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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多伊奇是女性精神分析的领袖和先驱者。她基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根据大量临床经验和自身

的母性经历，探究并描绘了女性心理发展的全貌，提出了以女性为中心的女性人格发展观。她还指出，自恋、被
动性和受虐性是女性的基本特质，并进一步翔实地阐述了女同性恋形成的心理机制。多伊奇关于女性的精神

分析观点不仅促使弗洛伊德对女性心理的关注，弥补了古典精神分析理论忽视女性气质的不足，而且推动了精

神分析的女性主义转向，为后续精神分析运动奠定了基础，促进了女性主义心理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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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妮·罗森巴赫·多伊奇 ( Helene Ｒosen-
bach Deutsch，1884 － 1982 ) 是著名的女精神分析

学家、女性精神分析的领袖与先驱者、精神分析教

育家和培训分析师以及临床医生。她出生并成长

于波兰，求学于维也纳，工作于美国。1907 年，多

伊奇与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首次见面，标志

着她与精神分析结缘; 1918 年，她接受弗洛伊德为

期一年的正式分析，此后其个人命运便与弗洛伊

德和精神分析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开始其长

达 60 余年的精神分析研究与教育生涯。多伊奇

的一生著述颇丰，是“弗洛伊德最多产的学生之

一”［1］( P． 554) ，其主要著作包括: 《论女性性功能的

心理学》( 1925) 、《神经症的精神分析》( 1930 ) 、
《女性心理学》( 1944 － 1945) 、《神经症和性格类

型》( 1965) 、《狄俄尼索斯和阿波罗神话的精神分

析研究》( 1969) 、《面对我自己》( 1973 ) 等。她的

学生和被分析者遍布维也纳及欧洲各地，其中包

括 许 多 著 名 的 精 神 分 析 学 家，如 安 娜 ( Anna
Freud) 、埃里克森 ( Erik Erikson ) 、哈特曼 ( Heinz
Hartmann) 、贝恩菲尔德 ( Sigfried Bernfeld) 和赖克

( Theodor Ｒeik) 等。
众所周知，弗洛伊德创立的古典精神分析是

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理论，其对女性心理发展的

描述可以说是一种附属品。多伊奇作为早期精神

分析运动的女性代表，在吸收弗洛伊德的理论思

想之后，提出一种独特、系统、以女性为中心的精

神分析人格发展理论，致力于阐明女性整个一生

的心理发展。她以“生殖器创伤”为根据提出了女

性心理特质观，将自恋、被动性和受虐性视为女性

基本的人格特质。多伊奇的女性人格理论无疑是

对精神分析的最重要贡献，同时也奠定了她理解

同性恋以及各种神经症的基础。她进一步阐述了

女同性恋的形成机制，强调心理因素的重要作用，

发展了女同性恋的心理机制观。然而，尽管多伊

奇在女性精神分析领域功勋卓著，但其思想贡献

却被学界遗漏和忽视，不免令人扼腕叹息。因此，

本文致力于系统梳理多伊奇的女性精神分析思

想，并对之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以明确其在精

神分析运动以及女性心理学中应有之地位。

一、女性人格发展观

弗洛伊德重视早期经历对人格发展的决定性

影响，多伊奇继承了弗洛伊德对女性人格发展的

心理分析，但她重视女性走向成熟的过程，重点探

讨女性在性器欲期后的正常心理生活，不仅强调

认同在青春期女性心理人格( psychologic personali-
ty) 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还从“母性”( motherhood)

和“慈母心”( motherliness) 出发探讨成年女性的人



格发展特征。
( 一) 青春前期的人格发展

多伊奇认为，人格发展是青春前期( prepuber-
ty) 最重要的生命主题，且人格发展主要体现在自

我的发展上。在青春前期，儿童的自我处于发展

活跃期，此时本能 ( 主要是性本能) 的能量较弱。
因此，这一阶段人格发展的核心动力是自我追求

成长与取得成就的内在力量和强烈欲望。儿童对

父母和其他长辈( 如老师) 的态度、同伴关系等是

影响这一时期人格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所有这些

因素都与认同( identification) 这一概念密切关联，

认同贯穿并决定着儿童的人格发展。通常，自我

的力量与认同的强度呈现负相关的趋势，自我越

弱的儿童越会通过认同成人以适应外部世界。女

孩的认同对象及其相应的情感关系对其人格发展

至关重要，而对于青春前期的女孩来说，其认同的

对象主要是父母和同伴。首先，父母是女孩认同

的首要选择对象，父母的气质特征以及表现出的

不同形象会成为女孩人格特征的直接来源。然

而，女孩在追求自我独立和人格发展的过程中，会

逐渐减弱甚至放弃对父母的认同，并可能对父母

尤其是母亲产生强烈的不满和抵触情绪，进而转

向认同家庭之外的人。例如，女孩可能会对自己

的女老师产生强烈的爱慕情感，并将之解释为她

具有母亲所不具备的独特特征。其次，青春前期

女孩理想的认同对象通常是年龄稍长的姐姐、同

学或朋友，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女孩自我的延伸，

并与女孩具有相同的欲望和兴趣。在多伊奇看

来，这一时期女孩对年长者表现出的认同倾向不

仅是一种对现实需要的表达，即她们既希望知道

他人的秘密，同时也希望分享自己的秘密和快乐;

还是避免因自我无法独立且不能与周围世界建立

新的情感联系所导致的认同混乱的最简单、有效

的方式。
( 二) 青春期的人格发展

青春期是个体的生理和心理发展最快速且最

重要的阶段，多伊奇将之界定为“女性特征”( fe-
maleness) 得以稳固确立的时期［2］( P． 35)。青春期的

人格发展的主要目标在于自我获得独立，并表现

出独特的特征，如盲目的乐观、对幻想的追求与尝

试等。青春期女孩自我的独立主要通过以下几种

方式实现: 首先，自恋的增强。多伊奇认为，青春

期是一个特殊且关键的时期，它是一种介于童年

期和成年期、试图协调过去和未来的混沌阶段。

这一时期是人格发展和确立的关键期，自恋则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它能够发挥一种统和力( u-
nifying force) ，防止女孩因认同过多或认同混乱而

无法形成统一的人格，甚或导致人格解体。女孩

自恋的增强会帮助其摆脱旧的情感联系，并通过

逐渐认同自身而获得自信，自信的提高使其自我

得到强化。其次，情感关系的转变。女孩在青春

期阶段面临着转变情感关系的发展任务，她们身

处正在消失和尚未形成的两种关系之间。女孩逐

渐将对外部客体的情感转向自我，具有自由支配

这一自我的情感能量。至此，她们的自信增长，对

自我的认同亦得到强化，自我意识逐渐清晰、明

确。最后，认同的发展。尽管青春期的人格塑造

多半是成功认同父母的产物，但女孩会逐渐将其

认同对象从父母转向其他满足其要求的对象。随

着年龄的增长和身心的成熟，女孩抽象的自我理

想会取代外在客体成为其认同对象，进而形成稳

定且统一的自我。
( 三) 母亲期的人格发展

多伊奇认为，母亲期的人格发展主要表现为

母性和慈母心的获得和表达。她首先明确指出，

“母性”和“慈母心”是两个紧密关联但又迥然不

同的概念。母性主要表现为母亲与其孩子在生

理、情感和社会上的密切联系，母亲可借助一系列

的母性行为( 如母亲的庇护、喂养和对后代的保护

等) 以获得诸如存在感和永恒感等心理满足。而

慈母心最初源于一种原始的、超越心理的生物情

境，并与动物的母性本能( maternal instinct) 相差无

几。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与经验的积累，这种原

始的本能逐渐演变成一种复杂且强大的情感，即

母爱( maternal love) 。因此，慈母心包括“母性本

能”和“母爱”两种成分［3］( P． 19)。母性本能是母亲

人格中的攻击性和性欲望被压抑和转移的结果，

而母爱则是一种母亲与其孩子之间积极关系的直

接情感表达，是母性本能成分的升华。多伊奇指

出，慈母心是女性整个人格特征的明确标志，表达

着母亲对儿童( 无助) 的情感关怀。通常，性行为、
怀孕、分娩和哺乳等是母性的获得和表达的正常

途径，而慈母心在实际的母性行为中直接获得满

足。但多伊奇强调，慈母心作为一种复杂且高度

的利他情感是心理层面上的，女性可以不借助生

育便能实现这一目的，她们可通过寻求其他途径

来满足或转移其慈母心，如从事助产和教育工作

或进行精神创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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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更年期的人格发展

更年期女性因其独特的身心发展特征，如月

经不规律直至停止、生育功能与女性气质 ( femi-
ninity) 的丧失以及焦虑和抑郁等消极情绪，其人格

发展主要在于自我的整合，并以母性的维持以及

慈母心的表达为标志。多伊奇指出，更年期女性

主要是通过祖母角色及其相应的社会功能来表达

其母性和慈母心，她们若能胜任这一角色并成功

实现 其 社 会 功 能，便 是 所 谓 的“好 祖 母”( good
grandmother) 。多伊奇基于精神分析的临床观察

进一步区分并描述了三种类型的“好祖母”。第一

类是在祖孙关系中延伸其母亲角色的祖母。这类

祖母将其子女的孩子当作自己最年幼的孩子，并

在祖孙关系中表达其慈母心。第二类是通过认同

女儿而获得“新的母性”的祖母［3］( P． 484)。这类祖

母获得母性体验的唯一途径就是认同，她们常常

扮演着助理母亲的角色，即帮助女儿照顾其子女，

因而祖母角色并非是其自身母性的延续。第三类

是自我获得整合的祖母。这类祖母的母性得到升

华，其慈母心的表达亦无需特定的对象。她们不

需要认同他人，其注意力不再指向遥远的目标; 她

们没有复杂的矛盾冲突，期望家庭团结、和睦以及

子孙健康、快乐; 她们没有强烈的竞争欲望，能够

坦然面对一切。多伊奇曾言:“无论一位女性经历

怎样的生活，当其步入老年时，她都会相信只有体

验了母性的本质才会自我实现。”［4］( P． 334)

二、女性心理特质观

多伊奇认为，自恋 ( narcissism) 、被动性 ( pas-
sivity) 和受虐性( masochism) 是女性的三个基本特

质，三者协调统一是具有女性气质的标志。它们

不仅是女性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在女性的心

理发展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如自恋能为

自我的成长与发展提供积极有效的保护，被动性

和受虐性是女性气质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她进

一步指出，“生殖器创伤”( genital trauma) 是女性

心理特质的基础，是女性所有人格特征的根源，它

是女孩因无法找到一个恰当的生理器官以使其在

阳具欲期增强的生殖驱力( genital urge) 得以投注

的结果［5］( P． 289)。
( 一) 自恋

自恋是精神分析心理学所探讨的重要主题之

一。弗洛伊德从生物学的视角出发，将自恋解释

为个体将力比多( libido) 投注自身的结果，作为一

种生存的保证，是“对自我保护本能的自我中心的

补充。”［6］( P． 152) 多伊奇超越了弗洛伊德这一唯我论

的解释，扩大了自恋的内涵和价值，将其视为是

“那些指向女孩自我的情感力量”［7］( P． 94)。自恋作

为一种重要的女性特质，它与自尊密切关联，且必

须依赖于对他人( 父母或其替代者) 的认同。在多

伊奇看来，自恋不仅是个体将力比多转向自我的

结果，同时也是保护自我的工具。对于女孩来说，

一方面，自恋在青春前期便已表现出来，如她们选

择爱的对象具有典型的自恋倾向，即选择爱一个

认同自身的同龄女孩，这是一种女孩自我的复制;

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她们开始意识到

自我的软弱并可能产生强烈的脆弱感，此时，自恋

则起到保护作用，能够提高女孩的自尊心、进取心

和荣誉心，进而有助于其形成人格同一性［8］( P． 86)。
多伊奇指出，对于青春期的两性来说，自恋都起到

这种保护作用。然而，青春期的男孩很快便能适

应身心发展的现状，并逐渐摆脱自身的自恋倾向;

相比之下，女孩则体验着矛盾的情感倾向: 一方

面，青春期女孩的性倾向具有明显的受虐性特征，

这对自我的发展与整合是一个潜在的巨大威胁，

会使自我的防御增强; 另一方面，女孩在青春期之

后并不会摆脱先前的自恋倾向，相反，其自恋会发

展成为一种独特的女性气质。概言之，具有女性

气质的女性生来就具有自恋的倾向，自恋作为其

自我的重要组成成分，是一位守护者或一种自我

保护的自爱。对于女性而言，自恋意味着一种自

我保护的本能，用以避免女性因受虐性而可能导

致自我毁灭的倾向。
( 二) 被动性

被动性是女性的重要人格特征，是敏锐的内

部感知和直觉能力以及强烈的幻想等女性的独特

特质的根源。多伊奇认为，被动性是女性气质中

所普遍存在的中心特质，它并非意味着冷漠或缺

乏性能量等，而是表现为女性对现实持有一种期

待的态度，而非积极主动地寻求人生目标。弗洛

伊德曾用“男性 － 主导 － 积极 － 攻击性”和“女性

－ 顺从 － 被动 － 受虐性”这种独特的二元模式来

描述性心理，多伊奇亦作出类似论断，指出“在所

有已知的文化和种族中，都存在着‘男性 － 主动 '
和‘女性 － 被动’这一最基本的身份认同，只不过

所表现的形式不同”［7］( P． 224 － 225)。她还主张，被动

性是由女性独特的生理结构所决定的，而女性在

性行为中的被动性在某种程度上是本能发展和生

物演变的结果。因此，要想充分理解女性的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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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唯一的途径便是探究其性本能以及自我的发

展。女性的被动性与其心理性欲的发展紧密联系

在一起，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两性的情感体验不

尽相同，与男孩相比，女孩所面临的情感显得更为

复杂。例如，在性器欲期之前，男孩和女孩获得满

足的方式基本一致，都是通过本能的直接满足以

及与外部环境( 主要是母亲) 的互动。在性器欲时

期，男孩与女孩的性心理发展出现分歧，男孩因对

阉割的恐惧而尤其重视其生殖器，并表现出主动

和攻击性的特征，而女孩随着生理上的成熟，其性

欲中心则由先前具有主动性特征的阴蒂逐渐被具

有被动性和接受性特征的阴道所取代，这意味着

她们开始由主动性转向被动性。在多伊奇看来，

被动性对女性发展其女性特质至关重要，且取决

于女性对被动性特征的态度。女性若接受自身的

被动性特征，则会发展出明显的女性气质而偏向

于女性化; 相反，女性若对其被动性特征持抵触情

感，并试图变得积极和主动，便会产生“男性情结”
( masculinity complex) ，此时，其女性气质被弱化而

偏向于男性化。需要注意的是，多伊奇所谓的被

动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即女性既有被动性的特

征也会表现出主动性的倾向。
( 三) 受虐性

受虐性是女性气质的基础，是女性的真实特

质，表现为女性试图在自恋式的痛苦情境中寻求

愉快的体验。例如，她们明知道生育会带来极大

的痛苦，却又心甘情愿予以接受。多伊奇认为，女

性的受虐性与被动性不仅如同形影紧密关联，同

时还具有某些共性，如两者都是女性的生理构造

以及性本能由外转向于内的结果。父亲在女性的

受虐性特征的形成与发展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女性的受虐性特征在其生命早期与父亲的关系便

表现出来，她们在孩童时期会产生一种受虐性的

幻想，如希望被父亲阉割。在心理发展过程中，女

孩的攻击性倾向较之男孩会更多地受到社会尤其

是父亲的压抑，这种“向内”的压抑以及女孩对父

亲的恐惧会增强女孩的受虐性特征。青春期时，

女孩会逐渐转变其认同和依恋的对象，即从母亲

转向父亲，且父亲会逐渐外化为世界( 现实) 的代

表，此时，女孩的受虐性倾向最为显著。在多伊奇

看来，女性的受虐性特征在其性功能上表现得尤

为明显，但总体而言，女性对生殖器的矛盾态度、
生殖器创伤以及月经等，都对其性功能的受虐特

征具有重要影响。她进一步指出，作为一种重要

特质的受虐性并非仅起到消极的作用，相反，它在

女性的性功能和生育功能中具有积极的双重价

值: 一方面，受虐性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促使女性对

痛苦妥协以帮助其更好地适应现实; 另一方面，过

于强烈的受虐倾向会唤起和激发女性的防御，用

以避免因过度受虐所带来的可能危险，但这种防

御会使女性忽略其女性气质，进而可能导致各种

女性功能的紊乱。尽管如此，此时的受虐性与因

过度自爱( self － love) 而导致的对痛苦异常增强的

敏感性具有同样的正向作用，如女性对痛苦感到

恐惧而拒绝接受任何不适感。

三、女同性恋的心理机制观

多伊奇在其女性人格发展观的基础上进一步

描述女同性恋的类型及其成因，强调青春期女孩

对母亲的认同及其与同伴的关系在其性取向的形

成与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一) 女同性恋的类型

基于生理和心理两方面的特征，多伊奇将女

性分为具有女性气质的女性、缺少女性气质的女

性以及女同性恋。她进一步将女同性恋分成两

种: 第一种是指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具有明显的男

性特质的女同性恋。一方面，这类女性在身体结

构上或多或少地表现出男性化的特征，如性器官

具有两性的特征，抑或第二性征具有明显的男性

化特征; 另一方面，她们在恋爱对象的选择、社会

活动以及其他诸多生活方面都明确表现出某些男

性化的兴趣和倾向，如在情感生活中表现得男性

化以及试图从事男性化的职业等。多伊奇认为，

这种同性恋主要是生物过程的结果，且多数女性

仅缺少某些女性的性特征，如丰满的乳房等。第

二种是指心因性的( psychogenic) 女同性恋。这类

群体在生理结构上并没有任何的异常迹象，而完

全是正常女性化的，其性倒错( sexual inversion) 纯

粹是由心理因素决定的，且在女同性恋中占据多

数。
( 二) 女同性恋的成因机制

多伊奇强调，青春期是决定女性性取向的关

键阶段，但青春前期的女孩便已表现出同性恋的

雏形。青春前期，女孩的情感对象并非是父母，而

主要指向另一女孩，她们通常会选择一个认同自

身并满足其自爱( self － love) 的客体作为其情感依

附的对象。此时，女孩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自恋式

的爱的选择，这一关系是女同性恋的最简单、最纯

真的形式。青春期时，女孩的同性恋倾向便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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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体现出来，主要指向同龄或稍长的女孩。
女孩之间互相表达的温柔行为具有一种性欲特

征，但这一关系中的性成分通常是潜意识的。多

伊奇进一步指出，青春期女孩性驱力的发展为其

日后的性取向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一时期，女孩

的性驱力或性欲兴趣最初或多或少地指向两性，

表现出同性恋或双性恋的倾向。青春期之后，女

孩的这种倾向会依然存在，但其性驱力会逐渐转

向同性别者，进而发展成同性恋。因此，不管是在

形式还是内容上，成年女性所表现出的同性恋倾

向都可视为是青春期体验的延续、发展和强化。
多伊奇认为，女同性恋的形成既有生理因素

也有心理因素的作用，她们在复杂心理动机的驱

使之下选择其爱的对象，某些具有男子气的女性

会选择异性对象，而某些被动且具有女性气质的

女性表现出选择同性的倾向。多伊奇不仅强调生

理因素在同性恋中的作用，还重点探讨了女同性

恋形成、发展的心理因素和心理过程，并在早期的

母女关系中探究心因性女同性恋的根源。在她看

来，对于女性而言，母爱是一种特有的“恩惠”( fa-
vor) ，但当这一“恩惠”受阻即母爱未获得满足时，

女性便会寻求并建立与其他女性之间的亲密关

系，以作为早期母婴关系的替代，并在这一新关系

中获得满足。因此，与母亲保持统一的强烈欲望

是女同性恋的根源之一［7］( P． 353)。当女孩体验到被

他人( 如兄弟姐妹) 抢走母亲的威胁时，她便产生

怨恨和罪恶感，进而点燃其同性恋的特质。多伊

奇强调，即使是正常发展的青春期女孩，在三角心

理关系中，其隐藏于潜意识中的性欲指向同样会

在两性之间摇摆不定而难以抉择。与此同时，女

孩对父亲产生一种恐惧情感并唤起自身的防御，

她通过认同变得与父亲一样强大且具有男子气，

这种源于恐惧的认同是同性恋的常见动机。此

外，多伊奇还指出，女孩的同性恋倾向通常具有相

同的发展路径，即女孩先前被动的异性恋幻想受

到阻碍，尽管这一幻想会继续存在，但女孩却由被

动变得主动，且通过认同而变得“男性化”而非选

择一个男性对象。因此，任何同性恋的个体行为

都表达着一个未实现的异性恋愿望。

四、评价

多伊奇在女性精神分析领域中功勋卓著，其

女性心理学思想是精神分析学派描述完整女性心

理的代表。与弗洛伊德一样，多伊奇的声誉和影

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将病人的生命故事诉诸

于文字的能力。她关于女性心理的探究因其临床

观察的细致性、描绘的生动性、心理动力结构的明

晰性、结论的温和性以及思想的独创性而引人注

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她是精神分析运动

史乃至心理学史上第一位系统阐述女性一生心理

发展的心理学家，但其关于女性心理发展及其特

征的诸多观点却被遗忘和淹没，鲜见于中西方女

性心理学的著作中。概而言之，多伊奇的女性精

神分析思想主要具有如下几方面的重要贡献和影

响:

第一，促使弗洛伊德对女性心理的关注，弥补

古典精神分析在女性心理方面的不足。首先，多

伊奇是早期精神分析学派重视女性经验的重要代

表，她不仅自身注重并致力于对女性及其心理发

展的探索与描述，同时还促使并强化弗洛伊德对

女性心理问题的关注。弗洛伊德曾指出:“成年女

性的 性 生 活 对 心 理 学 来 说 是 一 片‘黑 暗 领

域’”［9］( P． 183 － 258) ，尽管他是以专题的形式讨论女性

心理问题的第一人，但却忽略了诸多重要因素，且

他因试图探索女性的性生活而受到女性主义者的

严厉批判［10］( P． 13)。多伊奇作为弗洛伊德的“忠实

的女儿”，在保持对弗洛伊德学说基本忠诚的基础

上扩展了后者的研究视野，被公认为“是在劝说弗

洛伊德重视女孩心理发展和母亲的重要性上起到

关键作用的人物。”［1］( P． 554) 其次，多伊奇是系统阐

述女性一生心理发展的第一人，被弗洛伊德称誉

为“女性心理学的先驱者”［11］( P． 137 － 138) ，其女性心

理学思想是对精神分析的最大贡献。她的成名之

作《女性心理学》是第一也是唯一一部按时间顺序

研究女性心理发展的完整著作，极大地扩展了精

神分析的边界，是“迄今为止关于女性心理的最重

要著作。”［12］( P． 251 － 254) 布雷尔( Marie Briehl) 曾评价

道:“多伊奇的《女性心理学》为弗洛伊德遗留下的

‘公认的不完整和零散的’女性心理作出了重要贡

献。”［13］( P． 293)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对弗洛伊德

的古典精神分析理论的完整性而言，多伊奇无疑

是女性心理方面的最佳补充者。”［14］( P． 30)

第二，推动精神分析的女性主义转向，奠定后

续精神分析运动的基础。首先，多伊奇对女性心

理问题的探索，使精神分析由父系的出发点往前

走了一大段路，促使后来的研究者重视女性自身

的发展，以及女性经验在精神分析中的作用。如

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埃里克森对女性的认

同作出详细阐述，母性在精神分析中的地位逐渐

032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 年第 11 期



得以恢复和重视，精神分析内部已然呈现出女性

主义的转向。“精神分析的焦点业已从过去关于

父权、性、阉割和阻抗等的个人主题，转向现在关

于母性关怀及其更迭变化的人际主题。”［14］( P． 42) 其

次，尽管多伊奇的女性精神分析思想是从本能和

驱力模式出发，但她无疑扩展了已有的精神分析

思维，对后续精神分析运动特别是客体关系学派

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对于精神分析心理学中关

于原始母子心理上的合二为一的主张，多伊奇无

疑具有前瞻性和先见之明。她在对女孩的心理发

展予以描述时，重视并强调人际关系因素( 如女孩

与父母或其替代者的关系) ，尤其是女孩对外部客

体的认同的重要意义。此外，她还指出，青春期女

孩的自恋获得增强，因此其发展的首要任务便是

从自恋阶段向客体关系阶段的过渡。由此可见，

多伊奇的诸多观点都蕴含着客体关系理论的身

影，并促使同时代的英国著名儿童精神分析学家

克莱因( Melanie Klein) 对客体和关系的探索，后者

关于女性的看法亦受到多伊奇《女性性功能的精

神分析》一书中诸多观点的影响［15］( P． 8)。
第三，促进了女性心理学的发展。精神分析

学派的女性心理研究理论思想直接影响了 20 世

纪后期的女性心理学的发展［16］( P． 135) ，不仅为女性

心理学的系统研究奠定了基石，还“促使女权主义

在理论上由外转向内，从女性的社会解放转向探

求心理解放的途径”［8］( P． 42)。多伊奇首度开展了

对女性心理学的精神分析式解读，详细描述了女

性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因此可以说，她本身就

是一位女性主义者，其论点偏向于保守的女性主

义观［14］( P． 18)。尽管她几乎被遗忘，但其女性心理

观为女性心理学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为后来的女性主义思想埋下种子。母性本能问题

是女性心理学的重要研究方面，是女性心理学的

三大主题之一［17］( P． 35) ，多伊奇在论述女性心理时

重视母性的作用，将母性本能视为慈母心的一部

分，这种新视角在一定程度上为女性心理学家探

讨女性心理问题提供了参考与借鉴。此外，她认

为，女 同 性 恋 与 早 期 母 子 关 系 中 女 性 对 女 性

( woman － to － woman) 的依恋有关，而女性不仅具

有自恋、被动性和受虐性三个基本特质，同时还具

有双性的心理特征，这与现代很多女性主义者的

观点不谋而合。例如，法国著名精神分析家和女

性主义者朱莉娅·克里斯蒂娃 ( Julia kristeva) 在

复旦大学所作的系列演讲中便明确指出，“所有女

性身上都有一种双性心理”［18］( P． 47) ，即女性同时对

母亲和父亲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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