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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弗洛伊德：焦虑是自我以特殊的方式对危险情境的主动
防御

弗洛伊德认为，焦虑是一种特殊的不快乐状态，它伴有特殊
神经通路上的运动释放。焦虑是一种情感状态。不快乐是焦虑的
特殊性质；运动神经支配在一般焦虑现象中起着作用，即焦虑和
呼吸系统、心脏的感觉相关。

1.1 焦虑的起源
对于焦虑的起源，弗洛伊德的观念经历了一些变化，在早期

文章《焦虑性神经症》（1895）中，弗洛伊德认为，焦虑是积聚的
兴奋转换了形式后的出路，即，焦虑是转换的力比多。并且，在

《焦虑神经症》这篇文正里，弗洛伊德认为，在强迫性神经症和恐
惧症中，对焦虑的解释是一样的：之所以出现焦虑，是因为未被
释放的兴奋的积累，这就是压抑。

1897 年 11 月 14 日写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不再把
焦虑视为转换了的力比多，而是看作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对危险情
景做出的反应。但是，仍然认为，在焦虑性神经症中，在产生焦
虑时得到释放的东西，很可能正是未加以利用的力比多的剩余物。

1925 年的文章《抑制、症状与焦虑》中，弗洛伊德对焦虑进
行了系统的阐述，也修改了其早期关于焦虑的观点，他认为焦虑
是对出生创伤的一种再现，而在出生情境中，婴儿利用焦虑这种
特殊的方式应对出生时的危险情境。

1.2 焦虑起源的方式
1.2.1 不自主的自动方式。焦虑是其背后危险情境的反应。出

生被看成是随后各种危险情境的原型。出生时体验到的焦虑构成
某种情感状态的原型，在某些与原初情境相类似的某些情境之中，
焦虑可以自动的进行自我生成。在此情境中，焦虑是对危险性情
境的一般反应，自我具有根据需要产生焦虑情感的功能，自我作
为焦虑的场所而起作用。

1.2.2 由自我产生的方式。某一情境出现危险时，自我便产生
焦虑以求避免危险情境的出现，这种情况下，自我使自己顺从于
焦虑，以此作为一种像接种疫苗一样的防御，即接受疾病的轻微
袭击以免它全面发挥作用，也就是说，自我生产出焦虑，就像真
实的巨大的危险来临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焦虑本身对自我来
说也是一种消耗，只是一种避重就轻的消耗。

1.3 焦虑的呈现方式
焦虑最初是作为对一种危险状态的反应而产生，而后，每当这种

状态重现时，焦虑便得以复生。焦虑的呈现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方式，
一个新的危险情境出现时，焦虑以不恰当的方式呈现；第二种方式，
焦虑对一个危险情境发出信号并加以防备时的适当的方式。所有焦虑
中，最早的焦虑是在与母亲的分离时产生的，也是原发性出生焦虑。
阉割焦虑也是一种对于与某一很有价值的对象相分离的恐惧。

1.4 焦虑的特征
①焦虑情感与期待有关，具有不确定性和没有对象的性质。

如果焦虑发现了对象，就成了“恐惧”，即，当焦虑情感指向某一
具体对象时，这个情感状态就发展成了恐惧。②焦虑情感除了和

精神分析视角下的抑郁症焦虑

周红丽 1　张晓渊 2

1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中国·四川 成都 610107；

2 四川天府新区通用航空职业学院，中国·四川 成都 610222

【摘　要】弗洛伊德的理论构造从癔症开始，癔症患者的焦虑症状也成为弗洛伊德研究对象，他认为癔症患者的焦虑是剩余力比多的转

换。后来弗洛伊德在临床中遇到了恐怖症和强迫症，恐怖症和强迫症中的焦虑与癔症焦虑表现出不同的功能，弗洛伊德由此修改了焦虑理论，认

为焦虑是以某种特殊方式对危险情境的反应，这个危险情境的原型是婴儿出生时与母亲分离的情境，这个分离的情境对于婴儿来说也是创伤情境。

法国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家拉康在研究精神分裂症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精神分析的理论，拉康认为焦虑不是对缺失的反应，是当一个主体面对大彼者

的欲望而产生摇摆时侵袭主体的情感，焦虑存在于主体和未出现就已缺失的客体之间的关系中。在弗洛伊德和拉康关于焦虑的观点中，焦虑仍然

是兴奋性的，并且都没有涉及到抑郁症的焦虑，这也许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关。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抑郁症的发病率一直居高不下。本文作

者试图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讨论抑郁症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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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有关以外，还和神经症有关。但是并非所有焦虑的反应都是
神经症的。③现实性焦虑和神经症焦虑的特点是混合的，我们常
常看到，已经知道的真实危险往往被未知的、不确定的本能危险
所依附。④焦虑的产生还取决于，病人对于危险程度的判断中，对
自我能力的预估，也依赖于他面对危险时产生的无助感——对现
实真实的危险来说身体无助感和面对本能危险时的心理无助感。

弗洛伊德谈到了创伤性情境和危险性情境，创伤性情境，即实
际经历过的无助情境，包含期待的具有决定因素的情境是危险性情
境。当“我”感觉到将要进入一个无助情境，而且这个即将到来的
无助情境使“我”想起曾有过的创伤体验，所以，“我”先预设了
创伤，以它似乎已经发生的方式活动。焦虑承担着对创伤进行预期
的作用，同时也承担着一和平的方式对创伤进行重复的作用。

1.5 现实性焦虑和神经症焦虑之间的区别
焦虑是自我对危险情境的一种反应。现实性焦虑就是对我们

已经知道的现实的危险的焦虑。而神经症性焦虑是对不确定的危
险的焦虑，因此神经症危险是一种本能的的危险，通过将自我未
知的危险带到意识中，病人使神经症焦虑等同于现实性焦虑。

对现实性危险的反应：一方面是情感方面的反应——焦虑发
作；另一方面是保护性活动。两种反应方式相互合作，一种反应
发出信号，引起另一种反应，也可能一种反应以一种不方便的方
式作出行为，从而使另一种反应丧失。

焦虑和神经症之间所以具有某种特殊的密切关系，原因在于，
自我可以在焦虑反应的帮助下对本能危险加以防御，正和它可以
通过焦虑反应帮助对外部危险加以防御一样。

2  法国精神分析家雅克·拉康:焦虑是主体面对不确定的大
彼者时产生的情感

拉康认为，焦虑不是对内部或外部危险的一个表象，而是这
种情感，它面对大彼者的欲望时，在摇摆不定中抓住主体。对于
弗洛伊德来说，焦虑是由一个客体的丧失，由和母亲或石祖的分
离而导致。对于拉康来说，焦虑和客体的丧失无关。

他是这样重新理解弗洛伊德的定义的：焦虑是一种情感，其
位置至少是作为一种信号。但是，对拉康而言，焦虑不是内部或
外部危险的表达。它是当一个主体面对大彼者的欲望而产生摇摆
时侵袭主体的情感。

如果对弗洛伊德来说，焦虑是由客体的缺失、与母亲或石祖
的分离造成的的话，那么对拉康来说，焦虑与客体的缺失没有关
系。它总是突现于主体和这个甚至还没出现就已丧失的客体之间
的某种关系中。拉康认为，正是因为在症状的形式之下或在无意
识形式中重新发现了可见的、明显的这个客体的迹象，所以，我
们倾向认为这个客体已经丧失了。 因此，焦虑是对这个已经丧失
客体的寻找的唯一主体性表达。

这个缺失的和在焦虑中所特别涉及的客体，拉康把它称为
“支撑物”然后是“欲望的原因”，并将它命名为“客体小 a”。拉
康说，这个客体小 a，正是焦虑的起源。弗洛伊德谈到的焦虑是
力比多最后的、不可缩减的留存。对拉康来说，构成焦虑的，“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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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东西——不论是什么——要出现在欲望的原因客体所占据的地
方”。这个客体总是能激起焦虑，也总是在无意识中说“我”，是这个
试图通过一个需要的、一个需求的或一个欲望的方式来表达的东西。

同样，对拉康来说，焦虑不是一个缺失的信号而是对主体来
说缺乏必要支撑的表现，这个必要支撑对他来说正是缺失本身。
事实上，对一个乳儿来说，产生乳房丧失焦虑的，不是他可能会
缺失乳房，而是因为乳房的完全在场侵占了他。正是乳房缺位的
可能性为孩子保留了一个朝向请求的超越，从而构建了一个与欲
望的领域彻底分离的需要的领域。

对拉康来说，任何企图填满的回应都只能引起焦虑的出现。焦
虑，不是客体的缺失的引诱，而是不缺失的客体的在场，焦虑的特点
表现为不会落空的东西，即预感，毋庸置疑的东西。不是怀疑，而是
怀疑的原因。焦虑，正是令人恐怖的确信，正是这个注视着我们的东
西，如同弗洛伊德经典案例狼人，他透过天窗满怀焦虑地看着自己被
五双他幻想的眼睛注视着。过度在场的目光带来了巨大的焦虑。焦虑
总是这个不用任何词语，在符号之外让我们依赖于大彼者的东西。

3  抑郁症焦虑
3.1 弗洛伊德：抑郁症是自我能量耗竭时产生的抑制状态。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导论》（1915-1917）第 26 讲中提到了

抑郁症，他认为，抑郁症患者深为苦恼的无情的自我责备，实际上
与自己已失去的或因为某种过错而不再加以珍视的性对象有关。抑
郁症患者确实都把自己的力比多从对象上撤回了，但是通过所称的

“自恋性认同”过程，这个对象在自我本身已建立起来，用自我替
换了对象。于是，患者的自我被看做那已被抛弃了的对象；那些要
施加于对象之上的一切攻击性行为和凶恶的表示都转加于自我。

弗洛伊德认为，抑制是自我的功能的限制，当其作为一种预
防措施而强行实施时，是自我为了避免与它我发生冲突；当抑制
服务于自我惩罚目的时，是自我为了避免与超我发生冲突；当抑
制作为能量枯竭的结果而产生时，其成为自我的一般化抑制的状
态就是抑郁状态，这种抑制状态的严重的形式就是抑郁症。

3.2 弗洛伊德关于强迫症和恐怖症焦虑的观点
弗洛伊德认为恐怖症焦虑的本质情感不是来自压抑过程，也不

是来自被压抑冲动的力比多转换，而是来自行使压抑的机构本身。
比如，在弗洛伊德的经典个案，患有恐怖症的小汉斯，对马的恐惧
属于动物恐怖症，其焦虑是一种未经转换的对阉割的恐惧，这是一
种现实性恐惧，是对实际上即将发生的或者被判断为真实的阉割危
险的恐惧。正是这个焦虑产生了压抑，而不是压抑产生焦虑的。弗
洛伊德认为，在恐怖症中所感受到的焦虑是一种自我焦虑，在自我
中产生，焦虑不是由压抑产生的，而是促使压抑机制开始运作。

在压抑之后，出现一定数量的焦虑，以取代意料之中的力比
多的表现，这样的情境属于压抑产生了焦虑。属于它我的力比多
启动压抑的障碍，在压抑中焦虑是有本能的力比多贯注产生的。
通常在现实性神经症中可以看到这种焦虑。

在恐怖症中，患者用一个外部危险代替另一个外部危险，自
我通过回避或抑制性症状等方式来逃避焦虑，焦虑在此只是作为
一种情感信号，是自我对危险所做出的一种情感反应。而这种方
式的危险是阉割的危险。与自我的危险情境中正常感觉到的现实
性焦虑相比，这种焦虑没什么不同，只是内容还是是无意识的，而
表达只能以某种歪曲的方式才能意识化。恐怖症通常都是在体验
到某一特殊情境中的第一次焦虑发作后才产生，其后，焦虑即因
恐怖症而终止，但如果保护条件得不到满足，焦虑会重新出现。恐
怖症机制很好的构成一种防御手段。并逐渐趋于稳定。

3.3 抑郁症焦虑
弗洛伊德的理论构造从研究癔症开始，与19世纪末的欧洲社

会现状相关，彼时，癔症患者人数众多，而随着临床工作的开展，
弗洛伊德又研究了恐怖症和强迫症。随着临床病人患病类型的变
化，弗洛伊德也不断调整自己关于焦虑的理论。作为精神分析结
构主义的代表人物雅克·拉康在临床工作中遇到了精神分裂症，
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出发，拉康发展了弗洛伊德的理论以适
应当时的临床情况。精神分析的理论来源于临床，也服务于临床
工作。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物质生活逐
渐丰裕，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也不断提高。然后，精神疾病类

型也与以往不同，抑郁症在当代的发病率一直居高不下。而往往
抑郁症者的症状中，焦虑症状又是典型症状。而弗洛伊德和拉康
关于焦虑的观点中，都没有涉及到抑郁症的焦虑。无论是弗洛伊
德认为焦虑是自我对危险性情境的反应，是与母亲分离的创伤情
境的再现，还是拉康认为焦虑是主体面对不确定的大彼者时产生
的情感，是对客体小 a 完全占据的主体性表达，在两位大师所讨
论的焦虑仍然是兴奋性的。那么抑郁症的焦虑仍然是兴奋性的
吗？抑郁症焦虑是怎么来的？

3.4 抑郁症焦虑是抑制性焦虑，非兴奋性焦虑。
弗洛伊德认为抑郁症是因为能量枯竭导致了抑制，我们由此可以

推测，抑郁症焦虑也是处于能量枯竭状态的焦虑，而并不是像癔症一
样，是未消耗完的力比多能量转换成而成。也不像强迫症和恐怖症中
的焦虑，是自我产生的，作为一种危险情境的信号存在，促使压抑机
制启动。但同时，弗洛伊德也认为抑郁症患者是把自己的力比多从对
象上撤回了，并且通过“自恋性认同”的方式，这个撤回的对象在自
我这里建立起来，用自我替换了对象。由此，在弗洛伊德看似矛盾的
观点中，我们理解为，在抑郁症中，力比多被从对象上撤回到自我，
因为自我已经处于能量耗竭状态，没有能量支撑力比多对对象的投
注，而对自我的投注从经济学上的角度来说，能量消耗比投注于对象
身上要更便利，更节约。在抑郁症的临床中，我们常常看到，抑郁症
者对事物毫无兴趣，也就是说力比多无法投注于对象。

如果抑郁症焦虑是主体处于能量枯竭状态的焦虑，我们便无
法将其归为兴奋性焦虑。弗洛伊德研究的癔症焦虑中，焦虑是转
换了的未释放的力比多，力比多本身就是兴奋的能量。在恐怖症
中，焦虑是以婴儿出生时与母亲分离的创伤情境为原型的危险情
境的再现，是对内部精神世界或外部世界的危险情境的反应，也
是一个信号，是激起自我产生压抑的能量，因此，也仍然是兴奋
性的焦虑。强迫症里的焦虑具有和恐怖症中的焦虑一样的性质。

3.5 抑郁症焦虑是生冲动对死冲动的防御
抑郁症者常常很痛苦的讲述，整夜无法入睡，越是想要睡着

越是睡不着，有的患者严重时会整晚无人入睡，睡眠困难似乎已
成为抑郁症焦虑的典型表现之一。我们前面已经讨论了抑郁症焦
虑是抑制性焦虑，不是像恐怖症或强迫症的兴奋性焦虑，何以抑
郁症焦虑又以失眠这种兴奋性的形式出现？我们认为失眠是避免
主体处于死亡状态，是生冲动对无意识死亡冲动的对抗，即，自
我对死冲动的防御。我们都知道，抑郁症朝向自我的终极攻击是
自杀，也就是说，在抑郁症里始终存在死冲动，比如，对自己的
否定评价，以及对自己身体的攻击（如:自残行为）。而睡眠状态
和死亡的状态相似，这一点在平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有时
不愿接受亲人去世的人也常常认为，死去的亲人是睡着了。我们
由此假设，在抑郁症中，死冲动如此强大，以至于生冲动需要拼
尽全力，不加区分的对其进行防御，即使自我已经快要能量耗竭，
仍然不惜利用焦虑、利用抑郁症来对抗死冲动，这也是自我的自
保方式。否则，死冲动对自我的攻击极有可能导致自我毁灭。

4  结束语
我们暂且得出一点结论：抑郁症焦虑不同于恐怖症、强迫症

的焦虑，不是兴奋性焦虑，而是能量耗竭的一种状态，是一种抑
制性焦虑，也是生冲动为了个体的延续而不惜一切代价去对抗死
冲动的一种方式，是自我的一种防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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