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荣格的读后感 荣格自传读后感(实用5
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
好吗？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
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荣格的读后感篇一

，我在书店闲逛时，发现了一本名为《荣格之道》的书映入
眼帘。书名似乎有一种魔力吸引着我。5分钟之后，我毫不犹
疑地掏钱把它买回了家。

戴维·罗森说：“当我第一次读《老子》的时候，我感觉他
是在对我说话”。当年我读到这句话时，内心被深深震撼，
这种感受至今仍记忆犹新。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人、地球另
一端的异族学者，以及当时我个人的心灵，竟和谐而奇妙地
产生了共鸣。

正如《荣格之道》一书的副标题——“整合之路”所暗示的，
荣格在西方和东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荣格心理学与道家
思想具有惊人的一致性。该书分为六章，每一章都“围绕着
荣格生命和生活发展阶段的某一特殊危机展开”。在每一章
中，对于所面临危机的解决，“都联系到了荣格心理学的发
展和道家思想的原则”。第一章将荣格心理学中的自性概念
与道之间进行了比较，并揭示了意识自我从自性与道中出现
的过程;第二章对人格、面具、阴影以及与此有关的道家思想
原则进行了讨论;第三章讨论了道家以及荣格理论中的宽容性
原则;第四章讨论的是，当荣格和弗洛伊德决裂之后，荣格陷
入了深度的抑郁以及集体无意识的深渊，他正式将道家的核
心概念——对立双方的整合与和谐引入到自己的心理学之中，
经历了真正自我的重生;第五章描述了荣格晚年整合自己心灵



的更为谨慎的努力，将阿尼玛的概念与道家的“阴”，以
及“自性”与“道”作了对比分析;第六章回顾了荣格回归整
合的永恒之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荣格实践着道家的德性，
他认识到惟有通过自然无为，放弃意识自我的固着，才能返
归完全整合的自性，也即那伟大而永恒之路——“道”。

书中经常性地引用《老子》或《庄子》里的语句，比较荣格
心理学概念的异同，从不同的侧面来加深对“道(自性)”的
理解。有些初看起来晦涩难懂的荣格心理学名词，经过老子
和庄子的另一种方式的解读之后，变得容易理解和平易近人
起来。

“道不远人，远人者非道”。这种古今中外对人类心灵进行
探索的伟大的先驱和研究者们，各自独立地基于自身的观察
和实践，对于人类心灵的基本方面得出了极为类似的结论，
无论其结论让外行看起来是觉得多么地诡异晦涩，这才是真
正的基于观察和实践的科学，比把通过在实验室里得到的小
鸡、老鼠和狗的心理行为反应推论到人类身上的方式来得更
为科学，也比无视基本常识，拍脑袋凭空构建出某种理论模
型，再依此人为设计出精巧繁复的实验以证明之的方式更加
科学。实验室中构建出来的心理学只不过是人为搭建的纤细
精巧的想象力玩具，与人类心灵的实相相距甚远。

弗洛伊德和荣格等人的伟大即在于此，中国文化的伟大也即
在于此。中国文化是一个从起始时就与迷信绝缘的，根植于
人性的伟大文化。中国人很早就用人心的体察代替了愚昧盲
信的鬼神崇拜。道家思想中对心性整合的重视，与荣格不谋
而合。(陈羿江)

荣格的读后感篇二

没有手机没有网的这段时间，带着点戒断反应读《荣格自
传》。书非借不能读，这本书自然不是我的。我的《查拉图
斯特拉如是说》下卷还放在那里没看。



看完《荣格自传》，我不知道这篇读后感是不是应该写
上“第一次”三个字，很难说以后会不会读第二次，毕竟戒
断反应中读得不细，况且理智告诉我，这样的书应该有重读
一次的价值，恰如荣格读弗洛伊德的著作，也是隔了些年头
又拿来翻看的。

也许是下笔者的缘故或翻译者的缘故，这本自传的风格与弗
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以及《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差别
很大，当然我更希望是荣格本身与弗洛伊德之间的差别。这
本自传更散漫意识流，好多地方如同散文，一些描写又近如
小说。

充满历史感的幼年环境，宗教氛围浓厚的家庭构成，很早就
关注到自己个性有别于他人的荣格敏感的体味着成长的变化。
这种敏感的觉察终其一生，构筑着他灵魂栖息的塔楼。他将
这座塔楼以曼荼罗为标志，如同隔离世外的独行宇宙，无所
不包无所不有，但也预示着，塔楼之外无边无际的是他人的
城堡与部落。

精神分析的构建是源于自省的，即便有着大量案例经验的积
累，它仍然是以自省为核心的一种思考方法。荣格的宗教特
征，弗洛伊德的性欲特征，霍妮的女权特征，阿德勒的超越
特征……没有一种精神分析的体系是脱离其创始者的内省。
我们意识的世界是心灵的，没有内化的经验是不被察觉的。
在此基础上面对疑问、阻碍、矛盾，精神分析流派的工作者
们尝试解读世界，其实也就是在解读自己的心灵，直到他们
的世界能够装盛在理论的大碗里，才有片刻满足于安宁。其
实我们何尝不是时时刻刻的在解读这个世界与自我的关系呢?
然而，外部世界无穷尽，内心世界怎么会“无新鲜事”?理论
的大碗总是不够大。荣格归之于神秘，承认神秘的存在，亦
即承认了外部世界的存在。承认掌控之外的事物，避免神经
症的困扰。幻觉、梦、预知，统统有了归处，接受了这分裂
的两个世界也就接受了分裂的人格。为什么精神分析作为一
种治疗方法，促进成长，而耗时甚长?精神分析不解决问题。



精神分析帮助来访者认识自己所构建的世界，修葺自己的塔
楼，同时引水入渠，添加灵动。来访者的问题在这里能够被
接受，重新被解读，原有的大碗可能重铸了，也可能在大碗
之外有了可以失去理智与控制的归墟。心灵有了稳固的塔楼，
同时变得更加宽容，随时可以增添新的建筑，这大概就是
《荣格自传》给我最浅显的触发。

荣格的读后感篇三

感谢“书的旅行”活动让《荣格自传》传到了我的手中，总
算将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这个长长的外国人名具象化在我得
脑袋里，此前的确有所期待去了解这个被范丽斌班主任赞为
最喜欢的心理学家，尤其是在看了范的曼陀罗手绘之后，惊
叹不已!“书非借不能读也”!一周的时间要完成300多页的阅
读对我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而在落笔之时我也的确没有能
够读完整本书，明天就是归还日，我只完成了二分之一，我
已然很满意自己这一周的表现，也确定地认为我已经获得了
我需要的触动与精髓。

弗洛伊德为外界所不齿(“至少被认为是个怪物”)的时候荣
格大胆追随了他，而当弗被当作心理学(精神学)界权威的时
候他又敢于发布反对意见并不惜付出“众叛亲离”的代价。
这一点，荣格是伟大的。而他的伟大究竟来自何方?我的理解，
是因为他本就一无所有，也足够清高地不愿攀附权贵。书
中82页道出了他俩的微小共性与本质区别：“他也像我一样，
是个牧师的儿子。但不同的是，他出生在国土辽阔的德国，
国土一直远伸至海边，而我却只不过是个瑞士人，出身自位
于边境的小村子的一个安分守己的牧师家庭而已。他讲的是
优雅的高地德语，懂拉丁文和希腊文，可能还懂法文、意大
利文及西班牙文，而我有把握地运用自如的唯一语言只有瓦
格斯—巴塞尔方言。他，拥有所有这些堪属可引以为荣的东
西，即使被人当作是某种怪人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我却绝不
能让人发现我再多大程度上也像他一样啊。”我想说的是，
出生不是一个人命运的全部，但或多或少左右了命运的轨迹



和成就或为此所作出的努力。

荣格与弗洛伊德的首次见面便“相见恨晚”，长谈13小时之
久，虽然没有详细记载内容，我大胆臆想必然从梦开始，有
人应该会就此认为他们算是琴瑟合鸣，路遇知音，没错，事
实上他们的.确研究着同一个领域并各有建树，可是读《荣格
自传》的字里行间，我还是感受到了他们之间的一种不对等，
前辈对小辈，权威对学者，父对子，且不仅仅停留在第一次
的会面。而这样的不平衡心理总算在他们朝夕相对的7个星期
里得到充分地变现及爆发。书中第136页，美国之行期间，二
人互相析梦，在一次帮弗洛伊德阐释梦的时候，当荣格要求
弗提供有关他私人生活方面的一些补充性细节，弗的反应是：
“古怪地瞧了我一眼——十分怀疑的一眼。然后，他便说道：
‘这我可不想拿我的权威性来冒险!’这时刻，他便完全失掉
其权威性了。”荣格认为“弗洛伊德已把权威性置于真理之
上了。”我认为，这只是他的对于这段关系的结束冠冕堂皇
的解释。事实上，这件事对荣格而言是种莫大的不信任感与
自卑感的涌现。试想他怀着同心同德的热诚，得到的却是没
把他真正当回事的回应，情何以堪?这种内心侮辱感驱使他最
后凭借发奋图强而获得的独树一帜的观点分道扬镳。弗洛伊
德麾下太子一席演变成了他的跳板。

由此衍生了一些我不得不讲的题外话：在读弗洛伊德《梦的
解析》时，我也饶有兴致地给身边的朋友解梦，获得了一些
好评与惊叹。这件事本来计划是持续进行并搜集成册的，后
来渐渐中辍与我一贯的虎头蛇尾作风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梦
与隐私的关系。如果不探及隐私便无法解梦，而梦不尽然都
是好的方面，它所反映的人的内心的阴暗面往往连本人都未
必能想到。所以我的尝试无法深刻、准确和公开地进行下去
了。我也不想过于知道的太多。毕竟，朋友不是我的来访者。
我不能利用他们对我的信任无休止的探索其“背后的故事”。
另外，我发现一点。我对朋友说要搜集他们的梦的时候，有
些人会当时跟我说他不太做梦或者不太会记得自己的梦，而
随后几日又跑过来跟我说“昨晚，我真的做梦了，我讲给你



听哈。。。”当事人被我的意愿引导了，他开始刻意地记忆
自己的梦，在我询问细节的时候，他试图阐述完整以提供我
解梦的线索，这中间我很难界定是否属实而不是因为我的引
导而添加了似是而非的假想细节，或者意识到怕我知道的秘
密而有所隐瞒。我开始深刻地感悟到，心理咨询工作是多么
的复杂与难以开展，即便是在较为正常人身上。说着说着便
恰好说到我去读“心理咨询师培训班”的最终驱动力。

荣格的读后感篇四

读荣格自传完全一时兴起想在本命年读一些传记，看看这些
人的一生，特别是他们在我这个年纪时都在干嘛，但荣格自
传对我来说实在太难消化了。原本期待的是他一生故事的回
忆，但其实全书其实是他学术思想的一个非严格学术形式的
再述，而他的思想我在此前的接触可以说为0，我不得不惊叹
他的学识见识和思想深度，文中有大量宗教和心理学的思辨，
大量他的幻象和梦境的阐述和分析联想，对我来说实在难以
下咽，真正的作为科学的心理学理论我一窍不通，宗教知识
也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他全文对意识潜意识的讲述我都看的
云里来雾里去，大致对一些实际经历的描写可以产生一些兴
趣，比如他去各地旅行的经历等。

做一些模糊的印象的总结吧，虽然夹杂着众多我无法理解的
梦境和意识潜意识的描述和分析联想，我无法确定他的这种
分析和联想是否可以证实，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也不下断言，
但他确实是一个以实际客观经验为基础提出理论的人，不是
有足够的现实基础他不会做出判断。所以即使我难以接受他
的分析，但我想这更多是归因于我未接受过相应的训练，不
了解这一套分析路径导致的，而不能否认他作为一个科学家
的事实。荣格提出的集体潜意识是我这一次看的最大的收获，
大体理解是说每个人身上的潜意识来源于其祖先，其整体社
会历史，人的身上有一个可能不被自己认识到的来自历史的
人格部分，这部分是集体潜意识，且人通过现实的活动来发
展意识，人好像是意识和潜意识的共同体。这似乎和他对来



世的看法一致，他觉得潜意识或者精神存在与第四维之中，
和现实的三维空间不同的是，他没有时间和空间的相对性，
脱离了这一刻度而存在，因而在死后可以继续存在，并未某
种任务潜伏着，或许在一些必要的时候重新进入三维世界继
续完成他的被赋予的任务，比如解答一些疑问。

书中有一些理论性的片段我多少能理解也觉得受到了启发，
也在电子书上做了标记，比如理论回顾部分他讨论分辨善与
恶的部分，一个人如何做出选择，他提出教育的道德标准的
不可靠性，人应当了解自己的潜意识，了解自己的心理构成，
再做出探讨，他觉得心理层面的探索应该得到重视，而不仅
仅是对宇宙飞船重视。还有比如他认为一些神话幻想不应该
被磨灭，可以作为人思考做出科学理论的素材，但不是说把
幻想作为依据，而过分的理性主义教条的盛行使得时下的人
类的思想和行为变得狭隘了。这些都蛮有意思的，脱胎于精
神分析心理学理论，但可以作外延式的思考。总之我是全程
蒙蔽的，阅读体验很差，原本的目的是看看荣格在我这个年
纪在干嘛，我看后到没有太多这方面的认知，模糊记得他在
青年时期就已经熟读很多书，对自己想要从事的事业多少有
些概念，即使开始并不明确，但当他遇到精神分析时就明确
知道这是他追求的理性和非理性两个世界的完美结合之处，
他可以为之付出一生来做钻研，当然年轻时候的他也怕被孤
立，自觉自己不具备被孤立而好好生活的资本，而有些畏缩
的不把一些真实想法表达出来，也对自己相信的权威有所顾忌
(即使弗洛伊德并不受主流认可但却是荣格自己认准的权威，
即他虽然有畏惧，但在权威上他是有自己判断的)，但当他不
断发展自己的想法，坚定以自己所掌握的实际经历为基础做
出判断时，或许可以说此时他具备了对自己存在立足的认知，
我不知道是否可以称为完整的，但他确实有了对自己存在的
见识的判断，即使会有困难，但他对自己的确定性的认知足
以支持他向权威说不，因为他相信自己的正确性。人或许都
需要有这个确认自己存在的过程吧，此时的我对此仍然一团
模糊。



荣格的读后感篇五

一个在事业上取得杰出成就的人，往往有着与众不同的禀赋
与气质。

人生是一种令人怀疑的实验。它只有在数字上才是一种极大
的现象，从个人来说，生命是如此地稍纵即逝，如此地不充
裕，因此，它竟然能够存在和发展，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种
奇迹。

对于生活的各种问题及复杂性，要是从内心里得不到答案，
那么它们最终只具有很小的意义。外在性的事根本无法代替
内心体验。因此，我的一生在外在性事件方面是无独有偶地
贫乏的。

我总是沉溺在自己的秘密中，总觉得应该探寻它的意义，但
我却不知道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我总是希望我能够找到一
些什么--也许在大自然中--给我提供一些线索，使我弄清那
秘密是什么，在哪里。

最早的回忆就像地下的单株根茎所生发出的芽，就像在一条
潜意识发展的道路上的车站。

从一开始，我便有一种命中注定感，仿佛我的生命是命运赋
予我的并必须加以接受。这使我内心有一种安全感，而且尽
管我从来无法对自己证实它，它却向我证实了它自己。我没
有拥有这种肯定性，它却拥有了我。

一种新思想，或甚至只是旧思想的一种异乎寻常的一个方面，
只有依靠事实才能与别人沟通。

她仿佛完全生活在一个充满各种不可捉摸的幻想和拒绝消亡
的各种往事的回忆的世界里--生活在一种正在消亡和一去不
复返的往事的最后一息中。



人的精神对于潜意识地犯下的罪行所作出的反应的.方式不断
地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佛是出自理性的顿悟，而基督则是命里早已注定的牺牲者。

如果遵循个性化的道路，如果要过自己的生活，就必须承担
错误；没有错误，生活就不完整。连一分钟都不能保证我们
不犯错误，或者不跌入致命的危险。我们可以设想笔直的道
路，但是，那只可能是通向死亡的道路。死后就什么事也不
会发生了，至少正确的事不再会发生。任何想要走捷径的人，
都与死人无异。

前记：

最近在读《荣格自传》，很久以前就已经接触到过这本书的
书名，而且也已经找来放在文件夹里，可是一直没有打开来
读，一则是因为自己没有准备好走进一个诚实的心理学家的
内心世界，再则也是没有完整一些的时间。所以一直拖到现
在。

正文1：

坐在凉爽的图书馆里，或者是稍有些闷热的办公室里，看着
这本书，经常会忘了时间，真实情况是看得很辛苦，大脑时
而会很累，甚至会出现很多幻觉--真担心自己，能不能掌控
自己，掌控这一切。

书，一直在读下去，有一些我自己也是有过经历的，例如，
儿时的一些不可思议的举动、梦境，还有迷惑和好奇，夹杂
着一些幻觉；有一些是令我惊奇的，例如，荣格对于自己梦
境的解释和对一些精神病人的治疗方式；。最突出的印象是：
我被这个心理学家的诚实而感动。他对自己、对一切都是那
么的诚实，他说：我追求的不是权威，是真理。



所以，我一直认真地深入地读下去。

正文2：

对于一些神秘现象，从心理学方面进行研究和阐述，我似乎
开始有一点点的思路了。

越来越晦涩，荣格象征意义手法的叙述，开始让我头疼，尤
其是塔楼这一章。

炼丹术和心理学，荣格的这个课题，实在难以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