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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的解析的读后感篇一

《梦的解析》是弗洛伊德根据精神分析，以自己和身边人所
做的梦为典型记述的，类似于梦医案的载体。这本书出版时
间为19，但他所提出的很多理论包括人的潜意识、梦是满足
人的欲望、梦中的审查机制等等关于梦的解析，直到仍旧十
分前卫。

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中的本能冲动趁人睡眠是以伪装的形
式骗过了所有松懈的心理检查机制而得以表现，就构成了梦
境。

在本书的开头，他提出了梦并没有启示的作用，而是用以达
成做梦者的愿望。而对梦境的深入解析，能够在心理学领域
帮助心理医生治愈病人。

弗洛伊德书中讲到梦的来源、造梦机制及梦的功能。弗洛伊
德记述的顺序是先解梦，然后在分析梦的功能，在解释梦的
材料来源，最后才是造梦机制。这种倒叙说明增加了阅读的
困难性，为了方便，我先解释梦的来源。

梦的材料来源，与很多人想到的一样，梦的来源偏爱与近期
琐事和很多无关紧要的材料、儿时经历、睡觉时躯体受到的
刺激。

比如他在书中提到，自己在梦中写了一本不明属性的植物学
专著，而材料来源则是白日在橱窗里面看到了仙客来属植物
专著。引申琐事就是做梦者的妻子最喜欢的就是仙客来花，
而他常常忘记买给妻子，故而常常责备自己。但同时他翻开
了这本书，上面有很多干枯的植物标本，这是因为他儿时曾
经帮助老师整理植物类书籍，去掉其中的书虫却并未获得老



师的认可。

而躯体刺激包括很多，比如躯体感觉冷会梦见掉进冰窟，热
会梦见走在火焰山，当然包括饥饿和身体器官器质性的改变
导致的梦中的场景和感觉的变换，还有我们最常见的尿意，
通常我们会以寻找厕所作为梦境展示，但因为梦的动机之一
就是接着睡，所以做梦者可能为了偷懒，而一直在找厕所。

造梦机制是梦的解析最为核心的部分，它阐述梦是怎样千方
百计保证愿望能够在梦境中被表达，他就是梦的大脑，造梦
机制包括凝缩机制、移置作用、逻辑关系表达手段、表现力
既画面感、符号象征和其他的典型梦，以及梦中情绪等。

比如说弗洛伊德在梦中将很多人的面部特征，行为特征等整
合到一个人的身上并且用了另外一个人的名字作为符号，这
就是浓缩作用。移置作用最终的便是联想机制，从一片树叶
想到树，图书馆，大学等等这样无线关联下去，这主要是为
了对隐念的伪装，其次是为了增强梦的表现力，从而符合审
查机制和逻辑关系的表达。

弗洛伊德在书中移置机制中的很多平行链接采用的案例多是
以外语的语音、语法的相似为桥梁，所以我们在阅读和理解
上比较困难。

弗洛伊德在书中讲过一个典型梦，讲述一个父亲在孩子病床
前苦守许久，孩子去世后，他退到隔壁房间休息，敞着门看
到孩子遗体旁围绕一圈蜡烛，父亲的雇佣的老人守在旁边祷
告。父亲睡着几个小时忽然梦到孩子跑来对他大声抱
怨：“爸爸，难道你没看到我被烧着了么?”父亲即刻惊醒，
对面房间火光闪耀，老人睡着了，蜡烛倒下烧坏了孩子遗体
的手臂。

解析看，是因为火光刺激，还有父亲对于老人看守不放心情
绪引发的梦境，其中孩子是因为高烧不退死亡。可能在活着



的时候对父亲说过类似的话语。父亲之所以梦见孩子跑来抱
怨，他的隐念是希望孩子活着。

这一本书断断续续看了许久，很多案例都是翻来覆去的看并
且引申了解他索要表达的潜意识理论，虽然在理解上有很多
困难，但是读过之后受益匪浅，对于梦的神秘性也可以慢慢
解开。

梦是潜意识的愿望的达成，而潜意识是人最原始的本性，所
以读懂了梦，便读懂了隐藏最深的自己。这是一本很好的书，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尝试阅读。

梦的解析的读后感篇二

梦是愿望的达成。梦是选择新近生活的不重要经验、精神残
余和幼年最初印象。梦具有精神病的一些状态。对梦愿望实
施稽查作用时，迫使梦在表达压抑愿望时采用伪装的形式。

伪装是显意转化为隐意，通过材料的移植（强度不高的观念
逃脱审查，从强度高的观念提取能量进入意识）和凝缩（将
几个梦念集合为一个梦的意象，通过省略的方式来实现）形
成梦的活动。

梦的伪装是稽查的第一结果，梦中情感压抑的平淡无奇是稽
查的第二结果。为了让支离破碎梦的片段不那么荒谬，以半
醒半睡的思维对材料进行梦的润饰作用；梦的遗忘是稽查作
用的抵抗产物。

潜意识被压抑的本能或欲望）-前意识（储存在长时的记忆的
信息，审查潜意识进入意识）-意识（现实的心理现象）。知
觉产生的记忆痕迹属于潜意识，在睡眠中前意识的稽查放松，
让梦念进入意识。

一种观念退回最初产生的感官，是梦的回归。回归也是某一



观念不能进入意识的一种抵抗产物。幼年记忆藏于潜意识中，
又不能被意识记住，却又因为稽查的作用让不能得到表达的
新近的经验思想施加影响，这些思想被潜意识的幼年记忆引
入回归，通过梦的形式转化为视觉形象，以童年景象所替代。

原发系统就是对外部带来的痛苦体验进行条件反射的本能反
应；继发过程，则是通过经验和联想来判断本能的条件反射
可能是一种误判，通过其他方式来改变痛苦，达到满足的体
验。精神机构最早产生的是原发过程，继发过程可以抑制和
掩盖原发过程，继发过程出现的太晚，永远只是帮潜意识引
导一条便捷的道路和更好的目标。

童年潜意识的愿望既不能毁灭也不能抑制，这些愿望又与继
发思想相冲突，从而不能实现这些愿望产生了痛苦情感就是
压抑的本质。

梦的解析的读后感篇三

《梦的解析》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中一部十分重要
的著作,其中叙述了弗洛伊德对于梦的看法以及在进行精神分
析的心理辅导时解梦的方法。

通观全书,弗洛伊德的理论论证可分为六大部分,分别是,一、
对儿童的梦的研究,二、探讨梦的检查作用,三、探讨梦的象
征作用,四、分析梦的运作,五、举例分析几个真实梦境,六、
梦的作用在于满足愿望。弗洛伊德从没有伪装或伪装较少的
儿童的梦开始讲起直到“面目全非”的成人梦境,其解梦的最
关键因素就是揭开梦的伪装。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这本书中采用大量的材料来论证其
观点,而其中很大一部分的材料都是他自己的梦。在科学研究
中,占据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对得出正确的结论是有很大的影响
的。并且,在获取材料的过程中,又是一个艰苦曲折的经历,需
要的是耐心和恒心。而对于所获得的没有逻辑繁琐的材料,又



要对其进行整理、分析,直至最后归纳得出结论。但是有的时
候,结论是很难得出来的。

在其著作中,弗洛伊德认为梦是欲望的表达,也就是说,梦是满
足自己内心的某种渴望,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你没有被满足的渴
求。梦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因由的,是由先存在的现象引发
的,“梦是一种被压抑的、被抑制的愿望经过伪装的满足。”
而一些科学的解释认为,梦是人在睡眠时部分的大脑皮层尚未
停止活动而引起的表象。梦到底是什么,谁又有一个确定的回
答呢。

对于这本理论著作,读一两遍是不足以参透其中的奥妙的,所
以我只有“窥探”这座冰山,力求溶解其中的一小块。

毛主席说过,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梦的解析》这本
书给我的最大的印象就是采用的材料很多,也很翔实,是弗洛
伊德多年研究精神病症的成果。当然这些材料大多是他自己
的梦,只是梦中解析的是他的精神分析理论。一个搞科学研究
的人,只有占据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然后对其进行加工制作,才
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是一个细致而且艰苦的过程,需要
超强的耐心和毅力。而且,这些材料的覆盖面比较广,也很有
深度,其中有小孩、青年、老人的梦,有男人、女人的梦,有荒
诞不经的梦,有啼笑皆非的梦,有高兴的梦,也有痛苦的梦……
仔细和认真,是成功者必备的素质。占有了丰富和繁琐的素材
之后,弗洛伊德对它们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一个个梦从梦者口
中断断续续的讲述出来,没有多少逻辑性,然后又要整理、分
析,直至得出结论。而有的时候,结论是很难得出来的,因此,
就会给人带来许多的麻烦。但弗洛伊德说过,在科学研究中,
往往一个难题解不开时,不妨再加上另一道难题,一并考虑,反
而有时能找到意外的解决办法,就如同你把两个胡桃核凑在一
起敲碎,比一个个分别敲碎容易。是的,“以毒攻毒”不失为
解决问题的良方之一。

梦的冰山正如同我们自身的愚昧,在黑暗中不被我们所识破,



《梦的解析》仿佛是一缕理性的阳光驱赶了我内心的黑暗和
愚昧,让我们目睹了梦的朦胧的面孔。愿理性的阳光普照在我
们的心头。(温锦锦)

梦的解析的读后感篇四

暑假期间读了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虽然中有很多地方
读的不是很明白，但是由于我对人的潜意识以及儿童心理比
较感兴趣，所以还算是坚持读了下来。

《梦的解析》是一本非常经典的心理书籍，该书开创了弗洛
伊德的“梦的解析”理论，被作者本人描述为“理解潜意识
心理过程的捷径。”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梦都是“愿望的
满足”，尝试用潜意识来解决各部分的冲突。不过，由于潜
意识中的信息不受拘束，通常让人难堪，潜意识中的“稽察
者”不允许它未经改变就进入意识。在梦中，潜意识比清醒
时放松了此项职责，但是仍然在关注，于是潜意识被扭曲其
意义，以通过审查。梦中的形象通常并非它们显现的样子，
按照弗洛伊德所说，需要用潜意识的结构进行更深的解释。
《梦的解析》第一次告诉曾经无知和充满疑惑的人们：梦是
一个人与自己内心的真实对话，是自己向自己学习的过程，
是另外一次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人生。在隐蔽的梦境所看见、
所感觉到的一切，呼吸、眼泪、痛苦以及欢乐，都并不是没
有意义的。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还认为人在清醒的意
识下面，还有一个潜在的心理活动在进行着，这种观点就是
著名的潜意识理论。

读完这本书之后，我的感受颇多，我原来一直以为梦只是人
在睡眠时大脑对白天发生的事情或曾经想到过的事情的反映
或重现，或者单纯只是莫名其妙的念头，但阅读完后我才知
道原来梦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它反映了我们人类的欲望或
者是本人内心比较渴望的东西，有时甚至是本身最真实的感
受的反应。通过《梦的解析》这本书我认识到我们要直面自
己的内心，了解最真实的自己，有针对性的调整自身的行为



习惯以及考虑问题的方式，不断的提高和完善自己，希望在
以后的学习中，慢慢的对书中的一些理论有较为深入的了解，
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学到的一些东西能够运用到教学的
过程中。

梦的解析的读后感篇五

文：董威；《梦的解析》，弗洛伊德的名著，发表于1900年，
对人类影响最大的心理学经典，奠定了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论
基础及研究方法。对于梦的问题从各个方面进行认真的探讨。

很早想看这本书了，不过它科学严谨的叙述开始让我看的很
不习惯，它叙述了弗洛伊德对于梦的看法，以及在进行精神
分析的心理辅导时解释梦的方法，弗洛伊德得出结论的方法
让我受益匪浅。对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采用的方法也不
同，它从没有伪装或伪装较少的儿童的梦开始讲到变化后成
人梦境。

《梦的解析》指出梦是潜意识的自我表现，潜意识被压在人
心灵的最深处，当我们意识处于混沌的状态时。潜意识就会
以其他的过不可思议的形式冒出来，我们大多觉得梦和现实
无关，不过是梦被化装了。解梦的关键就是揭开梦的伪装。

举个例子，按书中的解释，当我们在梦到自己从哪个高处掉
下来，当然我们不会摔死，但在这种梦中，自己的身体也会
有随梦掉下来的感觉一样，书中给的解释是，读后感

.

这样感觉的原始材料来自我们小时候被大人高举起又突然放
下，不过这种感觉不像疼痛一样，被我们记忆收藏，因为到
当时太小大脑的记忆功能没有发育，但是身体对于这种感觉
已经有了记录。



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弗洛伊德认为这些材料都来自
每个人的童年，在人生中童年是最重要的阶段。

感觉梦的内涵是无穷的，潜意识也是难以捉摸的。

梦的解析的读后感篇六

恋母情结又叫俄狄浦斯情结，因为死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古希
腊神话中的俄狄浦斯王杀父娶母的故事，相信大家都听说过。
恋父情结也叫厄勒克特拉情结，典型案例也是希腊神话，相
传厄勒克特拉因母亲与其情人谋杀了她的父亲，故决心替父
报仇，最终她与其兄弟杀死了自己的母亲。中国历史上典型
的有恋母情结的就是海瑞，四十多岁了还离不开母亲，时常
与母亲睡在同一间房。

我们都知道，弗洛伊德是一个泛性论者，还创造了像“力比
多”等术语。泛性论经弗洛伊德发展变成了性欲决定主义，
也就是说，不单单我们的心理活动受性欲影响，连我们的社
会活动，国家、宗教、军队等等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性欲的体
现，甚至他说针筒插入皮肤都是模仿性交的动作。

那么作为这样一个泛性论者，他对恋母情结/恋父情结的解释
当然离不开性。其实，人的性欲不是说要等到生殖器官发育
完全或者等到第二性征都形成以后才有的，性欲其实伴随一
生，从你出生到死亡，无时无刻不存在。所以说，性欲才对
你的心理和行为影响深刻。为什么说刚出生的婴儿也有性欲
呢？我们可以看到，刚出生的男婴他的生殖器官也会勃起，
这可以说是一个佐证，同时也可以知道女婴应该也是有性欲
的。

那么，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婴儿或者说儿童的性欲如何得
到满足呢？弗洛伊德就说了，只能从最亲近的家人身上，也
就是说，从异性父母那里得到满足。于是，恋母情结/恋父情
结就产生了。



以恋母情结为例，这种心理现象有哪些在外的表现？主要有
三个。第一，过度依赖母亲；第二，会排斥父亲；第三，因
为过度依赖母亲排斥父亲，甚至会想取代父亲，从而会模仿
父亲的行为，所以我们常说，父亲对一个男孩有重大印象的
原因就在此。

那么恋母情结如何消失的呢？弗洛伊德脑洞大开，提出了一
个令人惊讶的说法，那就是阉割焦虑。男孩排斥父亲，其实
是因为怕父亲。为什么怕？怕父亲阉割自己。心理分析理论
认为，男孩子在他们心理发育的某个阶段普遍感到害怕阉割；
它来源于恋母情结，害怕父亲会因为孩子对母亲的性的感觉
而进行报复，以及害怕对与之竞争的父亲的敌意。于是，因
为这种焦虑或者说恐惧，压抑了恋母情结，所以久而久之就
消失了。

但是我认为，这只是一种猜想，并没有什么证据。所以我对
恋母情结消失的解释有两个。一是因为男孩慢慢长大，离开
母亲的时间就越来越多，接触其他异性的时间也越来越多，
于是恋母情结慢慢减弱，直到自己长期离开母亲（例如住宿）
甚至完全独立后，恋母情结消失。二是由于传统观念（禁止
乱伦）和正确性教育的引导，恋母情结也会减弱（再一次可
见性教育的重要性）。

反过来，恋父情结也类似，这里不再解释。

因为实在太非主流了，现在弗洛伊德派早就不是心理学的主
流学派。

其实，我们再想一想，真的有恋母情结/恋父情结吗？也不见
得，很多人并没有的。而且有的女孩也恋母，有很多男孩也
恋父。所以，对这个问题实在是还没有定论，心理学的问题
实在太复杂了。



梦的解析的读后感篇七

每个人在睡梦中都会做梦，只是第二天醒来记得或不记得的
问题。梦的内容千奇百怪，变化莫测，在没有接触到心理学
对梦未曾有了解之时，一直都觉得梦是很神秘的境界，为什
么会做梦，为什么会梦到那样的情景，很多关于梦的词语，
故事，人物从小就在我的脑海里翻来覆去。学习了心理学，
在学到梦的章节之时觉得自己会和神秘的梦慢慢的接近，同
时却也发现，拦在梦面前的屏障比我想象的坚固。梦依然很
神秘!心理大师弗洛伊德对梦有着很深刻的研究，他貌似能够
了解梦的一切。得知他将他对梦的认识放到了他的著作《梦
的解析》里，也许借助这本书我能对神秘的梦多一些了解。

听老师说在弗洛伊德出《梦的解析》的时候，当时却不被人
们接受的，其主要原因在于其中理论多为弗洛伊德自己在治
疗一些精神病人时通过感性经验进行的总结，没有理论数据
的支持。另一方面，当时的心理学家对于弗洛伊德将个别精
神病人的案例所得的结论普遍套用在正常人身上的做法表示
不能接受。“性”是人的本能，对于“性”的这个禁区，人
们既想闯入，又迫于道德限制，从来没有人像弗洛伊德那样
放心大胆的将“性”这个话题如此谈论。

弗洛伊德的理论中，认为除了个别十分明显的是对普通欲望
的满足(如饥渴、排泄等)的梦外，大多数梦在他的眼里都与
对性的渴望脱不了干系。人们对性的渴望是强烈的但是道德
的束缚却使得只有在梦中才能释放自己的愿望，使自身得到
满足。这样的说法太过于绝对，甚至在人们看来弗洛伊德把
所有的人都看成了是性欲十足的魔鬼。这对于整个社会确实
是无法理解和被接受的。

这本书，作者引用了大量的梦作为实例，对有关梦的问题从
各个方面进行认真的探讨。叙述了作者对于梦的看法以及在
进行精神分析的心理辅导时解梦的方法。通观全书，弗洛伊



德的理论论证可分为七章，第一章为对儿童的梦的研究，第
二章为梦的解析方法，第三章为梦是愿望的达成，第四章为
梦的改装，第五章为梦的材料与来源，第六章为梦的运作，
第七章为梦程序的心理。

《梦的解析》首先让我知道梦分为显相和隐义，显相是隐义
的假面具，根据弗洛伊德本我、自我、超我的理论，本我是
欲望的大缸，人们所有邪恶的念头都来自于本我的作用，自
我则是我们平日里真实的表现，之所以自我表现出来的不是
本我的模样，这是因为得到了超我的限制，但是在进入睡眠
的时候，由于睡眠时超我作用松懈，本我趁机用伪装方式绕
过抵抗，闯入意识而成梦，所以梦的内容不是被压抑与欲望
的本来面目，必须加以分析或解释，才能找到真正的根源。

是对于弗洛伊德的理论的不够了解，虽然在看书的时候觉得
看他列举的那些梦的例子很是神奇，也非常的有趣，跟着弗
洛伊德去领略他的释梦，确实感觉是那么一回事，可是对于
他的解释的方法，为什么会是这样其实却不是那么的明白，
我不能说我看懂了他的理论，这本梦的解析虽然引用了大量
的例子，但是即便较少笔墨的对于梦的分析，确实还是不那
么容易就能理解的。通读一遍全书之后得到的只是些许的皮
毛，或许是课堂上讲过的内容，或者是我才明白的所以然。
无论如何还是加深了我对梦、对梦的解析，以及弗洛伊德理
论的理解。

一、最近的印象，是指我们最近所见。所闻。所思等一切跟
自己有关可能发现的事情会出现在梦中。这些事情可能没有
完整的结构，甚至是乱七八糟的，但是能够在梦者的最近活
动的某一场景找到梦的来源。话说回来一边在看书，是对于
梦的额觉察比较敏感，我很多时候会记得自己做过的梦，然
后也试着在套用弗洛伊德的理论，给自己的梦一个简单的解
释。比如：有天晚上我梦见在一间课室里我的一个同学在给
我上课，下面就我一个人在听的津津有味，还不时会问几个
问题。后来我想想觉得那是因为前几天的同学聚会的时候，



那个同学在讲他最近学到的新知识，大家都特别的感兴趣，
包括我，但是我还是有些问题不明白的，所以就梦到他继续
在给我讲课吧。

二、儿童时的经验，这样的梦一般是孩时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直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并且对于本人有深刻的影响。如：
小时候的玩伴或者小时候经历过的故事都可能出现在梦中，
这个需要对孩时记忆的唤醒才能找到梦的根源。

三、躯体的感觉刺激。躯体刺激很有可能出现在梦中。比如：
要上班的人早上听到闹钟响了却不愿意起床，就可能梦见自
己已经在办公室坐着已经在工作了。

由此看来，梦不仅能帮助我们回忆以前的事情。还有可能预
知以后发生的事情。但这个不是绝对的，感觉像是在电视剧
里的未卜先知，这是不科学的说法。

弗洛伊德认为梦是—种精神活动，常常是源于愿望的满足。
作者举了许多实例，其中一个是他的5岁的小儿子的梦。有一
次，他们全家到达赫山脚下去游玩。小儿子由于常用望远镜
可以看到山上的西蒙尼小屋，因此他并不满足于在山下玩。
但父母并没有带他上山，他当时不很高兴。作者说：“第二
天早上，他神采飞扬地跑过来告诉我;‘昨晚我梦见我们走庙
到了西蒙尼小屋。’我现在才明白，当初我说要去达赫山时，
他就满心地以为他一定可以由荷尔斯塔特翻山越岭走到他天
天用望远镜所憧憬的西蒙尼小屋去，而一旦获知他只能以山
脚下的瀑布为终点时，他是太失望了，太不满足了。但梦却
使他得到了补偿。”又一个梦：1896年夏天，弗洛伊德和妻
子、8岁的小女儿、5岁3个月的儿子，以及邻居家12岁的小男
孩一起去旅行。他的小女儿对邻居家的男孩有好感，两人玩
得十分开心。第二天早餐时小女儿说：“作晚我梦见艾米尔
成了我们家的人，和我们一样叫爸爸、妈妈，和我们同睡一
个房间，妈妈进来，在每个人的枕头下塞了一块巧克力”。
小女儿想让邻居家孩子成为永久的好朋友的愿望在梦中得到



满足。这个观点说梦是愿望的满足，仔细的想来，确实很多
的梦是因为白天有事情没有完成，在晚上的时候借助梦的作
用是自己的愿望得以实现。还是拿我自己的那个同学讲课的
梦来说，用在说是愿望的满足也是完全符合的，类似的梦应
该是很多很多的。

如果说梦有隐义的，我觉得最隐蔽的是弗洛伊德介绍的梦是
潜意识的自我表现，即是本我的表现。在超我的戒备减弱的
时候，由于做梦的人有不少想法是违反道德的，于是潜意识
使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冒出来。有些梦之所以无法理解是梦的
改装的原因。为了要真正的认识梦的内容就要识破梦伪装的
外衣，那就必须得知道梦是怎么伪装的。这里弗洛伊德着重
介绍了梦的伪装的四种方法，即凝缩作用、转移作用、将思
想转化为视觉和二度润饰。对我来说关于梦的伪装和梦的运
作是最难理解的了。例子都很生动也合情合理还是就是不能
明白为什么是这样的。

正如先前所言，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出来之时很多人对此表
示极其不赞同，特别是性的话题，我觉得很多的梦弗洛伊德
都可以用它的原则来解释为与性相关，例如所有长的物
体——如木棍、树干，及雨伞(打开时则形容竖阳)也许代表
男性性器官，那些长而锋利的武器如刀，匕首及矛亦是一样。
箱子、皮箱、橱子、炉子则代表子宫。一些中空的东西如船，
各种容器亦具有同样的意义。梦中的房子通常指女人，尤其
描述各个进出口时，这个解释更不容置疑了。而梦里阶梯、
梯子、楼梯或者是在上面上下走动都代表着性交行为——而
梦者攀爬着光滑墙壁，或者由房屋的正面垂直下来(常常在很
焦虑的状况下)，则对应着直立的人体，也许是重复着婴孩攀
爬着父母或保姆的梦的回忆。“光滑”的墙壁是指男人;因为
害怕的关系，梦者常常用手紧捉着屋子正面的突出物。在他
这样的解释下，我觉得很多的东西其实都是很常见了，如果
都要灌上性的名头，也难怪在梦的解析推出的时候收到很多
的质疑。



拜读完整本书之后，感觉对于梦的分析，利用的方法完全可
以因人而异了，不同的人透过不同的视角选择的方式也会有
所不同，分析出来的结果也会因人而异。但是我学到更多的
是对弗洛伊德的了解，对一直以来感兴趣并且想多了解的梦
的了解。梦的内涵是无穷的，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的内容是
深沉的 。

弗洛伊德是奥地利著名的精神病家和心理学家，也是精神分
析学派的创始人。其著作《梦的解析》被誉为精神分析学第
一名著，其中叙述了弗洛伊德对于梦的看法以及在进行精神
分析的心理辅导时解梦的方法，它从一个其他人没探索过的
领域对人们的心理、梦境进行了分析，并形成了一个相对完
备的系统。对于这样一本理论著作，我个人认为只读一两遍
是不足以领悟到其中更深层次的奥妙的，所以，我所感悟到
的也只是冰山一角。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这本书中采用大量的材料来论证其
观点，而其中很大一部分的材料都是他自己的梦。在科学研
究中，占据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对得出正确的结论是有很大的
影响的。并且，在获取材料的过程中，又是一个艰苦曲折的
经历，需要的是耐心和恒心。而对于所获得的没有逻辑繁琐
的材料，又要对其进行整理、分析，直至最后归纳得出结论。
但是有的时候，结论是很难得出来的。

以前，我总是认为，精神病家自己也很有可能有点精神病。
可反观弗洛伊德却好像没有精神病的迹象。不过，可以肯定
的是研究心理的人自身必须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承受着巨
大心理压力的弗洛伊德却依然总结写出了这样一本名著，不
得不说他真的很有能力。

在当今，人们如发现梵高的画的价值一样，也终于发现这本
书有着它伟大的价值，并且弗洛伊德伟大心理学家的地位逐
渐被认可，但是，他的有些观点还是存在一些疑惑。《梦的
解析》其中理论多为弗洛伊德自己在治疗一些精神病人时通



过感性经验进行的总结，没有理论数据的支持。另一方面，
当时的心理学家对于弗洛伊德将个别精神病人的案例所得的
结论普遍套用在正常人身上的做法表示不能接受。弗洛伊德
认为梦的作用就在于满足人的愿望，可以保护睡眠。这样的
说法过于绝对。事实上，在我们的梦里，也不乏一些焦虑的
梦，有些梦甚至会影响到人的睡眠，例如噩梦。虽然，弗洛
伊德认为人民们的惊醒并非是梦导致的，而是由防御机制造
成的，但他仍没有对于噩梦本身的产生给出合理的解释。

不管怎样，瑕不掩瑜，我们仍要承认这本书在心理学界中里
程碑般的地位。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还是要自己的梦
自己努力去圆。

梦的解析的读后感篇八

《梦的解析》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中一部十分重要
的著作,其中叙述了弗洛伊德对于梦的看法以及在进行精神分
析的心理辅导时解梦的方法。
通观全书,弗洛伊德的理论论证可分为六大部分,分别是,一、
对儿童的梦的研究,二、探讨梦的检查作用,三、探讨梦的象
征作用,四、分析梦的运作,五、举例分析几个真实梦境,六、
梦的作用在于满足愿望。弗洛伊德从没有伪装或伪装较少的
儿童的梦开始讲起直到“面目全非”的成人梦境,其解梦的最
关键因素就是揭开梦的伪装。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这本书中采用大量的材料来论证其
观点,而其中很大一部分的材料都是他自己的梦。在科学研究
中,占据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对得出正确的结论是有很大的影响
的。并且,在获取材料的过程中,又是一个艰苦曲折的经历,需
要的是耐心和恒心。而对于所获得的没有逻辑繁琐的材料,又
要对其进行整理、分析,直至最后归纳得出结论。但是有的时
候,结论是很难得出来的。
在其著作中,弗洛伊德认为梦是欲望的表达,也就是说,梦是满
足自己内心的某种渴望,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你没有被满足的渴



求。梦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因由的,是由先存在的现象引发
的,“梦是一种被压抑的、被抑制的愿望经过伪装的满足。”
而一些科学的解释认为,梦是人在睡眠时部分的大脑皮层尚未
停止活动而引起的表象。梦到底是什么,谁又有一个确定的回
答呢。
对于这本理论著作,读一两遍是不足以参透其中的奥妙的,所
以我只有“窥探”这座冰山,力求溶解其中的一小块。
毛主席说过,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梦的解析》这本
书给我的最大的印象就是采用的材料很多,也很翔实,是弗洛
伊德多年研究精神病症的成果。当然这些材料大多是他自己
的梦,只是梦中解析的是他的精神分析理论。一个搞科学研究
的人,只有占据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然后对其进行加工制作,才
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是一个细致而且艰苦的过程,需要
超强的耐心和毅力。而且,这些材料的覆盖面比较广,也很有
深度,其中有小孩、青年、老人的梦,有男人、女人的梦,有荒
诞不经的梦,有啼笑皆非的梦,有高兴的梦,也有痛苦的梦……
仔细和认真,是成功者必备的素质。占有了丰富和繁琐的素材
之后,弗洛伊德对它们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一个个梦从梦者口
中断断续续的讲述出来,没有多少逻辑性,然后又要整理、分
析,直至得出结论。而有的时候,结论是很难得出来的,因此,
就会给人带来许多的麻烦。但弗洛伊德说过,在科学研究中,
往往一个难题解不开时,不妨再加上另一道难题,一并考虑,反
而有时能找到意外的解决办法,就如同你把两个胡桃核凑在一
起敲碎,比一个个分别敲碎容易。是的,“以毒攻毒”不失为
解决问题的良方之一。
梦的冰山正如同我们自身的愚昧,在黑暗中不被我们所识破,
《梦的解析》仿佛是一缕理性的阳光驱赶了我内心的黑暗和
愚昧,让我们目睹了梦的朦胧的面孔。愿理性的阳光普照在我
们的心头。（温锦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