⋯。
搔痒，是一种无法单独制造的快感，但是这种身体的快感所带来的精神上快乐，很可能会因为不适可
而止而转变成厌恶感或羞辱⋯⋯。
十一篇精采隽永的短篇，从隐藏在你我潜意识中起伏不已的万般念头里，拨引出人性中最真实丶最细
腻的深层剖析。例如：人的厌恶感从何而来？人在独处时冒了怎麽样的危险？镇定是事情发生後一种
矛盾的自我治疗？烦闷的心情其实是融合等待与寻找的过程？忧虑可以用「没有用的屁」来形容？
当代精神分析思想家亚当·菲立普对於佛洛伊德丶克莱因与威尼考特等人的理论，提出兼具原创性与
启发性的见解，不但发人深省，更提供了读者一种全然不同的阅读乐趣与感受。这是一本值得你我细
细品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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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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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吻、搔癢與煩悶》

章节试读

1、《吻、搔癢與煩悶》的笔记-第71页

        對於嬰兒來說，母親當然不是我們所認為的真實的人，正如米契爾(Steven Mitchell)所說的：「嬰兒
幾乎不會意識到母親是個人；母親『把全世界帶給了』嬰兒，而且是他的需要的隱形代理人。」假如
她堅持要成為真實的人，則小孩必須發明一個虛假自我來與她交涉。威尼考特所謂的「虛假自我」的
用途，是應付過早出現重要客體。虛假自我對於其客體會產生一種與己無關的關懷或是認知；客體因
此會受到重視，受到關懷，但並非出自一個對人的關懷或重視。用威尼考特的話來說，病理學就是客
體要求－或者假設其有此要求－關懷的結果。從威尼考特的觀點來看，關懷總是虛假的。因此嬰兒如
何才能感到「真誠的關懷」，不論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2、《吻、搔癢與煩悶》的笔记-第132页

        　　在討論「等待」的時候，若與小孩相關，則提到煩悶是合理的，因為煩悶的小孩便是在等待
著，潛意識裡等待著一種有所期待的經驗。在普通的煩悶狀態下，小孩回歸到了他本身欲望的可能性
。煩悶事實上是個不穩定的過程，其間小孩一方面等待著某種東西，另一方面又在尋找某種東西，並
且暗中與希望交涉；就這個意義來看，煩悶近似於慢無目標的注意力。在煩悶受抑制且有時躁動的困
惑當中，小孩企求一種反覆出現的空虛感。他真正的欲望能夠在這種空虛感當中具體化。不過剛開始
的時候，小孩當然需要成人幫他掌握以及抓住那種經驗－也就是對其加以承認，而非由於分心而破壞
了該經驗。小孩獨自與母親相處的能力仍在發展的當時，小孩的煩悶則以一種規律的危機型態出現。
也就是說，對小孩而言，感到煩悶的能力可以是一種發展成就。

　　煩悶的小孩通常在游移不定的注意力與專注轉為挫折的暫時停歇之後，便馬上開始注意到自己的
缺乏關注。他並不真的是在等待什麼人，反倒是在等待自己。小孩並非絕望也非滿懷期望，並非意味
堅定也非逆來順受，而是處在一種可能性與失望交錯的呆滯無助狀態中。簡單地說，小孩總有兩種同
時發生且互相重疊計畫：一種是自給自足的計畫，在其中小孩會把對於他人的用處或是需要視為一種
讓步；另一種是承認依賴互助的計畫。在煩悶這種平淡無奇的危機當中，兩種計畫之間的衝突又再次
重來了。這難道不是小孩的煩悶在大人心中所喚起的嗎？我們把這種衝突視為一種要求，有時則是一
種對於失敗或失望的控訴，因而極少加以同意，而僅止於承認。事實上，小孩的煩悶常受到最令人費
解的反對，也就是成人希望轉移小孩注意力的行為－成人似乎認定小孩的生活必須、或是看起來像隨
時都是有趣的。成人最具壓迫性的一種要求，就是認為小孩應該要表現出興趣，而不該花時間找出令
他感興趣的事物。煩悶是花時間的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吻、搔癢與煩悶》的笔记-第77页

        第二個發展風險就是放棄對於客體的關懷。只有透過發展我們視他人為客體的能力，他們對我們
來說才會成為真實的。這提供了我們另一種檢視反常行為的觀點。這似乎是說在反常的虐待與被虐狂
的關係中，威尼考特所描述的過程短路了。

＂客體與主體達成的共識助長了主體對於客體的憎恨與漠視。也就是說客體並非存活了下來－堅定地
拒絕受到宰制－而是屈服了，同意受到摧毀或破壞。因此精神分析文獻裡所描述的反常關係－主從結
構的虐待與被虐狂－是一種自我阻礙的嘗試，以解除一種共生關係。虐待與被虐狂雙方會共同製造障
礙，以避免彼此從主觀認定的客體變為真實的，而脫離了彼此的全能控制。＂
他們不敢冒險與彼此分離而成為孤獨。我們應該記得，其中還有一種對於喪失獨立的恐懼。

4、《吻、搔癢與煩悶》的笔记-第97页

        要處理憂慮這個平常的問題，我們應該記得，在我們開始憂慮之前，我們早就是「為人所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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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吻、搔癢與煩悶》

的對象了。為人所憂慮是孩提時期的一種壓迫，也是一種安慰。「我很擔心你」總是一種潛在的威脅
，而且對成人而言也依然是一種控訴以及要求。
p.98即使我們現在不是，但至少我們都曾經是某人憂慮的對象。而且，我們被人憂慮的方式－我們所
受到的憂慮的特質－多少會反映在我們憂慮自己的方式。在客體關係理論中，憂慮所涵蓋的範圍，下
自一般的自我觀照，上至與無法定位的客體之間受阻礙的對話。人在憂慮的過程中如何利用別人－對
誰說了什麼?在什麼時候?或是有沒有把憂慮憋在心裡－會是對於先前的關係或與客體的交涉，形成一
種有變化的重覆－換句話說，憂慮的用處－憂慮在人與其他人之間，以及與自己之間成為什麼樣的一
種溝通媒介－可能與其起因一樣具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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