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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情在精神分析流派的演变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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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共情的心理学范畴出发，沿着精神分析学派人物对共情的阐释展开，系统梳理共情在精神分析流

派中的演变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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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情 （empathy） 这个概念有着哲学和美学渊源，最早可

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家Rober提出了“Einfühlung”

一词，“Einfühlung”指人们把自己的心灵感受主动地投射到

所看到的事物上的一种现象，用来描述人们艺术上的共鸣。临

床心理学领域把它作为理解人际关系和咨访关系的工具，常常

被翻译为共情、神入、通情、同感、移情、同理心、设身处地

的着想等。

一、共情的心理学概述

Rober 提出“Einfühlung”后，德国心理学家、美学家

Lipps发展了这一概念，他认为，人们通过Einfühlung的形式

了解对方，这一现象发生在投射和模仿之前，当人们的情感模

仿加深，Einfühlung也随之加深。1909年，Titchener用英文新

词“empathy”取代了“Einfühlung”，并把“empathy”定义为

“一个把客体人性化的过程，感觉我们自己进入别的东西内部

的过程”。[1]此后，共情进入心理学的研究视野。发展心理学

把共情理解为是对另一个人的一种情绪反应，24个月的婴儿有

时就会去关心或安慰别人，要做到这一点，他们需要知道别人

的情绪状态。[2]婴儿的共情能力的发展是基于母婴连接，亲子

和母婴的互动被认为是共情发展的关键因素。临床心理学中,

共情是治疗关系建立的基础。共情缺陷是很多心理障碍的主要

症状之一，包括反社会人格障碍、分裂样人格障碍、自恋型人

格障碍、边缘型人格障碍、 孤独症、Williams综合征、As‐

perger综合征、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等。[3]

二、共情在精神分析学派中的发展

（一）弗洛伊德的共情

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的开创者，他深深地理解和把握了

Einfühlung的要义并把它引用到精神分析中。弗洛伊德在其

《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1905）中最早使用共情一词，文

中的两个例子可以说明那时弗洛伊德对共情的理解，一是他谈

到当听到一句天真的猥亵语言时，使我们不做出像对待真正的

猥亵语言那样的愤怒反应，而以笑代替愤怒的条件是“我们必

须明白在制造者那里内部的禁忌是不存在的”，“我们将制造者

的心理立场考虑在内，将我们自己投入其中，从我们自身与之

比较中进行理解”，他将这一过程称为共情。二是当一个人在

投入其心理能量要求的行动（较高的精神兴趣）中间突然被疼

痛或大小便的要求（某些偶然情况）所打断，被打断之前这个

人的高程度兴趣和被打断时他留给心理活动的微量兴趣之间的

差异被我们感受到，我们于是感到滑稽，我们感受到、测量到

他和他自己先前的自我的差异的这一过程，弗洛伊德称之为共

情。[4]这两个例子中弗洛伊德描述了共情所扮演的角色是站在

他们立场上去感受到这个他人，但他并未对共情进行清楚定

义。1907年的《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一文中，弗

洛伊德短暂地使用了一次“共情”一词。詹森的《格拉迪沃》

描述了一位考古学家，他由于一位女性雕塑的脚而产生幻想，

《格拉迪沃》的作者并没有像通常的精神病学家那样关注遗传

和生理原因，而是深入到人物的心理构成，弗洛伊德认为作者

这样的处理方式，是“希望让主人公离我们更近一些，以便更

容易激发读者的共情”。[5]直到在1921年《群体心理学和自我

的分析》中《认同》章节的脚注中，弗洛伊德才对共情有了清

楚的定义，即“从借助模仿的认同作用那里，一条道路导致感

情移入，即（理解）我们能够对他人的心理生活采取任何态度

的（理解）机制”。在同一章内，弗洛伊德还对共情给出了评

价，说：“它在我们理解他人内心存在的而对我们的自我又是

固有陌生的东西中起着最大的作用。”[6]后来，弗洛伊德没有继

续解释共情的起源或描述这一过程的性质，[7]没有进一步说明

共情在临床情况中意味着什么，也没有在他的案例研究中展示

如何将共情的使用转化为分析治疗对话的进行。[8]

（二）费伦茨的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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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伦茨是弗洛伊德之后对共情的兴趣最深厚和研究最深入

的人，在他1928年发表的著名论文《心理分析技术的灵活性》

这一文章中，费伦茨意图清楚地说明在分析中咨询师所需要的

“机智”(tact)的含义，即“……机智是共情的能力……这种共

情将保护我们不去不必要地刺激病人的阻抗，或在错误的时刻

这样做……”[9]解除了“机智”一词的神秘性，“机智”是当时

费伦茨用来表示共情的词。对于费伦茨来说，共情意味着考虑

病人的反应，并在一定程度上预见病人的反应，以便能够在适

当的时候说话或保持沉默。之后，费伦茨对共情的探索进一步

深入，在《放松原则与新贯注》（1930）一文中，他认为共情

是临床交互作用的核心，有助于分析师远离分析过程中不必要

的阻抗，费伦茨试图为共情作用的发挥确立一种情感氛围，使

被分析者能在其中自由表达有关于其内部自体( self) 的深层

情感。1931年费伦茨《在成人分析中的儿童分析》中指出咨询

师使用共情的语言，基于病人进行儿童对儿童式的谈话，可以

提高病人当时的情绪体验以使其童年创伤苏醒，解放原始的

压抑。他也曾于《成人与儿童语言的混淆：温柔与激情的语言

》（1933）一文中指出，神经症产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病人童

年期共情经验的失败，而不是俄狄浦斯冲突。

总体来说，费伦茨着力发展的共情是鼓励咨询师从病人的

经验出发，鼓励咨询师在分析中更人性化、强调建立情感氛

围、强调缺乏而不是冲突。费伦茨对共情的引入成为了后来的

人际取向、二人心理学发展中的关键一步, 并最终推动了精神

分析向非生物学驱力方向的发展。[10]

（三）自体心理学科胡特的替代性内省

费伦茨之后，共情主题被提及的概率骤降，直到科胡特的

理论出现提出才再次开启对共情的研究。科胡特曾说他的共情

概念是受到弗洛伊德1921年提出的共情概念的启发，并进行

了深入的阐释和运用，于1959年的《内省、共情与精神分析》

中最早提到了共情，将共情视为了解他人内心世界和经验的一

种观察工具，并将共情描述为替代性内省。同时，科胡特还将

共情确定为精神分析领域的定义者一一他认为“只有我们试图

通过与另外一个人内心进行内省或共情来进行观察的现象，才

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如果我们观察一种现象的手段中，内省和

共情不占主导地位，那它只能是“躯体的”、“行为主义的”或

者“社会性”的现象”。[11]后来，科胡特在《精神分析治愈之

道》中将共情解释为“一个人（尝试）体验另一个人的内在生

活，与此同时保留客观观察者的立场”。[12]这样，科胡特“通

过明确精神分析的基本观察方法，对精神分析给出了自己的定

义，共情不再是分析工作的必要条件，而成为精神分析的本

质”。之后，科胡特在《自体的分析》、《自体的重建》等著作

中针对自恋性神经症逐渐建立起自体心理学的独特理论，共情

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也不断发展，它贯穿于自体心理学

中，涵义变得更具体、作用变得更清晰，成为自体心理学理论

里一个举足轻重的中心概念。

总的来说，在科胡特的自体心理学中，共情扮演着非常重

要的角色。共情是心理学领域的定义者，也是精神分析师观察

病人复杂内心世界的工具和随后进行适当工作的引导者。[13]对

于自恋性来访者，早期客体的共情失败是病症的源头，现时的

共情则是治愈发生的必要条件。

（四）主体间性视角下的共情-内省

费伦茨和科胡特是共情的最专注的研究者，但是他们的共

情被认为不够中立。随着临床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咨询师对咨

询过程的影响和咨询师与来访者之间的“关系”逐步被看到，

中立不再像之前那样是必须遵守的准则，咨询师可以正当地参

与到咨询情境中，这一重大推进，除了科胡特继承者的努力之

外，主体间性理论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阿特伍德和斯托罗

楼是主体间性理论的主要构造者，他们认为精神分析是主体间

性的，孤立心灵不足以产生心理现象，只有在主体间背景，在

关系中，心理现象才会产生。因此，主体间理论重点研究不同

个体的主观经验交互作用而产生的“主体间场”，认为共情是

“与进入病人的内心或经历无关…而是生活在我和病人共同创

造的体验世界中”，并提出共情-内省以替代中立的共情，共情

-内省成为主体间性最重要的技术，阐明了“无意识地组织来

访者的经验原则（共情），无意识地组织咨询师的经验原则

（内省），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振荡的心理场（主

体间性）”。[14]它要求咨询师使用共情的倾听去努力理解来访

者的主观感受。

（五）最新的研究进展

从经典精神分析中的弗洛伊德、费伦茨，到自体心理学的

科胡特，再到主体间性，共情逐步从一人心理学向双人心理学

不断行进。伴随这一过程，咨询师的位置也发生巨变，从“空

白的屏幕”到得以更正当、更多地参与到咨询情境里。直到现

在，对共情的发展也还在不断的持续当中。现在对共情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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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偏重在共情的实际运用，比如王亚兰[15]的《精神分析中的

共情 ——一个引入反移情至其内的探索》一文，把反移情引

入到共情中，在此基础上概念化了咨询师的共情是由共情理

解、共情诠释以及来访者对自己的共情能力提升组成的完整的

共情过程，以及共情技术在医学[16]、学校教育[17]、家庭关系[18]

等方面的实际运用。

三、结语

综上所述，共情在精神分析流派的演变与发展经历了沉默

的萌芽与缓慢的发展，张扬的成长和激烈的质疑阶段后，目

前，还在持续的转向双人心理学发展中。临床心理咨询与治疗

关注咨询师因素对共情的影响，如年龄、性别[19]、情境[20]、人

际距离、个体特征以及个体经历等等。来访者因素对共情的影

响也许会是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以及拓展共情在心理咨询领

域之外的运用也是值得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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