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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客体关系理论的创建与发展——克莱因和拜昂研究》中的克莱因部分是在作者郭本禹的博士学位论
文《克莱因的对象关系理论研究》(2000)的基础上修改和扩充而成，拜昂部分是在吕英军的硕士学位
论文《从个人到团体——拜昂客体关系理论研究》(2007)的基础上修改和扩充而成。
之所以将克莱因和拜昂放在一本书中，一是因为这二人思想之间具有高度的继承性，二是因为两人在
精神分析运动发展史上连续地实现了精神分析的两大转折，都起着承前启后的奠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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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本禹，安徽肥西人，1964年生，心理学博士。
先后就读于安徽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
1995、2000年分别破格晋升副教授、教授，2000年始担任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心理学
会理事、理论心理学和心理学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人格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心理学探新》和
《心理研究》编委。
主持省部级课题10多项。
在《心理学报》、《心理科学》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80多篇，有20多篇次论文被《新华文摘》、《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
出版专著、编著、译著《道德认知发展与道德教育》、《心理学史导论》、《当代心理学的新进展》
等30余部。
主编《德育心理学丛书》、《外国心理学家评传》、《研究生教材心理学系列》、《当代心理学经典
教材译丛》、《心理学各科理论译丛》等9套大型丛书。
获得省部级科研、教学奖励10余项，其中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项，江苏省高等教育教
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项。
2001年获得“第三届江苏青年科学家奖提名奖”，2002年被列入江苏省“333新世纪科学技术带头人培
养工程”第二层次培养对象，2005年获得“南京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奖”，2007年被列为江苏省“333高
层次人才培养工程”首批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
 　　王国芳，1968年7月生，山东潍坊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2000年获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现任职于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
兼任中国心理学会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分会理事、中国心理学会法制心理学分会理事、秘书长。
 　　吕英军，山东莱阳人，1975年生。
2010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获得基础心理学博士学位。
曾在安徽淮南师范学院任教五年，现为南京审计学院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指导中心教师、咨询师，
主要从事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在《南京师范大学学报》、《医学与哲学》、《求索》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主译《阿德勒的
治疗：理论与实践》，参与编著《精神分析发展心理学》(副主编)、《现代西方心理学史》、《行为
的调控——行为主义心理学》、《潜意识的意义——精神分析心理学》(上)等。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客体关系理论的创建与发展>>

书籍目录

导言
第一章　克莱因与客体关系理论的诞生
　第一节　克莱因的生平与学术历程
　　一、克莱因的生平
　　二、克莱因的学术历程
　　三、克莱因的风格
　第二节　克莱因学派的诞生
　第三节　客体关系理论的思想渊源
　　一、适宜的文化土壤
　　二、对弗洛伊德客体观的继承
　　三、费伦茨与亚伯拉罕的思想启迪
　　四、琼斯的支持
　　五、与同代人的思想碰撞
第二章　客体关系与儿童精神分析理论
　第一节　儿童心理性欲发展观
　　一、俄狄浦斯期的幻想
　　二、俄狄浦斯情结与抑郁性心态
　　三、俄狄浦斯期的客体关系
　　四、男孩的俄狄浦斯情结及其心理性欲发展
　　五、女孩的俄狄浦斯情结及其心理性欲发展
　第二节　儿童心理结构观
　　一、心态
　　二、偏执一分裂样心态
　　三、抑郁性心态
　　四、两种心态的结构特征比较
　　五、两种心态观所引发的其他研究
　第三节　儿童人格结构观
　　一、原发性的自我
　　二、迫害性的超我
　　三、克莱因与弗洛伊德在人格观上的不同
　第四节　儿童心理发展的动力观
　　一、嫉羡概念的提出
　　二、嫉羡与感恩的起源
　　三、嫉羡、嫉妒与贪婪
　　四、过度嫉羡的病理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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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对克莱因客体关系理论的总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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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对卫生保健领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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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对女性主义运动的影响
第六章　拜昂的生平与思想来源
　第一节　拜昂：思考思想的人
　　一、生平与学术历程
　　二、思想发展阶段及主要著作
　第二节　拜昂的思想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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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心理学来源
第七章　容纳功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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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容器与被容纳者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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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发明了精神分析的独特方法——网格图
　　五、提出了独特的心理病理学观点和临床治疗思想
　　六、强调了情绪发展中的认知因素
　第二节　拜昂理论的主要局限
　　一、容纳概念过于宽泛
　　二、基本假设理论过于注重“情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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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克恩伯格认为，在个体出生之初，既没有伊底、自我和超我，也没有驱力。
婴儿借助于先天的感知能力和记忆力将他与环境中的他人尤其是母亲的关系进行内化，形成了初步的
客体关系。
基本的客体关系单位包括三种成分，即自体意象、客体意象和联结它们的感觉或情感倾向。
客体关系单位不仅是构成各种人格结构（包括自我、伊底和超我）的基本材料，而且还是构成驱力的
基本材料。
自我、伊底及超我都是由不同群集的内在客体关系组成的。
驱力是由亲子互动中所体验到的情感转化而成的。
所有的情感都是从爱欲和恨这两类原始情感分化而来的。
爱欲是以性兴奋为基础的，恨是以愤怒为基础的；性兴奋是力比多驱力的核心情感，恨是死亡驱力的
核心情感；性兴奋和愤怒都属于生理反应。
力比多驱力和死亡驱力不只是由单纯的情感累积整合而形成，还需要通过与重要客体建立各种关系而
形成。
　在克恩伯格对客体关系、情感和驱力理论的整合观中，驱力不再是弗洛伊德所认为的起源于身体性
欲区的单纯的生物学力量或能量，而是起源于儿童原始心理装备与最初所需要和期待的客体之间的整
体关系。
驱力包含着情感和客体关系成分。
而情感在建立自体与客体表象之间的联系、构成客体关系的过程中又起着重要的作用。
克恩伯格通过紧紧抓住婴儿与母亲相互作用中所体验到的情感，将古典精神分析的驱力理论与客体关
系理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情感是客体关系和驱力中的共有成分。
在克恩伯格的整合性客体关系模式中，客体关系、情感及驱力三者之中的每一种成分，都是以包含其
他两种成分为自己存在的前提，三者几乎是三位一体的，而且每种成分都具有心理和生理、意识和潜
意识、先天和养育等多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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