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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理论关于自恋主要的 
研究、贡献及其局限性

安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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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恋是精神分析中一个重要的概念。自恋关联着一个人现在的自尊、理智、行

为、思想、情感与早期的以及当下的客体关系。本文梳理了从弗洛伊德开始把自

恋作为一种精神病理现象的观察：历经费伦齐、克莱因的客体关系的角度阐述自

恋的发生原因；到雅格布森认为自恋是心理能量向自体表象的投注；再到科胡特

创建自体心理学。整理了历史上关于自恋研究的重要观点、贡献及其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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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恋 （narcissism） 一词泛见于文学作品中，用以描绘一个人爱上自己的现象。 

英国精神病学家、性学家霭理士和纳克分别在 1898 年和 1899 年描述了自恋的

现象。他们认为，“自恋是性变态的一种，就是个体像对待性对象一样对待自己，

也就是说，个体自我欣赏，自我抚摸，以此获得满足”［1］。

1914 年，弗洛伊德在他的论文《论自恋：导论》一文中，系统地阐述了自

恋的问题，这是精神分析研究自恋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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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弗洛伊德对于自恋的研究、影响和局限

1.1  理论的研究

弗洛伊德（1914）发现自恋是“从外部世界撤回的力比多转向了自我（ego），

并产生了称之为自恋的态度”［2］。他认为一个人首先拥有原始的自恋，这个时

候力比多是投向自己的。随着成长发育，力比多开始转向对外界爱的客体投注。

但是当遭遇挫折的时候，力比多又会从外界客体身上撤回投注，继而转向自身。

力比多越多地投向自己，则对他人的投注能量就越少。这种现象被称为继发性

自恋，也就是病理性自恋。

1.2  理论的贡献

弗洛伊德在研究中还发现，自尊与自恋有着密切关联。自尊是自我规格（size 

of ego）的一种表达，同样自尊对自恋力比多有特殊的依赖性。支持这一点的有

两个基本事实：精神偏执症的自尊是增强的，而移情性神经症的自尊却是降低

了的。也就是精神偏执症的人是由于力比多过分地贯注于自我导致自尊增强，

而移情性神经症的患者则是力比多过分贯注于客体，导致自我缺少力比多的贯

注，从而导致自尊的缺乏。

基于这个发现，对于移情性神经症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帮助患者将过多

的力比多从指向客体拉回至自恋，增强其自尊，从而增强自我。

1.3  局限性

弗洛伊德把自恋看作是需要被清除的病理，只有转向客体爱才是成熟。这就暗

示了自恋者的自我是不成熟的。而且由于弗洛伊德认为只有移情性神经症才能被分

析，而自恋的患者因为力比多投注于自身，无法产生客体移情，因此是不可被分析的。

2  费伦齐对于自恋的研究、贡献和局限

2.1  理论的研究

费伦齐在《现实感的发展阶段》（1913）中，探索了儿童的自我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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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由于认识了自然力量而引起的对儿童夸大狂的替代构成了自我发展

的主要内容”。为此，他把自我发展分为三个阶段［3］，即：神奇幻觉的全能论、

神奇幻觉的泛灵论和神奇的词语及想法。

在后续的研究中，费伦齐指出一种自恋综合征涉及早期病理性性格，如“理

智婴儿”（the wise baby）。他描述这些病人的创伤可能来自双亲未能协助他

们断奶、习惯训练，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受到影响，以至于放弃童年期而发展早

熟的行为模式（Lee and Martin，1991）。这些“理智婴儿”最大的恐惧就是被抛弃，

为此他们通过自恋撤回以保护自己。换言之，由于认识到他们对这些不可靠的

依恋对象的依恋和依靠，他们通过采取假—自体—充盈（pseudo-self-sufficiency）

和 / 或夸大幻想的方式，保护他们自己免于体验到脆弱感［4］。

2.2  理论的贡献

费伦齐最先提出了共情失败尤其是母—婴关系中的共情失败是导致情绪障

碍的创伤来源。认识到早期共情环境的重要性后，费伦齐提出了许多技术革新

以最小化再次创伤分析者的可能性，并创造矫正性情绪体验以及维持安全、理

解的治疗氛围应用在治疗中。

2.3  局限性

费伦齐对母亲在儿童早期心理发展中的作用极为重视，但是，这在另一方

面却导致了父亲这一重要角色在其理论中的缺席。这并不利于从家庭的整体互

动中去理解儿童的心理发展。

3  克莱因对于自恋的研究、理论贡献和局限

3.1  理论的研究

克莱因创立了客体关系理论（objection relation），实现了驱力结构模式向关

系结构模式的转变。认为“本能是存在的，将本我的功能归到自我，驱力是表

示关系的，是朝向客体的，他们发展了第一个关于病态自恋的现代理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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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精神分析中，自恋被用作一种解释性的概念来考察各种临床

现象……。克莱因的合作者对这些解释提出了疑问。指出像痉挛（克莱因，

1925）、精神分裂症（克莱因，1960）和分析汇总的强烈抵抗（瑞韦尔，1936）

等这些自恋的表现看起来是无对象的，而实际上却反映着与对象的密切关系，

从总体上说就是与内部客体的关系”［5］。

3.2  理论的贡献

克莱因关于原始的客体关系的假定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远远超出内部

客体概念在临床上的普遍意义，代表着一种观点的根本性转变，即关于人类动

机和心理过程观点的改变。重新定义了驱力的基本性质，修正了弗洛伊德的本

能理论。认为自恋产生的原因是：自恋者将自己的自体完全投射到他所关注的

客体，否认自己与客体有任何区别，或完全不将自己和客体分开。这种混乱的

客体关系是早期生活印迹造成的，主要是早期的人际关系。自恋者自体与客体

不分，使患者否认自己有任何对外在客体依赖的需要，因为依赖对方，也是依

赖自己［6］。

3.3  局限性

克莱因注重强调儿童的潜意识幻想和早期客体关系的作用，但是对于内部

客体的来源缺乏明晰的表述，相对忽视环境的。同时，也相对忽视了父亲在儿

童个性成长中的作用，因而有人向她提出了“父亲在哪里”的质问。

4  雅格布森对于自恋的研究、贡献和局限

4.1  理论的研究

雅格布森以哈特曼“未分化的基质”为起点建立其理论，提出力比多和攻

击这两种驱力最初都是未分化的。在发现自体和客体世界的区别前，未分化的

驱力能量只能以生理方式向内释放。从出生开始，这种本能能量在外部刺激的

影响下逐渐发展成两种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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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雅格布森修正了弗洛伊德的自恋和受虐观点。

弗洛伊德认为，力比多最初聚在伊底中，自我尚未形成时，部分力比多投

向客体。力比多从客体转而投向自我就是自恋，它是一种心理能量的内聚。雅

格布森区分了自我、自体和自体表象，并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主要围绕儿童发

展的早期。雅格布森认为，自恋是心理能量向自体表象的投注，并提出“初级

自恋”出现于婴儿阶段的最早期，未分化的力比多和攻击投注到融合未分的自

体—客体表象上；“次级自恋”出现于自我形成的阶段，力比多投注于自体表

象上［7］。

4.2  理论的贡献

雅格布森实际影响了自体心理学家科胡特。尽管科胡特“虽然没有公开承

认受其影响，或者没有永远同意她对自体内在表象的看法，但受益于她对自恋

的理解，受益于它对自体与自体内在表象的重要区分”［8］。

4.3  局限性

雅格布森始终没有摆脱弗洛伊德的生物化学倾向，将本能驱力放在客体关

系中考察，尽管这一方法让客体关系也具有了本能驱力，但是从她的观点中不

难看出，相对环境的作用，更加强调本能的驱力作用，仍然认为先天大于后天。

5  科胡特对于自恋的研究、理论的贡献和局限

5.1  理论的研究

《自体的分析》（1971）一书中，科胡特延续弗洛伊德驱力理论，构造他

关于自恋的新设想。他认为自恋有其自己的发展路径，书中详细说明了理想化

自体和夸大自体这两个路径。自恋障碍的根本原因在于原始自恋的部分——夸

大自体和理想化自体在建立的过程中受到干扰或阻碍，最终导致自体存在缺陷。

Peter A. lessem 在其《自体心理学导论》中认为：“科胡特在《自体的重建》

（1977）用自体客体概念取代‘自恋的（narcissistic）’。这个转变不仅仅是

术语上的改变。自体客体概念强调了他的观点，也就是所谓的自恋现象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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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本心理需要的挫败与扭曲。在关系性情境脉络中，这些是自体的健康需

要。”（Bacal，1995）这也标志着科胡特从狭义的自体心理学转向了广义自

体心理学。

蔡飞（2007）的研究中认为，广义自体心理学认为的自体并非自我之中的

内容，而是人格的核心，自我和伊底是自体的成分。科胡特放弃了用传统驱力

阐述和解释临床发现的经验资料，强调共情和内省是精神分析最根本的方法论

原则。认为志向和理想构成自体的两极。自体就成为一个动力性结构，因而成

为一个解释性的概念。无论自恋人格障碍，还是传统驱力心理学所关注的移情

神经症，本质上都是由自体缺陷引起的。这样，心理病学解释就从驱力心理

学的冲突范式（conflict paradigm）转变为广义自体心理学的缺陷范式（deficit 

paradigm）。［9］

5.2  理论的贡献

科胡特所创立的广义精神分析自体心理学，是“精神分析的新范式”［10］。

广义自体心理学统摄传统驱力心理学。不但能够解释驱力心理学能够解释的

现象，而且能够解释驱力学不能解释的现象。广义自体心理学认为，结构神

经症实际也是一种自体障碍。对于结构神经症，广义自体心理学的解释要比

驱力心理学来得更为透彻、深入。驱力心理学是看到结构神经症与本能冲突

有关，没有看到本能冲突与俄狄浦斯期自体对象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导致的自

体分裂有关。

5.3  局限性

科胡特认为成年以后的自身形态完全取决于早期的发展，尤其取决于前俄

期的发展。童年后期，个体与自身对象环节的互动对自身的发展影响不大。蔡

飞（2007）认为，“这种观点带有早期决定论的色彩，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发

展观”。同时，相对忽视遗传性对自身发展的影响。忽视个体的遗传特点，如

气质类型、特质焦虑水平等也会影响其自身发展，影响个体与自身对象的互动，

从而影响自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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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小结
弗洛伊德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社会文化中包含很多禁忌，这引发了弗洛

伊德对于压抑理论的深入研究，发现了性驱力理论，认为神经症源于俄狄浦斯

期的儿童在意识层无法接受的性幻想被压抑进潜意识中导致的。而对自恋的研

究则认为是由于力比多正常发展过程中向外投注客体时遭遇受挫，压抑后转而

向内投注自己导致的自身障碍。并且由于这种投注自身的结果使自恋者无法产

生客体移情，所以无法被治愈。

后期的精神分析理论家费伦齐、克莱因则更多的研究前俄狄浦斯的儿童，

在他们的理论研究中发现了自恋的形成与更早期的养育者，主要是母亲这一客

体存在很大的关联。自恋导致的成因则是由于客体的回应失败或者不回应而导

致的。 雅格布森则在哈特曼的理论上继续深入，区分了自我、自体和自体表象，

认为自恋障碍的形成是由于婴儿早期的未分化的力比多和攻击投注到融合未分

的自体—客体表象上，形成初级自恋，而在自我形成的阶段，力比多投注于自

体表象上，则会导致次级自恋。

科胡特所创立的广义精神分析自身心理学，是“精神分析的新范式”。提出“自

恋有自己的独立于性心理发育的发育过程”的观点。自恋障碍是由于自体的缺

陷导致的，而缺陷的发生原因则和早期的养育者的缺乏镜映及镜映失败有关。

同时，主张分析师用共情—内省的方式来分析自恋者，推翻了弗洛伊德认为的

自恋障碍不能被分析的观点。

在科胡特《自体的重建》和《精神分析治愈之道》中，还阐明自体心理学

也可以解释传统的神经症。这样，自体心理学不但能够解释驱力心理学能够解

释的现象，而且能够解释驱力学不能解释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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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analytic Theory of Narcissism, 
Contribution to the Research Main and its 

Limitations

Anna

Comptons University of Madrid, Spain

Abstract: Narcissism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psychoanalysis. Narcissism 

is related to one’s present self-esteem, intellect, behavior, thoughts, emotions, 

and earlier and present object relationship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observation 

of narcissism as a psychopathological phenomenon since Freud. Through 

the object relations of Ferrenzi and Klein, the causes of narcissism are 

explained. To Jacobson’s belief that narcissism is the betting of mental energy 

on self-representation; Kohut’s creation of autopsychology has summarized 

the important ideas, contributions, and limitations of narcissism research 

throughout history.

Key words: Narcissism; Object relation; Sel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