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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伦理学研究中心通报（第10期）

2002年6月10日    来源:本站消息 

时间：2002年5月31日 下午3：00---5：00 

地点：四川大学伦理学研究中心 

人员：杨秀杰、高小强、胡冰霜、黄玉顺、成先聪、曾纪茂、冉桂琼、丁元军 

主讲：杨秀杰 

题目：心理治疗学原理 

主持：冉桂琼 

下一次 6月中下旬 第一主讲 曾纪茂 《有关全球化问题》 

第二主讲 吴兴明 《正在消失的乌托邦---美学视野的解体》 

演讲： 

通过十几年与病人的接触、交谈，及对他们的诊治，我总结出了一套关于心理治疗学的原理。在方法上，

弗洛依德是基于个体自身，而荣格更注重个人无意识的再现。我认为，那些神经分裂症病人其实是正态的

人。这种正态，指他们作为人是全面的，各方面都有。而通常我们所谓正常的标准则是指人的行为和心理

符合社会文化规范，不表现为有问题。与其它可以有标准的病不同，有关心理学的疾病是没有标准可循

的。 

与弗洛依德对人格的划分不同，我从静态方面将人格分成七层： 

绝对自我——单一的。给予者。当儿童半个月时，出现目光直视母亲眼睛的现象，这就是绝对自我的呈

现。 

纯粹自我——4个半月。 

——9个月。表现为烦，自我越强烈，对自我感觉的丧失就越强。到10个半月时，就出现

爱、偏执。 

——18个月。发生问题的一层。 



——感知的我。完成了对身体的感知建立起来的。 

自 我——无时空的自我。 

——有时间的我。当下、现在所感受的。 

从动态方面来看，人是多次发展的。人的大脑有1000亿个脑细胞，它提供了自我的组建结

构，肯定会有所触发。人的发展出现阶段，是两次构成的，称之为“二次人”。一般说来，

每三年半人就要转化一次，年龄越小密度越高。如，4个半月时，儿童只能看到目前有的东

西，而9个月时，就能看到藏在下面的东西。人要经历每一个期，人与人能互相理解也是因

为经历了同样的期。从这个层面来看，同性恋倾向是每个人都有的，只是看发生在哪个期。 

心理治疗学涉及人格体系、意识理论、人与外界的关系等多方面内容，它更多地关注内心后

面那个实事，而不是表层现象。透过这些，人对文化学、历史学、语言学也会了解很多。可

以说，治疗学本身就是对一个人更深层次的东西的处理。而所谓哲学，也就是每一代人，每

一个个体用他的生活体验构筑轴心人格，再用它来看待所处时代的关系。对我们而言，要义

就在于将生活体验放到基本生活之中去。 

人类的语言表达构成文明最基础的东西。当语言发生时，人类文明也就诞生了（一次发

生）。其后，人通过自我的方式展开与世界的关系。无论个体还是文化都有轴心，每个人都

需要将轴心展示在文化方面。 

所以，中国人长久以来都没有看待人是什么。现在应该来重新定义人。所谓的文化都需要对

人进行定义。文化的展开应从人的角度展开，只有推动了人的前进，文化才能前进。 

讨论： 

胡：精神病人选择不选择治疗，这怎么决定，以及在哪个阶段上治疗？ 

杨：每次都应该进行创造性的治疗。要让他去亲和他自身，说他自己的话，体会自己内心。

就是要找到那个点，进入他内心。如情结就是一个好的方式。 

黄：医疗方面我不懂，也不感兴趣。但想谈谈自己的感受。这个讲演的核心肯定是要认识

人。并且基本上也提出了一个框架，尽管还不圆润，但从这个预设出发似乎讲得通；另外很

多与哲学相关的问题及提法有新意，但可能我不会站在这个立场来考虑问题。例如说人必定

如此，是因为它由上千亿个脑细胞的工作方式就决定了。这更像是科学主义的说明。 

杨：恰恰相反。 

胡：他恰好是反科学的。 

黄：立场是生物主义的，结论是科学性的。 

杨：虽然现在生物、计算机方面发展迅猛，但未来的医学模式被称为个体表达。一方面，基

因成为表达前提，但重要的还是出生之后的个体表达。人是在一个展示中间的，不是前定

的。而所谓阶段论，也就是指这一个成熟的结构为下一个结构提供模式，奠定基础，它给出

展开的可能，是待展现的结构。 

黄：从你的“太阳比喻”图中可以看出，意识完全是由无意识发散出来的，这似乎与弗洛依

德不同。并且，自我意识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胡：那个图揭示的应该是无意识那块。 

杨：自我意识是受压迫的，是变动的我。 



黄：提到正态，我想问是不是儿童更正态，在哪一刻上成就了那个正态？ 

杨：儿童的目光注视其实就是灵魂着床。这不是经验一点点给出的。从物理方面来说，它是

神经细胞的运行方式。所以有时候我们提到换脑，其实是不能换的，因为外周技术不一样。

儿童出生的这一年，通过身体展示自我，经过多次回复回到自身。若自我不能展现，就出现

病态。 

成：这成为一个体系，其他的东西都可以由此获得理解。 

黄：我还有一个感受，就是在这整个论述中，似乎有一种深刻的紧张，先验与经验的紧张。 

杨：先验谈的是起源，经验则涉及生理基础，这是一科学话语。皮亚杰关于先验有四个原

则：成熟论，个体经验论，社会经验论，先验论。 

黄：在临床实践中，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细节，但若建构一个理论，逻辑上应是统一的，

一致的。 

成：我想问根据这种模式、框架来表达对人的理解，究竟是实有其事，还是仅仅是用来表达

这种理解。 

杨：这个问题问得好。任何理论的建立都有其目的。有了目的，也就实在那样做着。我的理

论里的东西都是病人给的，提炼出来之后再拿去验证，这样看待不同事物时就相通了。 

成：病人告诉你的你就相信，正常人告诉你的就不可信，这之间的取舍是怎样的呢？ 

黄：我觉得老杨似乎对结构主义很感兴趣，这些东西也很有结构主义的味道，就是主观上要

找到深层结构。但主观上认为那一套是先验的，操作过程却是非先验的。 

胡：可能在病人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悲剧，在正常人身上我们看到的是肥皂剧，所以不如病

人那样能唤起我们的情感。 

杨：在操作中，我是按临床法技术来研究，而不是按科学主义方法来统计。临床法技术要求

你知识渊博，有丰富的经验，能根据病人谈的来进行诊治。现象来了，就从多个层面来应

照；若无现象，就等消息；若互相相关，就找相关关系。 

胡：曾经有一个病人给我留下了深刻影响，因为他一直哭了三个钟头。这三个钟头的哭，就

搅动了你的心。如果是常态，就激不起你的感情。 

丁：正态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口子，因为其生存结构与正常人一样可供观察。 

我觉得在这个演讲中，有好几处给了我深刻的影响。如儿童的目光注视；每一次了解都具有

创造性等。我们不可能期望一次就理解了事物，若这样，就丧失了更多理解的机会和可能。

这个演讲还给我一种很诗性的感觉，因为这种表达、展现有一种演出性。但是，虽然整个结

构是诗性的，却似乎做了太多说明：一开始是反科学主义的，到后来却试图用这个反科学主

义来进行科学说明论。另外，其实在黄宗羲、刘宗周那里一直做着“对人进行定义”的这个

工作，不能说中国五百年来都没人做。 

曾：老杨的这套理论也是他的一种个人体验。 

高：对这种做法还是要表达一个怀疑：用这个结构去评判所有的东西是否行得通。如回头看

待哲学，就会发现很多问题。像无意识是否就对应绝对自我，实事到底是如何呈现的。 

杨：举个例子，描述心理学使用的是与平常一样的词汇，但一般却以为其后存在神秘的东

西，其实并没有。现象学也是这样，其实就是你看完小说后就已经整体了解了，小说可能采

取倒叙的方式，而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这就是描述。 



黄、高：不同意对现象学的说法。 

冉：听完演讲，我有两点感受，也有两个问题。感受就是：一，人不是平时所理解的那么简

单；二，心理治疗也不是简单的事。问题就是：一，似乎现在的任务就是重新认识人，如有

七个层面的我，但为什么是七个，而不是八个或六个；二，关于儿童的那几个月怎么确定，

是出身之后的几个月，还是在母体时就算起？ 

杨：是出身之后。至于为什么是七个，这个可以补充修正。 

冉：还有就是前面提到的同姓恋倾向，我们平时也说体内可能存在潜在的癌，只是在特定的

时候才被激活。还有那个三年半理论。这些是怎么确定的呢？ 

杨：每个人都可以回忆自己有那么一个期。人就像没成熟的婴儿，不断返回自身，所以是倒

退着进化的。通过建立反射，不断被同化、泛化，从而能自立活动。 

黄：这个反射对先验的维度是一种反对。 

杨：婴儿生下来时，最先验化，然后逐渐进展（衰退）到成年人。 

高：这个先验不是现象学上的先验，所以其实是不会紧张的。 

成：可能只是一种描述和说明之间的紧张。 

高：对，它是用非诗性的东西来说明。 

成：这也不失为一种对人的理解。 

高：这是肯定的。 

（记录整理：谭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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