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神分析美学的魅力——容格美学掠影 

赵士林 

 

一、容格美学思想的心理学基础 
作为一位心理学家，容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的美学思想完全衍生于他的心理学理论，是他运用心理学理论分析
神话乃至文学艺术的成果；容格的美学思想又是容格心理学理论的重要支柱，因为他的重要的心理学贡献往往从美学分析与艺
术分析入手。因此，要了解容格的美学思想，需先了解他的与之相关的心理学理论，而了解容格的美学思想又是了解容格心理
学的不可或缺的途径。 
容格的心理学理论建立于他对人类心灵问题的深切关注。他曾反复指出：“我深信，心灵的探讨必定会成为未来一门重要的科
学……这是一门我们最迫切需要的科学。因为世界发展的趋向显示，人类最大的敌人不在于饥荒、地震、病菌或癌症，而是在
于人类自身；因为，就目前而言，我们仍然没有任何适当的方法，来防止远比自然灾害更危险的人类心灵疾病的蔓延。”（容
格，1987年a，第11－12页）基于这种关注，容格开创性地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见解，深入地拓展了精神分析学的研究视域。
在他的创见中，最重要的是“集体无意识”、“原型”或“原始意象”等观念的提出与阐释。  
1．集体无意识 
容格开创性的学术贡献是他首倡“集体无意识”学说，此亦标志着容格与他的老师弗洛伊德分道扬镳，创立了自己的精神分析
理论。作为弗洛伊德的学生，容格与其老师一样，都致力于人类无意识、潜意识或曰深层心理的研究，但容格的思想与弗洛伊
德的思想却逐渐形成了两大分歧：其一，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完全是性本能，容格则认为无意识远远不仅是性本能，它包含着
更广泛的精神领域；其二，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主要是个人无意识，容格则认为无意识还有更深、更重要的领域，即集体无意
识。 
集体无意识学说构成了容格心理分析学的核心，也构成了容格美学思想的基石。托马斯·曼指出：“人不只是经历着他个人的
生活，像一个个体那样，而且，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也在经历着他的时代以及同时代人的生活。”（转引自墨菲、柯瓦奇，第398
页）容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正是对人的这种双重特性的心理学证明。那么，什么是“集体无意识”？先来看容格怎样确定
“无意识”。 
容格认为无意识产生于人类没有文字记载情况下的历史之中，他指出：“从理论上讲，不能为意识范畴设置什么界限，因为它
有无限扩大的可能。但从经验上看，每当它遇到未知事物（the unknown）时，我们就看到它的界限。所谓未知事物由一桩桩我
们不了解的事所组成，因此，它们与作为意识领域中心的自我（ego）无关。未知对象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对象是外在的，并且
可以通过感觉经验到；另一类对象是内在的，可以直接感受到。第一类包括外部世界的未知事物；第二类是内部世界的未知事
物。我们称这后一领域为无意识。”（《容格著作集》第9卷第2部，第2页）“所有我知道、但眼下并未思考的事，所有我曾经
注意到、现在却已忘记了的事，所有我通过感觉接受过、但并未受到我有意识头脑关注过的事，所有我无意或没有专心去感
受、去思索、去记忆、去向往或去做的事，所有未来将在我头脑中具体化、终于呈现在意识面前的事，所有这一切都是无意识
的内容。”（《容格著作集》第8卷，第382页） 
容格对无意识的界定，显然是对这个精神分析学的核心命题作了不同于弗洛伊德的重新阐释。在弗洛伊德那里，无意识仅仅是
人类个体童年期遭到压抑从而遗忘的心理本能，这种心理本能就是广义的性欲，由此形成的无意识内容是后天的、个人的。容
格对无意识的理解则宽泛得多。在容格这里，无意识不仅是个人的、后天的，也是集体的、先天的。容格由此突破了老师的理
论，将无意识区分为“个人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并进而认为前者依赖于后者：“这种个人无意识有赖于更深的一层，
它并非来源于个人经验，并非从后天中获得，而是先天地存在的。我把这更深的一层定名为‘集体无意识’。选择‘集体’一
词是因为这部分无意识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它与个性心理相反，具备了所有地方和所有个人皆有的大体相似的内容和行
为方式。换言之，由于它在所有人身上都是相同的，因此它组成了一种超个性的心理基础，并且普遍地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
上。”（容格，1987年b，第52－53页）“它是彻头彻尾的客观性，它与世界一样宽广，它向整个世界开放”（同上，第72
页）。 
或许是预见到批评者可能提出的怀疑与责难，容格指出集体无意识这个概念并非是一个纯理论的观念或哲学假设，而是可以靠
经验为依据来加以证明的。在容格看来，就是这种集体无意识对人生、历史、社会、世界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比起集体心理
的汪洋大海来，个人心理只像是一层表面的浪花而已。集体心理强有力的因素改变着我们整个的生活，改变着我们整个的世
界，创造着历史的也是集体的心理。集体心理的运动规律和我们所能意识到的完全不同。”（《容格著作集》第18卷，第183
页） 
容格所阐释的 “集体无意识”是先天的、原始的、客观的、普遍的、非个人的精神要素，它通过遗传一代代地积淀、延续、累
积下来，决定着特定社会群体的思维特征、文化风貌、价值取向，决定着个人无意识乃至意识等全部心理活动，是人类最根本
的精神层面。 
2.“原型”（“原始意象”） 
那么，“集体无意识”这种根本性的精神要素究竟有什么具体内容呢？它是怎样决定着人类的生存，决定着世界的面貌呢？容
格阐释道：“我们所说的集体无意识，是指由各种遗传力量形成的一定的心理倾向。”（容格，1987年b，第137页）特别值得
注意的是，容格认为：“集体无意识不能被认为是一种自在的实体；它仅仅是一种潜能，这种潜能以特殊形式的记忆表象，从
原始时代一直传递给我们，或者以大脑的解剖学上的结构遗传给我们。没有天赋的观念，但是却有观念的天赋可能性。”（同
上，第120页） 
集体无意识不是“实体”而是“潜能”；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潜能”、“可能性”以“特殊表象”为形式，而所谓“特殊表
象”就是“原型”或曰“原始意象”。 “原型”或“原始意象”是构成“集体无意识”的基本内容：“原型是一种巨大的决定



性力量，它导致了真正的事件的发生……原始意象决定着我们的命运。”（《容格著作集》第18卷，第183页） 
那么，什么又是“原型”或“原始意象”呢？容格认为它们是“最古老、最普遍的人类思维形式，它们既是情感又是思想”：
“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例如性的追逐，总是和集体无意识的原始意象有关。原始意象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碰到问题时相对
应的平衡和补偿的因素。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这种意象是几千年生存斗争和适应的经验的沉积物，生活中每一种意义巨大的
经验、每一种意义深远的冲突，都会重新唤起这种意象所积累的珍贵贮藏。”（同上，第16卷，第373页）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容格认为原型并非由遗传得来的观念，而是一种原始形式和心灵倾向。此即容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并不提
供“天赋的观念”，而是提供“观念的天赋的可能性”。容格进一步阐释道：“生活中有多少典型情境就有多少原型。这些经
验由于不断地重复而被镂刻在我们的心理结构中。这种镂刻，不是内容充实的意象形式，最初只是作为内容空白的形式，仅仅
代表一定类型的知觉和行为的可能性。当一种与特定原型相对应的情境出现时，这种原型就被激发，并不可抗拒地显现出来。
它像一种本能的冲动，冲破一切理智和意志而前进。”（Jung，p.44） 
容格的意思是，原型或原始意象与人类无数次的生活实践、事件、情境都具有内在联系，但它们又不是那些具体的实践、事
件、情境，而是从那些具体的实践、事件、情境积淀而成并且和其潜在的某种结构、形式相对应。这种原型或原始意象的结
构、形式一经受到与其相对应的某类实践、事件、情景亦即特定形象的刺激，就焕发出巨大的力量。因此，原型或原始意象之
发生作用，离不开具体的形象，后者甚至直接地成为它的象征。作为原型的形象表征，最典型的就是神话形象。容格指出：
“原始意象或者原型是一种形象（无论这形象是魔鬼，是一个人还是一个过程），它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生并且显现于创造性
幻想得到自由表现的任何地方。”(容格，1987年b，第120页)不仅如此，在容格的阐释中，集体无意识的原型还是人类全部精
神生活的决定性动力，一切哲学的、科学的概念都不过是原型概念的变种。 
容格对构成集体无意识的原型或原始意象的阐释无疑带有某种神秘性：集体无意识的原型抑或原始意象究竟是如何生成的，它
何以能对人类生活发挥决定性的影响，容格对这些问题都未能做出合理解释。但容格的下述基本看法仍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此即：客观的集体心理先于并决定着主观的个人心理。与此相联，容格坚决反对从个人生物本能出发阐释、解决人类精神问
题，而是认为人的精神作用影响着人的生物本能。有学者评价说：“容格将心理症从生物及本能中解放出来，并且为它赋予了
精神上的意义”（《容格的生平与心理分析学》，见容格，1987年a，第10页）这一评价公正地指出了容格集体无意识学说的理
论意义。 
二、容格的美学思想 
容格的精神分析理论特别是集体无意识学说，经常以神话作为重要论域，远古时代的神话成了容格阐释原始的集体无意识的最
佳范例，而远古的神话往往同时就是重要的文学艺术现象，以它们为载体流传下来的大量艺术形象成了容格所认定的原型（原
始意象）。容格由此进一步倾注了大量精力来分析文学艺术，提出了许多宝贵的美学见解。他的考察涉及艺术家、艺术作品、
艺术功能等诸多方面。 
1．艺术论 
首先应该指出，作为一位心理学家，作为一位关注人类精神问题的精神分析学家，容格不倦地探询着人类精神问题产生的原因
及其解决之道，他对艺术问题的探讨，目的端在于此。他认为：“既然心理学是一门研究精神历程的科学，其影响文学的可能
性当然是不成问题的，因为人类的心灵本是一切科学与艺术之母。我们期望，心理学的研究一方面可解释一件艺术作品是如何
形成的，另一方面亦可揭开促使一个人产生艺术创作才华的因素。”（同上，第231页） 
而这种期望的最终目的，恰巧是通过艺术来解决人类精神问题。容格认为，文明社会导致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意识与无意识
相冲突，从而使人发生精神分裂。为了解决人的精神分裂问题，必须使个体性与社会性、意识与无意识和谐交融，而个体性与
社会性、意识与无意识的和谐交融，需要通过集体无意识之潜能的充分发挥，艺术就正是充分发挥集体无意识之潜能的重要手
段或途径：“一种特别的灵丹妙药就是艺术，对艺术的分析表明这种看法是真实的。”（容格等，第361页）例如他认为矫正心
理疾患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运用艺术的“积极想象法”：“充分利用心灵创造象征物的能力，把潜意识的内涵，以文字、音
乐、绘画、油画、雕刻、舞蹈等方式表现出来，以消除心理上的不安现象。”（容格，1987年b，第155页） 
“潜意识的内涵”就是集体无意识的原型，当它体现于艺术作品中时，能发挥出一种强大的、深刻的、莫名的原始生命力，它
能纠正时代的情感偏向，医治时代的精神病症，使我们的心灵获得解脱，从而实现人性完满性的复归。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容格
对乔伊斯的代表作《尤利西斯》的分析。容格认为，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所渲染的阴暗、冷酷、衰败、怪诞恰好是对该作
品诞生之时多愁善感、萎靡柔弱的时代风气、没落情感的震撼与反拨。正是在这种震撼与反拨中救治了时代的精神病症，而这
种救治是对人类精神片面发展的纠偏补弊，体现了人性完满性的要求。他指出：“人类精神史的历程，便是要唤醒流淌在人类
血液中的记忆而达到向完整的人的复归。”（同上，第176页） 
容格关于艺术功能的阐释应说是别开生面的。他对艺术精神作用的强调固然出自对集体无意识之原型的神秘力量的渲染，如他
所说：“人类文化开创以来，智者、救星和救世主的原型意象就埋藏和蛰伏在人们的无意识中，一旦时代发生动乱，人类社会
陷入严重的错误，它就被重新唤醒……每当意识生活明显地具有片面性和某种虚伪倾向的时候，它们就被激活——甚至不妨说
是‘本能地’被激活——并显现于人们的梦境和艺术家先知者们的幻觉中，这样也就恢复了这一时代的心理平衡”（同上，第
143页），但他认为艺术可以通过精神的震撼、情感的激励来深刻地影响社会，引导时代、重塑人性，这一见解无疑是积极的、
值得重视的。 
容格美学思想中最具开创性的见解，是他对艺术家、艺术品、艺术创作与时代、社会之关系的分析。容格的分析当然还是从集
体无意识的基本理论出发，他由此十分重视艺术的社会意义：“艺术的社会意义在于继续不断地培养时代的精神，召唤时代所
缺乏的各种形式……艺术家抓住了这种从最深的无意识中产生出来的原型意象，把它纳入到与意识价值的关系之中，并按照当
代人的接受能力，使这种意象通过变形而为人们所能接受。”（《容格著作集》第15卷，第130页） 
由于强调集体无意识对艺术创作的决定性作用，容格在谈到作家与作品的关系时，提出了一种惊世骇俗的见解：“不是歌德创
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浮士德》是什么？它本质上是一个符号。这意思并不是说它所指出的东西都
是众所周知的隐喻，而是说它所表现的只是早就存在于德国人的灵魂中的一些深奥的东西，歌德只不过是帮助它产生出来而
已。”（容格，1987年b，第143页） 
容格的这一看似违背常识的见解实际上并不难理解，他所谓的“德国人的灵魂中的一些深奥的东西”就是指德国人的集体无意
识。由于是集体无意识暗中决定着作家的创作，作家不过是集体无意识借助作品获得表现的媒介，因此他的创作就不是出自自
己的自由意志，他不过是集体无意识的传声筒。这是容格对作家与作品关系的基本看法。如他在谈到乔伊斯时也说：“这位艺
术家就像所有的先知一样，是他那个时代的心理秘密的代言人。然而他是不自觉的，是无意识的，常常像一个梦游者一样。他
自以为是他在说话，然而促动着他说话的却是时代的精神。”（同上，第161页） 
容格强调，作为个人的艺术家与作为艺术家的个人是完全不同的。艺术家并不像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凭借个人意志、情感、思想
等进行自由创作，在这些表象背后，他不自觉地接受着时代精神的引领，归根结底是集体无意识的引领，他为此甚至要牺牲自
己的个人生活：“艺术家不能是拥有自由意志、寻找实现其个人目的的人，而是一个允许艺术通过他实现艺术目的的人。他作
为个人可能有喜怒哀乐、个人意志和个人目的，然而作为艺术家他却是更高意义上的人即‘集体的人’，是一个负荷并造就人
类无意识精神生活的人。为了行使这一艰难的使命，他有时必须牺牲个人幸福，牺牲普通人认为使生活值得一过的一切事
物。”（容格，1987年b，第141页） 
与此相联，容格特别重视所谓幻觉式的作品，因为它来自史前时代的原始经验，亦即集体无意识的原型初创之时：幻觉式的艺
术作品，“这是来自人类心灵深处的某种陌生的东西，它仿佛来自人类史前时代的深渊，又仿佛来自光明与黑暗对照的超人世
界。这是一种超越了人类理解力的原始经验，对于它，人类由于自己本身的软弱可以轻而易举地缴械投降。这种经验的价值和
力量来自它的无限强大，它从永恒的深渊中崛起，显得陌生、阴冷、多面、超凡、怪异。它是永恒的混沌中一个奇特的样本，
用尼采的话来说，是对人类的背叛。它彻底粉碎了我们人类的价值标准和美学形式的标准。”（同上，第129页）容格的结论



是：“艺术作品的本质在于它超越了个人生活领域而以艺术家的心灵向全人类的心灵说话。个人色彩在艺术中是一种局限甚至
是一种罪孽。”（同上，第140页） 
容格是美学史上第一位从心理分析的独特视角阐释艺术活动中时代精神、文化积淀、集体心理、历史传统决定性作用的思想
家，也是第一位十分明确地否定艺术家创作个性对艺术影响的思想家。他的见解的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神秘性也是毋庸讳言
的。但容格从“集体无意识”学说出发对艺术创作活动与艺术影响的独到阐释，却可说前无古人，具有重大的开创性意义与价
值，因此在美学史上理应占有独特的一席之地。 
2．审美论 
作为心理学家的容格尝言：“美学实质上是应用心理学。”（同上，第220页）除了艺术论之外，容格对审美问题的研究亦从心
理类型入手做了重要论述。容格认为，人类具有两种基本的心理类型，此即内倾型与外倾型。内倾型关注内心的幻想世界，外
倾型则关注外在的社会关系。与这两种心理类型相对应，人类也具有两种审美态度，即抽象与移情。具有内倾心理类型的人一
般地讲审美态度是抽象的；具有外倾心理类型的人一般地讲审美态度则是移情的。换句话说，抽象的审美态度是内倾的，移情
的审美态度则是外倾的。就社会成因来说，抽象的内倾的审美态度产生于人们对外在世界的恐惧、躲避，移情的外倾的审美态
度则产生于人们对外在世界的信任和亲和。 
作为一位具有重大影响、在心理学的许多方面都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的思想家，容格的美学思想亦充满了宝贵的独创性。他的美
学思想最突出、最富有个人特征的贡献，就是从“集体无意识”理论出发，对艺术活动、审美活动中集体的、历史的、民族的
因素的决定性作用的深刻分析。他的分析直到今天仍富于启发意义。例如当代中国的美学家就曾从容格对集体无意识的界定与
分析中受到有益启示，并将其与“积淀”理论相结合，从而充实了实践美学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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