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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荣格学派视角下心理治疗的方法与态度 
魏博  

（山东交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著名心理学家荣格与弗洛伊德决裂后，离开精神分析学派，使用词语联想等技术，提出原型与集体无意识等概念，创建
了心理分析学派，为心理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他生前和身后，他的追寻者们又继承和发展了他的学说，在这个过程中形
成了不同的观点，由此分为经典学派、原型学派和发展学派。本文结合作者在临床工作中的经验，对三个学派的理论，尤其是他们
与梦的工作方法做了简要梳理。 

 

荣格还健在的时候，荣格学派内部就产生了一些分歧，苏

黎世一批最早期跟荣格做分析的心理学家，他们对荣格是如何

工作的有直观的经验，因此他们坚持原封不动地沿用荣格的工

作方法，追根溯源地理解荣格的主要概念，他们被称为经典学

派。而伦敦是儿童心理学的故乡，伦敦的分析心理学家受到以

克莱因为首的精神分析客体关系学派的影响，开始关注儿童的

心理发展和心理治疗中的移情，他们被称为发展学派。荣格去

世之后，荣格的弟子，美国的詹姆斯·希尔曼脱离分析心理学，

创建了原型心理学，被称为原型学派。于是，分析心理学分为

经典学派、发展学派和原型学派三个学派，合成后荣格学派，

他们为荣格心理学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一、原型学派：原型与认知 
原型学派将荣格晚年对原型进行的大量研究做了梳理，他

们主张不要过多地去解析荣格的概念，而是深入认真地研究他

总结出来的原型和原型特征，并对原型和原型特征加以分析和

加工，反馈给来访者。原型学派的态度是，既然意识和个人无

意识都是从集体无意识当中发展出来的，那就可以通过原型特

征搭建一个桥梁，这样可以较快地实现无意识的意识化。原型

学派主要通过主动想象和梦与来访者工作，把关键意象的原型

意义向来访者揭示出来。 

原型学派操作性比较强，相对经典荣格学派而言容易实践。

一个事物对应一个原型，如果把相关的知识储备够，就可以跟

来访者直接进行意识和无意识的连接，这非常符合美国化的实

用主义思维，因此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有人批评这种方式是野

蛮分析，但不可否认，原型学派将荣格分析心理学做了更多的

推广。 

在分析心理学中，原型心理学更像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

种流派，在操作方式上与认知行为疗法有相似之处。原型心理

学得到广泛的传播，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大众的倾向性，是非常

实用，也追求效率的。 

正如笔者刚开始学习荣格的时候，在荣格的所有理论当中，

笔者最喜欢的是心理类型，下功夫最多，也有点心得，因为心

理类型在经典学派的理论中，似乎是可操作性最强的一个。似

乎只有心理类型可以只用大脑，不需要身心参与。心理类型最

像工具，最接近认知行为学派，可以拿来“用”，是方法，有效

率，但后来笔者渐渐知道，荣格构建心理类型理论，并不是让

大家这样用的，而只是提供一个视角。唯心理类型，本身就已

经不荣格了。 

霍尔在《荣格心理学入门》中写道：荣格不是要讨论个人

心理的独特性，这在他看来是不言而喻的。荣格心理类型学的

价值在于：它强调了使得人与人彼此不同的那些性格特点，并

为区分这些特点提供了一个体系。总之，荣格的心理类型学作

为一种体系是用来描述和说明个性的不同和差异，而绝不是要

把一切人都还原和简化为一成不变的八种类型。1 

荣格自己也说“我的确没有把人们分类归入贴有标签的抽

屉中，这是毫无用处的。”2 这说明了心理类型在荣格那里并不

是一种工具或方法。 

很多刚刚进入临床工作的心理咨询师，在接受督导的时候，

会希望督导能快快地教给一些方法，最好有几十上百种方法，

笔者也是如此，幻想着学会了之后背下来，然后把个案分分类，

整理好每一种类别适用哪些方法，就可以从容地去做个案了，

这种不行用那种。然而， 

一个好的督导，是不会教方法的，尤其不会一开始就教方

法，而是一遍一遍地谈态度。因为对荣格学派来说，没有什么

比态度更重要。只有正确的态度，才能建立健康的关系，而在

关系中受的伤，只能到关系中去疗愈。没有什么比咨询师眼前

的那个人更重要，当咨询师一味地追求方法时，其实是躲在方

法的后面，拒绝和那个真实的人建立关系。在荣格心理学的框

架下，并不是没有方法，但是方法想要得到正确的运用，背后

更重要的是态度。 

从事心理临床工作，要特别细致地去觉察移情和反移情，

尤其要自己的反移情一点点的摘出来，无论是负向的还是正向

的。因为负向的反移情，会使得咨询师评判，就谈不上接纳了，

不是容器了，当然不行；正向的反移情看起来很美好，但其实

更是陷阱重重，你去过快的认同了来访者，过快地去共情，看

起来很好，但是，万事万物，相同中有不同，不同中有相同，

如果你只是因为自己相似的经历和感受，去过快地认同了对方，

那也只是你的一种自恋，这时候来访者就不存在了，他被你完

全掩盖，那么你当然就无法帮助他看到他环境的真实。然而最

重要的，是帮助来访者全面地看到他自己，并且使他的创伤，

在你的凝视中得到疗愈。这并不容易，因为面对负向的反移情

就是在面对自己的阴影，而面对正向的反移情则是在破除自己

的自恋。所以从事荣格心理学的临床工作，对自己来说其实是

最好的修行。 

个体化的实现，是一个缓慢打磨、静静开放的过程。原型

学派通过原型认知的方法，快速地在意识和无意识之间架起一

座桥梁，在一些情况下，是快速高效的，但对于个体的成长来

说，则必然要经历和涵容一个反复打磨的过程。 

我们一直追求更多的工具，却往往忽略了态度本身就是一

个最大的工具。 

二、经典学派的人格形成论 
著名心理学家埃里克森认为，18 岁之前人格是不稳定的，

在自我形成之前，人格的各种东西都在去表现，所以会看到儿

童的摇摆不定。最后，人格会稳定到某一个侧面，个体就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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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个性和鲜明的特征，这就是埃里克森所说的自我同一性的

形成。埃里克森认为，到那时，个体认同的这一部分就是他整

体的人格，其他的部分就是被压抑下去的无意识。但是这些无

意识的东西会重新的被意识化，成为他的一个角色，这些角色

想重新占有主导权，人格就会不稳定，来回摇摆。 

荣格则认为，原我本来就包含了个体的一切可能性，这些

可能性在个体身上不断地表现出来，并经过不断的平衡得以稳

定。但由于外部环境是变化的，就会打破这个稳定和平衡，逐

渐地他意识中认同的人格被其他部分取代，成为人格中的外在

的表现。用这个认同的人格，重新再来探索那个原我，荣格认

为这是个体化的过程。 

个体化是荣格最重要的概念，也经典学派最喜欢强调的观

点，就是通过让人格的呈现，使得意识化的自我能够认识到整

体的人格的庞大和原我的深邃，最后形成一个稳定的自我，围

着原我转，最终这个自我和原我融为一体。个体化的过程，是

最终成为滋润下一个自我的原我。 

无意识是用来补偿意识的，意识的那一部分，是一个人为

了适应周围的环境和场，形成的一种态度。如果意识卯定了，

就不能再去适应环境了。因为环境和场都一直在变，所以我们

要不断地从无意识中吸取素材，补偿我们片面化发展的意识，

从而实现平衡，这是个体化的特点。无意识提供了更多的灵感

和创造力，当然还有大量的破坏性，补偿不是白白的就给的，

是有代价的，因为意识有机械性和惰性，一旦形成就不想变。

意识阻抗的越强，无意识膨胀的就越大，当一个人不主动跟无

意识对话的时候，膨胀的这一部分就会爆炸，以一种革命性的

方式去端掉你的自我，这时候就要遭受严重的挫折。 

“聆听内在的声音”是经典学派的口头禅。心灵中没有被

整合的部分，首先就会以投射的方式呈现出来。当我们在人格

整合的过程中，首先面对的是我们的阴影部分。经典的荣格学

派强调的是要去寻找最原始的那个核，荣格认为这是原我，让

这个核里面的东西不断地迸发的过程，是让心灵的各个侧面都

表现出来，表现出来一部分，就去接收一部分，这是一个个体

化慢慢整合的过程。 

埃里克森把自我认同当成了人格的整体，荣格认为这是我

们的原我在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意识的自我能够

接受的人格表现，这只是你人格的一部分。 

这带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当我们面对

选择的时候，我们其实不用太纠结于“我想这样做，这是我的

情结还是我的个性诉求？”为此犹豫徘徊，看似为了探索自己，

却挡住了自我发展的道路。不妨观察一下环境，看到环境需要

我们怎样去做，然后尽力地去满足环境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在

这个过程中，会触动很多的情结，逐个处理，再继续上路。 

如果适应成功，这个过程就会使一个新的人格浮上水面，

被意识认同，人格的面向就逐渐丰富。在人格不断发展的同时

保持觉知，用这个新的人格再去探索那个原我，就像行星围绕

着恒星转那样，虽然轨迹不确定但不会脱离，最终实现自我与

原我的统一。这是一个真正的个体化的过程。 

三、后荣格学派与梦 
三个学派都重视梦，但诠释梦的方式各有不同。 

比如：梦到自己从天空中掉下来，掉到印度的大平原上，

大平原是个三角形的形状。对于原型学派来说，这就是你其中

的一个自我，跳到了那个地方，然后要讨论三角的象征意义，

三角代表什么样的原型？空中降落又有一个什么样的神话传

说？把这些一一匹配，指出给来访者，快速贯通意识和无意识。 

对于发展学派来说，这是一个被抛弃的创伤，要去问是怎

样掉下来的？被人从飞机上推下来吗？这个部分表示了早年的

一段怎样的经历？ 

以上两个学派都是有假设的，经典学派则不做任何假设，

他们认为梦到的部分也是真实存在的，主张不对梦做任何的评

价，也不对梦做任何的假设，不管学了多少的神话或童话知识，

只是和来访者谈论梦。这一次讲不明白，下次接着讲。分析师

提供的是一个尊重的态度，让他梦中的每一个元素都清晰地呈

现，或找到一个切入点，推动来访者进入主动想象的过程。 

这三个学派与梦的工作，非常鲜明地展现出他们的不同。

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可以说各有利弊。原型学派如果能和来

访者达成共识，会相对显得比较快速和高效。发展学派更关注

荣格理论在儿童工作中的运用，他们的贡献加强了荣格理论的

完整性，沙盘游戏的开展主要依托的是发展学派的理论。 

那么，经典学派最重要的价值体现在哪里？众所周知，荣

格曾将现代心理治疗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告解、解释、教育、

转化。在转化阶段，他说：“这样，治疗就有了两个首要因素—

—也就是两个人，而且，这两个人当中没有哪个总是比另一个

更为重要。他们的意识领域边界清晰，但他们都还有一个不确

定的、无边无际的无意识领域。因此，同医生的所思所言相比，

医生和患者的人格往往对治疗结果有更大的影响……两种人格

的相遇就像两种化学物质的接触：如果发生任何反应的话，两

者就都会被转化。”3 

我想，对于这个阶段，它的作用是弥补前三个阶段的不足

之处，它是用来满足额外的、仍未被满足的需要，它前所未有

的要求医生用全部的人格参与进来，用一个人格去参与另一个

人格。如果我们曾经掉入那黑暗的最深处，又跌跌撞撞地爬上

来，并收获了对自己的理解和爱，我们就有勇气，陪同另一个

人，再掉下去一次。如果我们从未掉下去过，又如何具有信任，

并敢于和另一个人一起坠落呢？经典学派诠释梦的方式，正是

要求分析师要亲身实践与体验，分析师和来访者没有高下对错

之分，只是一直在一起。 

荣格身后，经典学派、发展学派、原型学派各自为继承和

发展荣格的思想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对于心理临床工作而言，

应该多涉猎，汲取各方的观点为我所用，面对不同的来访者时，

灵活地采用不同的方法工作，而不是筑起高墙，鸿沟日深。荣

格本人就是非常容纳的，虽然他与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观点都

有根本的不同，但他依然认为，有些病人的有些阶段，适用于

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方法。他说：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抵

御傲慢和高深的知识的恶魔。他的态度始终是，我所有学来的

东西，都是为了证明我不知道。我学的越多，我不知道的就越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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