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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瑞士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医师，分析心理学的创立
者，动力心理学的鼻祖之一。毕生致力于人类心灵奥秘的探索。一生著述浩繁，思想博大精深。他所
创立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不仅在心理治疗中成为独树一帜的学派，而且对哲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
文学、艺术、宗教、伦理学、教育等诸多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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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分析心理学与诗歌之间的关系　　尽管探讨分析心理学与诗歌之关系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但是
这项工作却给我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来阐述我对心理学与艺术的总体关系这个颇有争议的问题的看
法。虽然这二者不具有可比性，但是却有必要探讨一下它们之间明显存在的密切联系。这些联系根源
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艺术的实践是一种心理活动，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进行探讨。这样看来，艺术
就像其它的来自心理动机的人类活动一样，是一个恰当的心理学研究的对象。然而，当我们把它应用
于实践的时候，这种表述却必须包含对心理学观点的十分明确的限定。只有包含在艺术创造过程中的
那个艺术的侧面才能够成为心理学研究的对象，而构成艺术本性的那个方面则不能。心理学家永远也
不能回答艺术是什么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必须从审美的角度来考察。　　在宗教领域也必须做出类似
的区分。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只可以用来研究与构成宗教的现象有关、却不涉及宗教本质的情感与象征
。如果宗教与艺术的本质能够用心理学的分析方法来解释，那么二者都会变成心理学的分支。这并不
是说，这种违背二者的本质的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那些犯这种错误的人显然忘记了相似的命运也会
轻易地降临在心理学身上，因为，如果把心理学仅仅看作是大脑的活动，并且把它和内分泌功能一起
归于生理学的分支的话，心理学固有的价值和独特的本质将会被破坏。如我们所知，这种情况也已经
出现了。　　就艺术的本质而来说，它不是科学；就科学的本质来说，它不是艺术。两者的思想领域
都有其各自的特性，只有用各自的理论来解释。因此，我们在谈到心理学与艺术之间关系的时候，我
们将只探讨艺术能够用心理学方法来仔细研究而又不违背它的本质的那个方面。无论心理学家对艺术
做出何种探讨，都将只限于艺术创造的过程，而与艺术的内在本质没有任何关系。他对艺术的解释并
不会比理智对情感本质的描述或理解多出多少。的确，如果艺术和科学的本质差异不是早就给人们内
心留下了印象，它们也就根本不会作为两个彼此分离的实体而存在了。在儿童心中，艺术、科学和宗
教倾向仍然安静地沉睡着；在原始人那里，艺术、科学和宗教的初始状态也毫无差别地共存于一种神
奇的心理混乱中；在动物的自然本性中，还找不到“心理”的痕迹——所有这些事实丝毫不能证明一
个能够说明三者可以互相归类的统一原则的存在。因为，如果我们深深地追溯到心灵的历史源头，那
么在它的各种活动领域之间的差别就全然不见了，我们并没有到达这些活动领域一致性的根本原则，
而仅仅处于一个比较早的、尚未出现差别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还没有分离成各种活动领域。但是
，基本状态并不是一种能使我们对以后的更高级状态的本质得出结论的解释原则，尽管更高级的状态
确实来源于基本状态。科学的态度总是容易忽视这些差别更为显著的状态的特殊本质，而是关注于它
们的衍生物，并力求使这些状态归属于一个更为普遍和更为基本的原则。　　当我们频繁地看到艺术
作品，尤其是诗歌通过被归纳到更基本的状态的方式来进行精确解释的时候，这些理论观念看起来就
显得恰如其分了。尽管，诗人创作的素材以及个人的处理方法可以轻易地追溯到他和他父母的关系上
，但是这对于我们理解他的诗歌毫无用处。同样的归纳还可以用于其它各种领域中，在病理性失调的
案例中也不少见。神经症和精神病同样也可以被归纳到婴儿时期与父母的关系上，一个人的好习惯与
坏习惯、他的信仰、品性、情欲、爱好等等也是这样。所有这些截然不同的事物有着完全一致的解释
，这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将被迫得出它们实际上是同一事物的结论了。
如果用分析神经症的方法来分析艺术作品，那么，不是艺术作品是神经症，就是神经症是艺术作品。
这种解释作为文字游戏倒还行得通，但是如果把艺术作品与神经症放在同一水平上，那么就违背了常
识。在一个极端的案例中，分析家或许会用他那带有专业偏见的眼光来把神经症看成是一部艺术作品
，然而，尽管存在着艺术作品与神经症都来自十分相似的心理先决条件的这个不争的事实，一个聪明
的外行也决不可能把病理现象错误地当成艺术。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些条件确定会出现在每一个人
的身上，而且由于相关的人类环境始终如一，所以，无论在一个神经质的知识分子、一位诗人或者是
一个正常人的身上，这些条件始终都是相同的。每个人都有父母，都有父亲的或母亲的情结，都懂得
性欲，因此也都有某种普遍的和典型的人性的难题。一位诗人可能受到与父亲之间关系的影响多一些
，另一位诗人可能受到与母亲之间关系的影响多一些，而在第三位诗人的诗中则清晰地显示出了性压
抑的迹象。既然所有这些都被说成是不仅与一个神经症病人完全一样，而且也与每一个正常人完全一
样，那么，对一部艺术作品的评价就没有什么特殊性了。至多是我们关于这部作品的心理学前提的知
识得到了扩展和深化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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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荣格文集：人、艺术与文学中的精神（第7卷）》以国际上权威的《荣格文集》（21卷本） 为
蓝本，根据中国读者的需求，精选其中的代表作，拟分9卷出版。既有毋容置疑的专业性、权威性和
经典性，同时也具有大众性和普及性，加之精美的装帧，是收藏首选，馆藏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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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和照片看起来差别挺大的
2、这本书的撇去内容做工一般，但也没有达到华而不实的地步，总体而言还是不错的。
3、《尤利西斯》那篇是典型的反讽表达，很具有荣格的特点，也是雅利安问题的核心关切所在
4、慢慢消化，需要定力
5、很喜欢这套书，包装也很好
6、人名太多，有点不动。
7、炼金术士英雄弗洛伊德治疗和毁灭艺术家条虫尤利西斯分裂毕加索虽然只是薄薄的一半不过满足
度超标啊
8、想把这套书买齐
9、荣格的作品，很喜欢，值得仔细看看
10、荣格的著作，很喜欢。
11、荣格的书本省是很好很好的，只是这个版本不好，封面做得很好看，里面的纸张却很烂很粗燥，
真的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感觉
12、书本质量可以咯。。
13、包括荣格对帕拉赛尔苏斯医生、弗洛伊德、汉学家魏尔海姆和毕加索的评价，以及对名著《尤利
西斯》的评论，此外还包括论述心理学与文学、分析心理学与诗歌之间关系的文章。
14、荣格的书都不错，大师级的。看过这系列的几本，200-100时候买的，挺合算
15、希望能够早点收集齐全套，有保存价值
16、很好的版本，值得收藏，建议购买。。。。。
17、话题比较有意思
18、不同的版本，再买一本吧。为了收齐这套书。有时候一本书要买几个版本，藏书怪癖。
19、比一般的心理学内容有趣
20、外包装不错，纸质没有想象的好，拿在手里有点轻，字挺大的，看的很轻松，内容就不多说了，
经典~
21、好久没有这么愉快的阅读经验了。荣格果断对我是良药。
22、荣格的心理学经典，要心静慢慢看。
23、喜欢哲学书。
24、这套书是国外精神分析学派的经典之作，翻译水平也不错，既适合收藏，也适合阅读和做学问，
值得购买。比较实惠，比在书店买的便宜，还更方便。
25、最近精力用尽，这薄薄的一本书看得我无数次睡倒，醒来内心一片迷茫与愧疚⋯⋯还好荣老说了
，不要太压抑自己，那就继续睡倒吧⋯⋯
26、看不懂，知识面不够丰富
27、一般，封面有点脱胶
28、荣格九卷套对喜欢荣格的人来说是精品，这几本书看下来即使是对心理学不太明白的人也会大有
收获。不过得真正有兴趣才能读，因为对不是专业的人来说，比如我，是有相当难度的。
29、原型批评的大家之作。
30、还木有看，包装看起来还可以
31、人类深层次的东西，令人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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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荣格的《尤利西斯》读后感《尤利西斯》我借过，记得是在最初工作那一年读的，那时时光慢长
，适合读书。我读了好多书，《追忆似水年华》也是那一年读的，读了第一部还挺喜欢，买了下来。
我觉得《追忆似水年华》文字很好，意象也好，觉得它在某些地方跟《红楼梦》像，字里行间，有一
种对逝失光阴中的爱与美的留恋。说句老实话，我很有耐心地，把那本《尤利西斯》，每个字都看了
，但从头到尾，一点印象没留下来。读完一部书，却什么都想不起，只有一个可能：我当时压根一点
也不懂得它。今日看荣格写的书评，一路看一路笑，这篇书评好长，不过我算是读懂了。看过这篇书
评，我似乎明白了那些荒诞的现代画和先锋艺术。这真没想到，心理学家竟然比作家好懂，失笑中：
）摘抄如下——《尤利西斯》洋洋洒洒，多达735页，它如同一条蜿蜒735天的时间之河汇入一个人的
乏味的一天之中，这便是与之没有任何关联的都柏林的1904年6月16日——完完全全没有发生任何事。
它于虚无中诞生又在虚无中消亡，这或许是枯燥的、冗繁的、繁杂的、斯特林堡式的有关生活本质的
告白，关于告白，读者悲伤地感到，难道它结束了吗？它很有可能涉及了本质，然而它更加根本地反
映了生活的无数个侧面和各个侧面的无尽风采。它于虚无中诞生又在虚无中消亡，除了虚无，别无其
他。书中的枯燥令人厌恶。这部技艺精湛的巨著是一个不朽而憎恶的怪杰。我的一位叔父，思考问题
总是直截了当。有一天在街上他拦住我问道：“你知道恶魔在地狱里是如何摧残灵魂的吗？”我说不
清楚。他马上告诉我：“他总是让他们苦苦等待。”话毕他就离开了。当我第一次研读《尤利西斯》
时，他的这句话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书中的每一句话都会引起你读下去的欲望，但又无法让你得到
满足。最后，由于遥遥无期，你干脆放弃了，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你正一点点接近关键所在。事
实上，没有什么发生，也没有什么出现过，然而却有一种无法自拔的期待和无可奈何的屈从交替而来
，牵引着你一页页读下去。多达735页的书看似什么也没有，却又不是空空如也的白纸，而是密密麻麻
印满了文字。乔伊斯变幻莫测的写作手法使人倦怠、催人入睡，无须和读者沟通，一切都不属于他，
使得读者瞠目结舌，昏昏欲睡。全书思如泉涌，愤世嫉俗，讥讽、刻薄、恶毒、蔑视、消极、绝望和
悲痛，它始终摧残着读者的怜悯之心，只有睡意袭来，才能终止紧张的状态，停止阅读。后来我突发
其想，心中自有妙计：从后向前读这本书。这个想法竟然和普通读法一样好，这本书能够采用由后向
前的方法阅读是因为它既无前也无后，既无上又无下。看似精神异常的很有可能是一种非凡人所能理
解的精神健康，它更有可能是至高无上的精神力量的一种假象。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它是“立体主
义”的，因为它把现实的情景变成了一幅宏伟而烦琐的图画，这幅图画的基调就是抽象客观的悲观失
望。在现代作家那里，它是我们时代的集体症候群，艺术家并非按个人灵感活动，而是受限于集体的
生活意识。它发自现代心理的集体无意识。正因为它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现象，它才会在完全不同的领
域中得出了相同的结果，在美术与文学中、在雕刻与建筑中比比皆是。别处，现代主义运动精神的鼻
祖之一——梵高，事实上是一位精神分裂者，这一点有其深刻意义。《尤利西斯》通过颠覆那些至今
仍被称作是美和具有意义的东西创造了神话。它叛离我们一贯的感情，它恶毒地歪曲了我们对意义和
内容的期盼。指责来自非现代人的心中怒火，因为他们不想看到被上帝仁慈地掩盖起来的事物。现代
人创造了一种反叛的艺术，一种不趋炎附势的艺术，以对立告诉我们应该从哪里出发。这种艺术的现
代先驱们，想想荷尔德林吧，已经让人感到不适。它们与弗洛伊德观点相同，以癫狂的偏执暗地里摧
毁着已经危在旦夕的价值。在全人类中一定有一大批人被死死地困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只有拥有乔
伊斯式的炸药才能突破他们城堡般的孤寂。我完全相信这个事实：我们仍然在中世界的迷宫中徘徊找
不到出口。《尤利西斯》展现了人们如何实行尼采的“亵渎神灵而又忐忑不安的看法”，《尤利西斯
》的情境那个人们无计可施地被羁禁其间的黑暗王王要好得多。尽管丑恶与破坏的因素占主要位置，
但它们要比从遥远古代走向我们的伪善要好，事实可证，这种“善”是一个冷酷的暴君，一种造谣惑
众的偏执体制，它掠夺生活的多姿性，切割生活，将一种最终无法容忍的道德强加于生活之中。精神
受控制的人只要一经准确描绘出他的世界是何种模样，便会获得一种癫狂的喜悦。这正如同那些被亮
光照得刺眼的人，黑暗确是一种享受，同样，对逃犯而言，一望无际的沙漠也不失为一个天堂。情感
的贫乏是现代人的一种物质，当周遭充盈着丰富的情感，尤其是虚伪的丰富情感，它总是以一种反动
的形象现身。艺术家是时代的先知，他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精神的秘密无法察觉的代言人，而且像梦
游一样毫无意识。他认为是他自己在说话，然而时代精神才是他的撰稿人，不管这种精神说了什么，
其结果会被证明是真实的。有人指出，恶魔是这本书的赞助商，但这不是一个使人满意的假想。书中
孕育着生命，生命本来就应包括丑恶和毁灭，正如它包涵喜悦与生机一样。依我看，这部书是在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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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识之光普照下写完的，它不是一场梦境，无不是无意识的表现。这本书显然不是象征性的，原来
也没打算成为象征性的作品。当某种事物具有了“象征性”时，那就等于某人看穿了隐藏的和无法揣
测的本质，并急切地想要用语言把他绞尽脑汁也无法解开的秘密表达出来。他必须付出他所有的智慧
，并且透过五彩缤纷的层层迷雾，将光芒洒在最底层的金子上。读《尤利西斯》时，我心中出现一幅
由卫礼贤出版的中国画，画中一位瑜伽者在思考，他头上生出了五个人，在这五个人的头上又各生出
五个人。这幅画描绘出这位瑜伽者的心境，他想抽离自身，从而达到更加全面、客观的真我状态。这
就是“寂静而又孤独的月亮之上”的境界，那种真知——能力——幸福的境界，是与非的显现，东方
救赎的最高体现，若干世纪以来人们百般寻觅和盛赞的印度和中国的智慧的无价之宝。“你们要做透
亮的棱体，你们的内心都有那玩意，有晚崇高的自我。你们可以和耶稣和释迦牟尼和英格索尔平起平
坐。你们的心都能随同震颤吗？我说你们都能。”尤利西斯，一个历经最大限度残忍折磨的流浪者，
经历了重重苦难想要重回自己的岛国故乡，回归真正的本我，在18个片段的混战中奋勇向前，最终从
愚蠢的虚幻世界中解脱出来，淡定超然地“遥望这一切”，因此他达到了基督或佛祖所能达到的境界
，达到了浮士德苦苦追求的目标——战胜愚人的世界，从对立面中解脱出来。就像浮士德被永恒的女
性中一样，摩利·布卢姆也一样，最后一曲和谐的旋律彻底终结了鬼哭狼嚎的嘈杂。尤利西斯是乔伊
斯心中的造物之神，一个真正的开拓者，他完全脱离了物质和精神世界中纠缠纷繁的禁锢，以一种超
然、洒脱在意识在思考。他对于乔伊斯，好比浮士德对于歌德，或是查拉图斯特拉对于尼采一样，他
就是那个历经了轮回的磨砺后回归自己神圣故乡的自我。它是詹姆斯·尤利西斯的显微镜，一个真我
的世界和世界的真我的统一。尤利西斯只有在他脱离了精神和物质世界之后才能重回故里。这才
是1904年6月16日这个每个人生活中的平平凡凡的日子所隐含的启示，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天天过着这样
的生活，没完没了地做着或者说着既无开始又无目的的事——这像是一幅虚幻的画面，它像梦魇、像
地狱，它嘲讽、否定、丑陋、危险，但却千真万确。造物之神在经历了7天造物的快乐之后，在1914年
他很难想到眼前的景象出自他的手笔。这本书以否定的态度亵渎神灵，以致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一直
将其列为禁书。《尤利西斯》这本书十分缺少感情。在尤利西斯玩世不恭的背后蕴藏着一种悲天悯人
的情怀。人们处在这个世界每天都在了无生趣的循环往复之中，时时刻刻、岁岁年年将人的意识拖入
愚昧无知之中。尤利西斯勇敢地迈出通向意识与客体分离的一步，他从缠绕纷繁和迷惑中解脱了自己
，因此他才能踏上回家的路。他用平和的声音向万千生灵讲解，在谈论自己的意义与命运时也同样谈
论着他们的意义和命运。即使在粪堆中，那些古老的、崇高的精神财富也没有消亡。左道旁门的始祖
赫尔墨斯言之有理：“天界如此，地界也如此。”喜讯传来，当恒久的信号从天堂中消散之后，那头
寻找烂菜叶的猪却在大地上找回了那些信号。创造之神创造了一个可以满足他的虚荣的看似完美的世
界；但是当他仰望长空，他看到的是一束并非出自他手的光。于是他转身朝自己的家走去。就在他转
身的那一刻，他的男性的创造力变成发女性的缄默。啊，《尤利西斯》，你对那些虚度年华、混沌度
日的白人是一本多么真诚的书啊！你是一种精神的历练，一本受戒的条例，一个令人悲伤的仪式，一
段诡秘的过程，18个层层叠加的炼金的蒸馏瓶，在酸水、毒气和火与冰的混合中，一个全新的、集全
人类思想的侏儒经过萃取而降生了。珀涅罗珀再也不用织她那件永远也织不完的上衣了；她现在正在
大地的花园里怡然自得地享受闲适，那是因为她的丈夫回来了，他的流浪生活终于结束了。一个世界
已经成为过去，一个崭新的世界出现了。结束语：我此刻正在读《尤利西斯》，感觉非常不错——继
续读下去！这篇读后感如此有趣，花了一天半的空余时间坐在这里照抄文本，心甘情愿并且获益颇丰
。有时间的话我愿意再读它一次。不过《尤利西斯》没兴趣再读了。荣格的意思不难理解，《尤利西
斯》以生活最表层的真面目回归整体，而整体是健康世界的根基。而这正是世界的可能生活——所谓
崭新世界出现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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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人、艺术与文学中的精神》的笔记-第145页

        生活中的阴暗面和精神空虚的单调使我每天的粮食。...我差不多每天都在帮助有需要的人们摆脱这
宗凄惨的状态。我必须时刻同它战斗，并且我只对那些不掉转脸背对我的人施与我的怜悯之情。然而
，《尤利西斯》却始终背对着我，它既不合作，它只想无休无止地重复着曲调向无穷无尽的时间挺
进...甚至说，只想将它直观思维以及降低到只有感官知觉的思考延伸到无限，它没有丝毫重建秩序的
痕迹；但是，毁灭好像已经变成了它的根本的目的。
荣格在此段中充分表露了“自恋”的情态，这种自恋是在面对完成功绩的志愿和难以完成的功绩之间
的矛盾的“补偿”。

荣格在这篇以义愤和怒火激发出来的文章中（参阅《伊利亚特》阿基里斯的愤怒），最直接的反映出
自己的无意识状态，而《尤利西斯》的读者、作者相互参与的反讽特性，也让这篇解读的文章变为荣
格和荣格读者相互参与的反讽事件。这个事件也具有典型的雅利安特征（对比于弗洛伊德的犹太特征
而使用）。

荣格后续的“构建性”解释方法来应对此愤怒，也充分反映他如何应对雅利安问题，如何与纳粹截然
不同的方式来达到同一个目的。（纳粹的方式如其《毕加索》文章篇末所言的“用暴力战胜冲突的无
意识的倾向”）。

由此，其对《尤利西斯》的态度，从单纯的“绦虫”，变为“依我看，这本书是在耀眼的意识之光的
普照下写完的；它不是一场梦境，也不是无意识的表现，和《查拉图斯特拉》或《浮士德》第二部相
比较它更具有强烈的目的性和倾向性。这也许就是《尤利西斯》为什么不具有象征作品的特性的答案
吧（P155）”。

面对“难以完成的功绩”时，不如直接将其解构，于是《尤利西斯》这部作品的意义不在其“象征”
方面，而在其作者的“意图”方面。这样就避开了直面“不合作”的空虚，而导入秩序化的可能。于
是认识论的调转，也调转了解脱方式：我真心地期盼《尤利西斯》不是象征的，因为假如它是的话，
它将无法实现其目标（同时荣格也不能实现）。那么，这735页无法忍受的宏篇巨作中用细致入微的手
法隐含的是一种什么样不可告人的秘密呢？还是不要再一场没有答案的寻宝中浪费人的时间和精力吧
。事实上，这本书中不应该存在任何象征的东西，加入有的话，我们的意识又会被拉进世界和精神之
中...会被生活中千变万化的表象所捉弄。这正是《尤利西斯》千方百计想要避免的东西：它企盼成为
月亮的一只明眸，成为与客观事物没有关联的意识，不被神灵和情欲所摆布，不被喜爱和憎恨所约束
，不被信誉和偏执所左右，《尤利西斯》不是空想，而是将这些都进行了实践——与意识分割是全书
的迷雾中零星闪烁的目的。这就是它得真正秘密，一个新的宇宙意识的秘密；这个秘密完全不会对仔
细、费心地读完全书的人开放，它只会在另一类人前面开放，这类人用735天，以尤利西斯德目光审视
着自己的世界和自己的内心（P156）
于是，荣格构建乔伊斯抽离意识的意图时，也将自己从这种转化象征的自负压力中解脱出来。可以想
见，拉康对此会有多么不同的处理方式。

但荣格没有放弃自己转化象征的志愿，紧接着他说“我们必须以象征的意义看待这段时间（P157）”
。他的解脱只是为了更好的上升，这种迂回的进路也在《尤利西斯》中得到体现：“人类意识的抽离
和由此引发的向神明的聚拢——《尤利西斯》的整体基调和最大的艺术成果——一旦披上了传统模式
的外衣就马上会在妓院买醉的魔屋中受到炼狱般变态的折磨。...在18个片断的混战中奋勇向前，最终
从愚蠢的虚幻世界中解脱出来，淡定超然地‘遥望着一切’，。因此他达到了基督或佛祖所能达到的
境界，达到了浮士德苦苦追求的目标——战胜愚人的世界，从对立面中解脱出来。（P160）”当荣格
提到基督、佛祖、对立面解脱的时候，他也一定明白了我执、法执的层层脱落。于是他自问，何谓如
来：”那么到底谁是尤利西斯呢？毋庸置疑，他是把《尤利西斯》一书中所有个体——布卢姆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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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先生、布卢姆夫人及其他人，当然也包括乔伊斯先生——变成整体、变成统一的东西的象征。
（P165）“

于是这个象征又回归了荣格的传统：“尤利西斯是乔伊斯心中的造物之神（P161）”于是如下这个定
论似乎又耳熟能详：“基督教的灵魂与生俱来。尤利西斯反映的是自己是一位醒悟的反基督教的人，
以此证明他的天主教信仰是不可动摇的。（P163）”这颗给《尤利西斯》的定心丸荣格自己服了下去
以治疗自己内心的乔伊斯：“我此刻正在读《尤利西斯》，感觉非常不错——继续读下去！（P1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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