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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弗洛伊德人格理论的道德思想是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理论运用至社会文化中的标志。弗洛伊德的道德人

格思想生成于西方哲学的观念与人格、心灵、意识、幸福等的研究。基于无意识理论，弗洛伊德基于无

意识提出了人格理论中的道德思想。而这种道德思想的发展与培养在弗洛伊德看来并非是一帆风顺的。

在弗洛伊德看来，人格理论中的道德思想之所以得以发展，就在于对于人的本能欲望的压制。因此，弗

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对于人格理论的道德思想的起源进行了深刻剖析，认为道德起源于“禁忌”，

只有对于自身欲望进行充分压制，才能够使得道德人格得以顺利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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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ral thought of Freud’s personality theory is the symbol of Freud’s application of psychoa-
nalytic theory to social culture. Freud’s thought of moral personality is generated from the concept 
of western philosophy and the study of personality, mind, consciousness, happiness, and so on. 
Based on the unconscious theory, Freud proposed the moral thought in the personality theory 
based on the unconscious. The development and cultivation of this kind of moral thought is not 
smooth sailing in Freud’s view. According to Freud, the development of moral thought in perso-
nality theory lies in the suppression of human’s instinctive desire. Therefore, Freud made a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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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 analysis of the origin of moral thought in the theory of personality in Totems and Taboos, 
believing that morality originates from “taboos” and that only by fully suppressing one’s own de-
sires can moral personality be cultivated smoo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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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 20 世纪最具影响的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的理论对于心理学的发展起到

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他基于精神分析理论构建了一套系统的道德学说，对传统伦理学形成了巨大的

冲击。弗洛伊德通过道德人格理论表明，人类的一切行为实际上都在不可置否地受到潜意识的影响，而

人的道德行为也在受欲望的驱使，文明生活是建立在压抑本能欲望的基础之上的，而人类生存最无法避

免的难题便是在道德与本能的冲突中找寻平衡。弗洛伊德受到社会、家庭环境定向，开始对人类心理展

开思考，由此便形成了人格理论中的道德思想。弗洛伊德的道德人格机制在无意识理论的基础上得以建

立，是一种无意识层面的、非理性的心理现象。而对于弗洛伊德人格理论中道德思想的形成根源的探究

有助于更好地透析弗洛伊德的道德人格理论。因此，本文旨在通过探析弗洛伊德人格理论中道德思想的

产生背景、起源以及主要内容，探究其发生的最根本的源头，以期找寻“禁忌”的起源，从而对于当今

道德文明社会的建立提供理论支持。 

2. 弗洛伊德人格理论道德思想形成的现实因素与理论背景 

2.1. 弗洛伊德人格理论道德思想形成的现实因素 

弗洛伊德生于摩拉维亚，当时是奥匈帝国的领土，是一个经济发展较快，但种族冲突也很严重的地

方。19 世纪晚期，奥匈帝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并形成了一种垄断，它把大部分的财产都集中

到了自己的手中，使自己的财富不断增长；这就造成了中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生存困难，

难以为继；工人们受到了极大的剥削，他们失去了谋生的手段，生活变得十分困难。前奥匈帝国的内部

在此时存在着两大矛盾：“一是日耳曼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矛盾；二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

盾。”(杜阳，2016)此两大矛盾的存在之时前奥匈帝国国内政治局势极其不稳定，社会环境动荡，人民群

众生活条件恶劣。而且，由于基督教的存在和封建制度的影响，奥匈帝国的封建习俗、陈旧的道德思想、

愚蠢的宗教禁忌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们过于重视神灵和禁忌，对“人性”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这就

造成了奥匈帝国的精神疾病患病率逐年上升。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与其所处的

时代语境是非常吻合的。 
弗洛伊德的父亲是一个商人，他的母亲是第三任妻子，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及一个小两岁的妹妹。

家庭结构的复杂促使弗洛伊德与母亲关系很亲密，同样，母亲对他的宠爱造成了哥哥及妹妹的嫉妒。因

此他将母子关系认定为所有人类关系中毫无矛盾心理的关系，并将他的所有自信与乐观归结于他的母亲。

他追求简单，这种性格习惯不仅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他在研究上亦是如此：“他倡导简单的生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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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他的生活细节全都体现了这一理念，并且他的学术研究也融入了简单理念，他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事

物都是由简单元素组合在一起的，任何事物都遵循简单的规律，弗洛伊德对本能与人格结构的划分也能

体现出这一理念。”(梁师益，2019)弗洛伊德从小就觉得父亲是个冷漠、粗暴、严格的人，父亲的言行举

止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心灵，使他渐渐形成了叛逆的性格。“母亲对他特别宠爱。幼年时候其他妹妹的房

间都用烛光照明只有他用一盏汽灯照明；为了不影响他看书妹妹安娜放弃了练习钢琴。”(杜阳，2016)
弗洛伊德“复杂”的家庭背景造就了他“恋母”、“畏父”的心理，并对他后来的人生及思想取向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形成的。 
弗洛伊德成长于一个充满了宗教色彩的犹太社会，他从小就在家族中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熏陶，并

接触了大量关于犹太教的东西，这也让弗洛伊德对宗教、道德、伦理、神话等各方面的相关内容都有了

一定的了解。大学毕业后，他被维也纳综合医院录取，后来又在多个部门工作，如外科、内科、精神科

等。第二年，他和西奥多·梅纳特一起参加了精神病学和脑部解剖学家的研究。弗洛伊德在这五个月

里，一直在研究心理疾病，也学习了很多关于精神疾病的知识和治疗手段。随后，他去了法国，在巴黎萨

尔拜特里尔医院师从精神病学专家沙可。弗洛伊德在巴黎生活了六个月，对沙可歇斯底里和催眠理论的研

究非常感兴趣。数年之后，他到法国东北的南锡，从李厄保与波恩海姆那里了解到有关催眠术的内容。 

2.2. 弗洛伊德人格理论道德思想形成的理论背景 

弗洛伊德深受柏拉图在《会饮篇》中阿里斯托芬对爱的冲动的解释的影响，并基于此解释解决了爱

作为本能的问题的原因，并对生命的意义做出了相应的解释。弗洛伊德的道德人格结构中的本我部分所

遵循的是快乐原则，认为人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被本我引导，使得人的得以追求欲望满足的方式以得到快

乐，而这种快乐在弗洛伊德看来便是幸福。伊比鸠鲁将快乐当作是最大的一种善，快乐才是幸福生活的

开始与目的。弗洛伊德在《文明与缺憾》中对于人的道德生活的提问进行了回答：“答案几乎毫无以为

是追求幸福。”(弗洛伊德，1996)而他的这种观点正与伊比鸠鲁认为快乐是最大的善，使幸福生活的开始

与目的的快乐主义的观点是相契合的。不仅如此，叔本华对于弗洛伊德的影响亦是不可忽略的。叔本华

提出的“世界是我的表象”一命题作为他的哲学的出发。从这个命题可以看出，“自我”是存在的，因

为世界作为我的表象就无法离开我，离不开这个作为肉体与意志的我，而“自我”也便是意志的自我。

不仅如此，叔本华还认为“世界是我的意识”的观点中蕴含了冲动、本能、欲望是没有界限和目的的、

是最原始的理论，而此理论亦对弗洛伊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极其相似。弗洛

伊德的泛性论与叔本华的性欲观点也是十分的相似，都认为人的性欲是一种难以控制的强烈的欲望。并

且，弗洛伊德对于生死本能的内容与叔本华的关于终极本能的观点也有相通之处。这都表明了叔本华对

于弗洛伊德的影响是深远且巨大的。尼采在很多方面都是弗洛伊德思想的先锋，他对人性的理解深刻地

影响到了弗洛伊德。尼采认为，梦境对人类有着重要的意义，而梦境是相较于现实而言的人类最基本的

东西，而遗忘、梦境、替代和升华，却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手段，它直接影响到了弗洛伊德关于梦境中潜

意识欲望的符号性满足论。尼采把人的思想看作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复合体，他的思想只是精神的一小部

分，大部分的精神都是在潜意识中进行的，就像尼采所说的那样，“我的记忆说：‘我曾做过那件事。’

但我的骄傲说：‘我没做过。’而且坚持不让。最后，我的记忆让了步。”最终，我还是想起来了。”

从这一点来看，人类的记忆是具有选择性的，如果不想回忆，就会选择忘记。他的荣耀，他的成就，他

的荣耀，他的一切，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弗洛伊德的个性理论体系正是受到这一观点的启发而形成的。 
不仅是西方哲学传统思想，近代科学、心理学、悲剧文化等也都对弗洛伊德人格理论中的道德思想

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人类和动物的

表情》等著作中提到：“不仅向物种特创说的‘创世纪’的权威挑战，以为人的身体得之于动物祖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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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而且提出动物和人之间是否有连续性的问题。”(波林，1981)在人类进化理论的指导下，以人为研

究对象，认为人类的发展是有其客观规律的。弗洛伊德就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对人类的生理和心理

活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力图从人类的种种行为中寻找到其内在的原因与规律。而且，根据进化理论，

人类是从动物王国演化出来的，所以，人与动物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界线，因此，人当然还保持着动物

的某些本能和冲动，这种残留的本能和冲动，一定会对人类的身体产生影响。弗洛伊德借助进化理论，

冷静地审视人性中潜藏的种种欲望与需要，直面人的本性欲求，力图揭示出人性中潜藏的普遍之谜。从

本我、自我、超我人格结构说出发，以“力比多”为“动力”，把“三大人格”从“静”到“动”，以

冲突的现象为核心解释人的心理过程，这也表明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对于弗洛伊德人类心理发展的重

要影响。在十九世纪以前，精神失常被认为是邪恶，或是被魔鬼附身，所以他们的治疗方法就是捆绑和

鞭打。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精神病学的不断发展，一些学者纷纷表示，他们对精神病患者的残忍行为进行

了批判，并提出了更多更具科学性的治疗方案。麦斯麦是心里病理学的先驱，他所采取的疗法被称为“催

眠术”。随后，在法国，出现了巴黎与南锡两大流派，并在此基础上，催眠作为一种被承认的医学手段。

而弗洛伊德最初作为一名神经生理学的研究员，目睹了神经学家沙可与伯恩海姆关于“催眠术”的运用。

不仅如此，弗洛伊德在见到布洛伊尔对于患者歇斯底里症治疗的时候运用的其创造的一套治疗法，使弗

洛伊德开始相信童年时期的最早的事情会在潜意识里意志停留，并由此将此种治疗法运用于对其患者的

治疗之中，以此产生了精神分析治疗的雏形。 
弗洛伊德的整个人格理论与道德学说实质上都蕴涵着一种悲剧性，这种悲剧精神的根源来源于希腊

神话，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俄狄浦斯情结即来自希腊《俄狄浦斯王》，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厄勒克特拉》

悲剧。哈姆雷特的悲剧使弗洛伊德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而麦克白却把弗洛伊德置于了一个无解的境地。

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他曾几次指出：“莎士比亚创作的《哈姆雷特》是一部伟大的悲剧诗，它与《俄狄

浦斯王》一样，植根于同样的土壤中。……正如《哈姆雷特》涉及的是父子关系的主题，《麦克白》写

的是无子嗣的主题。”(弗洛伊德，2011a)这些故事都是弗洛伊德悲剧思想的源泉，他尝试通过精神分析

的方式来进行人物剖析，其结果就是人性的悲剧，这展现出人类生命悲剧的必然结果，由此确立了弗洛

伊德的非理性悲剧观。但是，这并非代表着弗洛伊德是一个悲剧主义者，他只是希望通过对悲剧的剖析，

找到一条克服人生悲剧命运的科学途径。 
因此，弗洛伊德的理论体系受哲学、自然科学、文学等的影响，这也说明了弗洛伊德人格理论的道

德思想是在基于多方面学科理论得以形成的，具有一定的客观历史必然性。 

3. 弗洛伊德人格理论中道德的起源与主要内容 

3.1. 弗洛伊德人格理论中道德的起源 

道德在人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因此道德的起源与本质问题逐渐成为了关注的焦点。人格理论对于道

德的起源与本质扽基本问题都进行了相应的解答，而关于禁忌的相关理论便很好地对道德的起源问题进

行了解答。弗洛伊德在对道德的起源与本质进行解答时，将心理学、人类学、生物学、文学等相关学科

进行了整合，使得其人格理论的道德思想更加充实，并构成了弗洛伊德道德思想的基本框架。 
弗洛伊德基于对于澳洲土著部落的研究对人类道德的起源进行了解释。弗洛伊德在研究中发现，各

个土著部落皆有自己的图腾，图腾大都以动物为主，并且，各部落以他们的图腾为部落命名。各部落的

土著人不仅崇拜图腾，还对图腾有畏惧心理，认为图腾可以保护部落的子民。在《图腾与禁忌》中，弗

洛伊德对图腾的禁忌进行了记载：“同一图腾的人有着不得杀害(或毁坏)其图腾的神圣义务，不可以吃它

的肉或用任何方法来以之取乐。”(弗洛伊德，2005)每当庆典活动之时，部落便会通过舞蹈的方式对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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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腾的动物进行模仿，并且将会屠杀图腾动物以表庆祝。不仅如此，原始时期的图腾制度还有着同部落

者禁止通婚的禁令。对于触犯禁忌的下场便是将会遭受灾祸，整个部落的会对违反者进行惩罚，因为“触

犯禁忌的人，本身也将成为禁忌。”(弗洛伊德，2005)弗洛伊德认为，原始部落通过禁令禁止人们进行想

要从事的行为，这也反映了原始人类的最早的、最难以遏制的两种必须要禁止的欲望——杀人与乱伦。

原始部落的禁忌对原始人类的欲望进行了严格的要求，并逐渐成为部落中必须要遵守的道德准则。由此，

佛洛伊德认为，在被图腾制度“约束”下的原始社会，人类的道德萌芽已然悄然出现，原始社会的禁忌

已经初具了道德的特性。 
随后，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对俄狄浦斯情结进行了阐释，并由此找寻到了人类道德的起源。

弗洛伊德基于生物学家与人类学家的相关研究，将俄狄浦斯情结作为轴心，以此对古代社会情境进行了

理论建构。他曾提到：“1912 年，我曾试图在《图腾与禁忌》中重新建构产生出这些后果的古代情境。

在这样做时，我利用了达尔文(Darwin)、阿特金森(Atkinson)，特别是罗伯逊·史密斯(Robertson Smith)
提出的某些理论观点，并且把他们的理论和精神分析学获得的发现和设想结合在一起。从达尔文那里，

我借用了一种假设，人类最初是在小游牧部落中生活的，每一个部落都在一位年长的男性的专横统治之

下，他霸占所有的女性，惩罚或杀害年轻的男子，包括他的儿子。从阿特金森那里，我接受了下述观点，

以作为对这种描述的继续，由于儿子们的反抗，这种父权制度宣告结束，儿子们联合起来反抗父亲，共

同战胜了他并且分食了他的尸体。我根据罗伯逊·史密斯的图腾理论，设想到，这种由父亲统治的游牧

部落制度后来被图腾崇拜的兄弟联盟所取代。为了能够相安无事地生活，那些取得胜利的兄弟们便放弃

了他们所占有的女人，杀害了他们的父亲，并实行族外通婚制。父亲的权力被打破了，家族被组织成为

一种母权制。儿子们对其父亲的那种矛盾的情感态度在以后的全部发展过程中仍然起着作用。某一种动

物被确定为图腾而取代了父亲。它被视为祖先和保护他们的神灵，谁都不能伤害或杀掉它。但是，整个

男性团体每年都要聚集在一起，举行一种仪式会餐，把那个(在所有其他时候一直被崇拜的)图腾动物撕扯

开，共同分食掉。谁也不能不参加这次会餐：它是对杀害父亲的情况所做的一种仪式重演，社会秩序、

道德法律和宗教就是由此而开始的。”(车文博，2004) 
弗洛伊德认为，儿子们弑父后并未解决性欲的问题，而是面临着儿子们为了像父亲那样独占妇女又

产生了新的矛盾。此种矛盾的无法磨灭致使儿子们内心中开始对弑父行为产生恐惧与罪恶，这使得他们

开始订立契约，禁止在部落内通婚，以防悲剧的再次发生，至此，原始禁忌开始出现。由此可以得出弗

洛伊德的道德意识起源的两种不同的状态，儿子们在刚弑父时，建立起一套以宗教为基础的道德意识的

道德准则，但弑父后进入争夺状态时所建立的道德准则是以社会为基础的道德意识。“应该指出的是，

在兄弟们犯下罪行之后立即建立起来的准则，与后来由于谋杀后的竞争而建立起来的准则是不同的。前

者是宗教原则的基础，后者是社会纽带的基础。”(Westerink, 2013)弗洛伊德对于古代社会情节的理论构

建说明了儿子们是在弑父后失去一切了才开始产生禁忌心理，而禁忌心理也逐渐演变为罪恶感，“这种

罪恶感和害怕惩罚的心理都建立在情感矛盾之上。”(让-米歇尔·奎诺多，2016)这种罪恶感促使图腾制

度的产生，也促使了人类宗教道德、社会道德与文明的产生。弗洛伊德将原始人的矛盾情节用了“俄狄

浦斯情结”的概念去定义文明人的深度心理层面，并认为“宗教、道德、社会和艺术的起源都汇集在俄

狄浦斯情结之中。”(车文博，2004)由此，道德的起源最终可以归结于人类先天的无意识的生物本能，归

结为性本能欲望。 

3.2. 弗洛伊德人格理论中道德的主要内容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提到：“自我的人格研究，可以成为精神分析的入门。”(弗洛伊德，2019)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是精神分析研究的基础，而道德人格思想是弗洛伊德将道德观、文化观、宗教观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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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联起来的线索，也是弗洛伊德研究重心由个体内心转向社会文化的标志。 
弗洛伊德在早期时通过无意识、前意识、意识的路径对于人的心理结构进行了分析，晚年时期，弗

洛伊德将心理层次结构应用在人格的研究中，而他在区分三类道德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同道德层次的

人格，即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 
弗洛伊德认为，本我是道德人格的深层基础，是心理活动与道德活动的动力，是人的生物属性，遵

循了唯乐原则，是心理层次结构中无意识的部分，也是人各种最原始的部分。弗洛伊德还认为，本我包

括了所有本能的一切的冲动，呈现了人最根本的自然性与动物性，因此原始社会中原始族民具有的“杀

人”和“乱伦”两种最强烈的欲望的发生源于本我的冲动。在弗洛伊德看来，自我是动物本性的遗传于

外部环境压抑所产生，是“每个人都包含的心理内涵”(弗洛伊德，2013)。与本我不同的是，自我是理性

的，是本我与外部环境之间的意识的主体结构部分。弗洛伊德认为，自我是仪式在收到外部环境影响之

后所发生转变的部分，是本我所区分出来的一部分。在弗洛伊德看来，超我就是道德的人格，是自我的

典范，是“在自我中存在着的一个等级”(弗洛伊德，2011b)。超我与本我、自我的最大区别是，超我既

不像本我那样趋乐壁苦，只追求自我的快乐与欲望的满足，也不同自我那样仅仅注重现实生活的对错，

延缓快乐的满足，超我更加注重的是道德的、理想的东西，更加关注的是道德中的善与恶，是人各种的

自我理想与道德良心。因此，弗洛伊德认为超我是作为道德的代名词而出现的，并且表现在特定的社会

关系的道德文化之中，表现为高尚的道德情操。弗洛伊德进而认为，这是由于作为道德人格的超我的存

在，人格才由此具有了道德的性质，超生了人格的道德构成，从而将社会文化中体现出的善与恶以及是

与非的到的心理和积极且高尚的道德情感外化为社会文化具备的道德出行，进而产生了道德律。超我是

在现实的自我中分化与发展而来的，是自我理想与道德良心的统一，更是来自于父母对儿童道德规范以

及社会文化批评影响的结果。因此，弗洛伊德认为个体具有道德人格与否取决于超我的两个基本功能—

—观察、命令并惩罚自我，为本能欲望的满足设置禁令。并且，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中，超我是道德

的人格，是人性中善的层次；自我是努力追求道德的人格，但是并不同等于道德人格；而本我是完全非

道德的人格。 

4. 弗洛伊德人格理论的道德思想评析 

弗洛伊德对于道德的起源的思考对“道德源于习惯”的观点进行了否定。自古希腊以来，哲学家们

常用习惯来解释美德的来源问题。亚里士多德曾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到过德行的获得过程：“道

德德性则通过习惯养成，因此它的名字‘道德的’也是从‘习惯’这个词演变而来。”(亚里士多德，2003)
但弗洛伊德认为一个人的道德来源并非是习惯，而是在婴儿时期人格发展冲突下的“遗产”，“在生命

的那个时期，早期的性生活的全盛期已经枯衰，害羞、厌恶、道德之类的自我的态度开始出现。这些态

度注定要起来反抗后来青春期的风暴，并铺设刚刚苏醒的性欲之路。”(弗洛伊德，2004) 
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的道德思想认识到了道德人格的可塑性，但是同样也忽略了人格是在不断变化

发展的，幸福的追求是需要主客观相统一的。弗洛伊德将道德人格塑造的最初的最关键的时期定义在了

儿童早期，不仅如此，弗洛伊德认为，人格形成后是难以发生改变的。弗洛伊德也同时强调人格的稳定

性和持久性，认为儿童早期所接受的伦理准则与道德规范成为了个人道德人格形成的基础。但是这种观

点是具有片面性的。因为人格的形成过程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对于人格塑造的关键时期并非只有儿

童早期，每个人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对人格的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都是其中不可缺失的一个环节。

并且，人格在个体发展的每个阶段的塑造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显而易见的，每个阶段都存在着不同程度

的危机，而危机顺利解除与否关系着道德人格的形成也关系着个人的未来与发展。 
虽然弗洛伊德对于道德人格塑造的观点具有片面性，但是，其人格理论的道德思想强调对伦理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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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道德行为规范进行遵行，并强烈反对欲望肆无忌惮的满足，因此对于道德文明的建设具有理论支撑的

意义。道德人格思想与道德文明建设的要求是相契合的。道德人格对一切社会文明发展的规范、科学的

世界观、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进行了要求，而这也正是道德文明建设所要求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

弗洛伊德人格理论的道德思想对于道德文明建设提供了心理学与伦理学的理论依据。不仅如此，道德人

格思想也与生态道德建设的相关要求相契合。道德人格思想严格约束本能破坏之欲望，使得人们更新与

完善自我的认知，以期实现自我的价值。而生态道德建设要求人们保护环境与生态，认为生态恶化的缘

由是本我为了自身本能的破坏欲望的满足，这与弗洛伊德的道德人格思想有相似之处。再者，弗洛伊德

人格理论的道德思想与社会规范亦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理论的道德思想是自我的

督导，是对社会要求的伦理规范与行为准则的遵循，指引着人类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而社会规范如果想

要得以实现，需要的是人类养成超我的道德人格，发挥道德人格的模范作用，以期促使人们形成遵守社

会规范的意识，从而促使良好的社会风尚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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