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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精神分析式的書寫 

　　2016年11⽉5⽇，臺灣精神分析學會舉辦的精神分析應⽤的活動邁入第⼆屆，就
如蔡榮裕醫師所說的，2015年臺灣精神分析學會所舉辦的「村上春樹與精神分析」
是精神分析應⽤在臺灣的⼀個起頭，那麼我們從此刻開始已經邁開步伐往前跨進。 

　　在佛洛伊德時代「藝術創作」在他⼤量的精神分析書寫中⼤概有幾種呈現，其中
最為常⾒的就是博學的佛洛伊德在他作品中時常信⼿拈來的歐洲⽂學與⽂藝典故，豐
富⽽廣泛的引經據典往往讓後世的讀者需要有詳細註解，才能夠深入理解佛洛伊德引
⽤⽂字的相關背景。另外⼀類的作法則是詳述⼀則經典作品，深入探究作品的原型，
⽽作品中的⾓⾊模型透過佛洛伊德筆下的摹寫則成為⼀種理解某類⼼理情節的基礎，
散⾒於佛洛伊德⽂本中多次討論的莎⼠比亞「哈姆雷特」與索福克⾥斯的「伊底帕斯
王」都是這類型書寫的例⼦，⽽「伊底帕斯情節」的故事在佛洛伊德以及之後的討論
者反覆書寫，現在已經成為無論是否通曉精神分析者都耳熟能詳的⽇常⽤語了。還有
⼀類佛洛伊德對於藝⽂作品的書寫形式，則是深入分析創作者的⽣平與童年背景資
料，並且連結創作者作品的素材，繼⽽闡明創作者的某些⼼理情結以及理解藝術創作
的⼼理動機，「杜斯妥也夫斯基和弒親」以及「達⽂⻄對童年的回憶」就是這類型的
書寫形式。這幾種對於藝⽂題材、藝術創作的書寫形式⾄今仍有相當的影響⼒並且有
後繼的仿效者。 

　　佛洛伊德曾向他的好友佛利斯(Wilhelm Fliess)宣稱，他解開了夢的秘密，發現
了無意識，但或許我們也可以說佛洛伊德發明的是⼀種如夢般的精神分析式書寫，他
透過各種藝⽂形式的探索乃⾄於他孜孜不倦的寫作歷程，可以視作是他個⼈精神分析
式書寫的實踐。因此，何謂是精神分析式的寫作，或者討論「精神分析」如何能與其
他領域，尤其是藝術⽂化的創作產⽣對話時，對於精神分析有興趣者是重要關注的議
題，佛洛伊德本⼈的寫作就是精神分析運動歷史中，最重要⽽寶貴的材料。依循著這
段歷程，作為⼀個當代的精神分析論者，當我們嘗試去述說某種藝術形式，或是引述
某種藝術創作的作品，其實可以視為是⼀種我們尋找精神分析式書寫的創作。 

　　今年精神分析應⽤的主題，選擇了⼀個對於精神分析這個具有歷史傳統的學⾨⽽
⾔，更為新潮的當代題材，我們討論的是知名的動畫⼤師宮崎駿以及他的作品。在佛
洛伊德發展精神分析的年代，還並未有「動畫」這樣的藝術形式。盧米埃兄弟震驚世
界的第⼀部電影「火⾞進站」於1895年上映，當時佛洛伊德才出版了他的作品「歇
斯底⾥研究」，將要邁入四⼗歲的不惑之年。這種「會動的影像」對於當時正在起步
的精神分析運動⽽⾔，還尚未進入當時精神分析研究的視野，然⽽，我們可以看到⼤
量⽂學、繪畫與藝術等主題，在當時精神分析的研究之中被提及。後繼的精神分析研
究者⼤約是在上個世紀70年代後，才創作過程以及閱聽者的觀賞感受，⼜是和電影
明顯不同的⼀種藝術形式，對於精神分析以及剛剛開始發展慢慢把「電影」這⾨藝術
形式納入精神分析的討論範疇。在⼀些⽂本中，我們可以看到類如佛洛伊德式的⽂



筆，把電影影像內容作為是敘事者引⽤或是聯想的⽂本材料；也有藉由電影內容的討
論，從「電影」這類當代藝術找出更貼近當代⼈⼼靈狀態的具體象徵；還有把電影影
像片段視為是夢的片段，藉此探索創作者的⼼理狀態以及夢的本質。種種以「電影」
為素材的精神分析式書寫我們很難⼀⼀盡數，但是從佛洛伊德時代⾄今，跨越了超過
百年時間，精神分析對於「電影」這⾨藝術的興趣也有了長⾜的發展。 

　　「動畫」作為⼀種相似於電影，但對於創作者的精神分析運動的台灣⽽⾔，或許
有著像是電影對於精神分析運動前輩那般的既熟悉⼜新鮮的感覺。⽣活在當代的我
們，熟悉於觀賞「動畫」的經驗，對於這類藝術形式帶來的感受有很多想說的，但許
多卻還沒有被清楚地述說出來。作為⼀個在台灣成長的六年級⽣的我，「動畫」從⼩
就有很⼤的影響⼒，彩⾊畫⾯與影像幾乎是不只我這個年齡層甚⾄橫跨幾個世代的共
通語⾔，⽽宮崎駿則是在這個跨越世代的發展中，重要的動畫創作者。無論是否熟悉
宮崎駿的作品，每當提起「龍貓」幾乎都能讓⼈清晰地在腦海中浮現「龍貓」的形
象，或許現在你躺在床上正準備休息，「龍貓」玩偶就躺在你的⾝邊。宮崎駿那些讓
⼈熟悉的既可愛⼜堅強的少女⾓⾊︰「風之⾕」娜烏⻄卡、「魔女宅急便」琪琪、
「神隱少女」千尋......等等讓許多⼈印象深刻，甚⾄我們會不經意地，把這些⾓⾊聯
想到⽣活中的⼈物，乃⾄於我們⾃⼰。宮崎駿作品中鮮明表現地對於環境保護的關
懷，對於我們這個時代的環保議題，也有著重要的影響⼒，即使這些影響與意義還沒
有被述說得非常清楚，但仔細想想就會發現，宮崎駿以及他的作品在我們⽇常⽣活中
已經非常具體地存在。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發展精神分析在台灣的在地運動，從我們幾乎每天都會看到、
聽到的素材「動畫」出發，正如臺灣精神分析學會還是⼀個年輕的、正在起步的組織
的發展歷程⼀樣，從我們熟悉並且感興趣的素材出發並且嘗試述說、書寫，也是精神
分析對於⾃我本質探索的⼀種實踐。進⾏到第⼆年的精神分析應⽤的講座，邀請了幾
位願意嘗試各種精神分析式書寫可能性的會員，完成了這樣⼀部⼩書。在這本書裡，
王明智⼼理師深入「風起」這部動畫，從風的聯想到「⽣死」與「侘寂美學」，以動
畫內容為材料述說他對於⽣死的想像；蔡昇諭醫師以「魔女宅急便」中少女琪琪法⼒
的失去與重拾以及「神隱少女」千尋經歷的冒險故事，連結宛若精神分析歷程中重新
經歷成長過程的經過；林怡青醫師⽤⼀種⾃在的書寫⽅式，從「霍爾的移動城堡」這
部作品進⾏聯想，述說她個⼈精神分析的治療經驗與閱讀經驗，故事中的⾓⾊在她細
膩的⽂筆下，也⼀⼀找到精神分析理論的位置；彭奇章⼼理師深入宮崎駿作品中，重
要的「⾶⾏」主題，從「降臨、降落、墜落」等⾶⾏相關⾝體經驗出發，探究來⾃於
嬰兒時期的⾝體經驗以及幻想形成的根源。本書中每位作者各種書寫的形式雖然迥
異，但也證明了「創造精神分析式的書寫」非常豐富⽽多元的可能性。無論是否熟悉
宮崎駿的動畫或者是否熟悉精神分析，我想都能在其中享受難得的閱讀經驗。 

　　書本的標題「給孩⼦的夢想⾶⾏器」是來⾃於本書作者群的討論。宮崎駿的創作
中有許多⾶⾏與⾶⾏器的主題，關於「⾶⾏」⽂章內容會有很多深入的討論。⽽關於
「孩⼦」，宮崎駿⾃⼰是這麼說：「我曾經想創造⾃⼰童年想看的東⻄，也曾經想創



造⾃⼰想給兒女觀賞的東⻄。」「當我⼩學三年級時，我期待看到什麼呢？」「孩⼦
三歲⼤的時候，我想專為三歲孩⼦創作，到他們上⼩學時，我⼜想為⼩學⽣創作。他
們現在都上了⾼中，對動畫也失去了興趣，我創作的動⼒也不⾒了。」或許，我們可
以把宮崎駿的作品視為是他個⼈對於童年的探索，他的作品就是他為⾃⼰創造的⾶⾏
器，那也是我們說、寫想要達成的⽬標。 

　　最後，分享⼀段出⾃達⽂⻄(Leonardo da Vinci)的名⾔： 

　　「你只要嘗試過⾶，⽇後走路時也會仰望天空，因為那是你曾經到過，並渴望回
去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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