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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我”看似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但实际上其含义非常复杂。精神分析对自我的研究经历了长期的发展

过程，最具代表性的分别是弗洛伊德、自我心理学和拉康的自我观。从“本我–自我–超我”的心理结

构到自我防御机制，再到镜像自我，反映了精神分析对自我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当今青年面对多元

价值观的冲击和社会竞争的压力，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下构建自我，成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精神分

析对自我的研究，提供了深入理解自我的方式，有助于青年人构建强大的自我，保持心理的平衡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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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go” seems to be a simple concept, but in fact, its meaning is very complex. The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ego has gone through a long process of development, and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ones are Freud’s ego psychology and Lacan’s view of the ego. From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Id-Ego-Superego” to the mechanisms of defense and then to the mirror ego, it reflects the deep-
ening process of psychoanalysis’s understanding of the ego. In the face of diverse values and the 
pressures of social competition, how to construct oneself and become a person of worth has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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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 a profound question for today’s youth. Psychoanalysis provides a profound way of under-
standing the self, aiding young people in constructing a strong ego and maintaining psychological 
balance and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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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我是一个不言而喻的概念。1每个人都会说“我”，每个人也都相信自己具有一个自我。但在弗洛

伊德和后继的精神分析心理学者看来，自我是一个需要分析和探索的谜题，与人们日常所熟悉的自我概

念相去甚远。正如黑格尔所言，熟知并非真知，构建一个健康平衡的自我并不简单。而青年作为刚刚走

进社会的一群人，往往在自我问题上最不成熟，最需指导。因此，精神分析的自我研究对青年如何构建

自我，适应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从历史上看，精神分析对自我的研究经历了长期的争辩与发展过程，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分别是弗

洛伊德、自我心理学和拉康对自我的诠释。这些观点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我

们分别对其进行详细介绍。 

2. 弗洛伊德的自我观 

在解释弗洛伊德的自我概念之前，我们需要先绕路经过无意识。弗洛伊德将心理结构划分为三部分，

意识、前意识与无意识。其中意识就是现有的自我意识，而前意识指可以进入意识但尚未进入意识的部

分，最后无意识则是指本能欲望或本能需要的储藏处，它们要求获得满足。从动力学上看，意识与无意

识总是持续冲突的，心灵中的无意识材料总是被压抑在意识之外，而无意识的欲望总是挣扎着试图获得

满足。在此意义上，人们日常熟知的“潜意识”这一译名是不准确的，因为一方面这种理解忽略了无意

识与意识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无意识也绝非潜入深处的意识，而是一种与意识相异质的存在。 
弗洛伊德的自我是这种冲突的见证者，或者说，自我正是心灵中冲突发生的场所。在《自我与本我》

一书中，弗洛伊德对人的心理结构作出了另一种地形学上的划分，即本我、自我与超我。本我追求的即

时即刻获得满足，代表人的生理性欲望；自我是协调本能要求和社会现实之间冲突的机构；超我则是人

在社会交往中内化的社会道德规范。(邓远萍，2023)具体来说，本我基本上是无意识的，遵循快乐原则；

而自我则负责对各种无意识的欲望进行节制。为了说明这种划分的含义，弗洛伊德提出了一个比喻：自

我与本我的关系就像马背上的人，自我必须牵制着马的优势力量，但与骑手不同的是，自我使用的力量

是一种借来的力量。而且自我的这种掌控力是有限的，它不得不允许本我想要走向它想要去的地方。 
这种借来的力量就是超我或自我理想。按弗洛伊德的观点，超我来源于对俄狄浦斯情结的压抑。所

谓俄狄浦斯情结，是指孩子初期对母亲怀有深厚的依恋情感，渴望成为母亲心中独一无二且深受宠爱的

对象的一种心理情结。但这种情结是不可维持的，父亲形象的出现打断了这一过程。父亲的存在使得孩

子发现自己无法占有母亲全部的爱，他必须听从父亲的命令，以期在未来能够得到类似于母亲的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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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讨论的自我概念较为宽泛，并不仅仅指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的一部分。在一般讨论时，不对自我作 ego 与 self 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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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孩子被迫认同父亲，认同于父亲制定的规则，也就是社会道德的法则，由此超我就从自我中分化出

来。 
尽管超我代表道德原则，似乎是人最文明最高尚的部分，但弗洛伊德对超我却并不是持肯定的态度。

这是由于超我使我们在违背规则时感到内疚，但这种罪恶感有时会超出它本应的范围。弗洛伊德发现，

在分析临近结尾时，一些看起来马上会康复的病人会产生一种罪恶感，它在病情中获得满足并且拒绝放

弃接受惩罚。这种抗拒现象给精神分析的治疗带来了很大的阻碍，弗洛伊德特别指出，在强迫性神经症

和忧郁症的情况下，自我理想“表现得特别严厉，经常以残酷的方式激烈地反对自我”。(弗洛伊德，2011)
因此，超我的问题并不是其过于宽容，放过了自我的过错，而是相反，对自我过于严厉并导致了精神疾

病的产生。 
因此可以认为，弗洛伊德的自我位于相当可怜的位置上，注定要为心理的平衡付出巨大的努力。弗

洛伊德在《精神人格的解剖》一文中说：“可怜的自我还有更糟糕的事情：它为三个严厉的主人服务，

并尽其所能使他们的宣告和要求彼此和谐。这些宣告总是有分歧，而且常常看起来互不相容，无怪乎自

我常常无法完成它的任务。它的三个专制主人是外部世界、超我和本我。”(Freud, 1964)自我要处理外部

世界的客观限制与本我的要求的冲突，同时又要避免违反超我的法则而导致内疚。在同一篇文章的末尾，

弗洛伊德提出精神分析的目标正是对自我的保护：“事实上，它的目的是加强自我，使它更独立于超我，

扩大它的感知领域，扩大它的组织，这样它就可以占用本我的新部分。”(Freud, 1964)换言之，精神分析

目的在于使自我能够胜任它满足本我要求的任务，并将之纳入为自我的一部分，并且尽可能免于受到超

我过度的苛责。 

3. 自我心理学的自我观 

弗洛伊德逝世后，以安娜·弗洛伊德和哈特曼为代表的新弗洛伊德主义继承了弗洛伊德对自我的关

注。不过与弗洛伊德将自我视为本我的仆从不同的是，自我心理学派的自我更具有独立性。安娜认为，

精神分析的努力正是为了修复自我的异常表现并恢复自我的完整性。同时，要想了解本我与超我，也必

须通过自我的媒介。(杨慧芳，王礼军，2016) 
安娜在自我心理学上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其对防御机制的分析。1936 年，安娜发表了《自我与防御机

制》一书，系统总结和扩展了自我的防御机制的功能。所谓防御，指的是自我应对痛苦的或无法忍受的

意象和情感的功能。(安娜，2018)安娜总结了十种防御机制，分别是压抑、退行、反向形成、隔离、抵消、

投射、内投、转向自身、反转和升华。其中，被弗洛伊德详细研究的压抑占据了非常特殊的地位。压抑

指的是将冲突的或痛苦的冲动、思想、观念或情感阻挡在意识之外，保持为无意识的防御机制。相对于

其他防御机制，压抑更为强大，能够防御更强烈的本能冲动，并且往往与其他防御机制进行合作。但代

价是压抑更为危险，正如安娜所说：“自我通过意识的消除将整个情感和本能的生活分离出去，必定会

破坏人格的完整性。”(安娜，2018) 
在安娜看来，对自我防御机制的认识使得精神分析获得了更多的着力点。在分析的过程中，防御可

以得到追溯，促使被防御的本能冲动和情感回归意识，从而使得自我和超我之间获得沟通。由于超我减

弱了对自我不合理的压迫，自我对超我的焦虑因此减少，便也不再需要呈现为病理性结果的防御机制继

续发挥作用。 
哈特曼是另一位在自我问题上向前走了一大步的心理学家。他将自我进一步从本我的控制中独立出

来，这也标志着自我心理学的正式形成。具体来说，哈特曼的自我观主要包括三点。第一，自我与自己

不同。哈特曼认为自己是“我”的觉知对象，是一个经验的复合体，包括身体、人格、社会角色等。弗

洛伊德的自我力比多，指的也是指向自己的力比多。而自我是压抑本我的心理结构或机能，离开机能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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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谓自我。(刘翔平，1991)第二，自我具有适应能力。自我以现实关系为中心构建了一个系统，包括知

觉、思维、活动、防御和适应等机能。而适应是其中最重要的机能，它促使人们改变环境或者改变自身

的心理生活。因此，哈特曼称自我为“适应的特殊器官”。第三，自我独立起源。弗洛伊德认为自我是

在心理结构分化之后才出现的，人最初具有的只有主管本能的本我。而哈特曼认为，人不只是只知道追

求快乐，而是在一开始也懂得要适应环境。在成长过程中，自我在人格结构中始终具有自主性，它不受

本我的控制且能影响本我的发展。 
总体而言，自我心理学家的自我概念更多地削弱了生物性本能的对自我的影响，使之获得独立地位。

这也使得自我这一概念更适应环境，能够与社会产生直接的联系，以满足分析实践中的需求。自我心理

学在国际精神分析学界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成为主流的精神分析思想。但在自我心理学如日中天时，学

界出现了一位名为拉康的反对者。 

4. 拉康的自我观 

拉康是以“回到弗洛伊德”为口号登上精神分析的历史舞台的。对拉康而言，被自我心理学所忽视

和误认的例如本能(拉康认为弗洛伊德的德语术语 Trieb 概念并不是纯粹生物性的，而是介于生理和心理

之间的对象，因此他称之为驱力或冲动)和无意识概念才是弗洛伊德理论的核心。(张腾，刘振，2022)精
神分析运动应该“回到弗洛伊德”，重读弗洛伊德的文本，重思弗洛伊德的问题，而不是仅仅抓住表自

我的表现与症状的消失。自我心理学以强调自我的方式展开分析，看似实现了症状的消除，却有用分析

师的自我为样本重塑患者自我的嫌疑，这无疑是对患者过往经历与人格尊严的否定。因此自我心理学遭

到了拉康明确的反对。 
不难想见，拉康的自我概念与自我心理学的自我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有一点相同的是，他们都对

“我”进行了区分。拉康借来哲学中的术语，将“我”区分为自我与主体。用拉康自己的话说，弗洛伊

德之所以写《自我与本我》，是“为了保持无意识的真正主体与由一系列异化的认同在其核心中构成的

自我之间的根本区别”。(Fink, 2004)接下来我们分别阐述这两个术语的含义。 
首先是拉康的“自我”。拉康的自我概念必须结合他的提出的“镜像阶段”来理解。拉康认为，婴

儿刚出生时是没有自我的，其感知也是破碎和零乱的。在婴儿尚且不能完全掌控身体时，其视觉能力却

足以看到镜中完整的身体形象。婴儿认为这个形象是完满的，和他的父母一样协调且有支配事物的能力。

而父母的话语也不断为这个形象增添着内容，促使孩子相信这个镜像就是他。因此，孩子对这一镜像产

生了认同，而这种镜像认同建构起来的整体性的形象就是自我。(张忠，2015)拉康称这种认同是想象性的，

是因为“我”实际上并不是这个镜像。举例而言，当自己的照片被人撕毁，每一个人都会感到非常的不

适。照片事实上与作为一种存在的我并无关系，但正是因为我们认为“自我”这个美好的形象被破坏了，

我们会感到被深深地冒犯。 
因此，拉康并没有把自我视为精神分析需要维护的东西，相反，越是强调自我越加深了患者对自我

的误认。不存在被误解的自我形象之下的真正自我，因为自我本身就是误认。如果患者的自我被固定下

来，它将抵制任何成长与改变，并阻碍患者欲望的辩证运动。当然，拉康并不认为人应该消灭自我，而

是应该对自我持一种开放和自由的态度。 
接下来是拉康的“主体”概念。拉康的主体指的就是将自己误认为镜像的“我”，因此这个“我”

并不是那个经验性的“自我”，而是真正的“我”。在拉康看来，主体是一种言说存在，是语言运作的

结果，人是在接受语言秩序之后才成为主体的。构成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滑动的，也就是说，某

个语音究竟指向于哪种意思是无法确定的。就像“苹果”既可以指一种水果，也可指手机品牌，甚至还

可以指代更多的含义。将意义固定下来的过程正是学习语言的过程，主体也因此出现。但在这一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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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词取代了所指代的物，物原本的活生生的存在就被牺牲掉了。对人而言亦是如此。人本身的生理性

和内在驱力被人自己遗忘，人在象征秩序中的身份而非其生存状态本身成为人关注的焦点。 
这也引出来拉康对主体的另一重规定，即主体是分裂的主体。拉康认为主体在自我与无意识之间分

裂，这种分裂同时也是“思”与“在”的分裂：一方面，在无意识中，唯有无意识的思维在运作，具有

自我意识的“我”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在经验性的“在”的自我那里，并没有一个“我”在“思”，

因为真正在思想的乃是无意识。(吴琼，2011)拉康用符号＄来标志主体，其用意在于主体是被划分的，是

受到阻碍的，不存在完整的以 S 为标志的主体。 
最后，主体的地位是伦理性的。拉康眼中的主体其使命就在于承担自己无意识欲望的真相。人的心

理结构中最核心的是无意识，但无意识本身是由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存在的能指系统所决定的，它相对我

们自己而言是一个他者。因此，拉康说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主体性的核心是一个外来之物。我们不能

抛弃无意识去寻找另一个真正的“我”，相反，我们应该倾听无意识的话语，理解无意识为我们指出的

方向，承担无意识赋予我们的责任。 
总体来说，拉康的自我与主体是对弗洛伊德的自我概念的继承与发展。其贡献在于，一方面拉康将

无意识与本我更多的放在了语言秩序的框架内，克服了对无意识的生物性理解，揭示了人的精神结构发

展中语言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拉康完善了弗洛伊德关于自我形象，自我力比多的理论构建，确定了

自我作为一种想象性存在的位置。拉康最终的目的与弗洛伊德是一致的，他们都致力于让那个原本“异

在”的无意识的欲望被看到与觉察，使得它成为自己的一部分。而自我心理学的问题即在于过分强调了

“我”的主体地位，忽视了“我”的无意识基础。(卢毅，2023) 

5. 精神分析与当代青年自我的构建 

青年是个人心理走向成熟，建构完整自我的时期，在人生中占有重要位置。当今青年获得了较父辈

更加优渥的生活条件，但面对社会结构的快速变迁，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发展，心理上的迷茫与泛抑郁情

绪却有增无减。(于志强，2024)据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发布的《2022 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在抑郁症

发病群体的年龄分布中，18 至 24 岁的人群占比 35.32%，25 至 30 岁的人群占比 16.82%，总数相加已然

过半。另一方面，例如“内卷”“躺平”“佛系”等词汇成为网络流行词语，仿佛青年人失去了活力。

许多年轻人看不到未来在何方，只好得过且过。(付茜茜，2024)精神分析对自我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把握

这一问题的根源。 
从精神分析的视角看来，青年的外在消极表现并不是由于个人道德品质低下，它实质上反映了其内

在的心理冲突。第一，青年普遍存在着自我理想与理想自我的错位。理想自我指的是主体所认同的镜中

形象，而自我理想乃是主体从社会这一他者视角对自我的期许，也即弗洛伊德的超我。许多年轻人刚刚

从学校毕业，对社会运行规则并不熟悉，自我理想的设定标准太高。青年人往往默认自己应该获得较高

的社会地位，从事体面的工作，而当其自我形象无法符合其设想时，他们便会感到深深的焦虑。在这一

过程中，安娜所描述的自我防御机制就会启动，例如沉迷于游戏，疯狂追星等不合理性的行为正是其表

现。第二，青年经常处于压抑状态，无意识的欲望常常得不到满足。由于社会上学业与工作压力的增大，

青年经常缺乏休息与放松的时间。当无意识的要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其结果是无意识以一种破坏性力量

出现。由于人们认识不到无意识的重要地位，面对出现的症状经常选择忍耐，从而加剧了症状的严重性。 
以弗洛伊德的视角，这两种冲突分别是自我与超我，自我与本我的冲突。对任何存在心理不适问题

的人来说，参与心理咨询都是正确且有益的。而在寻求专业医师的帮助之外，青年人也可以从以下三个

方面构建自我：一是承认自我内在的冲突性。正如上文所述，自我并非完满，而是处于动态的冲突中的，

这是每个人心理中存在的客观现象。看似奇怪的心理现象，实质上可能是自我防御机制。唯有承认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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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调节冲突，使得自我处于相对的平衡状态。二是建立客观且开放的自我评价。自我形象本身是一种

暂时的认同，它应当随着人的变化而调整。而自我理想作为一个社会性的评价目标，不应当设立过高，

而应符合自己的客观实际情况。三是承担无意识的欲望责任。对弗洛伊德和拉康而言，精神分析的最终

目标并不仅仅是让患者恢复正常生活，融入社会，而是进一步实现其无意识的欲望。在精神分析的语境

中，践行无意识的欲望等同于主体的伦理责任或人的生命价值。某种程度上说，精神分析让人了解自我

的最终目的在于让人遗忘自我，走向自我的真正来源——他者。从主观视角来看，“我”并不重要，重

要的是无意识欲望向我指出的事业，而从客观视角看，正是在为事业的奋斗过程中，“我”反而获得了

独特的自我形象。由此最终实现了自我与社会的辩证统一。 

6. 结语 

综上，精神分析对自我的研究对当代青年认识自我构建自我而言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尽管弗洛伊德

建立精神分析这一理论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其不断涌现的理论阐释仍然在不断增进我们的对自我的认识。

继续深入对自我的研究，有助于当代青年保持心理健康，适应社会变化，实现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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