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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初稿曾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在“第四届社会理论工作坊”上宣读，感谢与会者的批评与建

议，尤其感谢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应星教授在福柯文献版本方面的建议。最后 也 感 谢《社

会》编辑部能够以宽容的态度允许发表这样一篇颇为“任性”的论文。文责自负。

摘　要：在上篇所建立的理 论 框 架 的 基 础 之 上，本 篇 试 图 集 中 到 弗 洛 伊 德 的

五个经典案例，通过约翰·奥 尼 尔 对 于 这 五 个 案 例 的 理 论 思 考，将 精 神 分 析

传统中的忏悔现象及其理论置于经典社会理论乃至西方文明的传统 之 中，并

最终将讨论落实在生活世 界 中 的 理 性 与 存 在 问 题 之 上。文 章 最 终 回 到 黑 格

尔，主张理性必须落在此 在 之 在（Ｄａ－ｓｅｉｎ）并 因 而 是 个 体 存 在 之 意 义 世 界 中。

与忏悔相关，既存在着一种作为存在之形式（ｆｏｒｍ　ｏｆ　ｂｅｉｎｇ）的理性，又存在着

一种作为生命意志（ｗｉｌｌ　ｏｆ　ｌｉｆｅ）的 理 性。第 二 种 理 性，也 即 来 自 于 此 在 之 在

的状态，可能是理性真正 的 困 难 所 在。从 这 个 角 度 来 说，康 德 对 于 启 蒙 所 提

出的要求，或许正可以落实在弗洛伊德的诊所技术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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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Ｊｏｈｎ　Ｏ’Ｎｅｉｌ’ｓ　ｗｏｒｋ　ｏｎ　Ｆｒｅｕｄ，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ｐｌａｃｅｓ

ｐｓｙｃｈｏ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　ａｎｄ　ｂｅ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ｓ　ｔｈｅ

ｆｏｃａｌ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ｃａｓｅｓ　ａｓ　ｏｎｅ　ｂｏｄｙ，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ｌｏｏｋ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ｉｓ“ｂｏｄｙ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　Ｆｒｅｕｄｉａｎ　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ａｐｔｕｒｅ，ｔｒａｖｅｌ　ａｎｄ　ｒｅｔｕｒ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ａｃｒｅｄ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ｗｏｒｌｄ．Ｆｒｅｕｄ’ｓ　ｂａｓｉｃ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ａｔ　ｅｖｅｒ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ｐｉｃ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ｓ　ｍｏｓｔ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ｌ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ｎｇ　ｂｏｄｙ　ａｎｄ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　ｓｔｏｒｉｅｓ．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ａｒｇｕｅｓ　ｔｈａｔ，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Ｈｅｇｅｌ，ｒｅａｓｏｎ　ｍｕｓｔ

ｆｉｒｓｔ　ｆａｌｌ　ｏｎｔｏ　ｔｈｅ　Ｄａ－ｓｅ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ｗｏｒｌｄ．Ｗｉｔｈ　ｒｅｇａｒｄ　ｔｏ　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ｗｏ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ｒｅａｓｏｎ　ａｓ“ｆｏｒｍ　ｏｆ　ｂｅｉｎｇ”ａｎｄ　ｒｅａｓｏｎ　ａｓ“ｗｉｌｌ　ｏｆ　ｌｉｆｅ．”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　ｄｅｒｉｖ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Ｄａ－ｓｅｉｎ　ａｎｄ　ｉｓ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ｔｈｅ　ｔｒｕｌｙ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Ｆｒｏｍ　ｔｈｉｓ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ｖｉｅｗ，ｗｈａｔ　Ｋａｎｔ　ｈｏｐ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ｍｉｇｈｔ　ｂ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ｙ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ｒｅｕｄｉａ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ｎｆｅｓｓｏｒ，ｌｉｆｅ　ｗｏｒｌｄ

　　弗洛伊德一共发表过五篇长幅的案例史。这五个案例史的主角分

别是小汉斯、多拉、狼人、鼠人和薛伯。在弗洛伊德的案例中，他们的年

龄分别为５岁、１８岁、２３岁、２９岁和６１岁。弗洛伊德发表这五个案例

的时间分别为１９０９年、１９０５年、１９１８年、１９１９年和１９１１年，写作时间

各自还要再向前一年至数年不等。发表时间的顺序与五位主角的年龄

长幼并不对应。不过，这一点并不会妨碍我们按照年龄顺序在整体上

理解这五位主角。五位主角的年龄序列，正好是一个人一生的时间序

列，亦即成长的过程。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成长的过程同时也是遗忘

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失去图像，获得理念，同时患病，并在忏悔中寻

求自我治愈。这一在忏悔中治愈的过程，亦即回溯的过程，就是一种回

忆／回归的过程。回忆／回归是以形象（ｉｍａｇｅ）的方式发生的。重返童

年，正是梦的机制。
然而重返并非真正的重返。忏悔者对于自己首先要有一种客观化

的感知，即一种作为他者的意识，而这一意识就是一种社会状态的反映，
正如病态之于正态。自我之于自我的客体感，是一种将自己排斥出自己

的结果。这种排斥的状态，必须要用一种将其排斥、产生排斥的语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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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描述。所以，这就必然产生一种悖论：忏悔可能吗？在这个问题上，
语言遭遇到了它的背面。弗洛伊德将梦、症状等全都纳入了语言的范

畴，以便实现这一忏悔。然而这还不够，他必须要寻找一种新的文体，一
种独立思考的、活生生的写作方式。后来者如果想要真正阅读弗洛伊

德，就无法不经由这一点而进入其文本中，并在其中丢失自我或者找到

自我。
这也是我们之所以要在现象学与精神分析的交互之中来讨论忏悔

问题的原因。保罗·利科在其早期作品《恶的象征主义》一书中，首先

批评了这样一种研究忏悔现象的哲学家：“这些哲学家临时采用了这种

信仰之灵魂的动机与意图。他并不会用他们最直接的质朴去‘感觉’他
们，而是用一种中立化的态度，在一种‘正如’（ａｓ　ｉｆ）的态度中去‘再感

觉’。但是这 种 现 象 学 无 法 实 现 真 正 意 义 上 的 反 思……”（Ｒｉｃｏｅｕｒ，

１９６７：１９）。所以，在接下来的部分，本文将要尝试一种移情式的写作，

尽管这一尝试仍然要从铺陈开始。

一、忏悔者与生活世界

福柯在其著作中曾检讨过西方历史中古典时代的忏悔现象，然而众

所周知，他并没有详细讨论过奥古斯汀、卢梭和弗洛伊德。１奥古斯汀的忏

悔被认为开启了西方文明传统中关于内在自我的思考维度———尽管这一

自我与现代人的自我并不相同（Ｃａｒｙ，２０００）。此外，与现代的忏悔主体不

同，奥古斯汀真正感兴趣的并非经由忏悔了解欲望，并通过欲望来发掘人

的属性，而是“为了知道他是否有罪”，也就是说，真正重要的地方在于，“真

理并不在于这个内在的自我”（Ｔａｙｌｏｒ，２００９：３０）。

１．福柯未曾详 细 讨 论 精 神 分 析 的 这 个 事 实 甚 至 成 为 学 界 对 于 福 柯 的 批 评 之 一（Ｔｏｗｅｓ，

１９９４：１３３）。

在弗洛伊德之前，现代关于忏悔的意象以卢梭最为清晰。从精神

分析的角度来看，卢梭《忏悔录》的典型结构在于开辟了一处空间，以供

他反思自我，其中的大量文字所渗透着的力比多使得卢梭的工作成为

弗洛伊德式忏悔的先驱———卢梭的忏悔产生了一种文体，该文体的重

要特征在于力比多的渗透。就此而言，这是一种自恋的文体，力比多投

射向了自我的产品。也就是说，在卢梭的忏悔中，或在任何一种此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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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中，都存在 着 一 种 作 为 现 代 之 特 征 的 自 恋 式 倒 影———自 我 投 射。
作者／叙述者进入了一种自己的投影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梭的

忏悔可以与弗洛伊德的工作放置在同一个传统之中。现象学地看，忏

悔是一种对于已经消失（Ｆｏｒｔ）之事件的重现／再造，是 一 种 召 回（ｄａ）。

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之原则》中所讨论的经典儿童游 戏（Ｆｏｒｔ／ｄａ）在

此成为忏悔的基本形式。弗洛伊德（Ｆｒｅｕｄ，１９８４：２８５）认为，这一游戏

乃是儿童进入文明状态的“伟大的文明／文化（Ｋｕｌｔｕｒｅ）成就”２，也就是

驱力的克制。也即，只有在忏悔结构中，人才有可能进入文明状态。这

一结构不仅体现在 儿 童 的 小 小 游 戏 之 中，也 是 弗 洛 伊 德 在《图 腾 与 塔

布》一书中讨论良知、罪恶等文明道德问题时的基本结构。需要强调的

是，在弗洛伊德式的忏悔中，忏悔因为其治疗功能而具有的特征之一就

是语言重新具备了儿童期的万能论（ｏｍｎｉｐｏｔｅｎｃｅ）状态。这 一 状 态 既

是弗洛伊德赋予儿童期的典型特征，也是弗洛伊德式忏悔治疗的典型

特征。在弗洛伊德那里，这一重合的原因乃是患者具有重返儿童期的

特征。也就是说，忏悔在治疗中得以有效的基本依据在于，该治疗依据

患者的状态而充分运用了儿童期的属性。

２．弗洛伊德在《一种幻觉的未来》一书中曾明确 表 示 过，“不 屑 于 区 分”文 化 和 文 明。他 所 用

的德文原文Ｋｕｌｔｕｒｅ一词兼有二者之意。

除了卢梭的作品，关于现代社会中忏悔现象的另外一种版本是由

福柯提供的。福柯在《性经验史》中研究了在基督教时代所发展出来的

忏悔方式是如何逐 渐 通 过 一 系 列 变 迁 而 进 入 现 代 灵 魂 的 欲 望 与 本 能

（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之中的。在整体层面上，由 于 人 口 成 为 现 代 社 会 科 学 所 关

注的核心学科，而“性”又是这一学科的核心预设，所以，在福柯看来，社
会科学研究在关注到关于人口的经济与政治问题时，是将每个个体对

待性的态度 与 社 会 整 体 的 福 祉 和 未 来 直 接 联 系 在 一 起 的（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１９７８：２５－２６）。根据福柯的研究，这一点不过是延续了此前在宗教时代

忏悔的核心关怀而已。所以，福柯（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１９７８：６１）说：“从基督教

的忏悔到今天，性都是忏悔的首要主题。”

二、现象学地看

尽管有些困难，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将舒茨以现象学的方式所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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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说者与听者的讨论纳入我们的视域。说者与听者的彼此理解建筑

在对于对方的建构性理解之上。尽管舒茨的工作建基在意识哲学的基

础之上，而弗洛伊德的工作建基在无意识的基础之上，但我们还是试图

在前述保罗·利科工作的前提下，运用舒茨的工作来理解弗洛伊德工

作中的部分特质，因为说者一旦想起某事或者某物，那么对于说者与听

者来说，就立刻进入到了一种多元结构的活动（ｐｏｌｙｔｈｅｔｉｓｃｈｅ　ｇｅｇｌｉｅｄｅｒｔ
Ａｋｔｅ）中：“这个活动包括了持存与前摄，掺杂了再造与预先回忆，也衔

接了多样的侧显和交错，而两人都可以把这个活动交替地当作单元的

整合体（ｍｏｎｏｔｈｅｔｉｓｃｈｅ　Ｅｉｎｈｅｉｔ）来加以看待”（舒 茨，２０１２：１６０）。听 者

以当下的立意来听，故而说者无法确定听者对于所听到的内容到底如

何判断。对于这一听者亦即诠释者来说，通过当下的语言或者符号追

溯说者预先的构想或历史，是一种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行动。弗洛

伊德的工作固然需要以一整套解释框架来进行治疗和案例写作，然而，
就其本 身 而 言，“行 动 的 整 全 性 只 有 在 构 想 的 跨 度（Ｓｐａｎｎｗｅｉｔｅ　ｄｅｓ
Ｅｎｔｗｕｒｆｅｓ）中才得以形成”（舒茨，２０１２：１４７）。也就是说，无论对于弗

洛伊德还是对于患者来说，忏悔所带出的整体性故事都需要构想的过

程加以实现。两种构想可能相互冲突，也可能相互促进甚至是耦合，更
会彼此间展开无穷无尽的诠释与再诠释。这有点像彼此相对的两个镜

面，然而现象学的视域依然会强调立意，也就是说，两个镜面所反射的

重点永远不同。在这重重叠叠的理解、误解、沟通、再误解的过程中，诞
生了弗洛伊德的谈话式治疗与联想法。作为这一疗法的反映，弗洛伊

德文本的特征就在于对于这一切的保留。在这种意义上，弗洛伊德的

著作有了戏剧论的色彩，对它的理解必须考虑到文体角度。同样是在

这个意义上，奥尼尔提供了一种关于弗洛伊德的案例发生学研究。奥

尼尔充分意识到了在案例写作过程中历史与知识的书写角度以及读者

的角度，并由此开始了理解弗洛伊德的努力。
不过，奥尼尔还是在福柯的基础之上展开工作的。在《性经验史》

中，福柯（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１９７８：６１－６２）这样界定忏悔：“一种话语的形式，在

其中，言说的主体也是该陈述的主体；它还是一种在权力关系之中打开

的仪式，因为人不会在没有旁伴出现（至少是实质上的出现）的情况下

忏悔；这名旁伴不仅是一名谈话参与者，更是这样一种权威：要求忏悔，
规定与领会忏悔，干预忏悔，以便评判、惩罚、宽恕、安慰、和解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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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继续在两个方面界定忏悔：首先，在这种仪式中，必须要克服障碍

与困难，唯有这样，真理才会被生产出来；其次，它会产生纯净化和救赎

的效果。在这种界定的背景下，尽管如前所述，弗洛伊德曾表明过其实

践中的谈话与忏悔并不相同（Ｆｒｅｕｄ，１９８６），然而在 我 们 的 研 究 中，这

二者并无不同。
性倒错的出现使得忏悔的合法性和内容都得到了保证，然而，这一

概念的出现绝不仅仅意味着权力的简单禁止。它从各个方面保证了新

的真理生产机制以及人的生产机制，同时吻合了现代性科学的观察和

研究需要。在这个意义上，福柯（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１９７８：４１－４５）认为，现代社

会本身是性倒错的。这并不是因为各种 “文明进程”式的禁制的出现，
而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性倒错被纷纷生产出来，成为问题，同时也成为理

解现代性个体的方式。福柯（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１９７８：４８）说：“快感与权力并非

彼此消除或相对；它们互相追逐、重叠并彼此加强。”所以，对于弗洛伊

德所提出来的压抑，福柯有了新的理解：现代工业社会并非逐步增加了

性压抑。这一假说并不确切。性科学的发展绝不仅仅与研究相关，恰

恰相反，它从来 都 与 最 广 泛 的 社 会 变 迁 联 系 在 一 起。福 柯（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１９７８：５４）说：“观察整个１９世纪，性似乎被容纳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知

识秩序中：一种是关于生产繁殖的生物学，该生物学根据一种一般性的

科学化规范而发展；另一种是关于性的医药学，其发展所依据的则是一

种完全不同的规则。”
总之，关于性的科学及其词汇都要受到道德、经济和政治及其变迁

的影响。福柯（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１９７８：５５）认为，在１９世纪，关于性的科学中

还存在着“系统性的盲目：拒绝去看，拒绝去理解；关键在于，甚至是拒

绝关心真正的事情本身”。存在着一系列对于真理的遮蔽与忽视，同时

大量的话语又围绕着性建立起来。这二者相辅相成。在这里，重点在

于，性本身成为真理征战的场所：“性被建构成了一种有关真理的问题”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１９７８：５６）。“讲出关于性的真相”成为一种运动机制，与这

一热情相应的 就 是 关 于 性 的 科 学（ｓｃｉｅｎｔｉａ　ｓｅｘｕａｌｉｓ），而 这 种 科 学 的 实

质 就 是 忏 悔：“忏 悔 成 为 西 方 一 种 最 具 价 值 的 真 理 生 产 技 术”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１９７８：５９）。

然而，这只是忏悔的表面现象，因为“真理性的忏悔已经被权力铭

刻在个体化的进程之核心中了”（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１９７８：５９）。在这一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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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尼尔对于弗洛伊德的研究所切入的角度，同时也是奥尼尔要求社会

学研究的应有之义，正是通过弗洛伊德的五个长篇案例史来深刻理解

忏悔这一现象是如何成为现代人之生产的方法论的。奥尼尔将精神分

析视为社会理论的工作，也将精神分析理论视为一种爱人的话语。然

而社会理论如何去研究爱？这个问题或许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提问，
正如当今各式各样对于爱情的心理学研究、对于家庭的社会学研究一

样，从一开始，或许就错失了其问之所问、被问及之物与问之何所以问。
作为一名现象学家的奥尼尔，所观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关于灵魂的原初

现象学，再进一步运用“灵魂”来作为灵与肉交弥在一起的场域，并在其

中将这一关于原初的现象学复原为意识与无意识的行为———这在他对

于狼人的原初场景的分析中尤为突出。这一点是贯穿奥尼尔对于弗洛

伊德 五 个 案 例 之 研 究 的 线 索 之 一，也 是 他 分 析 弗 洛 伊 德 文 本 的 入 手

之处。
在其早 期 论 文《现 象 学 可 以 是 批 判 的 吗？》一 文 中，奥 尼 尔（Ｏ’

Ｎｅｉｌｌ，１９７２）就已经显露出了某种同时既生成结构又去结构的视域观

与表述方法。这一写作手法在他对于弗洛伊德的研究中更是运用得极

为成熟。原因在于，奥尼尔在这样一种观看之中所看到的精神分析，也
具有完全相同的去结构／结构：

我视精神分析理论为一种爱人的话语。在这一话语中，
充满了不 确 定 性———除 了 那 些 理 解 和 领 悟 的 喜 悦 时 刻。不

过，如果想要避免枯萎凋零，这一话语就不得不摆脱这样的时

刻。所思所想，无非都徘徊于经济／秩序和越界之间，踟蹰于

优雅自矜和无止无境之间。（奥尼尔，２０１６：３）
借助于某些通路，思想或许可以“将死亡（Ｄｅａｔｈ）或爱（Ｌｏｖｅ）设为

自己的目标，作为其灵魂的女士（Ｌａｄｙ）”。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暂时

的位置，因为“灵魂自身当然也会被它自己的梦境、幻觉和知识所猎取，
所困扰……”，也就是那些“从灵魂的无意识亦即它的创造体中生发而

出的梦境、幻觉和知识”（奥尼尔，２０１６：３）。如果一定要追根溯源的话，
是奥尼尔发现了精神分析与某种双重诞生之间的亲和力：我们每一个

人在母体（ｍｏｔｈｅｒ－ｂｏｄｙ）之 中 的 起 源 以 及“给 予 生 命 的 欲 望 之 起 源”。
这一欲望既有其生物性与身体性，又有其社会与文化性。简言之，既有

母亲一般的性质（如同母亲生育每一个“我们”），又有父亲一般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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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父亲生育法律、艺术与科学这三位一体的自体／单性繁殖领域）。
然而这两种都堪称单性繁殖（ｐａｒｔｈｅｎｏｇｅｎｅｓｉｓ）的幻想———奥尼尔相信这

一单性繁殖的幻想居于弗洛伊德之工作的核心，同时也是他将弗洛伊

德的工作置于欧洲文明史之中的主要研究线索之一。
这一爱的主题与言说相关。精神分析同时也是一种纠缠于上述言

说中的言说。精神分析必须要言说。这意味着，不仅卡萨琳娜与多拉

需要言说，狼人与鼠人也需要言说，甚至于小汉斯，也需要在父亲的报

告之后，亲自登门去见那位家里有着一位漂亮的小女孩安娜的教授先

生，甚至于薛伯，也必须要在其“忏悔录”之外被弗洛伊德言说。最后，
弗洛伊德还要背叛所有那些向他忏悔之人，向世人言说，以便成全精神

分析本身，正如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在分析中，忏悔从未开始，
永不结束。精神分析仅仅处理语言之中的疾病，或者说，语言的缺失。
奥尼尔将弗洛伊德对于疾病的处理，以及关于这一处理的所有洞见与

盲目、成功与失误、控制与溢出，都视为一种存在之绽出。所以他说：
一种疾病的界限，在于其语言的缺失。一次治疗的开始，

是某种症状以另一种语言，在身体之上、在梦中、在言语中或

是在写作之中，对它自己的关注。（奥尼尔，２０１６：４）
在这一关于忏悔者与生活世界的去结构／结构之中，那位家在维也

纳山坡路１９号的分析师弗洛伊德首先成为了一位听众，然而这位听

众，同时作为尼采意义上的歌队成员，在聆听的同时也在阐释，并“力图

重构这样一种家庭：于其中，病人的故事发端，并且作为一种有自身风

格的症候学而发展演变。一门小小的艺术，从某种疾病的案例中，抽离

出疾病的过程，从病人那里，抽离出诗歌……”（奥尼尔，２０１６：４）
所有的案例史，在这一过程之中，都成为了爱的故事，正如克莱蒙

特（Ｃｌéｍｅｎｔ，１９８３：１４３）所说：
精神分析师是爱的生物，而精神分析则是一种多情的规

训，一种爱欲性的理论，一种纯粹享乐的技艺。
然而精神分析的言说不止于此。这一忏悔还包括言语间的沉默黯

淡之时指尖的微微挪动与空气中氤氲的烟气，以及在言说绽放过程中

的遮蔽。弗洛伊德借助于对时间的改造而把握这一存在状态。他那著

名的关于快乐是对于 史 前 愿 望 的“延 迟 性 满 足”（ｎａｃｈｔｒｇｌｉｃｈ）以 及 对

于官能症的界定，才是奥尼尔做出如下大胆判断的起因：在弗洛伊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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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我们对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阅读必须要经由弗洛伊德本人

的现象学才能真正完成其旅程，“这五篇案例史构成了一种关于家庭与

家庭的无意识想象，关于家庭的剥夺、嫉妒、愤怒与谋杀性的伟大的现

象学”（奥尼尔，２０１６：１０）。

三、案例剧场

（一）开始与神隐

精神分析的案例通常被理解为故事。一切故事都有开始，哪怕这

一开始没有开始。开始的通常意象是出生，或者黎明与童年，或者就像

故事常说的那样，在很久很久以前……正如许多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

一样，弗洛伊德坚信关于“开始”的研究会带来对于“当下”之性质的真

正深入理解。弗洛伊德不仅坚信这一点，而且还通过其诊所工作证明

了这一点。这一思路当然有其思想史之中的渊源，然而也的确可以说

带有现象学还原的气质。在这一开始之中，如前所述，福柯将生殖之性

与规训之劳动关联在一起，将它们视为理解现代人之本质的核心线索。
在西方现代社会理论的传统中，这二者也确实堪称是理解人之为人的

核心议题。不过，生殖之性与劳动不仅仅是现代社会理论之中最核心

的两大议题，不仅仅是卡尔·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的核心议题，更是在西

方文明之中对于人之为人在最初的基本界定。在《圣经·旧约·创世

记》中，上帝在将亚当与夏娃驱逐出伊甸园，令其成为可朽之人的时候，
对于二者的规定，即是夏娃需要承受生殖之苦，而亚当则必须以劳动来

求生。权力、知识与性经验的三位一体，在西方文明之中，并非仅仅是

现代的产物，更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传统。作为一种可把握的开始，弗洛

伊德（Ｆｒｅｕｄ，１９７７：１７０）说：
确实存在着这一可能性：通过直接观察儿童，从而观察在

生活之中刚刚萌芽的性冲动与欲望。在成人那里，这些都是

我们需要从自身的零星碎片中，通过辛苦挖掘才能获得的东

西。尤其是，我们相信，它们是所有人的共同财富，是人之构

造的 一 部 分，只 不 过 是 在 神 经 症 的 案 例 中 被 夸 大 或 扭 曲 了

而已。
在奥尼尔的笔下，弗洛伊德的这几个案例成为打开和理解这一“世

界与历史”的断面。所有这些断面都有其开始，然而在所有这些开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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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一个是开始本身。从这一开始，常人习以为常的世界就显示出了

极为“怪异”的景象，这一景象的怪异之处在于，其主角与性和劳动经济

却没有任何关系———这正是弗洛伊德婴儿理论的开始。正如弗洛伊德

（Ｆｒｅｕｄ，１９５９：２１１－２１２）所说：
如果我们能够脱离自身的肉体性存在，作为一种纯粹的

思维性存在，如外星生物，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观察地球上的

事物，那么最令我们震惊的，或许是这样一种事实：在人类之

中存在着两种性别，尽管他们在其他方面彼此都十分类似，但
却用极其明显的外部符号来标示他们之间的不同。
然而在奥尼尔看来，这一现象学式的提问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一还

原仍然预设了一种没有生物性的科学性的存在，而这有可能是在性别

之外更大的谎言。对于这一开始的理解，只能从童年之性本身出发来

加以理解：面对事实本身！

小汉斯案例的核心线索是他对于“人从哪里来”这一问题的解答努

力。这一努力对于每一名儿童来说都是成长的必然环节，而对于文明

整体来说也是如此。重要的地方在于，这一问题并非是凭空提出来的，
而是在各种爱欲与忧愁的推动下自发出现的问题。

在这些感受与忧虑的促动下，这名儿童开始思考生命中

的第一个 重 大 问 题。他 自 问 道：“孩 子 们 都 是 从 哪 里 来 的

呢？”———这一问题无疑会以如下形式出现：“尤其是这个入侵

的宝贝是从哪里来的？”在不可计数的神话与传说之谜中，我

们似 乎 听 到 了 这 第 一 个 谜 语 的 回 响。（Ｆｒｅｕｄ，１９５９：２１２－
２１３）
在这一努力之中，这 位 婴 儿 理 论 家 从 现 象 学 的 无 前 见 的 起 点 出

发，通过自己的身体，以 泛 灵 论 式 的 巫 术 方 式 进 入 世 界，着 手 处 理 人

世间那些最为古 老 也 最 为 艰 深 的 问 题。这 些 问 题 或 许 早 已 被 成 人／
常人习以为常、视为理所当然而熟视无睹，然而 这 位 婴 儿 现 象 学 家 天

赋异禀，他尚没有获得所有那些妥当处理世界 的 办 法，对 于 家 庭 神 话

也将信将疑，但他采用最为严肃的态度来面对 这 一 最 为 严 肃 的 问 题。
尽管这一思考的努力 处 于 精 神 分 析 现 象 学 的 看 护 之 下，然 而 小 汉 斯

通过身体来思考身体的这一努力还是立刻 遭 到 了 家 庭 结 构 与 家 庭 权

力的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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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汉斯不得不想方设法地去破解生命的秘密，因为父母

向他隐藏 了 他 本 已 准 备 好 去 接 受 的 诸 种 关 于 生 命 的 事 实。
（奥尼尔，２０１６：３８）
这一制止小汉斯的努力对于我们理解家庭社会的意义十分重大，

其意义堪称上帝在伊甸园之中对于亚当和夏娃的禁令。对于弗洛伊德

来说，在西方文明的传统中，确定性的知识、自我的认知与性是紧密联

系在一起的。在《旧约》之中，亚当与夏娃在伊甸园里虽然是伴侣，却并

没有性生活。《旧约》之中对于这一点有着明确的暗示。在上帝制造夏

娃之后，“当 时 夫 妻 二 人 赤 身 裸 体，并 不 羞 耻”（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ｉｓ
ｗｉｆｅ　ｗｅｒｅ　ｂｏｔｈ　ｎａｋｅｄ，ａｎｄ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ａｓｈａｍｅｄ）。然而与之相对应，在二

人被驱逐出伊甸园，从此成为可朽之人（ｍｏｒｔａｌ）以后，“有一日，那人和

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Ｎｏｗ　ｔｈｅ　ｍａｎ　ｋｎｅｗ　ｈｉｓ　ｗｉｆｅ
Ｅｖｅ，ａｎｄ　ｓｈｅ　ｃｏｎｃｅｉｖｅｄ　ａｎｄ　ｂｏｒｅ　Ｃａｉｎ）。在这里，“同房”的英文翻译是

“ｋｎｏｗ”，而“怀孕”的概念则与思考、想象同为“ｃｏｎｃｅｉｖｅ”，这一点在《旧

约》的后文之中颇为一致，意味着性与知识的同源性与同质性。这一点

不仅在英文之中如此，正如现象学精神分析家罗洛·梅的考证，在西方

更为古老的语言之中也是如此。
在古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中，动词“知道”与“性交”是同一

个词。这在《钦译〈圣经〉》中屡有佐证……因此，知道与性爱

之间的词源学关系极其紧密。（梅，２０１２：４７）
然而，在这个案例中，父母阻遏小汉斯的努力似乎有点无效。因为

无论如何，小汉斯都通过自己的方式首先进入了对于世界的理解，其次

面对了他自己那俄 狄 浦 斯 式 的 欲 望，最 后“理 解”并 解 决 了 他 的 问 题。
这一理解与成年人对于世界的理解既有重叠，又不相同。如前所述，这
一理解首先是一种通 过 回 溯 到“事 物 一 般”的 方 式 而 获 得 确 定 性 的 认

识，只不过这种关于“生命是什么”的“事物一般”的认识立刻与“属性”
联系在了一起。

有一次（三岁零九个月时），他在车站里看到发动机正在

往外喷水，“哦，看，”他说，“机车 （Ｌｏｋｏｍｏｔｉｖｅ）在撒尿。但是

它的小东西（ｗｉｄｄｌｅｒ）在哪里呢？”
过了一会儿，他用沉思的语气接着说：“狗和马有小东西；

桌子和椅子没有。”他因此而掌握了区分有生命的东西与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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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东西之间的实质区别。对于知识的渴求看起来与性好奇

密不可分。汉斯的好奇心尤其指向了他的父母。
汉斯（三 岁 零 九 个 月 时）问：“爸 爸，你 也 有 小 东 西 吗？”

（Ｆｒｅｕｄ，１９７７：１７３）
汉斯关于“属性”的认识随即与对于父亲的恐惧联系在了一起，并

以恐惧症的形式表达出来。然而，小汉斯的伟大文明成就在于，他不仅

在父亲和弗洛伊德的帮助下，治愈了自己的恐惧症，而且还以几乎完美

的方式解决了自己的俄狄浦斯情结：将他的父亲归于父亲的母亲，这

样，他就可以和自己的母亲在一起了。
这位小俄狄浦斯已经发现了比命运之预定更为快乐的解

决方法。他没有将他父亲踢出局，而是为他提供了自己所欲

求的同样快乐：他把他变成了祖父，并且也让他与他自己的母

亲结婚了。（Ｆｒｅｕｄ，１９７７：２５６）
究 其 原 因，我 们 可 以 说，是 那 位“可 以 与 上 帝 通 电 话 的 教 授”３

似 乎 出 于 某 种 不 仅 仅 是 治 疗 的 原 因 而“纵 容”了 小 汉 斯 的 想 象 与 绘 画

艺 术。所 以，在 奥 尼 尔 的 笔 下，小 汉 斯、汉 斯 父 母、弗 洛 伊 德 构 成 了 一

出 重 复 演 出 的 剧 中 剧。弗 洛 伊 德 从 患 者 行 为 的 种 种 断 隙 之 中 发 现 了

其 无 意 识，奥 尼 尔 则 从 弗 洛 伊 德 的 种 种 断 隙 之 中 发 现 其 本 人 的 种 种

无 意 识，尤 其 是 在 此 时 弗 洛 伊 德 同 时 对 于 小 汉 斯 与 精 神 分 析 这 两 名

“幼 童”的 掌 控。弗 洛 伊 德 本 人 和 作 为 精 神 分 析 之 基 石 的 案 例 史 之 间

的 关 系 开 始 显 现 出 来。这 些 案 例 并 非 无 懈 可 击 的“科 学 产 物”，而 是

与 弗 洛 伊 德 本 人 的 激 情、他 对 于 精 神 分 析 的 理 解 和 想 象 以 及 他 与 旁

人 的 论 战 有 着 密 切 的 关 系。所 以，无 论 是 有 意 还 是 无 意，弗 洛 伊 德 多

少 都 掌 控 了 这 些 忏 悔。

３．在前往弗洛伊德家的诊所中治疗之后，在回家的路上，小汉斯曾问他的父亲：“既然教授可

以预知所有的事情，他是会和上帝通话吗？”（Ｆｒｅｕｄ，１９７７：２０４）

４．弗洛伊德对于多拉的分析是由多拉主动中止的。

不过，这一掌控也可能会滑落，比如在多拉那里。４在历经了多重的

与多形态的爱恋、背叛和在家庭经济中作为礼物而被 交 换 之 后，在 历 经

了数个月弗洛伊德的交谈式巫术，并且由此而厌倦 了 在 山 坡 路１９号 二

楼那个伟大的灵魂剧场中的出演之时，多拉在自己的第二个梦中重温了

曾经在德累斯 顿 大 师 画 廊 的 经 验：孤 身 一 人，面 对 拉 斐 尔 的《西 斯 廷 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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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全神贯注于默默的崇拜之中，长达两个（半）小时之久。

在西斯廷 圣 母（Ｓｉｓｔｉｎｅ　Ｍａｄｏｎｎａ）像 前，她 呆 了 两 个 小 时，

全神贯注于默默的崇拜之中（Ｖｏｒ　ｄｅｒ　Ｓｉｘｔｉｎａ　ｖｅｒｗｅｉｌｔｅ　ｓｉｅ　ｚｗｅｉ
Ｓｔｕｄｅｎ　ｌａｎｇ　ｉｎ　ｓｔｉｌｌ　ｔｒａüｍｅｎｄｅｒ　Ｂｅｗｕｎｄｅｒｕｎｇ）。我 问 她，那 幅

画为何能 让 她 如 此 愉 悦，她 找 不 到 一 个 清 晰 的 理 由。最 后 她

说：“圣母玛利亚。”（Ｆｒｅｕｄ，１９７７：１３６）

弗 洛 伊 德 在 案 例 史 中 并 未 花 太 多 篇 幅 来 分 析 多 拉 的 第 二 个 梦。
不 过，作 为 弗 洛 伊 德 经 典 的“多 拉”案 例 中 的 高 潮 部 分，多 拉 与 圣 母

玛 利 亚 在 梦 中 的 再 次 相 遇 也 是 奥 尼 尔 理 解 该 案 例 的 核 心。奥 尼 尔

不 厌 其 烦 地 通 过 各 种 角 度 进 入 这 一 场 景。通 过 一 种 循 环 往 复 的 方

式，基 于 思 想 史 与 文 明 史，在 该 案 例 史 的 几 重 面 向 的 复 读 与 对 于 弗

洛 伊 德 核 心 理 论 的 再 理 解 背 景 下，奥 尼 尔 终 于 打 开 了 这 一 案 例 史

的“盒 子”。

５．在《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一书中，弗洛 伊 德 讨 论 了 为 何 要 为 该 患 者 取 名 为 多 拉。名 字

来源于弗洛伊德妹妹的女佣。该 女 佣 的 真 正 名 字 叫 做Ｒｏｓａ，然 而 由 于 弗 洛 伊 德 的 妹 妹 也 叫

Ｒｏｓａ，所以该女佣改名为Ｄｏｒａ。对于弗洛伊德来说，采用这一名字的用意之一在于这两位多

拉的共同特点：“不能保有她们自己的名字”（Ｆｒｅｕｄ，２００１：３０８－３０９）。

６．关于癔症的概念及其与多拉这个名字之关系的考证，除了戴克尔（Ｄｅｃｋｅｒ，１９９１）的著名研

究《弗洛伊德、多拉与维也纳１９００》之 外，还 可 参 见：Ａｌｔｈａｕｓ，１８７７：２４８－２４９；Ｆéｒé，１８９７：５５３；

Ｂｅｒｎｈｅｉｍｅｒ，１９８５：２－４。

对于这一盒子的研究首先要重返欧洲文明史研究，尤其是对于神

话历史的 研 究。奥 尼 尔 重 新 发 掘 了 多 拉 作 为 潘 多 拉（Ｐａｎｄｏｒａ）的 一

面：５灵魂与欲望的亲和性（即Ｐｓｙｃｈｅ与Ｅｒｏｓ之间的爱情关系）。这在欧

洲文明中被视为所有灾难的源泉。而在后来的传统中，潘多拉的形象又

融合了夏娃（Ｅｖｅ）或者其他被视为所有美好之来源的形象，例如玛利亚。

潘／多拉这一礼物的美德表现为：她并不知晓男人会如何对待她，会用无

花果树叶（在多拉的案例中，是钱包）所代表的盒子来表现 其 端 庄 稳 重。

然而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这一夏娃的美德状态必须要在首先知晓男人会

如何对待她的 前 提 下，才 得 以 可 能。而 在 此 之 前，夏 娃 显 然 是 一 种《圣

经》中所说的“赤身裸体，不知羞耻”的无道德／差异的状态。这一用盒子

来遮掩自己的举动恰好泄露了如下这一点：盒子即是 女 性 的 代 表，是 子

宫的另外 一 个 词，同 时 也 因 而 是 癔 症 的 另 外 一 个 词（Ｄｅｃｋｅｒ，１９９１：６－
７）。６从这个盒子里逃出了人世间的一切，尤其是人。作为神话中人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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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个女人，潘多拉所创造的造人方式（生殖）意味着一种全新的世界

构造与思 维 模 式。７多 拉 因 此 成 为 文 化 之 普 遍 性 的 表 达（Ｐａｎｏｆｓｋｙ　ａｎｄ
Ｐａｎｏｆｓｋｙ，１９６５；韦尔南，２００５：３８３－４０１）。不 仅 如 此，奥 尼 尔 在 多 拉 身 上

汇聚的显然还有着与本案例更为紧密的、在欧洲文明史中沿袭已久的玛

利亚形象。在奥尼尔的考察中，玛利亚不仅与海水的 潮 落（ｓｔｉｌｌａ　ｍａｒｉｓ）

有关，也与海洋之星（ｓｔｅｌｌａ　ｍａｒｉｓ）有关，并因而作为一位治疗师，是每一

个飘摇在海上暴风雨之中的灵魂都可以停泊的海岸。８Ｓｔｅｌｌａ　ｍａｒｉｓ是对

于圣母玛利亚的尊 称，意 为 我 们 的 女 士／神、海 洋 之 星（ｏｕｒ　ｌａｄｙ，ｓｔａ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这一尊称被用以强调圣母玛利亚作为希望的象征以及对于基

督徒，尤其是异教徒／非犹太人的指引作用（奥尼尔，２０１６：２３２－２３３）。

７．关于潘多拉（Ｐａｎｄｏｒａ）这个概念的发展史，参见：Ｐａｎｏｆｓｋｙ　ａｎｄ　Ｐａｎｏｆｓｋｙ，１９６５。

８．本句源自于法兰克圣徒、加洛林王 朝 神 学 家Ｐａｓｃｈａｓｉｕｓ　Ｒａｄｂｅｒｔｕｓ（７８５－８６５年）在 其 作 品 中

的句子：“ｌｅｓｔ　ｗｅ　ｃａｐｓｉｚｅ　ａｍｉｄ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ｍ－ｔｏｓｓｅｄ　ｗａ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９．Ｔｒａüｍｅｎｄｅｒ一词在英文中被翻译成了ｒａｐｔｕｒｅｄ，为意译。

所有这一切，包括 多 拉 本 人 的 经 历 和 欲 求，都 在 多 拉 在 拉 斐 尔 的

《西斯廷圣母》之 前 的 这 一 “神 隐”９之 中 汇 聚。现 象 学 的 灵 光 一 闪 而

过，仅仅出现在多拉的梦中，并为弗洛伊德 捕 捉 到。虽 然 弗 洛 伊 德 在 当

时已经惘然，但是却为奥尼尔重读弗洛伊德，并且通过 这 一 神 隐 重 新 理

解弗洛伊德及其案例提供了契机。多拉第二个梦的核 心 节 点 就 在 这 一

神隐之中，并且 她 借 助 这 一 神 隐 而 暂 时 逃 离 了 其 家 庭 与 弗 洛 伊 德 的 掌

控。同时，弗洛伊德也自认为笑 到 了 最 后。然 而 我 们 真 正 关 心 的，却 是

同时发生在多拉的第二个梦中以及在当初那个白日梦中的这一 短 暂 的

为了满足无意识的愿望的双重逃离。

在多拉的案例中，多拉在 其 所 有 试 图 进 入 家 庭／爱 欲 经 济 的 途 径 中

所获得的却 全 部 是 背 叛。背 叛 来 自 于 父 亲、卡 先 生（Ｈｅｒｒ　Ｋ）和 卡 夫 人

（Ｆｒａｕ　Ｋ），甚至是家庭女教师，最后，还有弗洛伊德本人以精神分析之名

对她的背叛。背叛的原因在于，多拉想要进 入 这 个 世 界，然 而 却 拒 绝 参

与到这一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性循环之中。她认同了自己的母亲，尤其

是母亲对于洁白珍珠耳坠的执迷，这也意味着对于纯 洁 无 瑕、未 受 玷 污

的爱情／来自于男性之礼物的执迷并未获得满 足，而 以 洁 癖 作 为 补 偿 和

抵抗。然而多拉又与其母亲不同。她有着爱的希望和勇于尝试的勇气。

所以她在与卡先生发生关系的同时，还与卡夫人之间 有 着 密 切 的 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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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一方向上的尝试也只不过是她作为礼物而被利用的一个链条

而已。因为对于卡夫人来说，多拉不过是一 个 孩 子，最 多 是 一 个 家 庭 教

师。

在治疗期间发生的第二个梦中，多 拉 重 返 了 德 累 斯 顿，重 演 了 她 在

圣母像面前的那场神隐。多拉在这次神隐 之 中，显 然 是 一 个 走 投 无 路、

被逼入绝境之中的少女的形象。与多拉哥 哥 不 同，在 多 拉 的 年 代，世 纪

末的维也纳尚 未 为 女 性 提 供 更 多 的 社 会 空 间，哪 怕 在 家 庭 内 部 也 是 如

此。１９世纪后半期的维也纳，尽管自由主义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然

而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女性的日常生活中，神 圣 政 治 学 仍 然

占据着主导地位，而这是经由宗教、历史与 现 实 三 者 共 谋 而 实 现 的。对

于多拉来说，家庭显然是她在现实当中所可能做的选择的一切。尽管多

拉想要逃离，然而在这一家庭秩序之中，多拉所面对的 严 格 秩 序 虽 全 然

崩溃，却又严格而沉默地发挥着作用。父亲从一开始就并非一个道德而

忠诚的形象，在将罪恶的种籽（ｅｖｉｌ　ｓｐｅｒｍ）传给母亲，并且通过母亲传播

给多拉以后，又背叛了多拉。这并不是一个 有 德 行 的 神 圣 父 亲 的 形 象。

他甚至使得这一维多利亚式的家庭在实质上陷于崩溃。然而与此同时，

家庭中的各种角色又严格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多拉 无 法 脱 离 家 庭 而

生活，也无法摆脱家庭的影响。在这一情景 之 中，多 拉 的 爱 恋 符 合 多 重

性倒错的全部特征。这当然是打破秩序之 举。然 而 当 这 些 梦 要 转 变 为

现实之时，却发现既有的秩序沉默而坚定地拦住了她，要求她被规训，不

仅要将自己的身体纳入现实的道德逻辑中，还要纳入这一错乱的家庭交

换经济之中。

１０．Ｒａｐｈａｅｌ（Ｒａｆｆａｅｌｅ）这一名字在希伯来文中有治愈者之意，不仅治疗人的身体，还包括信仰

问题。

１１．多拉现实中真正的名字是艾达·鲍尔（Ｉｄａ　Ｂａｕｅｒ）。

多拉对于治疗和医生的敌意与此有直接关系。她坚定地回绝了多

名医生，甚至是弗洛伊德本人。因为弗洛伊德与其他医生一样，不过都

是在诱导劝说她遵从家长的意愿。多拉无路可走，只能遁入梦中，重温

她在圣母面前的那场白日梦。拉斐尔那幅画像的治疗意义在此凸显。
拉斐尔１０这一名字与圣母的意象在奥尼尔的考察之中 契 合，为 多 拉／艾

达（Ｉｄａ）１１提供了双重直接的治疗。然而这一治疗师还有另外一重意义。

除了治疗之外，玛利亚最直接的意象是无 性 生 殖、童 贞 生 子、神 佑 始 胎，

·７４１·

弗洛伊德的案例剧场：忏悔者与生活世界（下）



是纯洁无瑕的，与人类之性、与人类男性之性无关的单 性 繁 殖 的 神 圣 实

现。这一故事比起弗洛伊德的巫术式谈话，显然更能被多拉所接受。所

以，这一神隐的意义在于，在既有秩序的强迫下寻求另 外 一 种 秩 序 的 可

能。这一尝试在现实之中无法得到实现。然而在弗洛伊德这里，心理事

实从来都有着与客观现实同样的影响效力。多拉的这 个 梦 使 得 她 的 愿

望暂时得到了满足。她在这个梦中重返了无意识大陆，并因而有信心结

束弗洛伊德的治疗，甚至是与那两个家庭都断绝关系，并 且 似 乎 取 得 了

胜利。
然而这一 独 立 也 是 针 对 同 性 恋 与 自 体 性 欲／自 恋 的 独 立。问 题 在

于，没有破坏与占有的爱之经济是否可能？超越于人类之性的家庭之爱

的神圣题记是否可能？所以，该案例不仅在现实层面上超出了弗洛伊德

的掌控，也在意蕴上超出了弗洛伊德的掌 控。对 于 艾 达·鲍 尔 来 说，癔

症已然是神隐之一种，是将自己隐藏在症状中，逃离现 实 秩 序 与 家 庭 的

政治经济学的举动；失声与梦，都 不 外 乎 此。弗 洛 伊 德 将 艾 达·鲍 尔 命

名为多拉。这一命 名 体 现 了 弗 洛 伊 德 的 期 待———确 切 性：理 性、法 则 与

秩序。然而艾达本人却投向了圣母，正如潘多拉那样，在那一刻，同时在

案例史与现实之 中，利 用 自 己 的 盒 子（藏 身 之 所）超 越 了 自 己 身 处 的 秩

序。

１２．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第三讲末尾处的话，后来成为关于精神分析工作的著名

格言。詹姆斯·斯特拉齐（Ｊａｍｅｓ　Ｓｔｒａｃｈｅｙ）将其译为“ｗｈｅｒｅ　ｉｄ　ｗａｓ，ｔｈｅｒｅ　ｅｇｏ　ｓｈａｌｌ　ｂｅ”；玛丽·
波 拿巴（Ｍａｒｉｅ　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则将其译为“Ｌｅｍｏｉ　ｄｏｉｔ　ｄéｌｏｇｅｒ　ｌｅ　ｃａ”；拉康在Ｅｃｒｉｔｓ中对这一句进行

了详细讨论，并将其译为“Ｔｈｅｒｅ　ｗｈｅｒｅ　ｉｔ　ｗａｓ，ｉｔ　ｉｓ　ｍｙ　ｄｕｔｙ　ｔｈａｔ　Ｉ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ｍｅ　ｔｏ　ｂｅｉｎｇ”。作为

讨论起点，拉康（Ｌａｃａｎ，１９７７：１２９）所引用的英文翻译为：“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ｉｄ　ｗａｓ，ｔ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ｅｇｏ　ｓｈａｌｌ
ｂｅ”。这一点与斯特拉齐译的弗洛伊德标准版英文译文集不同。我们并不清楚是新的译本在

拉康的研究发表之后修改了译文，还是拉康所依据的乃是１９３３年由 Ｗ．Ｊ．Ｈ．Ｓｐｒｏｔｔ所译的第

一个英文译本。高觉敷先生的中译本译文为“于 是 伊 底 所 至 之 处，自 我 也 将 可 到 了”（弗 洛 伊

德，２００５）。

弗洛伊德记录下了那一瞬恍惚／神隐，在奥尼尔的笔下，成为我们

理解多拉、弗洛伊德以及西方文明的通路。弗洛伊德说：“伊底所至之

处，自我也将可到了（Ｗｏ　Ｅｓ　ｗａｒ，ｓｏｌｌ　Ｉｃｈ　Ｗｅｒｄｅｎ）。”１２正如尼采对于

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讨论，这二者并不可分：爱的身 体 就 是 受 难 的 身

体，就是快感的身体，就是家庭的身体，就是作为劳动与生殖的双重的代

际之祭的身体。奥尼尔将其讲述成了每个 人 自 己 的 故 事。多 拉 希 望 能

够超越性的政治经济学，这就是“玛利亚对于上帝之言的赞成，基督的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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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以及在她那受难的儿子躺在她膝头那一刻之前她在神圣家庭中的生

活”（奥尼尔，２０１６：１２０）。忏悔者 与 生 活 世 界 的 故 事 在 此 达 致 了 第 一 个

高潮，而对于这一神隐的理解与这一解读他者的努力，不 外 乎 我 们 自 身

而已。

在这一爱之戏剧中，爱与劳动是异 性 恋 经 济 的 两 个 基 本 故 事 结 构。

这是列维—施特劳斯、弗洛伊德、卡尔·马克思等人“总结为文化与生物

性生殖的结构 性 律 法 的 东 西。任 何 女 性、任 何 工 作 的 男 性 都 熟 知 这 一

点，亦即 任 何 家 庭 都 熟 知 这 一 点，爱 与 劳 动 是 其 两 个 面 向”（奥 尼 尔，

２０１６：９７）。这不仅是现代 性 的 故 事，也 是 人 类 最 为 古 老 的 现 象 学 注 视。

这既是《会饮篇》之中的讨论，也是在《圣经·旧约》之中对于亚当和夏娃

出伊甸园、变为可朽（ｍｏｒｔａｌ）之人时的规定。

（二）鼠刑、旅程与狼人之醒

在每一个案例中，弗洛伊德都面临 同 样 的 困 难：如 何 从 混 乱 的 叙 述

中清理出一条道路来，或者如何将患者的 忏 悔 条 理 化？众 所 周 知，这 一

困难在“鼠人”的案例中尤甚。在奥尼尔看来，这一困难与鼠人案例的核

心意象，即鼠刑 和 那 场 从 维 也 纳 郊 区 到 维 也 纳 的 火 车 旅 行 有 着 直 接 关

系。我们需要从火车的现代性意象入手来对其加以理解。

希弗尔布施（Ｓｃｈｉｖｅｌｂｕｓｃｈ，１９８０：１９）在《火车旅行》一书中，描述了现

代早期所出现的铁路技术所体现出来的独特现代性 质。早 先 的 公 路 运

输及河道运输方式涉及“路线与方式之间在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区别……

交通运输的路线选择和方式选择彼此独立，因为运载车船作为个体而运

动在技术上是可行的”。特斯特（２０１０）在其《后现代 性 下 的 生 命 与 多 重

时间》中特别分析了这一意象，将铁路技术的发展与现代式生 活 世 界 的

出现联系在一起，并由此将铁路的意象作为现代性的一个隐喻。

公路运输和河道运输在十八世纪发展起来的时候，并不是

作为独立的系统，而只是必须通过有意设计的社会文化活动激

活并实施的移动方式。

然而，随着铁 路 的 发 展，情 形 有 了 巨 大 的 改 变。铁 路 是 作

为一种自我规定 的 独 立 环 境 建 造 起 来 的，它 规 定 了 活 动，而 不

是让活动来规定它……铁 路 的 技 术 对 铁 路 上 能 做 的 事 情 产 生

了直 接 而 重 大 的 影 响。形 式 变 成 了 自 在 的 目 的。（特 斯 特，

２０１０：９７－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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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弗尔布施将铁路的这种自在环境与自然环境相比较，并在比较

中发现了铁路的异化形式。特斯特（２０１０：９８）说：
铁路作为一种自在的环境，其发展必然意味着趋向技术

可能性的物化……按 照 希 弗 尔 布 施（Ｓｃｈｉｖｅｌｂｕｓｃｈ，１９８０：２５）
的说法，铁路线往往笔直穿越风景，从而规定着周遭的物理景

观，更加剧了这种去自然化的感受。同时，铁路线往往并不遵

从河流山川的走向。“动力的机械化启动了与无中介的、活生

生的自然之间的异化，而随着铁路的筑造径直跨越地域，仿佛

以尺度量，就更加剧了这种异化。”其结果，“铁路之于传统的

大道通衢，就犹如蒸汽机之于役畜。无论是铁路还是蒸汽机，
机械的规律性都征服了自然的不规律性”。
正如这一引文中铁路带给自然的碎片化后果一样，在鼠人案例之

中，弗洛伊德只能向我们提供某些碎片。这一困难当然首先来自于精

神分析工作本身：弗洛伊德对于任何一位患者的条理化总结，都正如铁

路横穿高山大川的异化效果一样。然而在本案例中，这一冲击效果更

为强烈，原因在于患者本人那杂乱无章的叙述。这一叙述不仅杂乱无

章，甚至堪称具有某种“反叙事”功能。这一特点迫使弗洛伊德不得不

在案例史中罕 见 地 反 复 为 自 己 在 叙 述 上 的 混 乱 而 向 读 者 道 歉。甚 至

于，这是弗洛伊德唯一留下了较完整的治疗笔记的案例。奥尼尔在分

析该案例的时候，舍弃了弗洛伊德原始案例之中的大幅记录与分析。
这一删减的直接原因就在于其叙事特征。这一叙事特征的最佳体现，
首先还不是鼠人在案例后半部分的叙述，而是体现在鼠刑这一貌似有

着明确边界、条理与清晰意象的故事之中。在奥尼尔看来，这一著名的

鼠刑故事，从现象学的视域分析入手，可以成为我们理解其“反叙事”的
主要手段。弗洛伊德必须要在这一看起来是逾越无矩然而同时又具有

绽开之魅惑的材料基础上，向理性的世界呈现出一个符合其理论要求

的作品。所以，该案例就必然同时成为一个失明（ｂｌｉｎｄｎｅｓｓ）与［洞］见

（［ｉｎ］ｓｉｇｈｔ）的作品。这就使得我们在阅读这一作品时所能够感受到的

鼠人和弗洛伊德的双重忏悔特征越来越明显。也就是说，忏悔的形式

维度与忏悔的内容维度越来越无法分离。奥尼尔从这一角度入手，同

时理解鼠人和弗洛伊德本人。随着文本分析的逐渐推进，奥尼尔本人

的写作也越来越具有存在主义气质，其中的批判现象学特征也越发明

·０５１·

社会·２０１７·２



显。奥尼尔将鼠人案例中的混乱不堪视为一种前现象，一种当下之物。
鼠人几乎没有说出任何连续性的故事。他的“思维序列”

（ｔｒａｉｎ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Ｄｅｎｋｖｅｒｂｉｎｄｕｎｇ）每每会在有所条理之前

变得自相矛盾或者脱轨。那个铁路隐喻的工具，遭遇到了法

律与军事性的隐喻，并因此而分叉。后面这两种隐喻的内在

转喻（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ｅｔｏｎｙｍｉｅｓ）反过来又产生了一个可供理解的

临时序列，然而这一临时序列又迅速在诸多重叠与迂回曲折

的弯路中消失，让 听 众［弗 洛 伊 德］与 读 者［我 们］徒 劳 无 获。
或许，是老鼠的形象在啮食着该主导叙事，破坏着那喂食着它

的线索，撕碎着感觉与感受性，不断复制着鼠人那混杂在一起

的恐怖与愉悦。而这个鼠人，就是那个试图告诉弗洛伊德他

自己的故事的鼠人，同时既是弗洛伊德的主角，又是他所要戒

防之人。（奥尼尔，２０１６：１２２－１２３）
然而这一困难还有另外一种原因。奥尼尔在其分析之中，同时将

弗洛伊德本人的同性恋无意识与家庭场景也杂糅进入了弗洛伊德分析

与写作过程之中，总结出了弗洛伊德用以联结其本人在第一阶段分析

中的两种动机的各种隐喻与遮蔽。也就是说，我们对于鼠人与弗洛伊

德之间关系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在对于鼠人的理解一方。这种关系是

双方向的、具有往返回复性质的。奥尼尔敏锐指出了在鼠人与弗洛伊

德之间存在着家庭结构（都具有一位强势的抑制性母亲与主人公需要

偿还其父亲之债的代际命运）的相似性。鼠人案例，在多大程度上意味

着弗洛伊德本人？这是一个有利于我们理解本案例之混乱以及弗洛伊

德之“艰难”的问题。
弗洛伊德在治疗中的通常策略是通过忏悔重返起点／开始，以获得

对于现象的解读。然而在鼠人案例中，这一策略成为问题，因为重返起

点只会带来更多的困惑与无穷无尽的分支与岔路，而“进程”本身也无

休无止地蔓延与分散开来。鼠人同时必须在每一个当下防范他自己的

某些观念，以便防止他那位已经过世之父亲的再度死亡。与此同时，他
还要防备父母以及弗洛伊德看穿他那些可能会带来灾难的想法。在这

一背景下，鼠刑的故事出场。正如多拉的神隐状态一样，在弗洛伊德的

案例中，鼠人所有的世界意义与苦难征程，包括他与弗洛伊德的治疗关

系，都浓缩在了这个鼠刑的故事之中。在这个多维度、多视角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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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中，鼠人同时既是叙事者，又是故事主角，既是旁观者，又是施虐者

与受害者，既是那具有着孔洞的身体，又是尖叫着胡乱钻入孔洞的老

鼠：
“他是在想刺刑吗？”
“不，不是的…犯人是被捆住的……”
———他表达得非常含混，我无法

立刻猜出是什么样的姿势———
“……一只壶倒扣在他的臀部［Ｇｅｓａｓｓ］……把一些

老鼠放进去……然后它们……”
———他再次站了起来，表现出恐怖与

抗拒的表情———
“……钻进了……”
———“进入了他的肛门”，我帮他说了出来。
［或：进入了他的屁股，我帮他填补了这个句子］
（Ｆｒｅｕｄ，１９７９：４７）

对于这一鼠刑的叙述与解读之努力实际上就是后来鼠人向弗洛伊

德所讲述的那一场不可能的旅程本身。在这一叙事之中，思考与叙述

本身都被爱欲的内容所浸染，任何一种思维逻辑／序列本身，都不仅仅

是逻辑性的或者理性的。
我们看 到 了 一 种 思 维 序 列（Ｄｅｎｋｖｅｒｂｉｎｄｕｎｇ）是 如 何 被

其爱恨交织 的 矛 盾 性 内 容（Ｚｅｕｇ）所 固 定 住 的。这 一 矛 盾 性

内容就是，鼠人欲求着能够将他父亲与他自己从他母亲的债

务中（以及弗洛伊德的债务中，而这一债务也是由他母亲所偿

还的）解放出来，以便追求一种真正的爱恋，于其中，他可以逾

越父亲关于激情的禁律。简言之，鼠人自己变成了一只疯狂

的小鬼／老鼠（ｂ［ｒａｔ］），往 返 奔 跑 于 双 亲 的 身 体 之 间，以 求 找

到一 条 通 路，来 安 置 他 们 的 委 屈 不 平 ［不 对 等 的 婚 姻

（ｍéｓａｌｌｉａｎｃｅ）］，谵妄性 地 寻 找 着 再 进 入 与 再 诞 生，以 便 补 偿

一种爱之伤害。（奥尼尔，２０１６：１３３）
与这一鼠刑直接相关，鼠人向弗洛伊德讲述的他那永不停歇／无法

完成的偿还债务／赎罪旅程，最终渐渐消散在维也纳郊外深邃宁静的夜

里。大地无言。深夜之中那无穷无尽、分散而又交叉的铁路轨道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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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茫茫旅程里，鼠人的夜奔前后无序、犹豫不决、反复无常，一直都在

试图重返那不可能的过去，以便偿还债务。然而这一不可能，却早已／
同时由他自己所设下。鼠人一直都在试图逾越他所无法逾越的轨道。
这一故事发生在一战之前，在中文的语境中，我们或可将“一战”误读成

为“一站”，在即将到 达 这 一 场 颇 具 划 时 代 意 义 的 现 代 历 史 轨 迹 的“车

站”之前，鼠人的夜奔却呈现出了相对于工业文明的某种“溢出”姿态：
这一旅程，超越了都市与工业文明式制图技术的殖民化。

而后 者，却 正 是 弗 洛 伊 德 的 那 些 病 人 们 的 神 经 分 裂 造 影 术

（ｓｃｈｉｚｏｇｒａｐｈｙ）的主要构成要素。（奥尼尔，２０１６：１４１）
茫茫无尽的旅程，孤独冰冷的夜奔。显然，在前述鼠人与弗洛伊德

的家庭结构与家庭史之外，鼠人的旅程构成了与弗洛伊德本人那著名

的 “旅行官能症”之 间 的 类 比。而 且 鼠 人 的 这 一 场 旅 程，连 同 作 为 旁

观／倾听／参与歌唱的歌队弗洛伊德本人，都一同陷入到了一场更为宏

大的现代性悲剧之旅程中：通往下一站／战。
在弗洛伊德的剧场之中，帷幕掀起，新晋作者／主持人奥尼尔登台，

向读者宣告：
鼠人的悲剧在于，他在他家庭循环之中所引起的愤怒，最

终被“那场战争的伟大暴力”所覆盖。在此，一个家庭的传承，
伴随着文明的崩溃而走到了尽头。弗洛伊德从战争的废墟中

幸存下来，然而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发现他那位最后的病

人，同时也是必然没落／死亡的文明自身———而在这些文明的

不满之中，精神 分 析 的 角 色 正 是 文 明 自 身 其 来 也 晚 的 成 就。
（奥尼尔，２０１６：１４１）
这一旅程以及逾越的意象当然要得到进一步的解读，因为弗洛伊

德关于“旅程”之最 为 有 名，也 是 最 为 堂 堂 正 正 的 宣 称 来 自 于 他 在《释

梦》一书结尾处的著名宣言：梦是通往无意识的皇家大道（ｒｏｙａｌ　ｒｏａｄ）。
关于“皇家大道”一词，弗洛伊德在原文中使用的是拉丁文ＶＩＡ　ＲＥＧＩＡ
这一深深镶嵌在欧 洲 历 史 中 的 道 路 名 字（Ｓｈｅｒｗｉｎ－Ｗｈｉｔｅ，２００３）。斯

特拉 齐 在 英 文 标 准 版 译 文 集 中 将 其 翻 译 成 皇 家 大 道。然 而 ＶＩＡ
ＲＥＧＩＡ的意思不仅局限于此。在欧洲的历史之外，我们甚至还可以将

旅程追溯到弗洛伊 德 回 忆 之 中 全 家 在 其 幼 年 时 期 与 其 他 犹 太 人 群 一

起，从摩拉维亚辗转莱比锡迁徙到维也纳的旅程。那条铁路在当时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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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中欧犹太人的救赎之路。我们甚至还可以联想到犹太民族在开始

之初就已经注定的命运：旷野之间的游荡，永恒的放逐。无论是从圣殿

沦陷开始，还是从摩西率领众人出埃及开始，无穷无尽的旅程一直都是

犹太人的重要历史。在西奈（Ｓｉｎａｉ）旷野间飘荡的数十年里，犹太人形

成了民族，获得了信仰，发展出了基于信仰的道德伦理和律法，最终有

了自己的认同，找到了应许之地。异化的过程和结果固然复杂，然而并

不意味着不存在理解过去的线索。
奥尼尔进一步将旅程的概念表象化：在生命的无尽旅程之中，或许

永远都存在着通往母亲身体的这座黑暗大陆的旅程。这不仅是向后的

旅程，同时还是向前的旅程，正如鼠人的夜奔一样。熟悉精神分析历史

的读者都知道，这一旅程的意象对于弗洛伊德还有着另外一种向前的

重要生命意义：征 服 罗 马！不 过，这 一 通 过 征 服 罗 马 来 征 服 世 界 的 旅

程，最终虽然实现，却也永远无法摆脱他的乡愁。
弗洛伊德的一生都被他自己回顾为一场旅行。在这场旅

行中，从始至终，他一直都被彼此交织在一起的母亲的目光与

在怒黄色鲜花与衣裳装扮下的吉塞拉这位初恋的黄金记忆所

淹没。（奥尼尔，２０１６：１４３）
奥尼尔（２０１６：１４４）在其耄耋之年，不无自我投射地如此写道：

我们同样知道，那列开往维也纳的火车，也曾带着年轻的

弗洛伊德远离了他的初恋吉塞拉。弗洛伊德永远都有一种重

返关于吉塞拉的记忆的方式／道路，以及表达后悔用那位年轻

爱人的花朵交换了成年人婚姻这一面包的方式／道路。就好

像鼠人一样，弗洛伊德的记忆能够反转时间的序列，在他选择

一个传统的婚姻之前，重返那个新鲜的“黄金”之恋，在一种返

往童年／童年的重返之中，扰乱了那一梦／梦者的关系，正如在

这个老鼠故事 中 被 分 裂 了 的 叙 述 者 与 聆 听 者 之 间 的 关 系 那

样。
永恒的回归／不可能之旅程，以及在旅程之中对于旅程的逾越，在

狼人的案例中甚至更进了一步。奥尼尔喋喋不休地从弗洛伊德的工作

之中，试图重返狼人、弗洛伊德甚至是奥尼尔本人的原初场景。在这个

意义上，狼人的眼睛在睁开的那一刻所看到的两个场景———群狼呆在

胡桃树上和父母在床上的场景———就具有了特定的意义。假如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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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正的原初场景，那么哪怕是鼠人的原初场景，也可能是和狼人所

回忆起来的那个梦是一样的。狼人说：
我梦到在夜里，我正躺在我的床上。我的床脚对着窗户，

在窗前有一排老胡桃树。我知道我做梦时是个冬天，而且是

夜里，突然间窗户自己打开了，我惊恐地看到一些白狼正坐在

窗前的大胡桃树上。它们有六七只。狼非常白，看上去更像

狐狸或牧羊犬，因为它们有狐狸一样的大尾巴，当注意到什么

的时候，它们就把耳朵竖起来，就像狗一样。由于极度恐惧，
害怕被狼吃掉，我尖叫着醒了过来。（Ｆｒｅｕｄ，１９７９：２５９）
不过，严格遵循现象学方法的奥尼尔，在狼人的案例中对弗洛伊德

的工作进行了细致分析。该分析的首要成果，就是对于这一永恒回归

的悬置性结构的戏剧化处理：逾越的另外一面。不仅如此，弗洛伊德本

人在写作方面的结构性特征，即对于“附录与校正”的执着（ｆｉｘａｔｉｏｎ），
也成为该现象学分析的重大主题。这一主题与狼人本人的“附录与校

正”，亦即狼人本人所写的著作，以及狼人在苏醒时刻所做的那个梦或

者说在那个梦中苏醒过来的时刻（这当然是两种故事版本）以及此后的

所有症候，作为其原初场景的附录与校正，就像一出无穷无尽的戏中戏

的结构一样，叠床架屋，层出不穷。
在这一结构之中，奥尼尔从那只燕尾蝶翅膀的开合振动出发，力图

也让上述所有 事 物（ｔｈｉｎｇｓ）的 历 史 性 关 联 以 弗 洛 伊 德 的 方 式 震 动 起

来。他在那篇《现象学可以是批判的吗？》论文之中对于现象学的反思／
批判性的强调，在此终于达致炉火纯青之境。现象学式的视域观与弗

洛伊德的儿童理论及方法论结合在一起，永恒的回归与永恒的反思不

可或分，而且只有在这一过程中，孕育与概念（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才有可能发

生与成形，也只有在这一混乱不堪的背景下，我们才能够成为我们。

（三）薛伯的神佑升天

丹尼尔·保 罗·薛 伯（Ｄａｎｉｅｌ　Ｐａｕｌ　Ｓｃｈｒｅｂｅｒ，１８４２—１０１１年），１９
世纪德国著名儿童—养育医学权威丹尼尔·高特列博·莫瑞兹·薛伯

（Ｄａｎｉｅｌ　Ｇｏｔｔｌｏｂ　Ｍｏｒｉｔｚ　Ｓｃｈｒｅｂｅｒ，１８０８—１８６１年）之子，在精神崩溃以

前，曾任萨克森州高级法院首席法官。１９０３年，薛伯第 二 次 治 疗 出 院

后，出版了Ｄｅｎｋｗüｒｄｉｇｋｅｉｔｅｎ　ｅｉｎｅｓ　Ｎｅｒｖｅｎｋｒａｎｋｅｎ一书。本书不仅在精

神病史学中被引用次数极多，而且成为精神分析历史上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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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本人并未对薛伯进行过治疗，其“薛伯案例”来自于对该书的

分析。除了荣格与阿德勒对这一案例的分析之外，拉康１９５６年在其研

讨班中开始以本书为基础而研究精神病学，并于１９５８年发表文章《论

精神障碍的一切可能疗法的先决条件》。德勒兹与瓜塔里在其《反－俄
狄浦斯》之中亦有对于这一案例的分析。

Ｎｅｒｖｅｎｋｒａｎｋｅｎ一词的英文直译是 Ｎｅｖｒｏｐａｔｈｉｃ，这与艾达·麦卡

尔平（Ｉｄａ　Ｍａｃａｌｐｉｎｅ）、理查德·亨特（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Ｈｕｎｔｅｒ）所合译的英

文译 名 Ｍｅｍｏｉｒｓ　ｏｆ　Ｍｙ　Ｎｅｒｖｏｕｓ　Ｉｌｌｎｅｓｓ 接 近，而 斯 特 拉 齐 （Ｊａｍｅｓ
Ｓｔｒａｃｈｅｙ）在其弗洛伊德英文标准版译文中，为了符合弗洛伊德的分析

需要，将该题目翻译 为 Ｍｅｍｏｒａｂｉｌｉａ　ｏｆ　ａ　Ｎｅｒｖ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奥 尼 尔 将 对 于

弗洛 伊 德 这 一 案 例 史 的 分 析 命 名 为 Ｓｃｈｒｅｂｅｒ’ｓ　Ｂｌｅｓｓｅｄ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Ｂｌｅｓｓｅｄ译自德文Ｓｅｌｉｇｋｅｉｔ，ｓｅｌｉｇ在德文中有多重意义，如“受到祝福”、
“永在福祉之中”以及作为委婉语的“死亡”。奥尼尔的这一标题，与前

面各个章节一样，基本上表明了该章的核心意象。
虽然薛伯这个案例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并不复杂，篇幅也并不是最

长，但是对于奥尼尔来说，对于这一案例的分析显然是其研究的高潮。
奥尼尔在此前各章之中的诸多线索都在这一章中汇聚在一起，以交响

乐式的结构构成了整体宏大的叙事吟唱。而就写作手法来说，这一研

究对于奥尼尔也有着与弗洛伊德相耦合的特征：正如奥尼尔是根据弗

洛伊德的文本以及相关研究文本来研究弗洛伊德的案例一样，弗洛伊

德本人的这一案例也是根据文本与相关研究文本来研究薛伯的———弗

洛伊德并没有治疗过薛伯，该案例的主要依据在于薛伯的那部辩护式

自传。不仅如此，奥尼尔发现，薛伯为他自己的回忆录所做的声明与弗

洛伊德以在多拉案例中的声明为代表的那些案例声明并无不同。
在每一个案例中，都存在着公开披露的得体性与科学探

索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当自我启示成为分析方法的一部分之

后，科学家本人 会 在 分 析 中 身 败 名 裂，或 招 致 好 色 淫 乱 的 名

声。薛伯乞灵于更高的科学兴趣与宗教知识；作为对这二者

的代表，他提供了一种关于他自己的精神、身体以及语言经验

的记述，而 这 与 弗 洛 伊 德 本 人 的 实 践 并 无 不 同。（奥 尼 尔，

２０１６：２０１）
然而，与这些声 明 相 应 的，乃 是 一 种 针 对 弗 洛 伊 德 的 挑 战。萨 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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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韦伯（Ｓａｍｕｅｌ　Ｗｅｂｅｒ）在为１９８８年麦卡尔平与亨特译本所做的序

言中向所有弗洛伊德的读者们提出了一个挑战性的问题：“谁曾倾听过

薛伯博士？”
这个问题当然对于弗洛伊德的研究乃至任何理解社会学的研究都

具有代表性。以薛伯为例，要回应这一问题，首先要去认真阅读薛伯的

著作本身。这一著作大概分为医疗机构对于薛伯的认定、薛伯本人对

于这一认定的反抗，以及薛伯本人所相信的但是因此而被视为精神病

患的那些思考内容。奥尼尔在认真进行了这一工作以后发现，弗洛伊

德事实上只摘取了薛伯著作中的一部分作为分析主题。这一发现使得

奥尼尔的工作具有了更多的维度，正如在前面几个案例中一样：约翰·
奥尼尔—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薛伯案例—薛伯的《回忆录》—薛伯本

人。
所以，奥尼尔在这里所处理的首先是弗洛伊德的阅读之物。这一

视角使得奥尼尔易于发现在从薛伯到薛伯回忆录的英文译本以及弗洛

伊德的分析之中所发生的“背叛”与“自我背叛”的种种蛛丝马迹。忏悔

者与生活世界的关系，首先是一种伦理学问题。例如，在这一对于薛伯

的“征用”之中，就已经存在着一种语用学方面的爱欲特征。不过，奥尼

尔还是一如既往地希望能够借此进入对于西方文明的讨论之中。这一

野心的基础在于薛伯的文本自身。薛伯故事的基本特征在于他重构了

世界的秩序。这一宏大叙事甚至与诺亚方舟无关，因为薛伯所斗争的

对象与重构的对象包括上帝。这一更新秩序的表现是薛伯转变为上帝

伴侣，并由此来更新全人类。从这一点出发，被认定为疯癫的薛伯提出

了完全不同的关于文明、事物的秩序、救赎以及爱欲与肉体之间关系的

宏大理论，奥尼尔不得不动用超越于一般社会理论传统的资源来对其

加以解读：从古希腊的神话到尼采的鹰与蛇。
事实上，奥尼尔想要说明，不仅在本案例中，在所有的这五个案例

中，都存在着对于弗洛伊德之理性控制的溢出。例如，在对于薛伯自传

的重新阅读中，奥尼尔（２００６：２１５）发现了薛伯“对于女性气质的培育包

含了一种 肉 欲 崇 拜，而 这 大 大 超 越 了 弗 洛 伊 德 的 肛 门 性 爱 的 版 本

……”。弗洛伊德努力将薛伯的双性恋理解为同性恋，这显然并不符合

薛伯本人的宣称。薛伯的回忆录无论在常人看来多么混乱不堪，却仍

然有其内在的道理。与此同时，它还“是薛伯的第一个孩子”。薛伯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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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能够超越传统的世界秩序，这一点被弗洛伊德理解为一种原初退行。
然而在奥尼尔看来，薛伯的谵妄之言更像是在世界秩序之边缘起舞的

尝试。
正如尼采那样，薛伯的语言在意义与无意义的界限边缘

起舞，消解事物，以便在表达他对于雌雄同体之欲望的委婉用

语与矛盾语词之中，重新结合它们。这一雌雄同体却未曾分

裂的性 交，或 许 可 以 更 新 那 性 差 别 的 死 寂 世 界。（奥 尼 尔，

２０１６：２１７）
这甚至无所谓是否超越弗洛伊德，而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世界，

当然也就无所谓对于古老的摩西律法的冒犯或者顺从了。所以，弗洛

伊德建基在［被弑］父性隐喻基础之上的社会秩序，以及与此相关的阉

割／良知／秩序的俄狄浦斯故事，不仅在多拉的故事之中，在这里也呈现

出了力所不能及的状态。在弗洛伊德那里饱受批评的母亲之缺席，同

样在所有的这些故事之中全部复活出席，从弗洛伊德分析的背景走向

前台，成为奥尼尔分析的永恒回归之温暖恬适的宁静故乡。
薛伯父亲的教育学乃是一种福柯式的全景敞视主义，这是薛伯毕

生所要逃脱的教育系统。这一逃脱的最为直接的努力，就是谵妄式变

身：转变升华为上帝妻子，以此来拯救世界。所以，在奥尼尔看来，这一

变身实际上也是逃脱弗洛伊德之理论框架与相应的世界秩序的努力。
薛伯的变身并不是从一种性转变到另外一种性，而是从

一个家庭转变到另外一个家庭———转变到那个其爱并不为俄

狄浦斯化的性所制约的家庭，转变到其爱并非是教会或国家

规训的家庭，转变到其爱并非是一种军队的军事演习或者学

校测试的家庭。（奥尼尔，２０１６：２２１）
因为他所逃离的这一世界秩序并非随口说说而已。这是“基督教

资本主义”的世界，或 者 反 过 来 也 一 样，是“资 本 主 义 化 了 的 基 督 教”。
所有人的身体都嫁接／存在于其中，“没有谁的身体可以自满（Ｎｏｂｏｄｙ
ｉｓ　ａ　ｂｏｄｙ　ｆｕｌｌ　ｗｉｔｈ　ｉｔｓｅｌｆ）”（奥尼尔，２０１６：２２２）。

然而薛伯在变身 飞 升 中 所 冀 求 的 逃 离，恰 恰 正 是 这 一 世 界 秩 序。
这与小汉斯的“天真无邪”、多拉的“神隐”颇有类似之处，也与鼠人和狼

人的永恒回归相 近。不 过，在 奥 尼 尔 的 分 析 之 中，这 几 个 案 例 由 浅 入

深，同时又以一种回返往复的方式，表达了一种关于文明的存在主义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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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学分析。在薛伯案例中，奥尼尔（２０１６：２２７－２２８）说：
文明庆祝着人类的求生与不死意志，只允许以其独有方

式死亡。文明化了的存在与死为邻；一种文明化的社会则持

续修复着生命的篱笆。它安抚着患病与濒死之人，包容着疾

病与死亡。以此方式，我们将生命设定为一种针对死亡的界

限，并且通过这一文明化的想象，将死亡承认为生命的界限。
只要这一文明化的幻想被削弱，死亡的深渊就会在我们面前

隐约展现，并 且 诱 惑 着 我 们 去 自 杀、去 谋 杀。由 于 缺 少 这 一

点，我们捍卫着自己的生命，对抗着其终点与起源的极限，以

便将我们自己培育成为那些在我们的家庭经济中的他者；这

一家庭经济的智慧，隐藏在那被暴风雨所肆虐的天空下的生

活之中，我们并未窥视这一智慧的崇高庄严所在，正如我们未

能窥探我们自己的那些梦境的黑暗脐带一样。
这一分析的材料深藏在现代科技的各种发现之中。在这个意义上，

奥尼尔的文明分析与弗洛伊德的文明分析一以贯之，并不认为现代社会

的出现乃是一种历史的断裂：在现代社会的各种材料中，依然深藏着各

种文明的提问和回答。在更早的篇章中，观看着弗洛伊德笔下鼠人在茫

茫夜奔中的毫无头绪，奥尼尔（２０１６：１５５）也以悲天悯人之心写道：
我们现在所接触的，乃是一部伟大的存在主义戏剧———

在一个超越性交的 层 面 上，遭 遇 到 了“去 在”（ｔｏ　ｂｅ）或 者“不

去在”（ｎｏｔ　ｔｏ　ｂｅ）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何种机遇中，生（殖）与

毁灭／死亡的问题，“遭遇／结合（ｍａｒｒｙ）”到了一个卵子和经过

大量淘汰而幸存的某一个精子之间的问题。我们并非是要人

格化这一遭遇。该遭遇纯粹是在生物学的意义上和完全常规

的意义上而言，并无任何其他考量。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成功

地在人类生命的繁殖方面同时在集体与个体层面上对其进行

礼仪化，同时庆祝着婴儿这一“礼物”以及所有其他自然的礼

物，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弗洛伊德在他关于强迫性神经症的

评论之中，引入了这一主题。他认为，强迫性神经症所处理的

正是这些伟大的主题，人类对此全都一无所知，也就是对那些

关于父亲、关于生命的长度和在死亡之后的生命，全都一无所

知。这些确实是鼠人最为关心的主题。它们极大地超越了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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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老鼠故事，所以我们能够发现，弗洛伊德自己的心灵转向了

歌德和莎士比亚，以展示那些啮咬着人类胸脯的、更为宽广的

冲突与疑问。这一问题乃是起源的问题———谁创造了我？尽

管已经有了关于性交与怀孕的知识，尽管这些知识在历史与

文化的层面上极为广泛，人类也还是要举出这个问题。尽管

伴侣之间存在着性交这一事实，该问题也还是依然存在。
这一存在主义现象学的分析可以更为具体化。在阿尔弗雷德·舒

茨关于生活世界的经典理论中，作为其有意向—意义的生活世界核心

以及后来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的起点，乃是一种此时此地的、居于

意义世界之核心的身体。奥尼尔对于这一分析框架的突破在于，首先

将其放置进了弗洛伊德式具身化的世界之中，然后再通过对于这一世

界颇具人类学色彩的政治经济学结构分析，将这一现象学的身体与人

类历史上的宏大历史和文明命题关联在一起。奥尼尔首先通过引用里

奇（Ｌｅａｃｈ，１９６９：１０８－１０９）的话来展开分析。
在自然物理与形而上学之间有什么区别？一种看待这一

问题的方式是将现在—不行等同于另外一个世界；在这种情

况下，过去与未来作为对方的属性而合并，以对抗作为真实生

活的现实经验的当下。在“此时—此地”与“其他”之间的关系

也就因 此 可 以 被 视 为 一 种 下 降（ｄｅｓｃｅｎｔ）。我 的 祖 先 们 属 于

“其他”范畴，我的后裔们也是如此。只有我在此时此地……
然而这两个世界的分离还不够，它们之间必定还存在着

连续性与中介。联想起软弱无能的［男］人们是强大有力的诸

神的后裔这个观念，我们就有了那个乱伦教条：诸神与［男］人
们或可建立性关系。处女生殖的教义和与人类男性性欲无关

的教义都是作为这种神学的副产品而出现的。
此时此地的当下在此首先成为宏大代际变迁之中的“我们”，有别

于我们的先祖与后裔。然而它并不仅仅意味着此时此地的当下，它还

意味着此时此地的当下这一具有道德意涵的肯定命题所否定的另外一

个世界与他者———无论这另外一个世界与他者意味着爱欲式的政治经

济学秩序的颠覆、神隐或飞升的可能性，还是仅仅具体化为单性繁殖或

者雌雄同体的世界秩序，甚至是无性的世界秩序。这进一步映射出一

种集体思考的状态：现象学并不仅仅考察个体意义与生活世界。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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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奥尼尔（２０１６：２３２）的论证清晰而明快：“处女母亲的悖论或神秘性

……是集体在通过这些故事而思考自身”。这一思考的痕迹表现在从

希腊神话到圣母玛利亚的这一名字在漫长的欧洲历史中的演变过程。
奥尼尔（２０１６：２３６）也从这一线索出发，将薛伯的谵妄理解为单性繁殖

的幻想，并进而返回到尼采所歌唱着的“那个万事万物都以偶然之足起

舞，在实用与目的／意义之前的时刻”。原初时刻与原初场景的意义进

一步不再仅仅是对于父母交合场景的观看，还牵涉进了更多与世界构

成相关的“愤怒、不确定性、迷失”，以及一系列来自于双重认同的困难。
薛伯的回忆录构成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原初场景。薛伯同时作为创造

者与被造物而出现。所以，作为“我是谁”一问题的推进，薛伯真正的病

原更为清晰可见了：与“生命源自何处”这一问题相关的所有提问和回

答。所以，在弗洛伊德与拉康的谱系中，抱持着批判性的现象学态度的

奥尼尔同时向前又向后地进了一步，重新捡拾起早该得到细致分析的

薛伯的天鹅之歌以及那一对作为礼物的天鹅所栖息的存在之镜湖。奥

尼尔以最为诚恳朴素的现象学观看，将薛伯这名孩童的努力重又导引

回了歌德的永恒女性（ｄａｓ　Ｅｗｉｇ－Ｗｅｉｂｌｉｃｈｅ）。奥 尼 尔（２０１６：２６０）以 歌

一般的句子如此唱道：
拉康忽略了那片湖水的意义。那片湖水将生者与亡灵永

隔。这是一道我们永远要试图超越的界限———正如我们被身

体的孔洞边缘所诱惑，寻求快乐，远离痛苦一样。或者，毋宁

说，拉康忽略了他本可以知道的东西，即一旦生命超越了其内

在与外在世界的边缘，无论是在饥饿还是在欲望之中，无论是

在愤 怒 还 是 热 爱 里，身 体 都 永 远 不 会 遗 忘（ｔｈｅ　ｂｏｄｙ　ｎｅｖｅｒ
ｆｏｒｇｅｔｓ）。身体的孔洞合拢形成的边缘，使得生与死作为男与

女而交织纠缠，或者是作为母亲与婴儿而叠合———在这边缘

之上，一种谵妄式的认同游荡于幸福与愉悦之间、天地之间，
以及在那些镜像与我们想象性身体———我们必须作为另外一

个身体去爱的身体———的岛屿之中。这是因为，我们那活着

的身体总是会受到伤害与饥渴之苦；这一活着的身体，哪怕从

第一天开始，就无法承受爱的伤害，也无法承受那来自于我们

所诞生于其间并在其中受到最为悉心照料的家庭的伤害。
奥尼尔本人的醉与爱，他所理解和践行的社会学写作，如同他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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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的弗洛伊德及其笔下的主角们一样，重返了歌德高歌吟唱的“永恒女

性”。如果一定要在这一世界之中做出选择的话，那“为何不选择玛利

亚呢”（奥尼尔，２０１６：２６３）？尽管我们文明的边缘仍然黑暗，尽管我们

在烈日当空之际仍然一无所见，也可能无法在黎明之前起舞，然而这并

不妨碍我们经由醉与爱来理解自身，在词语和言说之中窥见那些“闪烁

摇曳的光点”。在引用了阿波利奈尔的诗句以及他的坟墓上的意象之

后，奥尼尔（２０１６：２６４）以同样的诗意写道：
我们不必用我们的身体来埋葬这一爱，也不必忍受我们

的两种性别在 渴 求 爱 的 时 候 所 感 受 的 孤 独 与 寂 寞。经 年 以

来，我们各属其身，也都明了，爱无法治疗其自身的伤痕。如

此，在我们这两种灵魂之中的虚饰，在这首诗歌的构造中就结

合在一起，克服了其自身的不忠、厌女症与绝望。为了照顾这

位诗人无法满足的领养需要而清空坟墓，在宇宙间种植上诗

意，为月亮着色，为星辰歌唱，让我们这个世界中的小小灯光

成为遥远宇宙中的星光。精神疾病？

四、理性与存在

在有着奥古斯丁与卢梭的西方 传 统 中 讨 论 忏 悔 并 非 易 事。尽 管

我们可以将这一讨论 较 为 简 单 地 置 于 现 代 社 会 理 论 的 传 统 之 中，然

而，恰恰就是在现代社会理论的传统中，关于忏 悔 的 讨 论 突 然 深 入 而

复杂起来。笔者并不 认 为，本 文 所 追 寻 的 思 想 路 线 乃 是 最 重 要 的 讨

论可能，也并不认为，本文所讨论的主题线索乃 是 讨 论 忏 悔 问 题 的 恰

当线索，更不认为，本文 所 采 用 的 思 考 和 写 作 方 法 乃 是 唯 一 的 选 择。
例如，就现代思想史而言，讨论忏悔问题而不涉 及 保 罗·利 科 的 核 心

工作，显然会使我们的思考显得不足。或者说，通 过 构 建 起 一 个 现 象

学社会学式的框架，再进而讨论弗洛伊德诸案 例 的 方 式，而 非 通 过 将

忏悔现象分解为罪恶、记 忆、历 史、叙 述、符 号 等 部 分，然 后 再 以 结 构

主义的方式加以讨 论，也 会 使 本 文 显 得 随 意。而 运 用 精 神 分 析 的 资

源而非正统社会理论 的 资 源 进 行 思 考 和 写 作，更 使 得 本 文 仅 成 为 诸

多可能性中的一种而已。
不过，在承认上述问题的同时，我们还是坚持认为，对于本文的讨

论来说，最为重要的理论资源与出发点可能还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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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黑格尔（２０１０：１４４－１４５）有如下一段话：
但是，必然性 本 质 上 同 时 也 是 由 概 念 产 生 出 来 的 关 系。

因此，被要求或被设定的存在，不是属于偶然意识的表象的东

西，而是包含在道德概念本身之中的东西，而道德概念，其真

正内容就是纯粹意识与个别意识的统一；个别意识应该看出，
这种统一对于它来说就是一种现实，这种现实，作为目的的内

容，就是幸福，作为目的的形式，就是特定存在一般。所以，这
里所要求的这种特定存在或两者的统一，并不是一种愿望，或
者如果把它当作目的来说，它不是一种好像能否实现还在不

确定之中的目的，相反，它这样的目的，毋宁是理性的一种要

求，或者说，是理性的一种直接确定性和先决条件。
理性必须落在此 在 之 在（Ｄａ－ｓｅｉｎ），并 因 而 是 个 体 存 在 之 意 义 世 界

中。在黑格尔看来，人之理性，在现实之中，是一个生命存在的状态。它

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理性的问题，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纯粹理性的问题。
如果我们可以说，与忏悔相关，既存在着一种作为存在之形式（ｆｏｒｍ　ｏｆ
ｂｅｉｎｇ）的理性，又存在着一种作为生命意志（ｗｉｌｌ　ｏｆ　ｌｉｆｅ）的理性，那么，我
们是否可以将第二种也即来自于此在之在的状态视为理性真正的困难

所在？从这个角度来说，康德对于启蒙所提出的要求，即公开、勇敢地运

用自己的理性，或许正可以落实在弗洛伊德的诊所技术之上，正如在社

会理论的传统中，众所周知地落实在涂尔干关于社会团结的主张之中一

样。弗洛伊德的技术要求将苦难的经验揭开，而且是自我揭开，要求首

先勇敢面对，将无意识的经验用理性与话语的体系表达出来，而非用疾

病的形态表达出来。我们或许可以说，这是理性真正的诉求所在。
感性的东西无法简单地用理性来抹杀、评判或衡量。然而黑格尔

同时也并不赞成返回到原初状态的统一，而是要求一个成熟的统一，要
求给个体差别留下位置的统一，即要求一种现实的道德状态。在这其

中已经包含了自我的矛盾和对立，包含了这种自我的矛盾和复杂。生

活世界之讨论在此有了更为复杂的维度：人之存在本身或许就是理性

的要求？还是说，理性本身的要求是否能够与生命之要求相契合？这

既是弗洛伊德的诊所技术的核心问题，也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问

题。在作为一种新式忏悔技术的社会科学那里，这一问题的无可回答

之处也许就在于社会科学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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