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我之谜
【文/国生】

最近又有部美国大片牢牢地吸引住了大家的眼

球，它就是根据上世纪九十年代被奉为神作的同名日

本漫画改编的《攻壳机动队》。就当下来说，这部电影

里的故事可能并不算新鲜了。故事的女主人公素子在

一场意外中只留下了机能完好的大脑，后来在一个专

门从事人体机械化服务的公司中，这颗大脑被嫁接在

一台性能超强的机械身体上。手术成功后，素子进入

国家安全部门工作，成为“少佐”，而之前有关素子的

记忆大部分都消失了，只留下了一些痕迹，而这些痕迹

却对她产生了影响。之后，在执行任务时，她遇到了一

个与自己命运相同的“人”，她终于揭开了自己的身世之

谜：自己和那个人一样，原来是流落街头的少年，却被那

个高科技公司抓走做人体实验。少佐虽然是实验成功

的产物，但之前有很多人却因为实验失败而被抛弃，成

为“怪物”。少佐最后向公司的老板成功地发起了复

仇，找回了先前作为“素子”的自己。虽然有眼花缭乱的

黑科技的加持，但是在本质上，这依然是一个千百年来

不断被讲述的追寻自己失落身份的故事，其核心问题

便是“我是谁”。

心理分析：

不同于动物，人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当然，很多动

物都知道自己是不是受伤了或者是不是会成为其他动

物的猎物，但是它们并没有“我”这个观念，可是人类

却是可以对“我”进行反思的，而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如

此平凡的“我”，对于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来说，仍然是

一个谜。

法国精神分析大师拉康认为，我们的自我意识并不

是打出生起就会出现的，而是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他

把自我意识形成的阶段称为“镜像阶段”：就好像我们

照镜子的时候会看到自己一样，我们在他人的目光中看

到了自己，而这个最早的“我”便是在母亲的凝视中出

现的自己。在这个阶段，我们以为自己和母亲是一个统

一体，但之后我们发现，母亲的凝视中包含着某种“缺

失”，这是作为凝视对象的我们无法满足的空缺。因

此，拉康认为，我们就此进入了某种社会秩序，我们需要

在这个秩序中让自己成为可以填补这种缺失的对象。这

就展开了一段追寻“自我”的旅程。

有趣的是，根据这种理论，我们的自我总是他人眼

中的自我，真正的自己是不存在的。不管接受与否，这种

理论至少说明了为何追寻自我的故事会历久弥新，因为

我们的自我始终在别处，我们永远也不能一劳永逸地成

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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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辩 心灵鸡汤有多养生？
前不久，北京初二女生的一篇“我愿”作文火遍网络，有人

说：“实在酣畅又深刻，阳光又温暖，说出了很多人到中年的人

想说的话！”也有细心网友认为有“网络鸡汤合集”之嫌。既然

是“鸡汤合集”，给人积极向上的感受，“养心又养生”，可是也

有观点认为鸡汤得分年龄，没有经历的“鸡汤”，只是味精汤，

不养生反而“伤身”。哪个观点你更赞同？

鸡汤养生，心灵鸡汤其实也是。在面临情感挫折的时候听一句“愿你一生努力，一生被爱”，难道感

受不到有一股暖流在心中涌动吗？在被周围人伤害的时候听一句“愿你有软肋也有盔甲”，难道不觉得

有一种勇气在心底升起吗？在前行中迷失时听一句“愿你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难道觉察不到有一

丝信念在心头唤起吗？我其实很不理解大家动辄在鸡汤前加一个“毒”字，鸡汤不毒，错的是时机和场

合。你从未拥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因此才会觉得痴男怨女的爱恨情仇仅仅是荷尔蒙分泌的无聊过

程，进而觉得关于爱情的鸡汤都是有毒的；你无力在人生挫折中保持乐观，因此才会觉得芸芸众生的奋

发向上仅仅是徒劳挣扎，进而觉得关于人生的鸡汤都很无聊；你难以在与环境的碰撞中守护真我，因此

才会觉得青春年少时的人生理想仅仅是童话故事，进而觉得关于不忘初心的鸡汤都不切实际。是药三

分毒，为什么我们却不称药品为“毒药”？因为我们知道，只要对症，那么它就能够帮助我们。

因为是他人对世界的认知，所以对方辩友觉得难以避免主观上的狭隘，因而对还在培养独立思考能

力的青少年来说不宜饮用？我突然觉得，按其说法我不该读“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因为这是李白狭隘

的主观个人看法；我也不该读《阿Ｑ正传》，因为这是那个偏激者狭隘的主观个人看法。当初作为一个还在

成长中的祖国花朵，我该怎么办呢？什么都别读，有朝一日我的独立思考能力、成熟思想、坚定信念将会自

行产生？一样东西既然看起来是正能量的，那么为什么不能就是正能量的呢？被市场欢迎是鸡汤的错

吗？不，这样反而更利于传播；欣赏者受限于水平而误读是鸡汤的错吗？不，经过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欣

赏者才能真正理解；需要实践才能融会贯通是鸡汤的错吗？不，古人已经说过“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

此事要躬行”。

我不认为人生需要多服“鸡汤”来认清一些现实，是因为被称之为“鸡汤”的东西是一种来自他人对

这个世界的认知，难以避免主观因素带来的狭隘。并不是因为有了正能量和积极乐观的部分才称之为鸡

汤文的，而是鸡汤文为了网罗更多的读者，把自己包装成了迎合市场需要的、有正能量的样子；我们真的

被其中的正能量触动到了吗？恐怕不是，更多时候是因为鸡汤文畅销，已经有很多人看过了。而青少年去

学校学习是为了通过科学知识的学习，培养自己独立思考、独立学习的能力，那么基于从众心理而广泛

传播的鸡汤文跟教育的目的和本质就是完全相悖的。我们可以忽略这个初二学生的作文是如何言之无

物，如何缺乏内部关联，单就独立思考这一点，满篇的鸡汤集合都是他人的陈词滥调，完全看不到青春期

少年的“自己”。间接经验的获得的确更简便，它不需要你读万卷书，也不需要你行万里路，但在青春激扬

的时候最可贵的是体验人生更多的可能性，从这一方面来看，对年轻人来说，鸡汤虽好，不饮为佳。

有那么多言之有物的经典文学作品可以滋养心灵，为什么青少年还要把宝贵的读书时间耗费在读鸡

汤文上呢？正方似乎偷换了概念，并不是鸡汤文主观，所有主观创作的文章就都是鸡汤文。为什么正方能

脱口而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但从辩论开始到现在我们都只说“鸡汤文”而没有轻易说出一句四海皆

知众人耳熟能详的鸡汤文标题或者金句，是不是因为鸡汤文本身就没有那么强劲的生命力呢？看见鸡汤

文里有正能量就说它全是宣扬正能量有点盲人摸象。我们之所以对鸡汤文的正能量印象深刻，是因为除了

这一点似乎也几乎不能从这些过眼即忘的文章里找到可取之处。那如果要读经典文学我可以读李白读鲁

迅，需要金句我可以读聂鲁达读辛波斯卡……这些都是无数人验证过至少不错的见解。鸡汤和毒鸡汤之间

只差了一个字，但两者都是消费时代催生的消费品，而不是经过科学佐证、实践检验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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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方观点:

“鸡汤”当然

“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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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方观点:

“鸡汤”喝多

“伤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