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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精神分析史上，梅兰妮·克莱因被誉为继弗洛伊德之后，对精神分析理论发展最有贡献的领军人物
之一。本书收录了从1946年以后到1960年梅兰妮。克莱因过世之前的著作，其中．还包括了在1963年
她辞世以后才出版的未完成作品。这些几乎囊括了克莱因毕生最重要的文献，也成为其著述的高峰。 
 ‘
在《嫉羡和感恩》中，克莱因引入了新的观念：嫉妒在儿童生命初期即已表现出来，也是死之本能的
最初表现；嫉羡与感恩是相冲突的，在偏执一类分裂心理位置运作的嫉羡，是精神病理的强力因素。
在精神分析著作中一向都强调嫉妒的重要性，例如弗洛伊德发现的阴茎嫉妒；然而，克莱恩对于嫉羡
的概念完全是革命陛的。
当今，大部分的精神分析师都非常熟悉克莱因所述的早期客体关系，许多分析师甚至使用她的发现与
概念而不明就里。她的许多思想已经被纳入主流精神分析的思维当中，且仍在世界各地流传和发展；
其著作的启发性与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对于喜欢精神分析的读者来说，克莱因的这本著作绝对值得
学习与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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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1882—1960）　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儿童精神分析的先驱，被誉
为继弗洛伊德之后，对精神分析理论发展最有贡献的领军人物之一。克莱因整体的工作就是对弗洛伊
德工作的拓展，同时也是以她自己独特的阐述观点对弗洛伊德最初领悟的改革。她不仅扩展了弗洛伊
德理论和治疗的范畴，其独立并富原创性的思考系统，更影响了精神分析的发展趋势。克莱因对幼儿
心灵的探索，以及对儿童精神分析技巧与理论的开拓，百年来无人能出其右。她被誉为儿童精神分析
与客体关系发展的先驱。克莱因在英国的后继者被称为“后克莱因学派”。在拉美等国家甚至已形成
以克莱因的观点为基础的克莱因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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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译者序
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译者简介
梅兰妮·克莱因及其生平
第一章　关于某些分裂机制的评论(1946)
第二章　关于焦虑与罪恶感的理论(1948)
第三章　关于精神分析结束的标准(1950)
第四章　移情的起源(1952)：
第五章　自我与本我在发展上的相互影响(1952)
第六章　关于婴儿情绪生活的一些理论性结论(1952)
第七章　论婴儿行为观察(1952)
第八章　精神分析的游戏技术：其历史与重要性(1955)
第九章　论认同(1955)
第十章　嫉羡与感恩(1957)
第十一章　论心智功能的发展(1958)
第十二章　我们的成人世界及其在婴儿期的根源(1959)
第十三章　关于精神分裂症的抑郁的评论(1960)
第十四章　论心理健康(1960)
第十五章　关于《奥瑞斯忒亚》的某些省思(1963)
第十六章　论孤独感(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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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已购
2、心理所图书馆，看不懂，太枯燥乏味对于现在的我
3、因为梅兰妮和科胡特 我对心理学的喜爱焕发出了第二春 hoho 翻译也流畅 好看
4、真是不太喜欢克莱因奶奶的版本
5、几次真的难读下去
6、其实是本人的拙译，舔着脸标记个已读。
7、欢迎关注万千心理官方微信：wanqianxinli1998 
8、这种精分的书，读着读着就把自己装进去，不能控制地用书中的内容来衡量自己检视自己甚至分
析自己，没有结果的时候把自己搞得晕头转向不能自拔地回到了婴儿时期的“偏执-分裂位置”或者“
抑郁位置”，自己也搞不懂了
9、新年第一本。。  其实是从去年就开始读的
10、翻完了 里面婴儿观察部分看得仔细一点P115
11、13年买的今年才看完。。。
12、内容还好，不是我的菜，更赞的还是翻译
13、克莱因姐姐才华横溢
14、很好
15、这本书买了大半年之后才开始花了一个星期读完，又是一部相见恨晚的作品，生怕会错过里面的
任何部分。克莱因描述的婴儿的幻想世界，情绪生活，焦虑与防御是如此的丰富和详细，以至于客体
关系和自体心理学理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种子。特别是关于嫉羡的论文让我大开眼界，而婴儿与乳房
的关系的阐述为理解儿童和成人的人际关系与情绪生活很具有根本性。关于焦虑的起源以及两种焦虑
与伴随的防御描述跟放电影似的。更不用说那些第一手儿童精神分析的案例了。总之，读客体关系要
是以为只读二手三手的理论就够了，那真是太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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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我们在读成功学及励志类书时，容易将成功者的故事移植到自己内心，形成对自己的理想化幻想
，会一度以为自己就是那个成功者，只要如何如何，就可以全能地创造出理想的未来情景，其实是全
能地否认挫折现实本身以及其坏感觉，而真实的自我就会躲藏在基于那个理想化的对象所幻化出的理
想化的自我后面，愈加地弱化无力。理所当然地，沉湎于这样的幻觉中，自我就会与世界更加的割裂
，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觉察到这些，包括那个弱小的自我，然后，去下决心和行动，与世界联结
起来，于是，我们会更加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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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嫉羡和感恩》的笔记-第10页

              费尔贝恩的方法主要来自与客体相联系的自我发展的角度，而我的方法则明显是从焦虑及其变
迁的角度切入的

2、《嫉羡和感恩》的笔记-第39页

              焦虑是由来自死本能的那些威胁有机体的危险所唤起的。      如果我们假设死本能是存在的，那
么我们也必须假设，在心灵的最深层存在着一种对于这种本能的反应。这个反应是以恐惧生命被灭绝
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3、《嫉羡和感恩》的笔记-第208页

            在我的全部作品中，我都给婴儿最初的客体关系（跟母亲的乳房与跟母亲的关系）赋予了根本
的重要性，并且得出结论：如果这个被内摄的原初客体带着相对的安全而植根于自我，那么这就为一
种令人满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种联结牵涉到一些先天的因素。在口腔冲动的主导下，乳房被本能
地感觉为食物的来源；因此在一个更深的意义上则是生命本身的来源。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种在心
理和身体上亲近令人满足的乳房，就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一度丧失的出生前与母亲的统一性以及伴随
其中的安全感。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婴儿充分贯注于乳房或其象征代表（奶瓶）的能力。如此一来
，母亲就变成了一个被爱的客体。最有可能解释是，婴儿在出生前状态拥有母亲业已形成的部分，促
成了他天生的感觉：在他之外存在着某种东西会给他提供一切他需要的和欲求的东西。好乳房被纳入
，变成自我的一部分；而最初在母亲体内的婴儿，现在则将母亲拥有在自己体内。

4、《嫉羡和感恩》的笔记-第13页

              我所描述的这个过程是和婴儿的幻想生活连在一起的；而且激发了分裂机制的焦虑也同样具有
幻想的性质。正是在幻想中，婴儿分裂了客体与自身，但是这种幻想的效果是非常真实的，因为它导
致了感觉与关系的割裂。

5、《嫉羡和感恩》的笔记-第16页

        将好的感觉与自我好的部分投射到母亲身上，对于婴儿是否能够发展好的客体关系彬切整合其自
我，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但是如果这种投射过程被过度的操作，个体将会感到自我人格中好的部分都流失了，母亲因而变成了
婴儿的理想自我，这样的过程也会导致自我弱化与贫乏。很快地，这个过程延伸到他人身上，结果可
能会变成过多强烈地依赖于他人，而他们事实上是他自己原本拥有的“好”部分地外部代表；另一个
结果是害怕失去爱的能力，因为他所爱的客体，感觉上主要是被当作“自身的代表”来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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