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洞還是⼦宮？ 
許瑞琳 
  
⻄元２０２０年年初，⼤家歡天喜地慶賀春節，李⽂亮醫師吹出第⼀聲警
哨聲，刺破了寧靜，原本應該平平安安的新年願望，取⽽代之的是鋪天漫
地的⽩⾊消毒⽔︔滲透到⼼底的⿊⾊恐懼，霎時炸斷橋樑、砍斷公路，甚
⾄在隔壁鄰居的⼤⾨釘上⽊板，不准出⾨︔每個⼈膽顫地躲在家裡，開著
電視、瀏覽網路裡傳來⼀則⼜⼀則的死亡消息，彷彿年獸真的來了，⼈⼈
⾃危！只是這次的年獸是⼩到看不⾒的病毒，蜷伏在你我⾝邊，但，誰是
⼈︖誰⼜是獸︖ 
  
瘟疫下的隔離，伴隨著對未知的恐懼，如同被牢籠緊緊地圈住，冰冷的欄
杆將希望和信⼼切割成⽚，隨著時間愈長，愈束愈緊．．．．．．令⼈窒
息的⿊暗像⿊洞般吞噬紅⾊的熱情、擾亂絢麗的想法，唯有⽩⾊空洞的⼼
抵禦著⿊暗︔有沒有可能找到⼀條臍帶，注入紅通通的⾎液，暖和我們的
⼼，讓我們可以繼續⼼跳、繼續思考，就像待在⺟親⿊暗卻溫暖的⼦宮
裡，安靜安全地孕育出新⽣命︖ 
  
１６６５年的倫敦，鼠疫蔓延，死屍堆埋街頭，這場⿊死病奪⾛八萬⼈性
命，相當於倫敦⼈⼜的五分之⼀，⼤學被迫停課兩年，當時⽜頓回到風光
明媚、陽光和煦的伍爾索普莊園隔離，他坐在蘋果樹下，被掉下來的蘋果
打中頭，腦袋電光⽯⽕⼀閃，發現了萬有引⼒，不僅僅如此，這兩年他⼜
陸續發現了⼒學、微積分、光的散射，在瀰漫著死亡的氛圍裡，⽜頓滋⽣
出好幾個跨世紀的創新想法。 
  
死亡，會不會同時也是⼀種對⽣命的刺激︖為了對抗死亡，⽣命⼒必須更
加強⼤！當瘟疫來襲，是什麼關鍵點決定路徑：要朝向更蓬勃發展的⽣
命，還是步向逐漸衰敗的滅亡︖ 
  
「印加⽂明」是美洲三⼤古⽂明之⼀，稱霸⼀千年歷史，擁有⼀千萬⼈
⼜。強⼤的印加帝國雄踞在兩三千公尺的⾼原⼭脈上，兩側都有河流經
過，是個與世隔絕的美麗仙境。１６世紀，⼀⽀⼀百多⼈的⻄班牙軍隊，
將瘟疫帶到這裡，皇帝染上天花過世，兩位繼承⼈為了爭奪王位爆發內
戰，傷寒、流感、天花、⿇疹、⽩喉接連爆發，接⼆連三的瘟疫就這樣殲



滅了印加帝國。我們可以試著思考，當隔離過久，反會膨脹成巨⼤脆弱的
狀態，若遇到⼀個極⼩的、不曾接觸的刺激（病毒、細菌），就⾜以潰堤
滅亡。 

精⼦和卵⼦的受精過程，也像極了精⼦瘟疫⼤軍進攻封閉隔離的卵⼦，五
千萬個精⼦像千軍萬⾺般奔騰，只有⼗個驍勇的精⼦會抵達終點，最終只
有⼀個精⼦能鑽透卵⼦，與其結合成受精卵，「⼀個」精⼦就是決定⽣命
和死亡的關鍵，卵⼦只能承受⼀個精⼦的刺激成為⼀個受精卵，⼦宮的空
間也只能容納⼀個受精卵分裂成胎兒。嬰兒出⽣也像帶給⽗⺟⼀場瘟疫，
「家」這個場域，⽗⺟的⼼智和⽣活全數被嬰兒佔領，直到⽗⺟適應了改
變，才能開始享受育兒的樂趣。 
  
從卵⼦、⼦宮、家庭、學校、到社會，上⼀階段相對下⼀階段都是在封閉
隔離的狀態，下⼀階段相對上⼀階段都像⼀場瘟疫入侵，對有些⼈⽽⾔，
這個刺激太過巨⼤，無法承受，會⼀直躲在上⼀階段，不敢解除隔離，譬
如拒學症，如果能順利通過刺激的考驗，就有機會打開更多的視野，讓⽣
命更加豐富。因此，瘟疫有其必要性，它帶來⼀種⽣命的刺激和改變︔瘟
疫時的隔離也有其必要性，它避免承受超載的刺激⽽導致滅亡︔平常的隔
離也有其必要性，如此才有時間和空間去慢慢形成⾃⼰的想法。 
  
孕育想法就像珍珠形成的過程，珠蚌受到異物入侵後，為了減輕異物刺激
的痛苦，會分泌珍珠質將異物層層包裹起來，經過⼆到五年的時間，變成
⼀顆漂亮的珍珠︔如果沒有異物入侵，或是隔離時間不夠久，或是⼀直有
異物入侵，都無法形成珍珠，打開珠蚌時就空空的，什麼也看不到。 

台灣是個封閉的海島，就像密閉的蚌殼⼀樣，但命運坎坷，時常被外族入
侵，４００年來被殖⺠了四次，荷蘭、明鄭、清帝、⽇治時期，國⺠政府
來台後實施了戒嚴、２２８、⽩⾊恐怖，解嚴後⼜頻繁地政黨輪替，國⺠
黨、⺠進黨、國⺠黨、⺠進黨，就像珠蚌不斷受到異物入侵，隔離時間不
夠久，很難形成珍珠般的國家核⼼價值，只剩打開來空空的珠蚌，但也必
須是空空的，才容易順從適應下⼀個朝代。每當選舉，總是⾯臨改朝換代
的威脅，許多⼈會出現⼀種亡國感，這種空空的狀態，使台灣⼈沒有⾃我
主張、⼈云亦云，聽到什麼好就跟著模仿，如同瘟疫蔓延的特殊現象。台
灣不曾因為瘟疫⽽滅亡，反⽽造成⼀窩蜂的⼤流⾏，到處都有⼈排隊：⼀
蘭拉麵在台灣打破國際排隊紀錄、買ｉｐｈｏｎｅ可以漏夜等待、為下⼀



代可以起早排學校．．．．．．當流⾏戴⼜罩時，全世界就台灣⼈做得最
好，甚⾄精益求精、發揚光⼤，很多藥局、⼜罩的紛絲團，關切每天推出
的新花⾊，節慶款、活動聯名款，甚⾄戴上中衛⼜罩也能讓⼈稱羨。 
  
２０２０年３⽉１５⽇，疫情尚嚴峻不明，台中衛道中學的入學有８００
０名⼩學⽣赴考，幾千名家長擠在校⾨外，摩肩接踵，焦灼地等候︔考私
中的瘟疫似乎比新冠肺炎還嚴重，⼩孩輸在起跑點的焦慮比得到肺炎還令
⼈害怕！有沒有可能當我們先感染到⼀種瘟疫後，就會像喪屍⼀樣，不怕
其他瘟疫︖為了讓⼩孩考上理想私中，很多⼩孩從⼩學三年級開始進⾏超
前兩年的部署，學校下課接著上補習班，時間被塞得滿滿，像是珠蚌不斷
被異物入侵的概念，很難形成⾃⼰獨⽴思考的空間，久⽽久之，⼩孩會不
會變成沒有⾃⼰想法、⽽是裝滿⼤⼈期待的喪屍︖或許只有這樣，才能同
意放棄玩樂和休息，來完成超前學習的任務。 

如何⽤精神分析來解讀瘟疫與隔離︖ 
  
１９０９年佛洛伊德受邀到美國演講，他站在船上看著船駛進紐約港，港
⼜擠滿歡迎的⼈潮，他轉頭對榮格說：「他們不知道我們帶來的是⼀場瘟
疫」。佛洛伊德是個野⼼家，想⽤精神分析征服美國，成為他思想的殖⺠
地。他帶來了精神疾病和⼼理衝突有關的新知，在當時，社會認為精神疾
病是種器質性疾病，治療⽅式是將病⼈拘禁在療養院，有錢⼈則在溫泉度
假中⼼，以隔絕外界或透過對⾝體強烈的刺激來減緩精神症狀，⽅式包
括：胰島素昏睡法、⼤腦前葉切除⼿術、電療休克法．．．．．．。 
  
佛洛伊德引進精神分析理論後，在美國有好⼀陣⼦蔚為風潮，精神分析成
為最主要的治療⽅法，直到「百憂解」等陸續問世後，精神分析才逐漸被
藥物所取代，但精神分析所探討的⼼理動⼒、潛意識等概念，到現在仍有
舉⾜輕重的影響。 
  
佛洛伊德說：「我們的意識只是浮在⽔⾯上的冰⼭⼀⾓。」⽔⾯下⼤塊的
冰⼭是封閉的潛意識，是深邃緊閉的⿊盒⼦，封藏了讓我們焦慮害怕的禁
忌、意念和想法。當潛意識的意念浮現上來，我們會有⼀種內部被入侵的
感覺，如同從外部入侵的瘟疫，引發我們強烈的內外衝突，於是感到危
險、威脅、和不安，⾃然⽽然會啟動內在防衛機轉，就像拉緊外部的封鎖
線那樣來降低刺激、減輕威脅和消除焦慮︔每個⼈都有⾃⼰獨特的防衛機



轉，就像戴上⼜罩，不管是布⼜罩、外科⼜罩、Ｎ９５，只要能讓我們安
⼼、降低焦慮恐懼，我們就會⼀直戴著它。先來看看兩個臨床案例： 
  
案例⼀︓２０歲男⼤學⽣，在紐約交換學⽣時遇到疫情，學校課程、⽣活
和旅⾏計畫⼤亂，他怕爸媽擔⼼不敢跟他們說︔太多現實問題無法解決，
太多焦慮無法消化，只好⽤精神症狀脫離現實。「我被賦予要拯救全世界
免於被武漢肺炎毀滅，尤其要保全台灣，但被外星⼈綁架了，救不了全世
界，只能先救⾃⼰。我把隔離的房間充滿氧氣，再由幻聽指⽰逃出。」可
以看到他焦慮無助到⽤精神症狀把⾃⼰包起來，讓⾃⼰可以暫時隔離，彷
彿躲在隔絕的太空艙裡，飄浮在⿊暗無垠的宇宙中︔啟動這樣的防衛機轉
是很難解除的，試想，⼀⾛出太空艙就得⾯臨沒有空氣、沒有光亮的⿊
暗，任誰都寧願躲在⼩⼩的艙裡。 

案例⼆︓３０歲女上班族，⽣命有太多的失落，被⽣⽗⺟拋棄、養⺟病
逝、男友移情別戀，平常靠追星、聽演唱會維持對⽣命的盼望和熱情。疫
情期間，演唱會紛紛延期取消，絕望和痛苦無處可藏，所有的失望和憤怒
⼀擁⽽上，她無法壓抑也無處轉移，她⾝旁沒有⾜以讓她安⼼、不會拋棄
她的客體，她非常焦慮，即使服⽤⼤量鎮定劑和安眠藥也無法睡覺。她服
⽤更多更多的鎮定劑和安眠藥企圖讓⾃⼰平靜下來，最後引發癲癇，醒來
什麼都忘了，忘記她的期待和失落，⽤空⽩來隔絕情感和痛苦。我們的防
衛機轉是⼀層⼜⼀層，當⼀層擋不住，就再啟動下⼀層，直到擋住為⽌，
只為了讓我們可以存活下去，但⾝體雖然活著，⼼智會因為啟動防衛機轉
層次的不同，決定我們是處在⿊洞還是⼦宮，是⼼智死亡還是存活。上述
舉的兩個案例都是在⿊洞的層次，不能有其他想法、不敢⾛出隔離，無⼒
⾯對和改變現實。 
  
掉進⿊洞的感覺，就像《哈利波特》中被催狂魔吸⾛所有快樂和希望，沒
有剩下任何⼀絲美好的感覺，處在⿊洞中，就像被拘禁在⼩島上的阿茲卡
班監獄裡，不需要⾼牆和海⽔把⼈關住，因為犯⼈都被囚禁在⾃⼰的腦⼦
裡，啟動⿊洞般的防衛機轉，讓這個⼈只剩下⼀具空殼，雖然活著，但只
是⾏屍⾛⾁。哈利波特唯有召喚出護法咒，那⼀頭璀璨奪⽬的銀鹿，擋
住、驅趕⾛催狂魔，才能全⾝⽽退，像躲在⼦宮裡，讓想法繼續長⼤。然
⽽要啟動像⼦宮那樣的護法咒，是有條件的，秘訣就是回想⼀段快樂滿⾜
的回憶、灌注最積極的情感。每位巫師召喚出來的護法都不⼀樣，不管是



哈利波特的鹿、⾦妮的⾺、榮恩的狗．．．．．．，我們可以想像成，這
是每個⼈內在獨特的好客體。 
  
要如何得到這個好的內在客體，可以在我們遇到危險時召喚出來保護我們
︖有⼀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１． Ｇｏｉｎｇ ｏｎ ｂｅｉｎｇ：嬰兒剛出⽣時是在很⾃戀的狀態，以
為世界是由他創造，這個假象當然是由全⼼全意在旁邊照顧嬰兒的媽媽所
營造出來的，媽媽滿⾜嬰兒的慾望到嬰兒以為媽媽是他的⼀部分，形成全
能⾃⼤的錯覺。很多成⼈，⾝體已經發展成⼤⼈，⼼智卻停留在嬰兒；
《巨嬰國》這本書就是在談⼤部分的中國⼈是個巨嬰，因為媽媽⼀直滿⾜
⼩孩，讓⼩孩停留在這個階段，無法進到下⼀階段。越原始⾃戀的階段，
越讓⼈舒服，越不想往前⾏。 
  
２．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ｂｊｅｃｔ：此時嬰兒和媽媽是融
合的，兩⼈⾃成⼀個封閉的連結體，像連體嬰般⽔乳交融，因為彼此是相
通的，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沒辦法區分是誰的想法。嬰兒必須藉由
媽媽回應他的聲調、表情、動作，來慢慢理解和創造⾃⼰的樣⼦，就像照
鏡⼦⼀樣，嬰兒透過照媽媽這⾯鏡⼦來看到⾃⼰的樣⼦（鏡映）。 
  
３． Ｍｏｔｈｅｒ－ａｓ－ｏｂｊｅｃｔ：要打破⺟嬰封閉的狀態，通
常要由第三者，例如⽗親的介⼊，才能讓嬰兒和媽媽真正分開，嬰兒才開
始有客體出現，才能溝通對話，彼此才能清楚哪個想法是誰的。 
  
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孩已經知道媽媽是和
他分開的，但很多時候還需要媽媽在⾝邊安慰⾃⼰，這時會先⽤過渡客體
來取代媽媽，例如娃娃、毯⼦，可以消除媽媽不在時，緊張的撫慰物；可
以進⼀步延伸為提供我們安全感、情緒平穩、和重要他⼈產⽣象徵連結的
⼈事物，例如藝術、⾳樂都是⼀種過渡客體的形式。 
  
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直到媽媽變成內在客體，媽媽就
像住在⼼裡⾯，隨時可以念護法咒，把媽媽召喚出來保護、安慰⾃⼰，除
了⽗⺟，也可能是宗教形式，例如全能的上帝、慈悲的菩薩，都可能是我
們好的內在客體。 



有好的內在客體，也會有壞的內在客體，好壞內在客體的差別，在於客體
的情感投入與否，就像⼿⼯和機器餅乾的差別，雖然⽤⼀樣的材料，但⼿
⼯餅乾多了⼿的溫度，味道就是紮實窩⼼許多。媽媽對嬰兒的情緒鏡映，
會在嬰兒⼼中慢慢結晶形成⼀個實⼼的內在客體，當召喚這個內在客體出
來時，能提供⼀個有實際邊界的保護︔⽽缺乏對嬰兒情緒鏡映的媽媽，只
能形成⼀個空⼼的內在客體，當召喚這樣的內在客體出來時，邊界是空無
的，無法提供⼀個有邊界的保護。 
  
會鏡映的媽媽在餵奶時會說：「你哭這麼⼤聲是餓餓了嗎︖」「想喝ㄋ
ㄟ ㄋㄟ 嗎︖」「喝這麼快，⼀定餓壞了！」「喝飽了所以不喝了嗎︖」
「笑這麼開⼼應該喝很飽喔︖」「媽媽幫你拍拍打嗝」。不會鏡映的媽
媽，像⼀部按照標準流程、完美無瑕、不停運作的機器，⼀聽到嬰兒哭就
塞奶，不管嬰兒當下的感受如何，之所以如此，常常是媽媽更專注在⾃⼰
的感覺和需要上，要成為教科書上的好媽媽，⼀⼼要打造⼀個完美的嬰
兒，⽽無法感受嬰兒真正的需要、量⾝打造回應他，這種機器式不帶感情
溫度的媽媽，形成的內在客體就是空⼼的。世界對嬰兒⽽⾔是陌⽣的，需
要透過媽媽的鏡映去認識，給他⼀個有邊界的世界，否則嬰兒並不知道這
個東⻄會不會繼續擴⼤到吞滅他︔打預防針時，嬰兒並不知道針刺的感覺
會持續多久︔剪頭髮時，嬰兒並不知道剪⼑是否也會剪斷他的⼿和⾝體。 
  
當內在客體是壞的，內在空⼼的狀態會讓我們脆弱不安，遇到威脅危險
時，這樣的內在客體也沒辦法保護我們，只會更加重我們的恐懼和焦慮，
所以內在空⼼的⼈有機會返回⾃戀狀態時，必定返回，⼤家都想要被媽媽
照顧和愛的感覺，尋求⾃戀滿⾜，並且會把⾃⼰隔離起來，避免美好的⾃
戀被破壞： 

１． 退回原初⾃戀的狀態：媽寶＆精神病。當⼀個空⼼的成⼈娶了⼀個
把他照顧到無微不⾄的太太，可能會被養成媽寶，或是有些⼈掌握⼀些權
⼒呼⾵喚⾬後，就⾃以爲是全能⾃⼤的，為了能盡量停留在那個狀態，會
把⾃⼰隔離起來。跟這些⼈相處時，我們會感覺跟他是活在不同的平⾏時
空、無法溝通，就像精神病的病⼈，完全沈溺在他所創造出來的妄想世
界。 

２． 退回⺟嬰相連的狀態：理想化他者＆同溫層。陶醉在和媽媽⺟嬰相
連、⽔乳交融的階段，例如熱戀。找⼀個理想化他者去崇拜，我要挺我的



媽媽，我的媽媽很厲害所以我也很厲害，像某些政治⼈物、或神棍或詐騙
集團，⼀定有打通某種和⺠眾相連的⾃戀。或是像參加⽩沙屯媽祖遶境、
在教堂裡唱詩歌、聽演唱會，這麼多⼈⿑⼼崇拜⼀個⼤偶像，會很有共
鳴、很感動、很⾃戀滿⾜。或是所謂的同溫層，處在⼀直有⼈同理、認同
⾃⼰的感受，像媽媽的鏡映⼀樣，這個狀態也是相對舒服，也會讓⾃⼰處
在隔離狀態，否認看⾒或聽⾒偶像和同溫層真實的狀況。 
  
３． 處在⾃我隔離狀態：就是不讓⾃⼰有機會碰到衝突威脅，所謂的濫
好⼈、乖寶寶，⼀直滿⾜討好別⼈來讓別⼈對⾃⼰滿意，或是⼀直努⼒把
⾃⼰的⽣活圈搞成無菌的狀況，只要把⼀切控制好就不會有衝突和威脅，
就不必召喚內在客體出來保護⾃⼰，就不必發現⾃⼰的內在客體有多空有
多弱。或是將⾃⼰隔離起來，沒機會去碰到空⼼，⽤喝酒、嗑藥⿇痺⾃
⼰，或是沈迷網路，來跟現實隔絕。 
  
以上這些隔離現實的狀態都是像⿊洞⼀樣，不能思考的。精神分析的⼯
作，常碰到這些空⼼的病⼈，因為遇到強⼤的瘟疫，讓原本的防衛機轉潰
堤，無法再處在⾃戀滿⾜的隔離狀態，空⼼的內在客體被迫暴露出來，強
烈地焦慮不安。 
  
治療的原理就是返回最初，藉由躺椅讓病⼈退化，由治療師給予鏡映、詮
釋，讓病⼈越來越理解⾃⼰，並跟病⼈保持客觀的距離，讓病⼈慢慢建⽴
⾃⼰的過渡客體︔治療師的休假安排會和病⼈恰當的分開，培養他觀察⾃
我和⾃⾏思考的能⼒，藉由這樣的溝通對話，讓病⼈的思考更深更廣，慢
慢地把空⼼填滿成實⼼，直到治療師進駐在個案⼼裡⾯，形成好的內在客
體。這些進展是需要很多年的治療歷程，且會來來回回往返︔其實⽼師、
⽼闆、傳道者也常常有機會重塑⼀個⼈，就是我們所謂的「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