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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富于想象力的文学作品都有其创作渊源，而作家

对文本的取材及其加工组织都具有客观与心理的一些依据。

1908 年，奥地利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发表了《作家与

白日梦》，解释了作家的创作现象。本文将通过分析此文，

结合弗洛伊德释梦理论、艾布拉姆斯文学“四要素”等理论，

对作家的创作动机、文学创作中的艺术技巧与“世界”的必

要性及其影响作出说明与补充。

一、白日梦——文学创作的来源

动机是一种导致行为产生的主观性因素，是“一种需要

或欲望，它是和达到适当目的的意向相联系的”。文学创作

动机是文学文本产生的原动力，即文学创作的根本来源。但

创作动机本身就是个极为复杂的概念，通常是某种想法、冲

动、欲望或本能，存在于作家的个人思维及内心情感，不具

备直观的形态，因而无法直接考究。因此，从心理感受入手，

解决文艺创作和美学问题的历史由来已久。

20 世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开启了心理学艺术学

研究的新途径，以释梦理论、无意识理论和性欲论为基础，

重新解释了艺术创作的现象。

弗洛伊德认为，梦的产生及运行并非随机的、盲目的或

非理性的，而具备强烈的思考性与目的性。欲望在潜意识里

压抑已久，导致了梦的产生，而这种欲望通过润饰、凝缩等

方式进行伪装，最终通过睡眠时脑部的无意识活动来实现。

从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来看，梦是一种“超我”状态，这种

思维出自欲望在无意识活动下的伪装，梦的发生在一定程度

上暴露了做梦者的某种真实情绪与心理障碍。但当人处于清

醒状态时，由于理智克制与外部因素的干扰，梦的产生与伪

装又会具有一定限制，梦也从最初原始冲动的表达演变为另

一种思想形态——幻想，即“白日梦”。

弗洛伊德在《作家与白日梦》中认为作家的创作动机是

白日梦，文学作品创作的本质就是创作者将受压抑的经验与

愿望在幻想中进行转化，通过自发性创作所完成或实现的潜

意识的升华。

弗洛伊德以儿童的游戏、成人的白日梦类比作家的创作

过程，试通过三者之间的联系证明作家的创作动机为被压抑

的本能冲动。儿童会通过游戏来满足自己内心深处的愿望。

例如在角色扮演一类的游戏中，他们会各自充当不同的角色

来组建家庭，即“过家家”，上演“英雄救美”、王子与公

主等童话戏码。儿童在游戏的过程中模仿大人的行为，表达

自己对成长的渴望，且不吝啬于展现。然而，已经在真实世

界中扮演了真实角色的成人，却会因为羞愧而隐瞒其与现实

具有差别的心理情境，将愿望与原始冲动埋藏于内心深处。

若长此以往愿望被压抑，没有合理的宣泄途径或转移方式，

甚至会导致情绪病的爆发。

该现象与两个主体之间的本质差异有关，包括其智力水

于幻想之中构建天地

      ——试析弗洛伊德《作家与白日梦》

                                       文 / 杜静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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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思想成熟程度与生活环境等因素。但儿童的游戏其实与

成人的白日梦一样，都创造了一个具有娱乐性的非真实世界。

弗洛伊德指出，“作家的工作与孩子游戏时的行为是一样的。

他创造了一个他很当真的幻想世界——同时他又严格地将其

与现实世界区分开来。”作家的创作过程与儿童做游戏、成

人做白日梦的过程具有相似之处，都来自内心被压抑的愿望

在潜意识下所产生的原始冲动，作家们将其谓之“创作灵感”

的迸发。

弗洛伊德曾在文章《论约翰逊〈格拉迪瓦〉中的幻觉和

梦》中谈到，约翰逊小说《格拉迪瓦》中主人公的行为受到

幼儿时期的性欲无意识支配。从童年开始，小说中的主人公

就产生了对性欲的幻想，随着童年时代的结束，幻想最终暂

时被尘封，甚至遗忘。但实际上，这个幻想并不会真正消失，

只是随着主体的成长被压抑在了潜意识之中。在欲望的驱动

下，借助艺术作品所展现，幻想最终得到了实现与满足。因此，

从艺术创作的手法来看，小说中所提及的庞贝古城、童年伙

伴佐伊以及少女浮雕像等，作为意念群体现出作为心理过程

的潜意识整体，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

本文从几个方面分析了幻想的特征，这也从根本上将梦

与幻想区别开来。一是幻想的动力为未满足的愿望，这一点

与梦具有相似之处；二是幻想会随幻想者对生活的理解和处

境的变换而变换，其中愿望贯穿了早年记忆、现在、未来这

三个幻想的来源时刻；三是幻想具有几种形态：平日里漫无

边际的幻想创造即为白日梦，但当幻想过于强烈时，就会具

备演变成神经症和精神病的可能性，受压抑的幻想及其派生

物以极其歪曲的方式表现便成了夜间的梦，但三者所具备的

共同之处是愿望的满足。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学引论·新

论》中也直接阐释道，“白日梦是满足心理愿望的一种活动。”

因此我们可以得知，作家创作的过程与幻想具有以下共性：

一是艺术创作和幻想都假定了对现实的脱离，二是艺术创造

和梦的形成的过程大体是相似的。但是，艺术创造绝对不等

同幻想。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艺术创作是在艺术家的创作意

图下的有意识的过程，而梦是无意识的过程。

就创作产物本身而言，作家自选题材的作品中通常会有

一个主角，这个主角带有一种“英雄不死”的色彩，也正是

所谓的“主角光环”，这种现象在当今的网络小说中极为普遍。

一旦主角面临困境或承受致命性打击，这种“光环”就会带

来一种强大的、无所不能的力量，帮助主角扫清障碍，化险

为夷，最终迈向成功。这是因为文学世界是由作家通过幻想

构建而成的体系，作家本人在幻想中便是一个唯我独尊的自

我，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和个人色彩。没有了这个自我，幻想

将无法继续进行下去。因此，“英雄不死”不仅能够推动故

事情节的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文本逻辑和中心思想

的构建。

综上所述，创造性作家的取材来源于幻想，创作者以自

我为中心，在文学的创作中满足了自己被压抑的愿望，以文

字的形式演绎着内心深处的白日梦。

二、艺术技巧与“世界”之于文学创作的必要性及其影

响

美国当代文艺理论家 M.H. 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

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提出了文学四要素的著名观点。

第一个要素是作品，即通过文学创作活动生产而成的艺术产

品本身。第二个要素是作家，由于作品是人为的产品，所以

生产者便是第二个共同要素。第三个要素是世界，一般认为

作品总会涉及、表现或反映某种客观状态等相关内容，因此

引出一个直接或间接地导源于现实事物的主题，其可以认为

是由人物和行动、思想和情感、物质和事件或者超越感觉的

本质所构成，常常用“自然”或含义更广的中性词——“世

界”来表示。最后一个要素是读者，即听众、观众或欣赏者，

作品为他们而写，或至少会引起他们的关注。《作家与白日

梦》中主要关涉了作家、世界与读者这三个对象。其中，以

艺术作品本身为核心，本文所论述的创作动机属于作家范畴，

艺术技巧与读者相关联，世界主要指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

生活环境等客观要素。

首先要论述的是艺术技巧，对此我们可以结合读者本位

与接受美学加以理解。阅读不仅是作家、作品到读者的单向

传播，也包括读者的阅读期待，即读者会为满足审美愉悦主

动寻求作品的活动，是由读者的生活经验、文化素养、审美

趣味等要素交汇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潜在的审美期待。

弗洛伊德在《作家与白日梦》的最后一段点明了作家与

白日梦者的区别。白日梦者若直接向他人讲述自己的白日梦，

是索然无味的，甚至会让人扫兴。而作家在以艺术作品的形

式呈现自己的白日梦时，却是令读者感到快乐的。在他看来，

作家达到这种艺术效果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通过改变和掩饰

来软化白日梦的利己性质；二是以纯形式的——即美学的快

感来收买读者。因此这种差异并非梦的内容所导致，而是出

于阐述方式及艺术创作中所运用的技巧的不同。作家在软化

白日梦的利己性质后，能使读者更好地从中产生共鸣，从而

打破作者的“自我”与读者的“自我”之间的隔阂，使两者

之间产生更多的联系。在解释美学的形式时，弗洛伊德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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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快感命名为“额外刺激”或“前期快乐”。“从我的观点

来讲，作家提供给我们的所有美学快乐都具有‘直观快乐’

的性质，我们对一部富有想象力的作品的欣赏实际来自我们

精神上紧张消除的状态。甚至有可能是，这种效果有相当一

部分归因于作家能够使我们享受到自己的白日梦而又不必去

自责或害羞。”由此便能看出，艺术加工有助于淡化创作者

本人的主体影响，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也能满足自己的白

日梦，由此提高读者对作品的接受程度。

因此，艺术技巧之于文学创作具有必要性与重要性。作

家若以合适的艺术技巧包装并升华自己的白日梦，能够使读

者更好地克服心中对白日梦本身的厌恶感，从而达到良好的

阅读效果，这也正是诗歌艺术的精华所在。

其次，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可以发现弗洛伊德在《作

家与白日梦》中并无过多相关论述，其在分析文学创作现象

时主要以幻想为重心。因此，文学“四要素”中的“世界”

视域能对弗洛伊德的作家创作机制理论作出相应补充。

在文学四要素中，世界与作品的对应关系为作品是对世

界的模仿再现，文学创作与作家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文学

中的客观材料与主观情思来源于真实世界，且艺术所模仿的

不仅是现实世界的表象，还包括现实世界的内在本质和规律，

反映了其必然性与普遍性。

幻想是文学创作中重要的取材来源，但弗洛伊德将文学

创作过多地归因于幻想，显然具有片面性。弗洛伊德作为一

名心理学家，在论述文学创作时多从心理学尤其是精神分析

学的角度去分析，因此会出现对文学创作理解的一些偏差。

弗洛伊德自己也在文中提到，“尽管在我的论文题目中我把

作家放在首位，但我对作家的论述比对幻想的论述少得多。”

马克思在唯物主义中哲学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

是物质世界发展的产物。”这充分体现了客观环境对白日梦

塑造的必要性。艺术来源于生活，有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

样的文学，而真正的生活包罗万象，作家的写作都是选取自

己熟悉的生活。莫言就曾经说过，“只有你熟悉的生活，你

亲身经历过的生活，才能写得有血有肉；如果你写不熟悉的

东西，当然也可以写，但是没有说服力的。如果个人经历具

有普遍意义，就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大部分时候，人

们都有一种固化的观念，认为文学作品就是对客观世界再现

的过程，文学艺术是为模仿真实世界而服务。但是，如果认

为文学的本质就是对外在世界或者理念的模仿，这个观念是

偏见的，文学中还渗透着作者的“自我”，并且包括读者后

来的文本接受与文本再创造。

文学作品与奇特的幻想密不可分，生活更是文学作品的

创作土壤，因为幻想并非凭空而生，只有真实的生活之水才

能灌溉出梦幻之花。艺术创作中并非只有幻想这一主观因素

在起作用，周围的环境、真实的生活等客观因素也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

以杜甫为例，他出生于唐朝由盛转衰时期，其一生创作

诗歌的经历可根据他的生活明显地分为四个时期。在年轻时

读书游历阶段，杜甫写出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一

类气魄雄伟、语言精练的诗句。困守长安时期，接触底层人

民生活的经历丰富了他创作的视线。陷安史叛军中、为官时期，

作品最突出最显着的特征便是他的爱国精神。漂泊西南时期

则因触景生情而产生的抒情诗歌较多。由此可见，杜甫的诗

风随着其生活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且杜甫的诗歌多关注社会

现实，社会环境对其创作必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积聚

的过程是创作者不断积累、总结人生经验的过程，作家自始

至终都为这样一种外力所驱使着，使其时时回忆思索自己，

从中得出一种肯定之否定的观点。与此同时，作家也沉浸于

对生命的不可知的幻想，而要寻找到一个新我，无意识深层

总是隐藏着被本我所唤醒的创作欲望。

因此，文艺作品的诞生是主观意志和客观因素共同作用

的结果。

三、小结

根据以上的论述与分析，我们大致可以推导出作家的创

作过程：先是结合真实生活经验与主观意志想象进行取材，

再通过各种艺术手法加工，包装与美化自己的“白日梦”，

对其内容进行丰富与升华，最后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在读者眼

前，以达到共情的效果。当然，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是由作

家和读者共同赋予的，因此作家的“白日梦”仍会有第二次

甚至更多次的演绎，这也涉及读者反映理论与接受美学的范

畴。但至此，我们已达到了最初的讨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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