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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三部分，分别论述了情绪心理学的研究发展和理论基础；情绪的发生、分化与社会化；
情绪心理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力求介绍完整、准确，涵盖最新研究结果，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情绪心理学的论著
之一。
本书是一部较为全面系统论述情绪心理的极有价值的综合性著作。
它力图揭示人的快乐与悲伤、期望与失望以及爱恋与淡漠、愤怒与恐惧、忧郁与焦虑等情感变化的奥
秘。
它介绍了世界上四十来位有代表性的情绪理论家的学说，并分别就情绪的内部生理、外部行为、主观
体验、认知的作用、面部身体上的表达、情绪的发展及变态情绪等作了总结性描述。
它在内容上既照顾到历史发展，又包含有新近成果。
既介绍了重要的理论发展，又囊括了它依据的主要及典型的实验资料；因而内容翔实，材料丰富，不
仅对于心理学研究，而且对于哲学、美学、文学、艺术、医学、教育等各学科研究也有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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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心理分析学派的情绪理论 精神分析既是一种神经症的心理治疗方法，又是
在医疗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一种心理学理论。
经过20年的思考和经验积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成为一门系统的精湛理论。
这一理论从外显和内隐的方面描述了内驱力、感情、冲突、心理和人格等现象。
可被用来解释神经症和心理异常的起源和发展。
从情绪的角度看，弗洛伊德把情绪放置在他的基本概念中，也就是把情绪放在内驱力和无意识的框架
之内的。
 专栏 1895年，弗洛伊德出版了《癔病研究》一书。
这本书为他此后提出的情绪学说打下基础。
弗洛伊德发现，癔病患者在某些精神创伤发生之后，常常有感觉缺失和动作麻痹等症状。
这些病人在经过催眠暗示的治疗之后，癔病症状可以得到缓解。
在这本书里还有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例：一个名叫安娜的女青年在护理患病的父亲并经历父亲亡故的不
幸之后，出现癔病症状：一只胳臂和部分颈肌麻痹，以至影响吞咽反应。
经过催眠治疗后，所有这些症状都消失了。
弗洛伊德认为，这些病症是病人过去经历的痛苦情绪在记忆中被压抑或遗忘的结果，瘛病症状就是这
种被压抑的情绪被隐藏的象征。
弗洛伊德认为，只要把这种强烈被压抑的情绪显现出来，症状就能够被排除。
他把这一情绪释放过程，称为宣泄（catharsis）。
宣泄可以在催眠状态下对病人进行暗示的过程中实现。
 其后弗洛伊德发现，有些病人不能被催眠。
他转而采用自由联想的方法，让病人去辨认记忆中的压抑情绪。
治疗的目的是用言语的判断代替宣泄去揭开这种压抑。
因为，人们遭到压抑的感情，可以以其他表达内部心理活动的方式，如语言，表现出来，从而同样可
以达到释放的目的。
于是，弗洛伊德采用自由联想的方法，专心研究这些转换的机制，从而建立起今天尽人皆知的“精神
分析”理论。
（参照孟昭兰，1989，pp. 51～52） 1情绪与内驱力 在弗洛伊德早期工作中，他曾使用过“本能”的概
念来解释人的行为。
但是他更经常使用的是“内驱力”的概念。
他对内驱力的概念可归纳为：内驱力是一种内部刺激，它通过调整活动的方向和类型去影响个体行为
；每种内驱力都有一定的来源、目的和对象，来源于内在的生物化学过程；其目的是向外释放，使有
机体得到快乐；每种内驱力的对象可能不同，它们依经验的变化而定；内驱力还有一个重要特性，就
是可适应性，它能够被转换、定位或替代；在意识中的动机发生冲突时，便出现压抑；而压抑的能量
需要释放，这便形成了内驱力。
弗洛伊德的自我内驱力包括饥饿、渴和性，还包括攻击和逃避危险的冲动。
在他晚年的著作中，弗洛伊德把内驱力归结为模糊而深奥的生与死的两种本能欲望。
 弗洛伊德并未把内驱力概念作为情绪的理论概念。
但是，在他谈到情绪时，则提出情绪“是一个欲表露的源于本能的心理能量的释放过程”。
因此实质上，弗洛伊德对情绪所持的理论即是内驱力理论。
他把情绪与动机过程联系在一起，而内驱力则是在此过程中的本源的力。
弗洛伊德以内驱力能量释放的精神分析观点，深入地研究过两种主要的复合感情：焦虑和忧郁。
他认为焦虑和忧都是由能量压抑所引起，而能量的压抑与释放总是与内驱力的冲突联系在一起的。
 2情绪与无意识弗洛伊德有时把情绪与无意识看为是等同的。
他经常使用“无意识自罪感”、“无意识焦虑”等概念，并认为情绪可以被压抑到无意识中去。
弗洛伊德在面对焦虑症或恐怖症患者时，他使用谈话法从患者的下意识中把他们的恐惧情绪、恐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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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揭示出来。
 专栏 18岁的患者凯萨琳娜被偶然窥见一对叔叔和侄女间的性行为所惊吓。
她感觉受到打击，头脑似乎要爆炸，眩晕，透不过气，几乎支持不住。
经过多次谈话，她说出受到打击的事情，并回忆起两年前她曾发现这个叔叔睡在她的床上，碰到她的
身体。
而这才是问题所在。
她所不明白的是过去被压抑的疑虑和恐惧。
弗洛伊德认为，揭示出被下意识压抑的疑虑和恐惧是解除女孩痛苦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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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情绪心理学》既可作为本科生教材，又是情绪心理学研究者的参考书籍。
书中第三篇"情绪与社会生活方面"，邀请各领域专家撰文，理论清晰，与实际生活联系紧密，对生活
中各方面有很多的技术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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