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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1968）①

 

 

埃里克森（Erik Erikson，1902～1994）

 

 

 

【本书精要】：《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是埃里克森有关

同一性的理论集大成之作，系统探讨了同一性的概念、同一性

的心理健康意义以及自我同一性在生命周期中的地位和作用，

并试图用同一性的概念解释美国现代社会中的青少年问题、妇

女地位问题以及种族问题。 

 

【作者介绍】

 

埃里克森（Erik Erikson，1902～1994），现代精神分析理论

家之一。生于德国的法兰克福，在他出生前，父母就已经离

异，母亲随后嫁给了一名儿科医生。母亲和养父一直对他隐瞒

身世，所以当埃里克森知道真相时，就生成了他自己所提出的



“同一性危机”。对于这一术语，主要是指青少年对自我认识

上的一种心理危机，但埃里克森本人的危机既有心理上的也有

生理上的。据他自己宣称，他的危机直到加入美国籍后才得到

解决。 

埃里克森只受过大学预科教育。在中学时代他更多的学习了艺

术和多种语言，而不是生物和化学。他不喜欢正统的学术氛

围，所以，他没有去上大学，而是环游了欧洲，记录下了自己

的经历。经历一年的时间，他返回了德国，进入了一所艺术学

校。几年后，埃里克森开始对来维也纳弗洛伊德训练营的美国

孩子教授艺术和其他课程。从这时起，埃里克森进入了弗洛伊

德精神分析的圈子，并且结识了弗洛伊德一家和许多精神分析

的医生和专家。1933年，他来到美国，成为波士顿第一个儿童

分析学家，并且在哈佛医学院任职。1936年，他接受耶鲁大学

人际关系学院的邀请，在医学专业讲授儿童精神分析，1939年

至1944年参加了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伯克利分校儿童福利所的

“纵向儿童指导研究”，涉及人的生命周期各个发展阶段中的

冲突的解决和儿童游戏的性别差异等。他的富有特色的人格发

展渐成说，也是在这一阶段完成的。20世纪40年代他曾到印第

安人的苏族和尤洛克部落从事儿童的跨文化现场调查，1950

年，由于拒绝在所谓的“忠诚宣言”上签名，他辞去了在加利

福尼亚大学的工作。1951～1960年任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精神病

学教授，1960年起任哈佛大学人类发展学教授，直到1970年退

休。 

埃里克森一生著述丰富，主要有：《童年与社会》（1950，

1963）、《青年路德：一个精神分析和历史的研究》

（1958）、《同一性与生命周期》（1959）、《理解与责任》

（1964）、《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1968)、《新的同一性

维度》（1973）、《生命历史与历史时刻》（1975）、《游戏

与理由》（1977）、《生命周期的完成》（1982）等。 

【作品内容概述】

 

《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是埃里克森有关同一性的理论集大



成之作，出版于1968年。在埃里克森的体系中，同一性是一个

核心的概念。早在20世纪30年代埃里克森就提出有关同一性的

见解，5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于同一性的文章，60年代后

期，他将近20年来所写的有关同一性的文章做了整理和修订，

即为1968年出版的《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他在书的序言

中这样写道：“本书的每一章都是近20年来的一篇主要论文的

修订，再补充以大约同时所写的一些论文节录。”所以该书是

埃里克森有关同一性理论的重要著作，也就是这个原因，各章

节缺乏连续性，不免有重复之处。他认为此书可以看作是《青

年路德：一个精神分析和历史的研究》的姊妹篇，是《童年与

社会》一书的继续，本书对于同一性概念，有着更为深入的介

绍。 

全书共分8章，第1章为引言，对同一性的概念作了回顾；第

2、5章，着重从治疗的意义上对同一性的概念进行探讨；第

3、4章结合心理发展的8个阶段，阐述了自我同一性在各个阶

段中的地位和性质。第6～8章则运用同一性的概念探索了美国

现代社会中的青少年问题、妇女地位问题、以及种族同一性的

问题。下面对每章内容作依次的介绍，以便读者能够了解其主

要内容。 

第1章引论部分主要概述自我同一性概念是如何提出的。“同

一性危机”这个词的提出起源于二战期间的齐昂山退伍军人健

康诊所，为了一种特殊的临床目的而首次使用的。在战争造成

的伤员中，有一些病人，既不患有弹震症,也不是装病，而是

在战争的紧急状态中失去了个人同一性的历史连续性之感。他

们失去了中控制，自我内部控制机制的失灵。因此，就使用了

失去了自我同一性来命名这一病症。后来，观察表明，在具有

严重内心冲突的青少年身上，也同样出现自我同一性丧失，这

些人或是反抗社会，或是极度退缩，体现的是自我控制的崩

溃。 

自我同一性的提出，还与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密不可分

的联系有关。个人对自己的判断与他所认为的别人对他的判断

有密切关系，而后者又是依据个人与他人的类型学来比较的。

此外，个人的成长与其他人分不开，个人的经验的分化与丰富

是不断从自身扩展到与自己有重要意义的人，正如婴儿的心理



与母亲的心理学的会合，造成了人格的成长。最后，个人的成

长又与社会变化不可分割的，个人生命中的同一性危机与历史

危机总是有联系的。所以，同一性问题实际上要在精神分析的

生物学内容中纳入环境的、社会的分析。 

就现代根源而言，同一性概念提出的意义在于为人类在高科技

面前保持精神的独立和完整，不被高科技所异化。 

第2章主要从自我同一性与社会关系的角度，分析了同一性的

心理健康的意义。埃里克森利用临床资料主要探讨了3个问

题。（1）“集体同一性与自我同一性”。通过对原始社会儿

童游戏的考察，儿童的发展由于与身体的发展和文化的意义相

符合，与功能的快乐和社会的承认相一致，因而有助于形成现

实主义的自尊。这种自尊是逐渐生长的一种信念，认为自我能

够有效的整合成一个有形的集体性未来，认为它正发展成在社

会现实范围内一个组织得很好的自我。这一意义埃里克森称为

自我同一性。与此同时，埃里克森又提出个人同一性与自我同

一性的区别：个人同一性是指一个人对在时空存在的自我一致

性和连续性的知觉，以及别人认识到一个人的一致性和连续性

的知觉。而自我同一性是指，所涉及的不仅是存在的实事，而

且是这种存在的自我品质，也就是说，自我同一性在于一个人

个性的风格存在着一致性和连续性，而且与一个人在本社区内

在意义上与其有密切关系的别人的一致性和连续性相符合。

（2）“自我病理学和病理变化”。在这一部分，埃里克森列

举了若干大量的病例来说明治疗者必须对病人的自我正在搜寻

的特别选择物的历史背景有所理解。而且，他也接受了荣格的

“阿尼玛”、“阿尼姆斯”即一个男人的女性方面和一个女人

的男性方面的意象，以及“人格面具”中，一个微弱的自我似

乎是卖给了一个具有胁迫性的社会原型。埃里克森指出，一个

软弱的自我并不能从不断的支撑中获得根本的力量。一个坚强

的自我从坚强的社会获得了他同一性的一面，根本不需要任何

人处心积虑地人为夸张。精神分析对此所作出的贡献，其有效

性的唯一保证乃是其持续不已的人本主义的意图，而不仅是病

人对有限环境的适应，也不限于将临床经验应用于世人意识到

为原始恐惧所包围的人类潜能的目的。意识形态的内涵是利用

有关自我、人的检验新现实器官的概念工具的不可避免的历史

方式。（3）“自我理论和社会进步”。自我同一性的形成与



社会关系——父母或抚养者是分不开的。若要健康的幼稚自恋

残余保留下来，则母亲环境必须创造出一种爱，使儿童确信生

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是良好的。儿童起初获得了经验的连续感

和意志感后来形成了良心道德感，最后在青春期，青少年通过

将父母、教师、对自己的期望与自己的要求加以对比，形成了

内部的同一感。在3个过程中，父母作为权威，总在起潜移默

化的作用。 

第3章主要讨论自我同一性在人生8个周期中的地位及其表现。

第1个阶段是婴儿期与相互承认。人生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与弗

洛伊德提出的口腔期相对应，时间约从出生到一岁。在此阶

段，同母亲的互动产生经验，实际上就是社会经验。若母亲对

婴儿的态度是慈爱的，而且是经常的、一贯的、可靠的，则婴

儿会产生一种基本信任感；若母亲对待婴儿的态度是消极的、

拒绝的，则婴儿会产生不信任感，使婴儿体验到挫折、烦恼、

恐惧和怀疑。第2个阶段为儿童早期与表现自主的意识。这一

阶段发生在儿童出生后1～3年。在这个阶段，儿童的肌肉开始

成熟，言语的表达和动作模型的形成，构成了本阶段的普遍倾

向——保持与排除，儿童体验到了自主意志。但儿童的随心所

欲和父母的要求之间就造成一种冲突，使儿童陷入与父母的意

愿相矛盾之中。此时，若父母能采取理智和忍耐的态度，以循

序渐进的方式引导儿童的行为，让他能感觉到在自己控制自

己，这样就会形成一种自主感。此阶段的积极品质是“意

志”，意志是人的一种内在力量，是人自由选择、自我约束。

埃里克森认为本阶段人格发展表现是“我就是我所能自由意欲

的人。”第3阶段是儿童期与角色预期（4～6岁）。这个阶段

儿童活动更为灵巧，语言更为精炼，想象更为丰富。这时期的

共同特征为“侵入”，男孩表现为“追求“，女孩则以“捕

获”的形成出现。埃里克森认为，在这一阶段如果能给以儿童

鼓励、充分的自由，理解儿童，那么他们就会形成主动性，形

成一种叫做“目的”的积极品质。本阶段人格发展是“我一定

就是我所想象的那个我”。第4个阶段为学龄期与任务自居作

用。这个阶段的儿童为6～12岁。这时，儿童的交往范围大

了，由原来的家庭和家庭周围的环境扩展到学校、社会，交往

的对象由父母、同伴扩大到老师和同学。在学校里，儿童认真

学习各种知识，为将来走向社会做准备。教师在这个时期成为

儿童重要的影响人物。若儿童在学校里经常取得成功，并得到



鼓励和认可，那么勤奋感、胜任感就会就会进一步发展。反

之，如果儿童经常体会到失败和沮丧，如没有正确的引导，那

么就会产生自卑感。儿童如果能够战胜自卑感，则形成“能

力”的积极品质。本阶段的人格发展为:“我就是我所能学会

进行工作的我。”第5阶段是青年期，从12岁开始，到18岁左

右。这个阶段儿童向成人过渡，此时，儿童要把这些特征和以

往的经验着整合在一起，形成自我同一性，这需要一个合法延

缓期。同一性包括了:对个人未来的方向和个人独特性的意

识；对个人以往各种身份、各种自我形象的综合感；一种对异

性伴侣和爱的对象能做出明智选择的意识；一种对未来理想职

业的向往和作为社会负责成员的意识。埃里克森指出，本阶段

的个人危机和集体行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和相似之处。这

一时期，若不能形成自我同一性，则会产生角色混乱或同一性

危机。若危机得到解决，则会形成“忠诚”的积极品质。第6

个阶段为成人早期，从18到25岁。此时年轻人通过青春期的发

展，已经确立了稳定的自我同一性，其基本的矛盾为亲密感对

孤独感。第七个阶段为成人中期，约至60岁。主要的危机是繁

殖与停滞。繁殖主要的任务是生育和指导下一代，还包括文学

艺术、思想观念和物质产品的创造。繁殖的对立面是停滞，典

型的表现是缺乏创造性和人际关系贫乏。此阶段的积极品质是

关怀。第8个阶段为成人后期，直至死亡。这时，人生的基本

活动都已基本结束，在家安度晚年。如果认为自己一生的生活

是圆满的、有意义的，不惧怕死亡，这样的老人具有自我整合

感，是“智慧”和积极的品质。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不能坦然

面对一切的、陷于失望和绝望之中的，会对生活产生“无意义

感”。埃里克森认为，上述8个生命周期在各种社会都是普遍

存在的。 

第4章旨在分析自我同一性的对立面：同一性的混乱。埃里克

森认为，一个人要么在青少年期形成良好的自我同一性，要么

就形成同一性混乱。这种同一性混乱可表现为：（1）对时间

的混乱。它包括一种极大的紧迫感，同时对作为生活的一个维

度的时间却丧失了考虑。年轻人对命运、前途、计划、希望和

供养者都表示不信任，他们对自己的历史时间的连续性整合不

起来，出现倒退。（2）同一性意识混乱。也就是自主性混

乱，表现为一个人夸大了自我意识与别人看待他的形象的距

离。青年期的自我意识参照于同龄伙伴和权威的判断，更加注



重的是集体对于自我的肯定。我们可以看到青少年的那种敏感

性，在面对批评时会与对抗的现象相交替。（3）角色固着。

只固着于某一角色，反对其他角色的尝试，缺少灵活性。

（4）勤奋的混乱。其表现形式或是不能集中注意于所需要的

或被提出的任务，或是专心致志于一种自我破坏性的活动。

（5）性别的混乱。年轻人不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男是女，

结果是他因为容易受到譬如说来自同性团伙的压力而成为牺牲

品。（6）领导的混乱。青少年在同伴中充当领导者和追随者

时，往往在所承担的功能中发展惊人的预见性，向成人的职责

迈进了一大步，基于同样的原因，共同的理由也允许别人追随

或服从（而领袖自己也服从更高的首领），从而在幼稚超我中

建立起来的父母意象将会被抑制，被一连串有理想的有等级的

领袖意象所代替。（7）价值的混乱。各个时代都有以时显时

隐的意识形态向青少年所呈现的思想体系，如果没有这些意识

形态的信奉，不管“生命方式”所蕴含的意义如何，青少年总

经受着价值混乱的痛苦，这种混乱对某些人和社会都可构成危

险。 

在第5章，埃里克森又谈到自我同一性和环境的关系上，他认

为自我同一性“更接近于变化着的社会现实，因为他们可以按

照青少年的意识形态趋势来试验、挑选和整合那些来自童年的

心理社会危机的自我意象”。所以自我同一性与对现实社会的

良好适应有关，是一种根据现实要求而确立的理想自我。在本

章中埃里克森探讨了“自我”和“自身”这两个词的意义和区

别，讨论了环境对各个不同自我层次的影响。 

第6、7、8章以自我同一性危机理论为基础分别讨论了当代青

少年问题、当代妇女问题和当代种族问题。青年的问题实际上

就是忠诚问题，是自我追求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要给

于适当的延缓期。青年人总是忙忙碌碌，精力充沛，要去做一

些事，现实社会要从正面引导他们，否则他们就会走向反抗、

叛逆和反社会。 

在妇女解放运动领域，埃里克森也提出了一些见解。他认为，

核时代的特殊危险明显地把男性领导们带到了适应性的想象极

端，而在妇女解放运动领域一直更受道德热情的支配，男女平

等主义对妇女的独特性并不重视。他利用了有关游戏中的空间



现象，表现了男性和女性安排空间的2个原则，这2个原则与他

们的身体结构相符合，女孩子倾向于制造内部空间场景，男孩

子倾向于建造外部空间场景。那么，女性的心理也就相应的以

内心的空虚寂寞为特征。埃里克森强调，当谈及男女平等时不

能忽视这一事实。 

种族问题也可用自我同一性解释。埃里克森指出，黑人以及少

数民族青年人之所以犯罪率高，与他们的自我同一性与社会的

联系的特殊方式有关，它表明的是社会危机。如果社会一开始

就对少数民族歧视，他们的家庭教育及儿童的成长阶段，注定

会遇到更多的不利于自我发展的因素，他们的自力性、信任

感、勤奋感乃至自我同一性都会受到影响。埃里克森问道，什

么样的同一性才能胜任美国黑人承担的义务呢？他认为当今世

界最潜在的最广泛的和最有吸引力的同一性就是工艺技术的同

一性。他最后指出，我们真正的人本主义青少年继续把一种宗

教同一性成分扩张到种族关系中，因为在同一性的一切问题

中，将会包括人的技术努力和伦理的最终关怀范围内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