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梦的解析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大全8篇)
辩论是一种培养团队合作和沟通能力的活动，通过团队辩论
可以培养成员之间的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辩论需要在论证
结尾给出总结性陈述和建议。掌握这些辩论范文的技巧和方
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辩论。

梦的解析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一

梦代表愿望的达成，但是如何来解释让人焦虑的梦，让人感
到惊恐的梦?梦是需要解释的，并非梦表面所显示的意义那么
简单，这就是梦的伪装特征。

通过种种的例子，我们可以充分证明：一个看起来内容很痛
苦的梦，其实是可以解析成是愿望的达成的。我们不要认为
这些在解析时发现的，“碰巧”就是人们平时不愿意去想或
去做的一些事。其实这些令人不快的感觉，和平时我们面对
不愿做或不愿提的事所产生的反感情绪一样的，是在解开梦
之谜底的时候，必须克服的种种阻力。当我将所有不愉快性
质和梦的伪装一起来考虑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梦都
是经过伪装的，梦中的愿望，在平时被严重压抑了，所以愿
望的达成被伪装到初开起来似乎无法看出的程度。所以，我
们说，梦的伪装其实就是一种审查制度在工作。

针对所有梦中令人不快的内容的分析，我们得出下边这个公
式：梦是一种(受压抑的)愿望(经过伪装而)达成。最后，我
还需要提到和这些以痛苦为内容的梦相近的“焦虑的梦”假
如把这类梦也看作是愿望的达成，恐怕对那些没有接受过梦
的解析训练的人来说，更加的不好理解。

焦虑的梦事实上并非梦的解析的另一对象，它只不过以梦本
身来表示出一半焦虑的内容而已。我们梦中所感受到的焦虑
就是梦内容所明白地表示的那些念头而已。如果我们想对这



种梦再作解析，那就会发觉梦所表示的焦虑就如恐惧症所产
生的焦虑一样，它只是由某种念头的存在而引起的焦虑。

举个例子，从窗口掉下去是有可能，因此一个人走进窗口时
应当小心点。但是我们就不懂为什么对这类恐惧症病人而言，
靠近窗口竟会给他们那么大的焦虑，远超过事实上所需的小
心，同样地对这类恐惧症的解释，也可适用于焦虑之梦。这
两者一样，焦虑均附着于另一来源的某种意念上。

佛洛依德认为，神经官能症焦虑都是起源于性生活的，而且
多数情况下是因为里比多从正常的对象转移，而无法发泄引
起的。焦虑的梦的内容很多和性有关，是因为这种内容中所
带的“性欲”转成了“焦虑”。

梦的解析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二

这段时间，我阅读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
感触良多。本来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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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身为一名土生土长的
中国人，从小被灌以儒家的传统道德，自不敢萌生在大家眼
中有违伦理道德的想法，即使有想法也不敢面对，但是这本
书告诉了我这其实就是人类最原始的本性，正因为其可怕，
我们更要面对以认识自己、完善自己。

《梦的解析》出版于19，是西克蒙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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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作者大量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结
合自己对病人的梦的临床研究和对自己的梦的分析，深入地
探讨了有关梦的实质、梦的解析方法、梦的伪装、梦的材料



和来源、梦的工作以及梦的过程的心理等理论问题。他把象
征论作为理论基础，认为梦是对愿望的满足，这不仅提供了
开启神经症患者心灵的一把钥匙，而且还成了认知正常人潜
意识活动的一条最重要的途径。

梦的解析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三

作者及本书简介：本书充满了理性精神，作者将严密的论述
与充分的事例相结合，且在举例时力求事例的代表性和普遍
性，从而使论点更具说服力。例如，在阐述“梦是愿望的实
现”时，作者先是举了大量的自己和他人的事例来支持此论
点，之后又提出了一些反对此论点者的梦，进一步论述那些
看上去有悖于此论点的梦实际在更深的层次上也符合“愿望
实现”。体现了极强的分析能力和缜密的逻辑思维，以及为
科学不惜泄漏个人隐私的献身精神和诚实的探究精神。弗洛
伊德能写出这本经典之作，与他的工作特点（可以接触到大
量心理症病人，能获得大量“实验数据”）和个人丰富的生
活经历是分不开的。

梦的肉体根源论者认为，梦的唯一根源是肉体刺激，包括感
官所受外界刺激、感官内在兴奋、内脏刺激，而心灵无法对
刺激作出反应，须以精神上的症状来表现，便形成了梦。

但是，该理论无法解释以下几点：

1.外界刺激与梦的内容的联系究竟是怎样的

2.一些实例证明，心灵能对刺激作出反应

3.刺激不一定在梦中有所体现

作者对“梦的唯一根源是肉体刺激”作出反驳，并以自己的



理论与实例相契合。即“我们必须尝试在我们梦的理论的范
畴内找到方法，用以解释那些所谓肉体引起的梦。”

作者认为“睡眠中的刺激必须与那些人们所熟悉的日间经历
遗留下来的心灵剩余产物相结合而而成一种愿望的实现”
即“梦的本质并不因为肉体刺激加在精神资料上而有所改变，
无论它是以什么真实的资料为内容，依然是代表着愿望的实
现”“睡眠时来自肉体的刺激不是很重要的梦的根源。”

尴尬—裸体的梦与童年经历密切相关。

亲友逝去的梦

梦见父母死亡：这与童年时期对父母产生的性冲动有关。梦
见兄弟姐妹死亡：童年时期由于单纯利己，以自我为中心，
渐渐与兄弟姐妹产生敌意。

亲人死亡的梦看似有悖于“愿望实现”（因为梦者根据道德
观念和个人情感认为这是荒谬的），但实际上这是原始愿望
的体现，由于孩子对死亡的理解与成人不同（他们把死亡理
解为“消失”），故在其与亲人产生分歧时希望对方消失。
这种愿望可能躲过审查制度，出现在梦中。

原发心理步骤（原发自我）即内心原始愿望。续发心理步骤
（续发自我）即通过道德观念等使原始愿望受潜抑，不能直
接表现出来。从各心理症病人的状态可以对上述两种机制有
较深入的了解。

考试之梦代表梦者在做大事或是做出重大决定前的紧张和对
于责任的焦虑。对于“考试的梦全部影射性经验和性成熟”
这一看法，作者表示认同。

因素一：幼儿时期的游戏 因素二：情欲和性



因素一：情欲诱惑的失败 因素二：幼儿时期跌倒的经历

因素一：尿床

尿道刺激，肠刺激的梦、出生和生产的梦都与性因素有关。

“我们越是寻求梦的解答，就越会发现成人大多数的梦，都
是与性的资料以及表达情欲的望有关。因为从孩童时期开始，
没有哪一种本能会像性本能遭受那样大的潜抑，从而留下那
么多潜意识愿望。当然，在解析梦时也不应认为这是唯一重
要的因素。”

“文字的演变使梦的运作变得容易。梦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
回归这些文字过去的意义，或者是追溯其演进过程的早期情
况。”“为了用视觉形象表示梦思，梦的运作不惜利用各种
各样它力所能及的方法。”

“对梦中奇怪的新字进行解析，特别适合用来探讨梦工作
的‘凝缩作用’的程度。”

梦中的逻辑关系主要是条件关系、选择关系和因果关系。

仿同和集锦是梦凝缩常用的两大方法。

梦思与梦的内容之间存在不协调的关系，由此引出梦的移动
作用。“在梦形成时，梦思中那些附有强烈兴趣的重要部分
常常成了次要部分，且被后者所替代。”

“梦并没有什么方法用来表现梦思之间的逻辑关
系······梦所表达和操纵的只是梦思的内涵”“梦的
形成机制所喜欢的逻辑关系只有一种，那就是‘恰似’。”

“梦的运作其实不会带有任何计算程序，它只不过是用计算
的方式表达出梦思，在梦的运作中数字是一种表达目的的介



质。”

“梦的荒谬只是表面，经过深层次分析后，这种特性就不存
在了。荒谬性是故意的和刻意策划着的，是用来表达梦中的
情绪、将一部分隐意转变为显意的。梦者潜意识的思想同时
具有批评与荒诞的动机。荒谬是梦的运作不惜其相互矛盾的
一种方法。梦越荒谬，其意义就越深远。”

“根据感觉知道，梦中情感与清醒时的体验相比，具有相同
的强度，毫不逊色。”“在一个受到审查影响和阻抗的精神
情结里，情感是最不受到影响的。”

“任何相当复杂的梦都是各种精神力量相冲突后相互协调而
产生的。架构成意愿的思潮必须要对付阻抗的审查，而同时
另一方面，潜意识的每个思想串列都带着某种感情。即感情
的压抑是各种相反的力量相互牵制，以及审查压抑的结果。
因此，感情的压抑是审查的第二结果，梦的改装是第一结果。
用相反的感情来替代也是为了满足审查的要求。”

“再度校正任意加工着梦的`素材，并且把它们之间的关系降
低到最低程度。”“白天的幻想与晚间的梦具有很多相同的
特征，因此对它们的研究也许是了解梦最好的方法。”

“所谓梦产生的第四个因素，简单地说，就是把供给的素材
塑造成一些像白日梦的事物。”“‘再度校正’的精神功能
与清醒时的头脑活动很可能是完全等同的。”“再一次校正
是梦运作的四个因素中最能被大多数作者观察到且了解其意
义的，它也对梦具有最小的束缚力。”

“梦确实具有某种意义，而一个科学的释梦方法是有可能的。
”

由简入繁地分析，最后得出结论：简单的梦和复杂的梦都符合
“愿望实现”。有人对此仍有质疑，作者由此提出“梦的改



装”：“有些梦是极为简单的愿望达成，而一旦愿望的达成
有所‘伪装’或‘难以辨认’，则说明梦者本身对此愿望存
有顾忌，并且会使这愿望只能以另一种改装的形式来表
达。”“梦是一种（受抑制的）愿望（经过改装后）的实现。
”

梦的改装的必要性（目的）：避免一些原始愿望的实现使梦
者在梦中或清醒时感到焦虑和解释上的痛苦。

“梦之所以变得幽默，大都是由于阐明意念的最直截了当的
方法总是行不通。”“在梦中，由于意念不能直接表达和阐
述，因此梦似乎总是幽默且机智的。”

“所有梦都以绝对的自我为中心”

“梦的运作通过存在于梦思之间的相关性把它们联系成一个
事件，于是就产生连续性（时间）的逻辑关系。”

“梦的运作喜欢利用梦思中现成的幻想，而不是利用梦思另
外制造一个。”“续发的梦的运作也能提供各个梦要素的强
度。”“在制造梦的时候，我们能分辨出两种精神活动：

一，梦思的产生，以及把它转变为梦的内容。

二，把潜意识思想转化为梦的内容（这是梦独有的特点）。
梦的运作就本质来说与清醒时的思想根本不同。”

由于研究梦的心理目前没有足够的相关知识基础，为了尽量
避免理论漏洞，需要先把对梦心理的分析放在一边，先来研
究一些心理功能。

即在复述梦时梦者记忆的不准确性（遗漏、增添、修改某些
梦的片段）导致对梦的解释的不准确性。



在系统中，感觉产生记忆，记忆与意识相互排外，潜意识经
过批判变成前意识，上升到意识层，产生运动。

梦的遗忘大部分是由于阻抗的结果。潜抑（更精确地说是由
它而来的阻抗）是造成精神内涵的遗忘与解离的主要原因。

焦虑感是审查制度松弛的一个事例。

“我们是否能够解析全部的梦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
们不知道自己的能力能否足够用来应付内心的阻抗。

“描述心理学告诉我们：梦形成的唯一准则是，心灵必须处
在睡眠状态下。睡眠使梦得以进行是精神内涵审查度减弱的
结果。”

“精神分析最常用的两个定理:一，意识层面有意义的观念被
摒弃后，潜意识层面有意义的概念则被控制了。二，表面的
联系只不过是一些更深层的以及被压抑的关联的替代物而已。
”

“梦所具有的第二个特色是，将思想内容转变为视觉形
象。”

“在某一个特定的精神事件上，系统的激发自然会遵循一个
特定的暂时秩序。”“所谓关联即是在阻抗减少以及在交往
便利的途径形成之后，激动比较容易由此记忆元素传给与之
相关的另一个记忆要素。”

“我们把潜意识作为梦形成的起点。”

“这个后退（即在梦中潜意识的精神程序从运动端指向感觉
端）无疑是梦程序的一个心理学上的特征。”“我们可以把
后退（退化）区分为三种现象：区域性的、时间性的和形式
的后退现象。”



“处罚的梦的特征是：其梦生成的愿望并不来源于潜抑的材料
（虽然是在潜意识），而是因为它引起的处罚意愿属于自我
但同时也是潜意识的。”

梦的解析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四

前段时间，我阅读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
感触良多。本来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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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身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中
国人，从小被灌以儒家的传统道德，自不敢萌生在大家眼中
有违伦理道德的想法，即使有想法也不敢面对，但是这本书
告诉了我这其实就是人类最原始的本性，正因为其可怕，我
们更要面对以认识自己、完善自己。

《梦的解析》出版于1900年，是西克蒙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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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作者大量总结前人的研究成
果，结合自己对病人的梦的临床研究和对自己的梦的分析，
深入地探讨了有关梦的实质、梦的解析方法、梦的伪装、梦
的材料和来源、梦的工作以及梦的过程的心理等理论问题。
他把象征论作为理论基础，认为梦是对愿望的满足，这不仅
提供了开启神经症患者心灵的一把钥匙，而且还成了认知正
常人潜意识活动的一条最重要的途径。

其中弗洛伊德对梦的种种解析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有3点：1、
梦是欲望的满足。2、关于亲人死亡的梦。3、关于考试的梦。



梦的解析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五

弗洛依德深受叔本华的影响，追溯叔本华的思想，更能看到
结论的含义。

叔本华将人的意识分为外在意识和自身意识，自身意识只意
识自己的意欲，外在意识则构建外在的世界（以时间、空间、
因果律三者来构建），外在意识用来刺激意欲，产生行为，
意欲可以看作简单的只接受正、负面刺激的东西，当受到正
面的刺激，会产生如快乐、自豪、放松等正面的情绪，反之
则产生苦闷、沮丧、嫉妒的情绪。

意欲虽然简单，但是因人而异，意欲有三个指标：快乐自己
的快乐，快乐别人的痛苦，痛苦别人的痛苦。三个指标不同，
人性即有不同，意欲即人，除此之外都是附属（包皮括躯体、
脑）。叔本华认为意欲说到底也是受到外在意识的决定，同
样满足因果律，所以人的行为严格满足因果律，宇宙是决定
了的。

以混沌理论看这个问题，人的行为是所有元素相互作用行成
的产物，人的意识、意欲本身而言在这个系统中是与其他物
质同质的，只不过意识具有意识到意识的特点，所以才衍生
出人对自己对宇宙的一切的认识。意识认为自己是自由的，
按叔本华所说，就是自身意识因为不清楚外在意识的决定作
用，误以为人的意欲是自由的。

这说明，人的意识的视角是不完备的，我们的意识可以意识
到我们的意欲，却不知道我们的意欲其实只是混沌系统中同
质的东西。所以，在考察梦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从我们的
意识出发，考察意欲扮演的角色，从我们意识出发时，意欲
是自由的，意欲是主动的，意欲是复杂的。

梦即意欲之满足，这个观点很富有启发性，我认为是正确的，
原因是我在得知这个理论后试着分析了自己十多余梦，基本



上可以得出让我恍然大悟而又十分信赖的结论，正如弗洛依
德在分析完他那个“想做教授”的梦以后的心情――两与他
背景相似的同事没能当上教授，他的梦中模拟出一个人，这
个人实际上是两个人的柔和，两个人都各有一个缺点，这个
梦实际上是想要说服他自己两个同事各有缺点，但他没有，
与他们有所不同，所以他可以当上教授。

梦何以会总是以伪装的形式出现？我认为原因有三个：

1、梦的产生有两个原因：

意欲想要得到满足，组织外在意识构建意识（外在意识包皮
括智力、记忆）；身体、器官等在睡眠时受到刺激，外在意
识自动产生构建活动，如：身体着凉，外在意识会构建身处
雪地的意识。这两个原因同时发挥作用，使得情形十分难辩
出处，且外在意识的构建包皮括从人生所经历的所有的记忆
提取某一项记忆，使得形式更加难辩。

2、意欲主导：

在梦中，意欲是自然要求得到正面刺激的，为了得到正面刺
激，会组织外在意识寻找使自己得到正面刺激的任何记忆与
外在意识，人的记忆十分庞大，且意欲主导下的因果律，本
质上就是我想要什么，事情就会怎么样发展，使得与现实的
因果律毫不相同，一切都使得意欲得到正刺激是目的，而达
到于此的手段丰富但与现实绝然不同，因此带上了伪装。

比如，梦的代入功能即外在意识为了构建一个较为完整的认
识，需要对他人的意欲和意识进行构建，因而必须感同身受
他人，于是会产生把自己当作他人的代入效果，颇有点小孩
子玩过家家时，夫妻吵架，两个小孩真能表现与感受到吵架
时的愤怒心情。身体受到不好的刺激，外在意识会构建负面
的刺激，所以，意欲的满足是一个曲折、动态、交互的过程。



3、梦是意欲

想要获得满足理想的地点，面对多个刺激，意欲把多个刺激
揉捏成一个（以实现自己的满足为标准），并在梦中得以体
现，造成了扭曲。

另一需要澄清的重要之点是：如何承认梦是欲望的满足，那
么如何理解梦中的不快情绪呢？原因为：

1、多个刺激下产生意欲产生的扭曲的梦也许不能完全造成意
欲之满足。

2、意欲的分离，如果从意识的角度来看，意欲是复杂的.、
分离的，多个与其说单个意欲不能得到满足，不如说意欲中
的各个子意欲彼此冲突，一个子意欲的实现，是另一个的剥
夺，这是造成沮丧、焦虑、不快较为重要的原因。

3、对2具体说来，比如惩罚也可以使某一子意欲的满足，但
是却必然导致另一个求得安全、舒适的意欲的不快。

我要额外提到一点，叫作梦的理性，这一条我自己的想法让
我深深地感觉到唯心论的美妙之处：如果在梦中我们构建了
一个伟大的理论，可是醒来后，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这条理论
的内容。其实：在梦中，你确实没有构建任何实质的理论，
但是你的意欲组织你的外在意识构建了：

1、你确实构建了这个伟大理论的意识。

2、你确实填充了这一伟大理论所有内容的意识。

3、我知道这个理论在讲什么的意识。

4、构建让我们回忆这个理论内容而又所得所产生的那种感觉。

这些意识全方位深深地欺骗了你，让你觉得自己已经拿下了



那个理论，于是在梦中你何其高兴，以至于醒来后，这些意
识都让你深信不疑：我在梦中确实发现了一个重大的理论，
并且理论的内容我都写好了。

以上并没有完全照搬弗氏的说法，他的想法更为细致，比如
说梦的产生原因他细分为四种，我觉得不必要，故采用更简
单的划分，另外我也摒弃了他为了对焦虑的梦的解释而引入
的监督者的做法。并且我很想把他的理论置于叔本华的理论
当中，而又进一步置于混沌理论当中，因为我发现梦有自增
强的功能：如果梦到一个东西，我会不断在叠加与这个东西
有关的情节，这种自增强性是分形学――混沌理论的分枝的
一个显著特征。

梦的解析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六

亚里士多德认为：梦是一种由于“精力过剩”而带来的副产
品。所谓的“精力过剩”，正好说明梦不是超自然的显灵，
而受制于人类的`精神活动。梦是按照做梦人本身睡眠深度所
产生的不同的精神活动。

世俗世界一直在试图用两种不同的方法解释梦。其一就是把
整个梦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尝试用另一种内容来取代它。这
种方法从某些方面看来，是在利用“相似”的原则，有时似
乎非常的高明。这就是所谓的“象征性的释梦”。主张“梦
是预言未来的观念”的人，在对梦做出解释时，主要使用的
就是“象征性释梦法”，从梦的内容、形式上来对未来进行
臆测。

另一种释梦法可以称为“解码法”。视梦作为一种密码，其
中每一个符号，都可以像密码册一样，用另一种已经具有意
义的内容来对照着一一解释。

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这两种释梦法成功地解释了部分梦，但是
它们的不可靠性是显而易见的。都是是主观臆测的，没有科



学根据的。

弗洛伊德用把梦本身当做一种症状，利用梦的解释来追溯梦
的病源，并据此来进行治疗。这种方法和治疗歇斯底里恐惧
症、强迫意念等精神病症状类似。

梦所代表的愿望的达成通常是没有什么遮掩的，极为明显。
可以通过实验的方法来测试，比如晚上口渴会梦到在喝水。

梦无论是如何的复杂，大部分均可以解释为愿望的达成，而
且甚至内容往往是毫不掩饰即可以看出的。小孩子的心灵比
较单纯，做的梦也往往会单纯一点，小孩子的梦，往往表现
为愿望的达成。

各种梦的案例证明，梦的本质是愿望的达成。

梦代表愿望的达成，但是如何来解释让人焦虑的梦，让人感
到惊恐的梦？梦是需要解释的，并非梦表面所显示的意义那
么简单，这就是梦的伪装特征。

通过种种的例子，我们可以充分证明：一个看起来内容很痛
苦的梦，其实是可以解析成是愿望的达成的。我们不要认为
这些在解析时发现的，“碰巧”就是人们平时不愿意去想或
去做的一些事。其实这些令人不快的感觉，和平时我们面对
不愿做或不愿提的事所产生的反感情绪一样的，是在解开梦
之谜底的时候，必须克服的种种阻力。当我将所有不愉快性
质和梦的伪装一起来考虑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梦都
是经过伪装的，梦中的愿望，在平时被严重压抑了，所以愿
望的达成被伪装到初开起来似乎无法看出的程度。所以，我
们说，梦的伪装其实就是一种审查制度在工作。针对所有梦
中令人不快的内容的分析，我们得出下边这个公式：梦是一种
（受压抑的）愿望（经过伪装而）达成。最后，我还需要提
到和这些以痛苦为内容的梦相近的“焦虑的梦”假如把这类
梦也看作是愿望的达成，恐怕对那些没有接受过梦的解析训



练的人来说，更加的不好理解。

焦虑的梦事实上并非梦的解析的另一对象，它只不过以梦本
身来表示出一半焦虑的内容而已。我们梦中所感受到的焦虑
就是梦内容所明白地表示的那些念头而已。如果我们想对这
种梦再作解析，那就会发觉梦所表示的焦虑就如恐惧症所产
生的焦虑一样，它只是由某种念头的存在而引起的焦虑。举
个例子，从窗口掉下去是有可能，因此一个人走进窗口时应
当小心点。但是我们就不懂为什么对这类恐惧症病人而言，
靠近窗口竟会给他们那么大的焦虑，远超过事实上所需的小
心，同样地对这类恐惧症的解释，也可适用于焦虑之梦。这
两者一样，焦虑均附着于另一来源的某种意念上。

佛洛依德认为，神经官能症焦虑都是起源于性生活的，而且
多数情况下是因为里比多从正常的对象转移，而无法发泄引
起的。焦虑的梦的内容很多和性有关，是因为这种内容中所
带的“性欲”转成了“焦虑”。

1、梦的内容通常为最近几天给人印象较深的事情。

2、梦在选择材料的时候和清醒的状态下，是完全不一样的，
专门会去找一些次要的容易被忽略的小事。

3、梦完全受儿时最初印象的影响，常把那些从的细节清醒时
候想不起来的小事，重新翻出来。

梦的内容常常用那些无关紧要的经验，而相反的，经过梦的
解析后，我们会发现注意力所集中的实际上是最重要、最合
理的核心经验。

为什么梦见的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而那些真正刺激很深、
完全达到“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地步的东西，反而隐藏起
来，看不见了？最好的解释方法就是用“梦的伪装”现象中
提到的“心理步骤”中的“审查制度”来解释。



那些无足轻重的经验，如何在梦中取代了在精神上更具重要
性德经验？我们了解到梦的形成是曾经产生了“置换”的现
象——从心理学的角度，就是具有较弱潜能的意念开始必须
从那些有较强潜能的意念里，逐步地吸取能量，当积累到一
定程度时，就会呈现出来，上升到意识层面。这种转移想象
在日常的动作和行为中也是屡见不鲜的，比如一个孤独的老
处女会近乎疯狂地喜爱某种动物，一个单身男人会变得很狂
热地收集物品，一个老兵呢，会为了一小块有颜色的布
条——旗帜，而不惜牺牲生命。

我们看到梦之所以用这类芝麻小事作为内容，其实无非就是
一种经过“转移作用”的“梦之伪装”。而且，我们也应当
可以想到，梦之所以被伪装是由两种前述的“心理步骤”之
间的检查制度所造成的。

假如某天发生了两件或两件以上的事情，可以引发出我们梦
的体验，梦会把着两件事合成一个整体。它一直按照这
种“强制法则”，进行着合成一个整体的工作。梦的形式是
按照一种强制法则在进行，所有能够引起梦刺激的来源，会
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梦的刺激来源完全是一种主观心灵活动，借助当天的精神活
动，将从前的刺激变成和最近发生一样。

梦的来源包括：

一、一种最近发生的，在精神上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并不直
接呈现在梦中。

二、几个最近发生的具有意义的事件，在梦中合成一个整体。

三、一个或数个最近而具有意义的事件，在梦中以一个同时
发生的无关紧要印象来表现。



四、一个对做梦人本身有很大意义的经历，却经常在梦中以
另一个最近经常发生，但没有多大关系的印象构成梦的内容。

梦的解析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七

最近开始看佛洛依德的《梦的解析》。梦是个奇妙的东西，
又是虚无的，内容又奇妙，常常不可思议。日有所思，夜有
所梦，我也经常在梦中发现之前现实的影子。好奇，所以要
读读。

佛洛依德却说，梦就是“思”，是种纯心理活动，睡眠后的
心理活动。比起神启论，我更同意佛洛依德的观点。

今天才看了十几页，了解到一个梦的现象。

人可以在梦中见到数年前景象和人，而平时主观里根本就没
这样的回忆和记忆。而你梦中的人或物没有凭空创造出来的，
都是你见过的，也取只是听过一次或不经意瞟过一眼，梦会
把它还原和放大。就像你用眼睛记录下你所看到的所有东西，
梦可以做细节的回放，醒来时你还能恍然大悟。

梦的解析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八

《梦的解析》是弗洛伊德的名著，发表于1900年。在这本书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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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欲望的潜意识活动和决定论观点出发，
指出梦是欲望的满足，绝不是偶然形成的联想，即通常说的，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的解析》将梦分为显相和隐义。
显相是隐义的假面具，掩盖着欲望（隐义）。他解释说，梦
是潜意识的欲望，由于睡眠时检查作用松懈，趁机用伪装方
式绕过抵抗，闯入意识而成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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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梦就是要找到梦的真
正根源。



很早就想读这本书了，但一直有各种原因没有去实践，放假
回家，有了充足的时间，可以好好读读这本名著。《梦的解
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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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本书在某些程度上改变了我存
于心中的道德观。读过这本书后，每当看到街上熙来攘往的
人群，都有种异样的感觉。这本书分可以为六个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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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的解析》指出梦是—种精神活动；“其动机常常是一个
寻求满足的愿望”。梦是因愿望而起，它的内容是“愿望的
达成”。梦不仅使思想有表现的机会，而且借幻觉经验的方
式，以表示愿望的满足。关于梦是“愿望的达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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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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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的解析》指出梦是潜意识的自我表现，潜意识被压在人
的心灵的最深处，但它很活跃，于方百计要突破前意识的领
域冒出来。当“自我”在既要休息又得不到完全体息，即自我
“处于浑浑噩噩的状态而放松了戒备的时候，潜意识使开始
活动，于是出现了梦。由于做梦的人有不少愿望是违反道德
的，于是潜意识使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冒出来。梦之所以奇特
而不可理解是由于梦的化装造成的。梦既经过多次化装就必



须通过精神分析法才能作出解释。

《梦的解析》指出梦和精神病有相似之处，他认为”梦包含
着简要的神经质病的心理学“。因为他在闻释梦和神经病时
都是以关于潜意识的理论为依据的。他总结梦和精神病都符
合潜意识的.活动规律，得出的结论是：”潜意识比较喜欢和
前意识中那些不被注意、被漠视或刚被打入冷宫（受排挤）
的概念攀上关系。“通过这种手法，狡猾的潜意识可以偷偷
溜到意识领域中去。弗洛伊德否定了过去人们所说的梦是来
自超自然的鬼神的启示，强调梦是人的心理活动的一部分，
是来自潜意识。梦既不是灵魂的显现也不是上帝的启示，而
是人类早年实践活动的浓缩品和沉淀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