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潜意识的心络解剖 

                                                        朱美云 

        一、潜意识简述及简评 

        潜意识是精神分析学说及其治疗的一个最基本、最核心的概念。 

       潜意识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指人们对自己的一些行为的真正原因和动机不能意识到,另

一个是指人们在清醒的意识下面还有潜在的心理活动在进行着。 

       在作为后一个含义的潜意识之中,包含了各种为人类社会伦理道德、宗教法律所不能容

许的原始的、动物性的本能冲动以及与各种本能有关的欲望。它也是过去经验的大贮藏库。

这些无法得到满足的情感经验、本能欲望与冲动是被压抑到潜意识之中的,但它们并不肯安

分守己地呆在那里,而是在潜意识中积极地活动着,不断地寻找着出路,追求满足。 

       按弗洛伊德“心理过程主要是潜意识的”的断言，人的一切心理活动都主要是潜意识
的。那这个“潜意识”就是无所不含的心理大箩筐。 

       按“对自己不能意识到的行为的原因及动机就是潜意识”，那这个“潜意识”也是一
个心理大箩筐。 

       按潜意识“包含了各种为人类社会伦理道德、宗教法律所不能容许的原始的、动物性
的本能冲动以及与各种本能有关的欲望。它也是过去经验的大贮藏库”，那这个“潜意识”

还是一个心理大箩筐。 

       心理大箩筐的特点，使潜意识成了包罗万象的代名词；人不能意识到的特点，使潜意
识带上了浓厚的神秘色彩。 

      这种包罗万象的带有神秘色彩的概念，必然使人们陷入极大的心理误区：在神秘的面纱
下，把什么都可说成是潜意识的，且自己永远是正确的。这就使精神分析师们个个都似乎成

了能洞悉人们心灵的大师，因为他们凭精神分析的潜意识理论，怎么说你都是正确的。甚至

对同一心理现象，这个精神分析大师这样说、那个精神分析大师那样说都是正确的。甚至对

同一心理现象，同一个精神分析大师时而这样说、时而那样说也是正确的。 

      这种包罗万象的带有神秘色彩的概念，就很容易被一些骗子利用，成为他们欺骗世人、
忽悠社会的工具。事实上，现已有大量骗子披着精神分析的外衣，打着“开发潜意识”“重

建潜意识”等幌子，欺世盗名，把心理咨询界的某些地方搞得乌烟瘴气。 

        二、潜意识的心络解剖 

      笔者从大量的心理现象研究中发现，尤其是从大量心理咨询的实践中发现，人们确实存
在着大量个人欲望与社会道德冲突而被迫压抑的现象、自己对自己不理解的想法和做法、自

己不能自控的行为及情绪、自己不能记起的经历或往事。尤其是存在着大量自己无法解释的

心理现象。但这些不能以“潜意识”这种不确定的、不具体的、包罗万象的、带有神秘色彩

的概念来表达，而应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具体概括、具体陈述。所以，笔者决定从心络学角度

来对潜意识进行一番初步的解剖。 

  



 

 

                              

 
   心络学认为:心理系统其实就是心络系统（见上心络图）。它既要受欲望、性格、认知、

能力等众多心络要素的影响，还要受生理系统和外部系统的影响。人的心理与行为(包括梦)

是这三个系统相互影响的结果。 

   心络学认为:心络系统具有动力性。人的动力主要是源于心络。心络动力是人的根本动力。

心络动力源于心络中一些心络要素的动力，主要有欲望的动力，其次有性格的动力、认知的

动力、能力的动力、情绪情感的动力、兴趣的动力等。心络动力的总能量等于心络各要素动

力之总和。 

   从心络学的角度看，精神分析所说的潜意识的内容，相当于心络系统中“欲望”的内容。

所以，精神分析所说的心理动力即源自潜意识的动力，无非就是心络系统中欲望的动力。很

显然，这样的动力只是心理动力的一部分，而忽略了性格的动力、认知的动力、能力的动力、

情绪情感等的动力。 

   从心络学的角度看，潜意识并不存在。精神分析的潜意识是指人们对自己的一些行为的

真正原因和动机不能意识到，即便在清醒的意识下，还有潜在的心理活动在进行着。笔者承

认，人们有时确实存在连自己都不知道的、或不明白的、或不理解的、或不能控制的、或完

全遗忘的心理与行为。但那不是什么潜意识，而只是心理活动的一些常见现象。这些现象都

不过是心络系统和生理系统及外界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大多是心络要素及其相互作用

的反映。现简述如下： 

   一是个人欲望与现实的矛盾。每个人都有许多生理的、心理的和社会的欲望。欲望不能

满足，就会痛苦，一旦满足，就会快乐。人总是趋乐避苦的，所以总是千方百计去寻求满足。

但事实上因种种现实因素又很难都获得满足，这就形成了个人欲望与现实的矛盾与冲突，从

而导致了内心的焦虑与痛苦。欲望无法满足，且又无法违背现实，只好压抑。而压抑达到一

定程度又会痛苦。压抑有的还会演变为某些心理病或躯体病，这就使人更加痛苦。欲望具有

强大的心理能量，一量产生又是难以遏止的，所以总会直接或间接地演变为某些连自己都不

能理解的念头或行为，所以，每个人都深刻地体验着种种的痛苦和焦虑。但人们长期不明白、

不理解这些，于是就有了种种归因：有的归因于命运，有的归因于鬼神，有的归因于星座，

有的归因于属相，有的归因于出生日期，甚至有的归因于姓名或者风水等等。而精神分析则

把这些归因于潜意识作用的结果。需要说明的是，造成这些痛苦的欲望，人们大多都是自己

知道的，尽管有些因社会道德因素不好直接说出口。所谓的人们自己无法意识到的“潜意识

的欲望”是极少的。如精神分析家说得最多的性欲，人们几乎都是能意识到的。 

   二是性格的作用与影响。性格是从 0岁开始萌芽、到 18岁基本形成的。性格总是左右着

人们的想法、情绪和行为。而由性格因素产生的想法和行为，跟欲望一样，是很难改变的。

人的许多行为都是由性格决定的。而人们对这一点往往知之甚少。如某先生总是逃避，原因

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其自卑和依赖的性格造成的。有的行为难以改变，其实是因其性

格难以改变。如刚才所说的某先生总是逃避的行为，之所以难改变，就是因其自卑和依赖的



 

 

性格难改变。明知总是逃避不好，但自己就是改不了。他和父母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有些精

神分析师就说是因为潜意识的作用。其实，是自卑和依赖性格使然。 

   三是固有观念的作用与冲突。人从小到大，要受到各种观念的影响。这些观念中的一部

分会因种种原因而逐步形成固有观念。有些固有观念是互相矛盾的。如：同学或同事之间，

是应有情义的；同学或同事之间的竞争是正常的应该的。这两种正常的但矛盾的固有观念，

就常常使一些人困惑焦虑，不知所措。当选取任何一种观念行动时，内心深处都会有另一个

念头或声音出现。明明选择了这个观念，放弃了那个观念，但为什么无法控制自己呢？一些

精神分析师会说，这也是因潜意识的影响。其实，是固有观念冲突所致。 

   四是能力低下或缺失所致。人有无能力或能力的高与低，都会直接间接影响人的情绪与

行为。人的很多焦虑和恐惧都是能力问题引起的，并非是什么潜意识的冲突或早期的创伤。

如一个大学毕业生不敢去工作，成天呆在家里不敢出门，完全主要是因社会适应能力严重缺

乏。他什么都不能胜任，也无法与人相处，就是让他在单位什么工作都不做都不行。因为他

连自理能力都没有。在读大学时是靠母亲陪读，一日三餐都由母亲在租赁房里帮他做好，并

要送到桌上。曾靠父母关系去一单位工作,但只干了一天就回家了,因单位是吃伙食团，没人

帮他打饭。而且他也吃不下伙食团的饭，只能吃母亲为他做的饭。他明知自己都 25岁了，

应该去工作了，可内心有无数的声音在反对他工作。内心为什么有那么强大的力量在反对呢？

自己为什么不能支配自己呢？在其父母的求助下，一位心理咨询师上门为他做催眠，说是因

潜意识的支配力量太强大了，只有在催眠状态下才能快速解决潜意识问题，并声称要在其潜

意识里植入强大的自信。结果呢，当场有点效果，即该生大声说出了“我很自信了！我什么

都不怕了！”的豪言壮语。这些话是该生从来没说过、也从来说不出来的。可到第二天，一

切如故。那位心理咨询师说潜意识的问题不是一下能处理的，需要多次做催眠。可后来做了

很多次，最后该生连最初所说的那些所谓很自信的话都说不出来了。该生最后在父母的陪同

下到了笔者心理咨询所。笔者鼓励其学做家务提高自理能力，鼓励其逐步与人交往提高人际

交往能力，鼓励其去种种行业打工提高社会适应能力，最终使之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什

么“潜意识”问题，分明主要就是能力缺乏或低下的问题！ 

   五是情绪的影响。情绪会严重影响人的理智与行为。当情绪达到一定程度时，理智会完

全丧失。很多冲动性行为，实际是情绪冲动的结果。情绪也具有强大的力量。当达到一定程

度时，就完全无法控制。情绪的产生与欲望、性格、能力、认知等很多因素相关。但无论什

么因素导致的情绪，只要达到某种程度，就是人的理智和意志无法抗拒的。但很多人不理解

这是为什么，尤其不理解自己为什么会产生那样强烈的情绪。对此，一些精神分析师就说：

那是潜意识在支配着你。事实是，当情绪平静下来时，那些行为就随之而停止。所谓的“潜

意识”，在这里无非就是情绪而已。 

   六是注意的影响。注意会严重影响人心理与行为的指向。当注意某些对象时，这些对象

就会成为心理活动的主要内容，从而导致相应的一系列反应。当某些对象不被关注时，这些

对象内容就会被忽略，甚至让人觉得并不存在。无数事实证明，当注意尤其是高度注意某些

对象时，必然无法注意其它某些对象。这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所以说，在无法集中注意

力的背后，往往有其它过度的注意。然而在一些精神分析师那里，却认为是潜意识所致：你

想集中注意力，这只是你意识的要求和愿望，但潜意识不答应；潜意识的力量是强大的，所

以你无法集中注意力；只有解决了潜意识的问题，你的注意力才能集中起来。于是就要搞什

么自由联想，挖掘早期心灵创伤，或者解梦，或者催眠等等。现在有些搞注意力培训的，就

是以“开发潜意识”或“重建潜意识”的名义在进行。 

   七是记忆的影响。记忆是意识的前提之一。完全记不住的东西，就很难成为意识的主要

内容。人的记忆力都是有限的。事实上有很多东西是无法记住的。遗忘是常见的心理现象。

由于这些，就会使人有很多东西在某种情况下就意识不到。近事遗忘会让人意识不到自己刚

刚亲自做的事情，难道这意识不到的也是潜意识？顺行性遗忘会让人意识不到事件发生以后

的事情，逆行性遗忘会让人意识不到事件发生以前的事情，选择性遗忘会让人意识不到自己

亲历的某些特定的事件内容，难道这些意识不到的也都是潜意识？在心络学看来，这些就是

记忆问题，并不是什么潜意识问题。 

   八是兴趣的影响。每个人都有自己感兴趣和不感兴趣的东西。感兴趣的对象或内容会意

识清晰，印象深刻，久久不忘，往往会成为个人意识的中心。不感兴趣的对象或内容则相反。

对同一对象和内容，不同的人因兴趣各异而意识状态各异。有些人对某些对象和内容因根本



 

 

不感兴趣而完全意识不到，甚至会视而无见，听而无闻。对他们来说，这些意识不到的难道

也是潜意识？笔者相信弗洛伊德在他的经历中也有一些他不感兴趣的东西。那些他不感兴趣

的东西在经过一段时间后甚至就在很短的几天内、几小时内就可能意识不到了，那这些意识

不到了的是不是也是潜意识？如果说是，那潜意识在这里无非就是不感兴趣的代名词。 

   九是意志的影响。意志状态也会严重影响人的心理与行为。自觉性差的往往行为被动，

自律性差的往往随心所欲，果断性差的往往犹豫不决，恒久性差的往往不时放弃。一位年满

42岁的男性一直在“啃老”。他从小到大的志向是要干一番为民族振兴的大事。可长期都

是起床困难，什么事都不想干，做简单的事都很困难，有时觉得吃饭都很麻烦。在十三、四

岁时还经常是母亲喂饭。现经常不刷牙，不洗澡。检查身体无数次，都无器质性问题。他认

为自己有心理障碍，还自学心理学。在一职业培训机构负责人的建议下，参加了心理咨询师

职业资格培训班。一位讲精神分析的心理学教师听了他的情况后，认为这是严重受潜意识支

配影响的典型个案，无论怎样努力，自己的意识都不能战胜潜意识的强大支配作用，必须从

潜意识的深处去解决问题。可为他做了精神分析的种种治疗，其中最多的是解梦和催眠，可

几乎没用，最后连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的统考也没参加。最让他苦恼的是，没做精神分析治

疗前，自己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其父母认为他主要就是懒惰、依赖。精神分析治疗后，

那位心理学教师认为他有太多太多潜意识方面的问题，其中好多问题是他父母问题甚至他家

族问题的延伸和演变，可这些问题又没有相应的解决办法，于是陷入了更深的痛苦和绝望。

笔者也在那培训机构为那里的学员讲《变态心理学》。详细了解其问题后，笔者认为:其主

要问题是意志缺乏，表现为极端懒散；其次是能力低下；再次是欲望过高太不现实；四是性

格既自卑又自恋。所以笔者给他的建议是首先行动，而行动的第一步是修勤克懒。笔者处理

过无数的类似个案，深感意志缺乏或意志减退会怎样严重地影响人的心理与行为。笔者还专

门写过一首《关于懒》的咨治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懒是烂掉人生的腐蚀剂，懒是摧毁

命运的原子弹”，并认为“单纯型精神分裂症也是因为懒”。类似个案的问题，主要都是意

志缺乏或意志薄弱或意志减退的问题，根本不是什么潜意识的问题。 

   十是人际关系的影响。人际关系中的行为，既是人与人心理与行为互动的结果，也是他

们之间关系的条件反射。这种条件反射是自动自发的，有时还是不由自主的。如：一位 25

岁的漂亮姑娘，在公众场合温文尔雅，举止优美，人见人赞；在单位领导面前，总是沉默寡

言，面带微笑；在同事面前，总是一脸严肃，言语傲慢；回到家里，对父母总是命令喝斥，

动不动就大发雷霆，甚至毁物打人。她有时也觉得不应这样对待父母和同事，但自己就是无

法控制，总觉得还有另一个自我在支配自己。我们也常常见到这样的现象：有些人对至亲最

无理最无情，而对陌生人却彬彬有礼，有义有情。为什么？有些精神分析师就会认为是潜意

识支配的结果。如果要做治疗，他们一定是去挖掘早期的经历，尤其是家庭甚至家族的种种

情况。其实，这是人与人在种种条件下形成的“自动关系”或“习惯关系”的反映。因为父

母在与其长期的相处中，总是将就、放任、宽容、无条件施爱，就使她总是随心所欲，为所

欲为，这就逐步形成了她在父母面前可以随时放纵任性的“自动关系”。这种“自动关系”

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所以笔者也称之为“习惯关系”。她和领导、和同事、和其他人之

间所表现出来的固有言行，其实也是这种“自动关系”的反映，而决非是什么潜意识的反映。

如果硬要说是潜意识的反映，那潜意识在这里其实就是“自动关系”。 

   十一是行为习惯的影响。行为是种种心络要素和生理系统及外界系统影响的结果。在众

多的行为中，有一种行为是习惯性行为，即一种自动自发的不由自主的或条件反射似的行为。

因此，也可称之为行为习惯。我们一进办公室，一进会场，一进娱乐场所，一进家门……都

会有自己相应的一些固有行为或动作。如果问：你为什么有这样的行为？你很可能回答是不

知道。如果问：你进办公室后的行为和进家门后的行为为什么又不一样？你很可能回答还是

不知道。其实，这就是你的行为习惯。行为习惯是在长期的不知不觉的过程中形成的，所以

你没注意，甚至觉察不到。可有的精神分析师却会用大师的口吻告诉你：这就是你的潜意识

行为！人的行为习惯太多了，而你却既不能觉察又不能解释，所以当精神分析师说你所有的

行为其实都是潜意识的结果时，你很可能完全相信，甚至坚信。 

   十二是外部刺激的沉淀与泛化。外部世界的种种因素比如种种事件,时时都在影响人的心

络系统和生理系统。这些影响有的是深刻的,会在大脑皮层中沉淀下来,成为深深的印痕,甚

至成为不可磨灭的创伤。随着无数信息的重叠积压,这些印痕会被深深地覆盖，从而成为不

被人们所意识的或完全被遗忘的东西。但到某些事件发生时,尤其是类似事件再发生时,这些



 

 

印痕会被激活,从而导致相应的情绪和行为再度出现。如许许多多的恐惧,往往都与过去的这

些创伤有关。而且，这些印痕或创伤在种种因素影响下还可能出现泛化现象。当泛化现象,

尤其是一二再、再二三的泛化现象出现后,最原初的外部刺激及印痕就很难被人意识到觉察

到了。如果说这就是潜意识的话，那么潜意识在这里就是这么回事儿。 

    除上述外，还有态度的影响、感知的影响、遗传的影响等等。    

    从上述可以看出，人们自己不能意识到的不能理解的但又确实支配着自己行为的因素，

有时是欲望，有时是性格，有时是固有观念，有时是能力，有时是情绪，有时是注意，有时

是记忆，有时是兴趣，有时是意志，有时是人际关系中的自动关系，有时是行为习惯，有时

是态度，有时是感知。这些，还只是孤立地去看待和分析的。其实，心络系统中的这些要素,

是相互影响的，且具有传导性。经相互影响和传导后而形成的种种心理与行为，更会让人摸

不着头脑。即便是熟知心络学的人，也要通过现象而找多种原因，进而找到多种原因之间的

关系及其症结，最后形成“病因结构图”，才能看清问题的真相及其实质。不知心络学的心

理学家，也很可能无法这样去看清问题的真相和实质，而自己也无法解释所谓的潜意识现象，

所以也只好承认有潜意识,甚至赞同和拥护潜意识主张。 

    人们自己不能意识到的不能理解的但又确实支配着自己行为的因素，除心络系统中的种

种要素外,其实还有外界系统的和生理系统的,如上述提到的过去外部刺激的沉淀与泛化、遗

传等。 

    总之，从心络学的观点看,潜意识并不存在。如果硬要说其存在,都不过是心络系统和生

理系统及外界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大多是心络要素及其相互作用的反映。把那么多正

常的其实都是能意识到的只是暂时不能意识到的内容都说成是潜意识的，这就充分说明潜意

识就是一个心理大箩筐，把只要意识不到的、哪怕是暂时意识不到的东西都统统往里装。上

面的简单阐述,就是对潜意识的简单解剖。 

    需要强调是:人的心理活动是有主有次不断移位和转化的。当某一内容成为重要内容时，

就会占据心理平台的中心并处于最表层，而其它的内容就会移位，处于平台的非中心或下层。

各种心理内容都是这样根据心络要素以及生理系统、外界系统的不同情况而不断转化的。从

这个意义上讲，处于中心地位的或最表层的内容，就是精神分析学说中的“意识”，那些处

于最边缘的或最下层的内容就是“潜意识”，处于“意识”和“潜意识”中间地带的就是“前

意识”。所以从心络学的角度看，所谓的潜意识根本不存在。就算存在，其内容也无非就是

那些暂时没处于心理平台中心的或最表层的心理内容。而这些内容无非就是上述的十多种因

素。 

点此可见原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132a850102vtw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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