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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采用心理传记学研究方法，对奥地利个体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提出的“自卑与补偿”的个体心理学

观点进行溯源研究。个体心理学创始人阿德勒对“自卑更激发成就动机”这一现象作出了系统的理论论证，另外他还提出

了“寻求优越”是人生的重要推动力的观点，这对西方心理学理论的纵深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对基于“自卑、补

偿”理论的实践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实际上，“自卑与补偿”理论的形成是阿德勒所处时代政治、经济、文化、个

人成长经历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研究从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独特生命历程出发，通过对阿尔弗雷德·阿德勒个体生

命历程的回顾与探究，具体阐释了阿尔弗雷德·阿德勒个体生命发展变化情况，试从其个人成长经历中探寻个体心理学“自

卑与补偿”理论的原因。从而更好地理解“自卑与补偿”理论的形成过程、思想脉络和深层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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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 1870 年 2 月 7 日 -1937

年 5 月 28 日）是奥地利精神病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先驱 , 

现代自我心理学之父 , 创建了以“自卑与补偿”“追求卓

越”“生活风格”“社群情怀”等观点为核心的个体心理学。

目前学术界对阿德勒的研究的停留在学术思想、心理

学体系的探究上，而且对阿德勒个体心理学相关理论以及其

思想观点的研究基本停留在解说阶段，站在心理传记学视角

对阿德勒“自卑、补偿”理论进行对话式探讨的研究相对匮

乏；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阿德勒并不是普通心理学家，他的

“自卑与补偿”的个体心理学理论观点是建构在真实的个体

生命性格之上，是由生命存在或原始的心来展现其对个体生

命以及心理学发展趋向的独特见地，并开创出独具一格的个

体心理学体系。所以，探索阿德勒的个体生命历程对于理解

阿德勒深奥而独特的“自卑与补偿”理论背后的深刻内涵具

有重大意义。

本文对传主阿德勒进行心理传记研究时采用舒尔茨

（Schultz,2011）模式：“首先提出扣人心弦的悬念问题引

起读者对问题的思索，接着运用相关资料给出合理解释，将

传主的心理、行为完美结合起来。最后回答问题并将阿德勒

的心理传记故事组织起来。”阿德勒是在心理学领域影响深

远的个体心理学创始人，其个人成长经历是否对他提出“自

卑与补偿”的观点的提出有迹可循呢？本文将从心理传记学

视角出发对阿德勒提出的“自卑与补偿”理论进行生命溯源

探究，最后得出结论。

一、阿德勒个体生命历程与其“自卑 - 补偿”观点形成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作为个体心理学派的开山鼻祖，

他的一生历经磨难但又充满传奇色彩。尽管阿尔弗雷德·阿

德勒意志坚定，但他的身体状况却欠佳。虽然他出生在富裕

的家庭中，然而他的童年并不愉快。这种矛盾的背景在他的

内心深处埋下了自卑的种子，然而，这种自卑感却成为了他

不断前进的动力，也成为了他一生追求成就的重要源泉。正

因如此，他提出的自卑理论与他的个人经历紧密相连。

阿德勒的自卑研究首先关注的是生理或机体层面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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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他初步理论认为，个体的自卑主要源于身体器官的缺

陷、体型的瘦弱以及对成人世界的过度依赖。阿德勒自己

的自卑感也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时期，那时的他常常感到无

力、无能和无知。而他童年的经历，无疑为他的这一理论提

供了实证。

（一）童年时期——自卑主要的来源

1. 矮小丑陋的外貌

阿德勒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共有 6 个兄弟姐妹，

他在家中排行第二。他的哥哥聪明健壮，走到哪里都招人喜

欢，是当地的“模范儿童”。童年的阿德勒本就因身体缺陷

自卑，与聪明、漂亮、健壮的的哥哥相比他丑陋、矮小的外

貌更让阿德勒内心充斥着自卑感。阿德勒认为身体缺陷是自

卑的来源之一 , 自卑的小孩从小就充满委屈、卑顺的心理，

所以很容易发展出自卑情结来，他们被视为是容易被忽视

的、具有恨意的、不被期望的、丑陋的小孩。我们回到传主

可以看出阿德勒自幼因生理缺陷而常常自卑。

2. 羸弱多病的身体

阿德勒天生患有呼吸痉挛和软骨病，不能和其他同龄

人一样自由自在的玩耍，直到四岁体弱多病的阿德勒才学会

蹒跚走路。阿德勒也想像哥哥一样，有着健壮的四肢和无尽

的活力。可是他每动一下，都觉得极度紧张、浑身酸痛，仿

佛小鸟失去了翅膀。种种病症影响着他的正常生活，以至于

他不能肆无忌惮地运动，这让他从小就有一种先天不及他人

的自卑心理，这也恰恰印证了他后来提出的器官自卑与补偿

的观点。

3. 面对死亡的恐惧

本就不幸童年加上接踵而来的各种灾难让阿德勒不止

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对死亡的恐惧也一直困扰着他幼小的

心灵，以至于阿德勒自卑的感觉愈加强烈。3 岁时，他目睹

亲弟弟在自己身边去世，这给敏感的他很大的打击。5 岁时，

他又得了严重的肺炎，差点夺去了他的生命，虽然后来又奇

迹般地好了起来，但是这种惨痛的经历却伴随了他一生。而

且阿德勒曾在路上被撞倒过两次，这使他内心对死亡恐惧又

增加了很多。对于这些不幸和痛苦，阿德勒回忆说：

“5 岁那一年我得了肺炎，家里请来了一个医生。他告

诉我父亲不会再有照顾我的麻烦了，因为我已没有活下来的

希望。我顿时浑身感到一种极可怕的恐怖。过了几天当我好

了之后，我就断然决定要成为一个医生，可以更好地抵御死

亡的危险，并要有比我的医生更高明的能力来对付死亡的危

险。”

不过阿德勒并不是沉在自卑的世界中不可自拔，对于

他恐惧、害怕的事情他用于克服和挑战，努力去补偿自己在

外貌方面、心理方面的自卑心理。他曾十分害怕公墓，但是

幼年的他为了克服恐惧，便故意从公墓来回跑以克服恐惧。

4. 长幼次序的影响

上文提及，阿德勒在兄弟中排行第二，这一看似普通

的出生顺序却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在他日后

为病人诊治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由于家中长辈如父

母、祖父母和亲戚们更偏爱他那位聪明且体格强壮的哥哥，

导致阿德勒在与哥哥相处时常常感到自卑。阿德勒的身体羸

弱，这使得他的父母对他的期望并不高，甚至可以说是过度

宽容。然而，随着他的弟弟的出生，阿德勒深刻感受到了自

己在家中的地位被削弱。正因如此，作为家中的次子，阿德

勒的自卑情绪变得更为强烈，他时常感到忧虑，同时也愈发

渴望能够改变这种境况。阿德勒在回忆中曾这样说过：“次

子的位置就像一匹赛马，一直想要超过前方的对手。他的位

置是超前的 --- 朝向未来”。

阿德勒曾提出这样的观点：即个体出生次序也是影响

自卑感产生的重要因素，而我们也可以从阿德勒的生命体验

中得到验证。

（二）求学时期——努力学习“补偿”自卑

在小学阶段，阿德勒的学习表现非常出色，一帆风顺。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刻苦学习和优异成绩来弥补身体和外貌

上的不足，并期望能因此赢得父母的喜爱。他的努力得到了

回报，不仅因卓越的学习能力而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赏，

还经常扮演邻里儿童的“小导师”角色，帮助他们解决学业

上的困难，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按照阿德勒后来的

理论，他成功地通过卓越的学习成绩“补偿”了自己身体上

的缺陷，实现了个人的成功。

刚上中学的时候，阿德勒不擅长数学，因考试成绩并

不理想因此被老师视为差等生。他的老师甚至建议阿德勒的

父亲让他去当一名制鞋匠。而他父亲拒绝了老师的提议并给

予了阿德勒鼓励和支持，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有所成就并

在未来找到一份受人尊重的职业。这件事深深刺痛了不甘人

后的阿德勒，在那之后他努力学习，数学成绩也突飞猛进，

偶然有一次老师也想用一道哥德巴赫猜想似的难题刁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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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成功完成了这项不可能的任务，令老师和同学惊诧不已，

并给予了阿德勒发自内心的赞许和认可。

阿德勒认为“补偿”是个人所追求的目标、理想受到

挫折，或由于本身的某种缺陷而不能达到既定目标时，改变

活动方向，以其他可能成功的活动来代替，从而弥补或减轻

心理上的不适感这就称为补偿。阿德勒通过努力学习发挥自

己的智力优势去“补偿”先天缺陷给他带来的自卑，因此阿

德勒的生命经历便是补偿的鲜明例证。

（三）从医时期——“自卑与补偿”理论逐渐成型

阿德勒经过持续不懈的奋斗，在 25 岁时成功获得了维

也纳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并顺利成为了一名医生，进入维

也纳医院工作。在这段早期的工作经历中，他得以观察周围

环境，并由此对社会问题和社会情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

他从生理学领域向社会学的转变打下了基础。同时，他从眼

科医生转型为全科医生，逐渐开始深入研究个体的性格、心

理与身体的综合状况。后来，在克劳夫特·爱宾斯的鼓励下，

他逐渐将研究方向转向了神经科学。

随后不久，阿德勒在维也纳的某个街区开设了一间诊

所，专注于为来自社会较低阶层的病患提供服务，这些病患

包括画家、艺人和演奏家等。而这些病患的共同特点是，他

们中的大多数在童年时期都曾面临身体上的缺陷或遭遇过

意外事故，但他们依然努力克服了这些缺陷，并发展了自己

的才能。在这些底层残疾人的身上，阿德勒看到了孜孜不倦，

不向命运屈服的毅力和顽强不息的生命力：他们在某些方面

和阿德勒一样，也有着深藏内心的自卑，却也正是自卑激发

了他们坚强的意志。通过学医和从事医生职业的经历，阿

德勒开始认识到自卑感的产生不仅与个体的生理缺陷有关，

还与其社会经历紧密相连。在经过持续的研究与深入的反思

后，阿德勒调整了自己的观点，他逐渐认为，个体之所以会

感到自卑，是因为他们无法达到自己设定的理想标准。

（四）与弗共事时期—— “自卑与补偿”理论完善

1900 年，阿德勒深入阅读了弗洛伊德的著作《梦的解

析》，这本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年后，也就是 1902 年，

阿德勒接受了弗洛伊德的邀请，加入了他创办的一个讨论小

组，并成为了该研究小组的重要一员。

在 1907 年，阿德勒首次提出了“自卑感及补偿”的概念。

他阐述了自卑与补偿是与个体特定的生理缺陷紧密相关的，

当个体存在生理上的缺陷或不足时，便会产生自卑感。

1910 年， 阿 德 勒 在 研 究“ 器 官 缺 陷 ”（organ 

inferiority）的基础上，他将研究重点从“生理缺陷”转移到

“主观缺陷”或“心理缺陷”并提出了“自卑感”（Inferiority 

Feeling）这一概念。同时，这也标志着阿德勒把理论研究的

重点从生物学领域转向了心理学领域。

1911 年，弗洛伊德要求讨论会的所有成员必须无条件

地接受他的性理论观点，这引发了阿德勒的强烈反驳。弗洛

伊德的理论重点在于性驱动力和潜意识，而阿德勒则更加关

注意识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力。这场争论过后，阿德勒决定辞

去学会主席的职务，并带领他的几名支持者离开了维也纳精

神分析学会，随后成立了新的学术组织——“个体心理学

会”。阿德勒认为，人天生都会有自卑情结，而为了追求优

越目标，自卑就成了人们前进的动力。他的学说，比弗洛伊

德更为积极向上，因此受到了广泛的欢迎。阿德勒因此受邀

四处演讲，成为心理学领域的一代大师。

阿德勒与弗洛伊德共同合作了九年，尽管最终因观点

分歧而走向不同的道路，但不可否认的是，阿德勒的某些理

论确实受到了弗洛伊德的深刻影响，这对他完善自卑理论也

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例如，阿德勒所提出的自卑超越方

式，即原本处于弱势的方面反而成为个体心理上寻求补偿的

动力源泉，这一观点与弗洛伊德关于人会对不完全的性发展

采取补偿措施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阿德勒在

这一方面继承了弗洛伊德的理论精髓。

二、结语

通过研究发现阿德勒个人成长经历对他提出“自卑、

补偿与追求卓越”的观点的提出是有迹可循的，他个体生命

发展历程中的经历能够充分验证个体心理学中“自卑”“补

偿”的理论，对我们深入探究“自卑与补偿”提供了原始范本。

阿德勒的生命早期阶段历经坎坷，但他通过自己的努力

“补偿”了“自卑”。阿德勒从自己的生命经历中萃取出了

对心理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个体心理学相关理论——“自

卑与补偿”。

从个体生命的发展历程来看，阿德勒逐渐将自卑的内涵

从纯粹的生理层面扩展到了更广泛的社会性层面。他认为，

个体完全可以通过后天的持续努力，即所谓的“补偿”作用，

来克服由原始缺陷所带来的“自卑感”，进而获取权力意志

和优越地位。通过这种方式，个体能够形成自己独特的生活

风格，并培养出深厚的社会兴趣。综上所述，阿德勒的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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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及其个体心理学无疑是成功的。它不仅在心理学、医学

治疗以及教育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更对整个人类社会的

持续发展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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