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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弗洛伊德关于梦与文学的关系

朱中方

0井冈山医专，江西 吉安 ’&’%%% 1

2摘要 3 目的 从弗洛伊德关于梦的理论出发，探析弗洛伊德有关文学发生的心理动因。方法 通过分析

弗洛伊德《梦的解析》、《作家与白日梦》等论著，分析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结果 弗洛伊德认为梦是

欲望的达成，梦通过化妆扭曲地表达欲望，以及通过凝缩、移置、象征和润饰进行梦的工作，这正与文学

的特质相吻合，文学京剧是艺术家的白日梦。结论 梦与白日梦 0文学 1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两者之间

也存在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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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 地 利 精 神 病 医 生 、 心 理 学 家 弗 洛 伊 德 0 9:;<=>?
@AB=? 1在 $% 世纪初创立的精神分析学是一种全新的、最富

创见的心理学说，并因其将这一学说全面推广到哲学、社

会、宗教、文化领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弗洛伊

德成为了 $% 世纪为数不多的具有世界知名度的人物之一。

有人将弗洛伊德与爱因斯坦、哥白尼相提并论；有人以弗洛

伊德的出现为标志将人类的认识历史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有人称弗洛伊德是“人类伟大的人物和领路人之一”。的

确，弗洛伊德以其对人类精神和行为所作出的惊世骇俗的发

现，不仅对心理学、哲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伦理

学、政治学、美学等几乎所有人文学科和精神领域，而且也

对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认识，了解以及日常生活方式和价值

观都产生了划时化的影响。本文试图从弗洛伊德关于梦的理

论出发，探析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

! 弗洛伊德关于梦的理论

弗洛伊德一生著述很多，而举世闻名，至今仍在世界各

地一版再版，其发行量无法统计的著作之一就是《梦的解

析》，然而这本专著在发行时并未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初

版的 5%% 册书 7 年以后才售完。在《梦的解析》中，作者声

称他发现了三大真理：梦是无意识欲望和儿时欲望的伪装的

满足；俄狄浦斯情结是人类普通的心理情绪；儿童是有性爱

意识和动机的。

#C # 自古以来关于梦的理论 对于梦的探讨，在弗洛伊德

发表《梦的解析》以前就有很多论述，关于梦的理论自古以

来就存在着以下几种。第一种理论认为梦是上帝用来指导人

们行为的东西，它为人们提供值得知道的任何事情的信息。

“他们认为梦与他们信奉的超自然世界有关，梦是上帝和魔

鬼给人们的启示，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 2 # 3第二种理论主

张梦全部由精神活动组成，他们认为心灵并不入睡，它的结

构保持完好，但是由于它处于睡眠状态之下，它与清醒生活

不同，在睡眠中它的正常功能也就必然产生不同的结果。第

三种理论认为梦里低级的精神活动，是松散的联想，从中可

获得的信息极为贫乏，根据这一理论，睡眠对心灵是有深远

的影响，它不单单在于使心灵与外部世界相隔开，更主要的

是，睡眠使自己进入精神机制，使心灵暂时失去作用。第四

种理论认为做梦时的心灵具有一种实现在清醒生活中大部或

全部不能实现的特殊精神活动的能力或倾向，这些功能发生

作用一般使得梦里有一种实用的功能。很明显弗洛伊德的梦

的理论受到第四种理论的影响更大一些，他认为梦是可以解

析的，“无论如何，每个梦均有一种含义，尽管这是一种隐

匿的含义；做梦用来代替思想的某种其他过程，我们只有正

确地揭示出代替物，才能发现梦的潜藏义。”2 $ 3他通过一系

列梦的科学解析，发现所有的梦都是完全有效的精神现象

——— 是欲望的满足，就象谚语中问：“鹅梦到了什么D”回

答是：“玉米”。梦是欲望的满足这一理论完整地包含在于

这两句话中。

#C $ 梦的动机是欲望的满足 弗洛伊德指出，关于梦是欲

望的达成这一命题在儿童身上表现的最为明显，而在许多时

候和各种情况下，其意义没有任何掩饰，一目了然。“少儿

的梦不会出现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它们在证

明梦的本质是对欲望的满足方面，却有无法估量的价值。”
2 ’ 3 而针 对有人 对梦的统 计结果 0 "!+ $E 的梦 是 “不 愉快的

梦，只有 $7+ 5E 肯定是愉快的梦 1，弗洛伊德认为这是梦进

行了化妆，经过解析，不愉快的梦的动机仍然是现实欲望。

对于梦为何要进行伪装，他认为“每个人的梦是由两种精神

力量 0或可描述为倾向或系统 1支配的。其中一种力量构成欲

望用梦来表现出来，另一种力量则对梦中的欲望实行稽查作

用，迫使欲望不得不通过伪装的形式表现出来。” 2& 3因此要

解析这类化妆的梦，就必须透过梦的表象，揭示出隐藏在梦

背后的思想来。为此他提出了两个概念——— “显意”和“隐

意 ” 。 所 谓 显 意 ， 它 类 似 于 假 面 具 ， 是 “梦 所 叙 述 的 东

西”，“梦的外显的内容”。所谓隐意，是假面具所掩盖的

欲望，是“那种隐匿的我们只有通过观念分析才能达到的东

西。”是“内隐的梦的思想”。梦的解析过程就是从外显的

梦到内隐的梦的工作过程，而“每个特殊的梦经过分析后，

必定可以重新证明梦确实具有代表欲望满足的一种神秘意

义。” 2" 3

#C ’ 梦工作的四个过程 梦是如何由隐意转变成为显意

的，这是《梦的解析》专著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弗洛伊德认

为梦的形成经历四个阶段。一是凝缩作用。“任何人对梦内

容和梦念进行比较进，首先注意到的就是梦进行了大量的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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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作用。” % " & 与梦念的丰富多彩相比较，梦内容简短、贫

乏、精练。这主要是凝缩产生的作用。凝缩作用主要是通过

省略来实现的；梦并不是对梦念的忠实翻译或点对点的投

射，而是对高度不完全的，支离破碎的复制。二是移置作

用。即在梦中，一方面将隐意中的因素加以转移，用不重要

的替换重要的，用引喻代替原文。“我们可以发现，梦里出

现的并不是梦念中的重要概念，而是在梦中出现次数较多的

概念。” % ! &另一方面，梦利用多重性决定作用，从具有较低

精神价值的元素中创造出新的价值，然后各自寻找途径进入

梦内容中，这就产生了精神的转移。三是象征作用。他认为

梦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在梦中没有获得任何单独的表现，隐意

在转变成显意的过程中，思想必须翻译成视觉意象。也就是

用具体的形象来表示抽象的欲望。“作为这同一种回复的结

果，思想在梦里转化为视觉形象；这就是说，梦的隐意变得

更生动和形象化。” % ’ &四是润饰作用，即“二级加工”，这

是指醒后梦者把梦中颠倒的材料再加以条理化，使其更能掩

饰梦的真相。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就是“把梦的工作的最

后产物发展成为某种统一的东西，某种近于连贯的东西。”

! 夜间梦与白日梦之间的关系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一切动机来源于意识的本能欲望，

艺术创作也不便外。文学创作是作家以幻想的形式满足其本

能欲望的一种手段，人的幻想是由人的实践欲望形成的，幻

想的本质就是人在实践中被压抑的欲望的感性显现。对作家

来说，其创作过程就类似于白日梦，即以幻想的形式宣泄受

压抑的情感，“白日梦”就是作家的幻想。弗洛伊德认为孩

子们最热衷的、最喜欢的事情就玩耍和游戏，在这种游戏

中，孩子们构出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世界，或者，更进一

步，他以自己高兴的崭新的方式重新安置他的世界的事物，

在这个意义上，玩耍中的孩子正是在以类似作家的方式在行

动。当孩子长大以后，他停止了游戏，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就

放弃了幻想，他说到“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能放弃任何事

情，我们只不过将一种事物转换为另一种，那看上去是被抛

弃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种替代物或代用品的组合。” %( &而这种

替代游戏的方式就是“白日梦”即艺术创作。

#) $ 艺术创作和梦都在于欲望的满足，“当科学工作成功

地解释了梦的歪曲这一因素时，我们将不再难认识到夜间的

梦与白日梦——— 我们均十分了解的幻想——— 完成同样是愿望

的实现。” % $* &弗洛伊德认为，艺术创作是作者借以表现愿

望、实现愿望的一种手段，在他看来艺术创作的人多是现实

中感到不幸而产生表述愿望的，创作是以幻想的形式满足其

愿望的一种形式，由于作家的愿望在现实中受到了压抑，不

能发泄，就借助于创作得以释放，使幻想得以暂时的满足。

#) # 艺术创作和梦在满足欲望的表现方式上都使用了歪曲

的形式。文学创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化妆的梦，作者是

以委婉隐秘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幻想的。而艺术家使用化妆的

形式来进行创作根本的原因在于，“相反，成人则为自己的

幻想感到害臊，并对别人加以隐藏。他把自己的幻想像最私

人化的财产一般珍藏起来，通常，他宁可承认自己的过失也

绝不告诉任何人他的幻想。因为这个理由，可能产生这样的

认识，即他相信自己是唯一创造此种幻想的人，他丝毫不知

道别人那里这类创造十分普遍。”% $$ &

#) + 按照弗洛伊德的解释，梦的形成经历了凝缩、移置、

象征和润饰这四个过程，而文学作品的形成基本上也是经历

了这样几个过程。作家在创作一个作品时，他决不是在作品

中写了某一个具体的人与事，也不是将现实生活原原本本地

搬到作品中，而是集中了许多人的性格特点与形态，集中了

许多事件，从中选择出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东西。这种选择与

集中恰恰与梦的凝聚有着极为相似的共同点，都会将凌乱的

经验与体验凝缩成一个新的整体而整理出来，新的整体的出

现，不是原来雏形，而是取代了，将之赋予一个新的意义，

这个新的意义的东西代表着一种新的抽象思想，这种抽象的

思想通过文学作品中具体人物形象所体现出来。

+ 弗洛伊德强调梦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密切关系，但二者的

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梦里，梦境可以随意变化，梦念之

间可以没有逻辑性，时间、空间以及主人的活动是随意的，

情节经常不连贯。但在艺术创造中，作家心理结构总有一部

分是健康的，那便是使他得以构想、计划，并使其作品成功

的部分。也就是说作家在创作中自始至终进行着有意识的控

制。虽然梦和文学都是表现人的欲望，文学创作在满足欲望

的过程，更具道德感和理性，它是现实世界集中而典型化的

表现，是非曲直在作品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惩恶扬善的情节

描写更是作家和读者的追求。但梦在满足欲望的过程中，基

本不受道德和社会价值的影响，“在梦中，我们并没有变得

更完美或更有道德感。相反，意识在梦中似乎应该沉默，因

为在梦中我们感觉不到同情，可能会犯下最丑恶的罪行———

偷 窃 、 暴 力 和 凶 杀 ， 对 此 毫 不 在 乎 ， 以 后 也 毫 无 内 疚 之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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