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探讨 

 137 

探析集体无意识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以文学、戏剧两

种审美意识形态为例 
程月滢  邓洁宇  税庆铃  赵娟  唐雅茹 

（成都师范学院   四川  成都  611130） 

摘要 集体无意识是作为深层次的心理结构，是在现实基础上形成的。本文从“文学”、“戏剧”着两种不同的审美意识形态具体
形式出发，通过对具体的文学、戏剧作品来分析“集体无意识”与社会现实生活的关系——集体无意识”是对现实生活的反馈与再
现，同时集体无意识又影响着现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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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集体无意识 
一、集体无意识 

无意识的概念由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依德提出，他认为在人“意

识”之下还有更深层次的事物推动人精神的发展，支配人的行为。

“无意识”它蕴含着种种巨大的力量，是人类行为机制的内力。 

荣格在“无意识”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提出“集体无

意识”。对于个人无意识而言，集体无意识是更深层次的心理结构。

荣格人格分析心理认为：“集体无意识绝非一个被压缩的个人系统；

它是全然的客观性，既和世界一样宽广，又向全世界开放。”集体

无意思是人类社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在思想、性格、情

感等方面的定势风格。这种风格是潜意识的，不为人们本身察觉，

但体现在现实生活中。 

同时，荣格强调集体无意识是人类心理和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它隐秘地支配着群体接受意识。以梦境分析为例，在梦境中多有从

高空坠落的场景，这就是人类起源之初树居生活的反映。集体无意

识作为一种心理结构，是在现实基础上形成，又影响人的思维方式、

价值判断，对人产生伦理道德、审美取向的制约。集体无意识与现

实生活相辅相成，互为影响。 

二、 审美意识形态中的集体无意识 

意识形态具体形式多种多样，如：哲学、政治、审美等等。而

审美意识形态指与现实生活密切缠绕的审美表现领域，如：文学、

戏剧、绘画、雕塑等。文学、戏剧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一种具体形

式，要在其具体的表达形式中显示社会生活，反映“人”的意志。

但是很多时候审美不是人们自觉发生的，在文学、戏剧作品中常常

蕴含着人们个人没有察觉到的心理意识——“集体无意识”，这些

无意识都是一定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的反映。下面将从文学、戏剧

两种具体的审美意识形态形式来分析。 

第二章 文学与戏剧中的集体无意识 
一、文学中的集体无意识 

鲁迅看到的“国民性”也是对国民集体无意识的挖掘。在鲁迅

作品中出现了很多“看”与“被看”的对立。《祝福》里，有人特

意来找祥林嫂，听她讲一讲这悲惨的“故事”。生存的艰辛和心理

的麻木，让人不自觉地去关注他人的不幸。这也是一种集体的生活

方式，揭示生活和精神双重压迫下，国民麻木生存的集体无意识。 

沈从文描写了一个拥有自然美、人性美的边缘世界——“湘

西”。在他的作品中，为我们呈现了两大形象——自然、人物。以

《边城》为例，在《边城》里作者展示了一个与世隔绝的边陲小镇。

在不变的自然环境中，人们维持着古老习俗，保持着自然本性。在

这里，作者建立了田园牧歌式的精神世界。早在几千前，就有人提

出这种对于“人性美”、“自然美”的追求。春秋战国时期对“天下

大同”的期盼与呼吁，魏晋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世外桃源”的美

好幻想。在这些理念中，都包含了对“美好人性”的赞叹和追求。

沈从文在“对美的精神追求”的集体无意识影响下，通过对“边陲

小镇”的写意描写，实现自己对“美”的追求。 

现实因素也是作者创作的一大动力。社会混乱，传统价值观念

逐渐崩塌，新的价值系统尚未建立。面对乱世，沈从文将视线转移

到了没有被战火、近代文明污染的“湘西世界”，呼吁传统美德的

回归，批判近代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念。由此可见，在文学这一审美

意识形态形式中，集体无意识和社会客观存在是影响作者创作的两

大因素。集体无意识产生于客观现实，又影响人的价值取向。 

二、戏剧的集体无意识 
戏剧作品在集体无意识的“塑造”方面，不仅是受事者，也是

施事者。戏剧与集体无意识有着与生俱来的的联系，戏剧是人类意

识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而且这种意识不是个体意识而是群体意

识。戏剧中蕴含的思想文化形态与其作家所要表达的潜意识，正是

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外在表现，作家通过这样的外在表现形式去影响

观众及其剧本的读者，从而发挥集体无意识的作用；而集体无意识

又在影响着作家的创作构思，以及最终想表达的主要思想，最终呈

现出具有不同主题特点的戏剧作品。 

在曹禺的《雷雨》中，曹禺从多方面塑造了周朴园这一人物形

象，其中的语言、神态、心理、动作等的描写，都非常的细致与深

入，而再往深处讲，剖析人物形象不仅要从这几个方面，更要结合

塑造的人物的所在背景以及作家所处的时代，被塑造的人物思想受

制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以及主流思想，所以周朴园的思想是存在集体

无意识的，而初期的曹禺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资本主义的认识还

是有很大局限的，正式受制于当时的这种集体无意识思想，所以他

对以周朴园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家无疑是厌恶的。周朴园他自幼出生

于封建大家族中，青年时留学德国，他接受了封建伦理与儒家文化

的教化和平等自由思想的熏陶，也正是受制于当下的封建思想，所

以才会如此冷血的对待侍萍，因此可以看出，周朴园身上本身就带

有集体无意识思想。观众通过观看《雷雨》，能够从中汲取到作家

想要表达的主要思想:反对资本主义的压迫，女性独立、工人反抗精

神等等，都是作家运用作品去影响读者的，以促进这种思想的传播

与内化，从而让处在当时社会环境观众产生共鸣。 

作家在创作作品的时候受到集体无意识的影响产生了灵感，使

得作品存在一种“先定倾向”；而读者在阅读作品的时候产生共鸣，

这其实是集体无意识被作品唤醒的一种方式。在《雷雨》这出戏剧

中，则体现了集体无意识与戏剧之间的密切关系，即戏剧作品在集

体无意识的“塑造”方面，不仅是受事者，也是施事者。 

（四） 集体无意识与现实生活 

文学、川剧作为意识形态，作品中体现“集体无意识”，而这

种集体无意识也在影响作家与读者或观众。“集体无意识”是对现

实生活的反馈与再现，同时集体无意识又影响着现实生活。一方面

体现在集体无意识对社会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上，另一方面表现在

“集体无意识”对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的规约作用。文学作品与戏剧

中的集体无意识是对客观现实的再现，正是这种再现性，揭示了所

属时代的思想文化特征，而集体无意识有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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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作家与剧作家通过把握这种集体无意识影响的“正向倾向性”，

反应现实生活中的黑与白，并通过情景的代入感，让读者或观众产

生共鸣，以促进他们思想的进步。 

通过集体无意识与现实社会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我们可以通

过合理的方式运用到今后的思想文化促进活动过程中，以便规范人

们的言行举止，提高思想的深度与广度。集体无意识对人的发展影

响的实现是借助于其对人的反映、领悟、行为倾向及模式的潜移默

化；外部环境对个体内集体无意识内容的唤醒与激活；集体无意识

与个体发展的交互作用等机制来实现的。所以，运用好文学作品、

戏剧等意识形态的载体，作家需要认清现实与思想的差距，以更加

准确的思想态度去协调好读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在集体无意识的

“塑造”方面，承担好受事者与施事者这两种互通的形象。 

总体来说，无论是文学还是戏剧，都与集体无意识有着深刻的

联系，二者相互影响，交互发展，在促进人的思想发展的过程中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从而影响着现实生活。因此，在创作过程中，要

把握好这种集体无意识对人类的影响，在集体无意识的“塑造”方

面，承担好受事者与施事者这两种互通的形象。反过来促进社会的

发展，形成良好的社会意识形态。对于集体无意识与文学、戏剧亦

或是其他领域的擦出的火花，都值得我们去细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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