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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根据精神分析理论百年发展历程的三个阶段，选择了相应时期的代表人物弗洛伊

德、霍妮、沙利文、雅各布森、克莱因和科赫特，总结归纳其对于焦虑的理论观点，描绘其发展脉络，

比较精神分析焦虑理论与其它理论的差异，希望为当代焦虑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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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4，字源学研究表明这个词来自于拉丁

语中的 5/67 8 是狭小或收缩的意思 9 # :，在汉语中一

般译为焦虑或烦恼，具有忧虑、不安、关切，引

起焦虑不安的原因，渴望等含义。从术语学角度

来看，临床上用的焦虑这个词，最早是从德文词

5/6;3 来的，对弗洛伊德来说，5/6;3 多指没有明确

的客体的焦虑情绪。

焦虑作为人类心理失调的最主要和最经常出

现的问题之一 9 $ :，一直是心理学比较活跃的研究领

域。在西方文化史中，正式地、深入地对焦虑进

行研究是 #< 世纪末 $( 世纪初，在此之前，虽然

没有系统地对焦虑进行的研究，但有一些如何看

待焦虑的提议，如在古希腊时期人们认为应当对

焦虑采取接受命运的斯多葛主义的态度，到了中

世纪，出于天主教的背景，焦虑被看作是不适当

的情感。而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认为应该使用

理性来控制焦虑。到 #< 世纪末 $( 世纪初，随着

资本主义的兴起和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欧洲旧

有的道德谱系和社会结构遭到强烈冲击，人人自

危，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焦虑逐渐成为人们日

常生活中的高发问题，焦虑的研究兴起，弗洛伊

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派对焦虑的研究是当时两大

研究方向之一。

早在 #&<) 年，弗洛伊德 （#&)! ’ #<,<）的精

神分析理论还处于萌芽的阶段，他就在其论文 《=/
372 6>=?/@; A=> @235B71/6 5 C5>31B?D5> ;4/@>=E2 A>=E

/2?>5;372/15 ?/@2> 372 @2;B>1C31=/ “5/01234 /2?>=F
;1;” 》 中 把 焦 虑 性 神 经 症 从 神 经 衰 弱 中 分 化 出

来，在医学史上首次对焦虑症进行描述和定义，其

后，他又在 《自我与本我》、 《抑制、症状与焦

虑》等名著中用精神分析的理论对焦虑进行了进一

步的阐释。弗洛伊德对焦虑症的临床影响仅次于其

对癔症的影响，至今未绝。 9 , :弗洛伊德之后，从精

神分析角度对焦虑的进行的研究数不胜数，一度成

为焦虑研究的主流。

精神分析焦虑理论在百年发展历程中大体经历

了三个发展阶段 9 " :。本文主要选择各个阶段的代表

人物，以阐释他们的观点，勾勒出大概的发展线

索，并尝试评价其合理性。

一、精神分析焦虑理论发展的三阶段

（一）第一阶段

#、弗洛伊德早期的焦虑理论

弗洛伊德在运用自己发明的自由联想和梦的分

析两种技术治疗病人，发现潜意识动机在人的精神

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由此发展出早期的关于

精神结构和功能的心理定位模型。在这个模型中，

意识被视为冰山一角，而潜意识被视为原始愿望和

冲动的存储仓库，在意识和潜意识之间，则是前意

识区域或前意识功能，有用的、意识可以接受的愿

望和冲动在这里被选择和加工，然后被释放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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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在这个过程中，前意识充当着类似检察官的

角色。由于人的本能冲动收到前意识的压抑，导致

表达本能冲动的观念同利比多能量的分裂，而利比

多能量必须得到释放，于是，它们就通过转化形成

焦虑而得到释放。因此，弗氏早期的理论认为焦虑

是潜意识中利比多能量要求直接释放受到阻碍时所

采用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潜意识中的本能冲动 （即

后来弗氏所指的本我部分）是焦虑的根源。

$、弗洛伊德后期的焦虑理论

弗氏在后期发展出正式的心理结构模型即：本

我、自我和超我人格结构。焦虑作为潜意识中存在

着危险的一个信号，为了回应这个信号，自我会动

用一系列的防御机制，认为自我是焦虑的产生根

源，它既是冲突的产物又代表着自我为消除冲突所

作的努力。

焦虑的发展有两个决定性的阶段：第一个是原

始焦虑阶段；第二个是后续焦虑阶段。 % & ’原始焦虑

本质上是一种 “创始状态”，其产生是由于自我受

到本能的威胁时，自我缺乏足够的认知能力和防御

能力的缘故。随着本能欲求和利比多再次出现，自

我就意识到这些本能欲求有可能再次使自己处于被

动无能的原始焦虑状态，那么自我就会以焦虑为信

号，动员起内部业已发展起来的防御机制，来防御

这些本能欲求。这种作为信号的焦虑便是后续焦

虑。这里，后续焦虑已是一种主动的状态，自我已

发展出了一套相应的防御机制。

根据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焦虑存在于自

我之中，而自我常会受到现实的威胁、本我不合时

宜的冲动的困扰和超我的制约，由此不同的来源焦

虑分为三种：现实的焦虑、神经症的焦虑和道德的

焦虑。 % & ’

弗氏后期的焦虑理论被称为 “信号焦虑说”，

他认为焦虑是超我与本我产生冲突后自我发出的情

感信号，作用在于提醒自我回避危险情境，而压抑

等系列防御活动则是焦虑的结果。

（二）第二阶段

!、自我心理学的焦虑观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自我心理学兴起，它代

表正统精神分析的新发展，将自我从本我的阴影中

解脱了出来。雅各布森是自我心理学的代表人物之

一，她继承发展了弗洛伊德的 “信号焦虑说”认为

焦虑是自我发向其内部指示危险来临的信号。

据雅各布森的观点，焦虑是由自我和本我之间

的张力所引起的情绪状态，即当自我被迫通过非选

择性的释放途径释放多余能量时产生的一种情绪。

焦虑的信号功能促进自我发展更多的释放途径，以

适应外界。雅各布森对焦虑功能的深入探讨，暗含

了自我心理学与古典精神分析焦虑理论的差异，自

我不再是本我的附庸，焦虑亦不是冲突的产物，而

是一种能量释放现象，它是个体适应现实过程中所

必然具有的正常现象。

$、社会文化学派的焦虑观

几乎与自我心理学同一时期，精神分析社会文

化 学 派 在 美 国 兴 起 ， 其 代 表 人 物 霍 妮 （!((& )
!*&$）、沙利文 + !(*$ ) !*,* -在弗洛伊德理论的基

础上发展出的焦虑理论更注重社会文化因素对个体

发展的意义。

霍妮和沙利文都重视社会文化环境、人际关系

和亲子关系对焦虑发生、发展的重要性。其区别在

于，霍妮将个体环境—人际关系最终归结为亲子关

系，认为个体是否产生基本焦虑取决于亲子关系的

好坏；而沙利文 “重要的他人”这一概念包括了父

母、教师、警察在内的所有对个体生活起重要作用

的人，将强调社会文化环境作用的理论初衷贯彻到

底。

从总体上看，社会文化学派保留了弗氏潜意识

动机理论，继承了弗氏重视童年经验和亲子关系的

传统，但抛弃了他的本能决定论、婴儿性欲论和人

格结构论，将焦虑产生的原因归结于人际关系的损

害。社会文化学派超越了弗氏只从个体心灵内部探

索焦虑的局限，为焦虑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

! 三 " 第三阶段

!、对象关系理论的焦虑观

对象关系理论主要研究早期心理结构 （指自身

表征、他人和对象的内部表征）的形成，以及这些

心理结构是如何在人际情境中出现的。该理论认为

内在关系影响个体知觉感受方式以及个体同他人关

系 。 该 理 论 的 创 立 者 梅 朗 丽 · 克 莱 因 （!(($ )
!*."）认为，焦虑是决定精神疾病的重要因素，同

时也是推动精神生活继续发展的动力。焦虑不仅仅

来自好客体离开所造成的对危险的被动体验，焦虑

更原始的起源是死本能，死本能使婴儿产生一种主

动的施虐性幻想，它指向内在和外在性客体，并导

致内疚感的产生。克莱因提出了存在两种最基本的

焦虑：被害焦虑和抑郁性焦虑。而被害焦虑和抑郁

性焦虑之间的冲突，使精神得到发育，产生移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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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克莱因发展了弗氏的基本焦虑理论，将焦虑的

本能根源与童年期母婴关系相结合，指出了基本焦

虑的两种类型及其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对象关系理论继社会文化学派后在新的社会文化环

境下再一次不同程度废黜弗氏的生物本能理论，强

调社会、文化、人际关系因素在心理发展上的作

用。

$、自身心理学的焦虑观

广义自身心理学是继自我心理学之后精神分析

的又一新范式。自身心理学创立人科赫特将自身定

义为 “在空间上是内聚的，在时间上是持久的单

元，是积极性的核心，是影响的接受者。” % & ’他认

为自身是人格的核心，本能和自我都从属于这一整

体。

科赫特将焦虑分为两类：一类是由自身内聚的

个体所体验到的焦虑，是对具体危险情境的恐怖，

相当于弗氏所说的现实焦虑；另一类是解体焦虑，

由意识到自身分裂的个体所体验到的焦虑，他是由

自身的不稳定状态所引起的，相当于弗氏所说的神

经症焦虑。在科赫特看来，所有的焦虑归根结底都

是解体焦虑，都是对自身分裂的恐惧。

二、精神分析焦虑理论的发展脉络

自弗氏创立之后的百余年间，精神分析学派发

展出了不少分支学派，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学派沿着

两大方向发展：一是正统的精神分析，以后来的自

我心理学、自身心理学为代表；另一方向则是社会

文化学派以及后来的对象关系理论。如图所示，精

神分析焦虑理论的发展亦体现了弗氏族理论体系中

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之间的矛盾。

正统精神分析对焦虑的研究偏向于焦虑的根

源在于潜意识本能冲动，自我心理学对弗氏理论的

发展在于强调自我的自主性，但在焦虑问题上似乎

未有多大突破。自身心理学将焦虑归结为自身的分

裂，是建立在其新的自身结构之上，尽管颠覆了弗

氏本能决定论的传统，但对焦虑的探讨略显薄弱。

社会文化学派从外在人际关系中寻找焦虑产

生的原因，对象关系理论发端于正统精神分析内

部，却重视个体自我与对象的关系。该理论将人际

关系抽象为自我与客体的关系，并具体探讨客体关

系如何在人际情境中实现其作用的。它为基本焦虑

的产生添加人际过程的原因的说明。这两大方向可

看作从内部动因与外在因素探讨人的心理。

三、评价与展望

精神分析焦虑理论在百年发展历程的研究上

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指早期的精

神分析，习惯上又称为古典精神分析，主要包括

弗洛伊德本人的理论及他的两个弟子阿德勒和荣

格在理论上与他的分歧与分裂。第二阶段指二战

后，精神分析从欧洲转到了美国后，一些精神分

析学家又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对弗洛伊德的理论和

方法进行修正和扩充，主要包括精神分析的自我

心理学与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学派的对峙。第三

阶段指 !()* 年至今，精神分析的对象关系理论和

自我心理学的发展，使精神分析又进入了一个新

的繁荣发展时期。

在 $" 世纪 &" 年代前后，在冷战、核威胁、经

济危机的文化背景下，焦虑的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

的局面。对焦虑的神经心理学、心理测量学、心理

治疗学、精神药理学的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在当代焦虑研究中，行为主义简单地将焦虑看作有

机体逃避有害刺激的调节机制。生物学理论侧重研

图示 精神分析焦虑理论的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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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焦虑的神经生理机制。认知心理学则在努力构建

焦虑情绪的过程模型，并注重认知系统的评价对生

理系统的影响作用。

认知心理学是当代心理学发展的主流，研究焦

虑情绪的具体过程是当代心理学关注所在，但由于

认知知心理学本身的局限，使其在对复杂心理现象

的解释中存在极大的困难。精神分析理论的存在正

好弥补了这一方面的缺陷，科赫特认为 “精神分析

是研究复杂心理状态的科学，它通过观察者持久地

专注于人类的内心生活来收集人类内心生活资料，

以解释复杂的心理状态” $ % &，精神分析以其宏大的

理论体系构架和近乎无穷的解释力而受到世人的关

注。近百年来，它也因其所研究的对象和方法等的

问题受到来自各方的指责，也与其本身的一些问题

有关，如：一是思辨多于实证，即便有些新理论的

出现，却脱离临床实践过远，元心理学的成份过

多；第二，即便从逻辑思维的角度来看，一些新理

论仍然没有摆脱精神分析固有的毛病——— 循环论

证、拟人论和同义重复。 $ ’ &

对于精神分析的焦虑理论，笔者认为其对于焦

虑的成因的探讨方面独树一帜，但对焦虑的内部心

理过程不甚了了。展望未来，在现实操作 （如咨

询）中，精神分析的焦虑理论将继续成为主要对付

焦虑的方法；从精神分析理论中汲取有关焦虑成因

的理论灵感，与认知过程整合，形成完善的焦虑情

绪系统理论当成为焦虑研究的趋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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