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飘读后感读后感(通用5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
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
一起来看看吧。

飘读后感读后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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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读后感读后感篇二

“我梦见……”



一

鲁迅先生的《野草》中有接连七篇都以“我梦见……”最初，
这样一种方式明显不是偶尔的。或许早就有人留意到了，但
据我所知，还从未有人对此作出过任何有价值的打听，以至
于那七个“我梦见……”矗立在书中，有如晦暗沼地的七块
界碑。

先生这数篇文章，是对“梦境”的真实杰出的描绘，是先生
关于自身非存在之深渊的窥探。假如不能了解“梦境”，便
无法了解这数篇文章乃至《野草》。

二

在诗人写作下，作者往往把对“梦境”的描绘转化成为
对“希望”的描绘。因此中国文学的实践景象便是从未有过
适合的关于梦境的描绘，因为关于梦境的描绘其实是希望描
绘的一种折射。因此持久以来，“梦境”仍然是一块幽静晦
暗之地，很少有人真实进入。它耐久地引起人们的惊奇以及
种种不着边际的猜想。

我信任即使是现代人也无法彻底舍弃占梦术所带来的引诱。
那不只是仅是一门无中生有的艺术，一起它也声称自己是一
门关于窥探心里希望的科学。在弗洛伊德的《释梦》中便是
如此。弗氏对“梦境”的结构带给了杰出的剖析，但一涉及
到梦的材料，便仍然回返到占梦术的陰影之下。

三

“梦境”是根据身体的一种表述，这种表述就如同在身体外
表的舞蹈。也可以说“梦境”是绑架者，绑架着咱们形而上
学的身体。“梦境”与身体相关，一如文明与政治相关。假
如说政治是文明潜在的身体，那么文明也刚好正是在政治之
上开出的种种纷乱的梦境之花。或许咱们可以反过来说，假



如说身体是“梦境”潜在的政治，那么“梦境”也刚好正是
在身体之上开出的种种纷乱的“文明”之花。关于“梦境”
的政治学，弗氏早已启其大端，不用赘言。但时至今
日，“梦境”的境况其实更为类似于东方学中的“东
方”，“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他人表述”，这一
境况将持久地继续下去。

四

“梦境”是日常日子下扯开的裂口。日日夜夜，或许严格来
说，“日夜日夜……”，咱们都毫不介意那种割裂，日常日
子的接连性倾向于消抹掉咱们的夜晚，使之成为“希望操
练”，或许，“逝世操练”。据我所知，作为小说家的泰戈
尔关于“梦境”曾经提出过一个真实的问题，“假如夜晚的
梦境连续起来，那么白日日子的真实性会不会大打折扣呢?”
或许也可以如小说家史铁生那样提问，“假如一个人做梦，
到死都没醒，那么这个梦还算是梦境吗?”

五

再来剖析“梦境”。其实在“梦之情境”这一特别空间中，
梦的材料无关紧要，不管其是关于希望的发挥，或是关于回
忆的发挥，或是关于感觉的发挥，那都无关紧要。工作的关
键在于，“梦境”为咱们带给了一个朴实心情化的气氛(心情
空间)，大致说来，此种心情气氛便是梦境自身。在此“心情
空间”中，心绪透过种种情境得到演练。“梦境”对错控制
性的，它的追溯无法预期，大部分只能过后忘记，或得到几
句相关不相关的描绘。可是孑遗的“梦境”彻底有理由使自
己成为永久的，因为我觉得，“梦境”关于心情的体会一点
点不逊于咱们的'日常阅历，甚且犹有过之。我置疑心绪在梦
境中往往是加速运动，因为我从梦中醒来往往是因为难以承
受那样的高速。

六



幻想一种“无时刻”的空间，既非瞬间又非永久;再幻想一
种“时刻紊乱”的空间，处处零星的时刻碎片拼接不上;再幻
想一种“时刻中止”的空间，陷身其间的极度焦虑。梦境中
的时刻是对日常时刻的反讽。

七

飘读后感读后感篇三

梦的解析读后感，做梦是一件很玄妙的事情，下面是小编带
来的梦的解析读后感，欢迎阅读!

说到弗洛伊德，他是一位天才，他的精神分析学说，由于其
独特的本能理论和性欲理论，惊世骇俗，在欧美引起轰动。

曾经在德国希特勒期间，禁止传播弗洛伊德的理论，焚烧弗
洛伊德的书籍。

他的精神分析学说在中国及世界的传播，特别是在知识界引
起了很大的影响。

弗洛伊德是以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家成名的，他的精神分析
学说广泛影响到了文学、社会、伦理学、宗教学、美学等众
多领域。

特别在文学艺术领域，弗洛伊德的分析学说的影响可谓巨大。

他的泛性论，无意识学说，释梦理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许多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都把弗洛伊德的分析学说作为分析
和创作的灵感源泉，并到今天这样的文艺作品仍然绵绵不绝。

弗洛伊德和许多人都不曾想到，主要贡献和成名于精神病学
和心理学的他，其影响最大和对其研究最多的德却是文学领



域。

纵观世界文坛，在许许多多的文学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弗
洛伊德主义的影子。

文学是人的心声，其源头一直可以追溯到人人的意识。

作家在作品中会不自觉的暴露自己。

从一个作家的作品追溯到他一生的外部事件和内心活动，由
此揭示他们的无意识，或者说就连他们自己也不曾觉察到的
精神生活。

《梦的解析》，这是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
德对心理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被誉为改变人类历史的书，
是精神分析理论体系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该书在作者生前就再版了8次，先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一直
经久不衰。

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并称为
导致人类三大思想革命的经典之作。

两天来，阅读了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

他从心理学的角度对人的梦做了大量的案例分析和理论总结。

从这本书的框架，既可以看出作者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大致
是按照自己的工作经历，通过一个个典型的案例分析而结成
的理论精髓。

08新闻班的雅特学长在毕业之际还基于梦的解析自编自导自
演了话剧《心有林夕》，作为一个毕业生，心中感慨万千，
但始终围绕着这个梦来展开叙述，那个时候看得大家都很震
撼。



直到现在，我才得以静下心来将这本书读完。

之前在西方文化理论的课堂上，蔡博就对我们讲过佛洛依德，
也了解了他的一些理论。

弗洛伊德认为梦都是“愿望的满足”，他尝试用潜意识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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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作者所说，需要
用潜意识的结构进行更为深刻的解释。

昨天，室友又因为自己没能按时起床而责备自己了。

他说奇怪的是，他明明在梦中看到起床了，可是醒来发现自
己躺在床上，懊悔不已。

那么我很好的分析了他的这一个现象。

因为害怕或不想，所以想要在梦中得到解决。

室友每天早出晚归备考雅思很辛苦，所以每次都是自己逼自
己起床，但这种情况出现的多了，他的潜意识里也越来越反
抗，所以在睡觉的时候，他梦见自己的的确确起床了，所以
他不在担心自己，就继续呼呼大睡起来了。

就像小孩子在白天没有得到一个洋娃娃，让而到了晚上，他
就会梦见自己得到了这个洋娃娃。

对于梦的来源，作者认为有三种可能：一是它也许在白天即



受到激动，不过却因为外在的理由无法满足，因此把一个被
承认但却未满足的意愿留给晚上入梦。

二是它也许源于白天，但却遭受排斥，因此留给夜间的是一
个不满足而且被潜抑的愿望。

三是也许和白天全然无关，它是一些受到潜抑，并且只有在
夜间才活动的愿望……第一种愿望起于前意识;第二种愿望从
意识中被赶到潜意识去;第三种愿望冲动无法突破潜意识的系
统。

在这三种来源之外，他强调“要加上第四个愿望的起源，就
是晚间随时产生的愿望冲动(比如口渴或性的需求等)”。

这本书中写道，梦可以分为显梦和隐梦。

显梦是指梦中显现出来的场景，它的作用通常不大，只是作
为梦的伪装;隐梦是指隐含其中的实质，从这个角度来分析，
晦涩的“隐意”是解析梦的关键。

我们只要能正确地找出此“取代物”，即可正确地找出梦
的“隐意”。

弗洛伊德还认为，“梦是欲望的满足”。

梦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能欲望，缓和了冲动;又不致于唤起检
查机制的警觉，从而保护了睡眠。

从这个意义上讲，梦是愿望的达成。

但在梦的状态下，心理检查机制仍发挥相当作用，使能欲望
不能赤裸裸地表现自己。

因此能欲望只能采取象征的、曲折隐晦的手法来求得自我表
现，以逃避检查。



关于“梦的伪装”。

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中的能冲动(从质上说是性欲冲动)趁
人睡眠时以伪装的形式骗过有所松懈的`心理检查机制而得以
表现，就构成了梦境。

如果说愉快的、欢乐的、幸福的梦是愿望的达成，那么怎样
理解不愉快的甚至痛苦的、悲惨的梦呢?弗洛伊德的回答是，
无论怎么不愉快的梦，都不外乎是愿望满足的一种“变相的
改装”。

他认为：“一个愿望的未能满足，其实象征着另一愿望的满
足。”因为做梦的人对此愿望有所顾忌，从而使这一愿望只
得以另一种改装的形式来表达。

“梦是一种(被压抑的、被抑制的)愿望的(经过改装的)满足。
”这就是弗洛伊德叙述梦的完整的公式有了这么一个公式，
不管什么样的梦，便都可以纳入“愿望的满足”这个范畴。

梦的表现形式与运作机制主要就反映在以下4个方面：一是凝
缩，即几种隐义以一种象征出现。

它的作用是在梦中进行的，目的是为逃避“梦的检查”。

弗洛伊德认为，个人梦中情境为其潜意识内资料的象征性显
现，通过对梦的分析，即获得其潜意识内所抑制的问题或线
索。

二是移置，或称换位，即指把被压抑的欲望调换成不重要的
观念。

它也是在梦中进行的，目的也是为逃避“梦的检查”。

但是醒后回想梦中的经历时，仍会受到“检查”，那就是梦



者将梦中颠倒错乱的材料再加一番整理。

这种“整理”过程包括戏剧化和润饰。

戏剧化就是将欲望表现为具体形象。

润饰就是指醒后把颠倒错乱的梦境加以条理化，使之更能掩
饰 真相。

一般认为，这种整理使梦成为一种统一的、某种近乎首尾连
贯的东西，这是“梦的工作”的最后一个过程，即“二重加
工作用”。

最后应该提到的是，在《梦的解析》中，弗洛伊德以他的潜
意识理论对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和莎
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等作品进行了心理分析。

象征也被赋予广阔的内容，弗洛伊德说，象征并非梦所特有，
而是潜意识意念的特征，在民歌民谣中、神话和传奇故事中，
都可以发现象征的应用，而梦则“利用象征来表现其伪装的
隐匿思想”。

他的性欲理论认为，性能的冲动，不但在神经症的成因中起
着重要的作用，甚至认为正是这种动物性能的冲动转化为社
会可以接受的创造行为的升华作用，从而带来了文学、艺术、
科学以至整个文明的最高创造。

在我的认知里梦是人心里状态的一种反映，而这种心里状态
很有可能是在白天所思考的事情，也很有可能是存在于潜意
识的，恐怕这就是所谓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吧!

想必那些都是人人都明白的，但从来没有人把它与心理学进
行挂勾，都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一个梦而已，有什么好
研究的!”但对于科学领域而言《梦的解析》乃是一个具有重



要性意义的发现!而我也对书中有关于1900年以前有关梦的研
究也颇为感兴趣，不只是由于对于未知领域我充满了好奇，
还是费洛伊以他那独特的手法向我展示了一个不一样的神秘
的世界，简言之费洛伊特就是那么的神秘。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从心理学角度对梦进行了系统性
的研究，这些研究使梦与疾病的关系渐渐清晰与明确起来。

他的思想极为深刻，在探讨问题中，往往引述历代文学、历
史、医学、哲学、宗教等材料。

他思考敏锐、分析精细、推断循回递进、构思步步趋入，不
断的揭示出人们心灵的底层，这就使精神分析的内容极其丰
富的根源。

在弗洛伊德看来，梦不外乎是一大堆心理元素的堆砌物。

有关释梦的技巧，他在治疗“歇斯底里症”的过程中有了明
晰的运用，所以，他说“梦的内容是在于愿望的达成，其动
机在于某种愿望”。

按费洛伊德的意思来说梦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自己在现实生
活中所不能得到的，既满足了自我，缓和了冲动;又不至于唤
起检查机制的警觉，从而保护了睡眠。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梦就是愿望的达成。

因此能欲望只能采取象征的、曲折隐晦的手法来求得自我的
表现，简单的来说这也属于自我潜意识的一种表现。

说到对于此我也是相当赞同的，那梦里的一幕幕似乎都还是
前一秒才发生过。

我是一个比较爱怀旧，同时也比较感性，在小学刚毕业的那



段时间里不知是太过于怀念过去小学与死党在一起的时光，
还是对一初中生活的一种乏味，每晚梦到的总是过去与同学
在一起上课的场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梦满足了我那些日子对于思念的满足。

喜欢李宇春的我与由于不可能看到她的真人，所以我有一段
日子的梦想就是看到李宇春的真人，可能是真的想得太多的
缘故，结果还真梦到了，那之后的一段日子里心情一直是相
当的好，所以状态一直都还是不错的。

这就是我的一些愿望，满足了费洛伊德所说的“梦的内容是
在于愿望的达成，其动机在于某种愿望”。

不知你是否有这样的经历，每天醒来都会记得很多梦，也会
忘记更多的梦，但无论什么样的梦，在醒来以后都会发现在
梦里的经历和场景其实都很假，或者是很荒诞，比如梦里大
多没有颜色，有时死去的人也会在梦里出现等等。

但做梦的时候我们几乎不太可能意识到这些不合理，更不会
意识到自己在做梦。

偶尔可能我们自己会发现自己在梦中。

醒来回忆梦境，会发现梦里依然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但只
有清醒才会发现。

或许你还会不解，那就多读读《梦的解析》吧!

飘读后感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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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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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读后感读后感篇五

读到“梦的材料与来源”这一章，弗洛伊德认为梦的材料多
偏重于选择最近几天的印象和无关紧要的细节，许多梦还会
与童年经历息息相关。弗洛伊德认为梦中没有无关紧要的刺
激，这些刺激或是通过“移置作用”获得了新的重要价值，
或是通过化装，需要通过细致的分析来拨开伪装。既然没有
无关紧要的材料那么也就没有纯真清白的梦，所有的梦都有
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弗洛伊德最终将落脚点放在了“性的因



素”和“欲望的满足”，欲望的满足可能是多重层次的，可
以包含好几个愿望的同时满足。

读完这一章的感觉是弗洛伊德最终得出的这个结论好像并不
足以承载他之前一系列细致缜密的分析工作。这让我想到不
久前读到的一篇关于梦的文章。这篇文章分析了梦的来源和
作用，在研究中他们发现梦中的负面情绪是正面情绪的两倍，
而且性的内容在梦中也比较罕见。关于梦他们认为主要有五
个方面的意义：

1、提高人的创造力，梦境不是完全重复白天发生的事情，而
是让它们经过脑的重新消化，这也可以提高人的创造力。梦
中好像我们有一套独特的逻辑思维，将看似不相关的材料链
接在一起，通过思维的碰撞产生灵感的火花。

2、第二个意义是模拟困境，演练我们的自卫能力。比如新生
儿的妈妈的梦境多与新生儿相关，她们会梦到婴儿处于险境
而突然醒来。

3、第三个意义是加深记忆，在学习之后睡一段时间比在同样
长的时间内保持清醒，记忆要更加深刻，如果梦到学习的过
程，还会提高效率。这是因为一些在学习中激活的大脑区域
（甚至具体到激活的神经元）在睡眠期间会被重新激活，且
强度很大。这让我想到初中有一次临近期末考试，睡前在背
思政的考点，中间睡着了，但在梦中还在梳理知识点，醒来
发现原本有些不熟的地方，经过梦中的梳理已经很熟练了。

4、第四个意义是在梦中似乎可以锻炼将心比心的能力，在梦
中自己的意识仿佛可以游离在自己躯体之外，有时还可以将
自己置身于他人的躯壳，这时我们的同理心比清醒时更强。
这一点我认为在清醒的时候通过培养也可以增强这种能力，
因为在梦中我们以为自己是别人，从而设身处地且全面的了
解这个人的经历，因此也可以理解他各种各样的.行为。



5、第五个意义是情绪训练，在这篇文章最初提到人在梦中出
现负面情绪是正面情绪的两倍。在一个实验中，向实验者展
示可怕的画面，杏仁体会有强烈的激活反应，但第二天再展
示同样的画面时，他的杏仁体几乎没有反应，这说明脑以非
情绪化且更加高效的方式储存了这些信息。在睡眠阶段。主
管短时记忆的海马体会与杏仁体对话，将一些恐惧和困难情
绪与一些不相关的、更中性的事物结合在一起，更好的消
化“负面情绪”。这就让我想到有一次我遇到一件不开心的
事情，我以为我已经将它彻底的消解了，只不过偶尔会想起
这件事，但有一天晚上我再一次梦到这件事，梦中重新对这
件事从头到尾进行了一遍处理，醒来我才意识到我此前并没
有真正放下这件事，做了这个梦之后除非特意回忆，这件事
便再没想起来过。

我相信除了这篇文章提到的做梦的五个意义之外，梦的意义
还有更多的可能性。这取决于每个人自己对于梦境的解读方
式，它可以仅仅是一个梦境，也可以成为帮助我们在清醒时
更好的生活的工具。弗洛伊德对于梦境的意义的归纳让我觉
得有一些遗憾，因为这种结论好像将梦的意义狭隘化。不过
他对于梦境的总结和记录可以为我们提供大量的分析材料，
我们可以用自己的认知对它们进行解读，使之“为我所用”，
成为我们知识经验的一部分。而且他对于梦境研究的多种探
索方式也可以为后来的研究和每个人的学习提供思考和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