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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的集体无意识表达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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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留守”的造字解释隐含着中华民族的集体心理内容。从集体无意识看“留守”，它包含了中华民族追求安

稳、顺应和谐的人格面具，也蕴含了保守封闭、不敢冒险、缺乏创新等阴影及留守创伤代际传承的存在。社会可以通过相

关措施和改革，协调集体无意识内部关系，以保证我国人口迁徙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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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城市流动人口和农村留守人口产生。面对现实，人们选择留守还是

流动，除了与政治、经济、医疗、教育等有关外，也与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有关。从心理分析的角度看

“留守”，有助于人们了解“留守”背后所蕴含的民族情结和集体心理内容，为人们深层次理解我国目前

人口迁徙现象提供心理学视野，为国家采取相应措施提供心理学参考。

１　“留守”的造字解释
众所周知，汉字最早是表意文字。从造字来看“留守”，可窥见我国民族心理的一部分。现存的

“留”最早字体———金文字体为 （ ），由 或 与 组成，或 表达的是水沟两边的储水池， 代表

的是田，即庄稼地。造字的本义是：田地中，水沟两边用于灌溉庄稼的储水池。后来逐渐发展成了现今

的“留”，主要表达“（使）停在某处不动”的含义。从字形可以看出，我国古代人民生活主要仰仗于开垦

出来的“田”，田里的庄稼要有收成，需要水，为避免“缺水”，需“储水”，故成“留”字。“水”乃生命之源，

将“水”留住，意味着庄稼才能成活，才可保证人类生命的延续和发展。汉字“守”，其金文为 ，由 和

组成， 代指“宀”，指房屋； ，即寸，指手持器械。“守”的造字本义为：持械护卫家园，御寇入侵。

从汉字“留守”的原本含义可以看出，“留”是为了保证生命的存活和延续，要“稳固”生命所需条

件；“守”是为了保证家园的安全。故“留”是为了稳定，“守”是为了安全。

现今的“留守”一词主要伴随着“三留人员”（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受到关注。１９９３年，
上官子木正式提出“留守儿童”概念［１］。１９９５年，孙顺其将“留守儿童”用来指那些父母到城镇打工，而
自己留守家乡的孩子［２］。之后，人们开始提出“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家庭”等概念。现代留守

同样保留了其原本意义：追求稳定和安全。留下来，一方面是为相关成员提供安稳的生活空间，尤其是

老人和小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守护和安全，守护家庭的安稳，守护家庭的财产（土地、房屋等），守护家

庭的情感和希望。因此，“留守”一词仍旧在传递我国远古时期人们的期望和目的，也是人们在长期文

化作用下所形成的一种民族情结———对“稳定”和“安全”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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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留守”里的集体无意识内容
心理学家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是“有史以来沉淀于人类心灵底层的、普遍共同的人类本能和经验

遗存”［３］１６５。即集体无意识是人类无数同类经验代代相传的结果，个体与生俱来就有的心理内容。在集

体无意识的内容中，原型是最重要的内容。“在荣格看来，原型是一切心理反应的普遍一致的先验形

式，这种先验形式是同一种经验的无数过程的凝缩和结晶，是通过大脑遗传下来的先天的心理模

式。”［４］３８９原型主要包括人格面具、阴影等。

２．１　“留守”里的人格面具
人格面具位于人格的最外层，是个体在公共场合所表现出来的人格特征。它掩饰着真正的我，目的

是为了让社会接受自己。众所周知，我国自古是个农耕民族，从“留守”文化里看中国人的人格面具，大

致有以下两种：一是追求安稳。“留”意味着稳定、持久，“守”则意味着安全。中华祖先作为农耕一族，

需要在适宜的土地上耕耘，才可收获。依赖土地，春播秋收是农耕生活的特点，这需要人们固守土地、守

望田园，农耕生活的定居自然形成。农耕文明里所蕴含的对“安稳”的追求一代代得以延续和传承，集

结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并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当今，为了避免颠簸流离、居无定所或不可预知的生

活状态，绝大多数家庭选择“留守”，而非“流动”，正是民族心理的反映。我国年轻人对公务员、事业单

位等相对稳定工作的趋之若鹜，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追求“安稳”民族心理的深远影响。二是顺应和

谐。远古时期，生产、生活条件差，人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先秦时期民间流传的《击壤歌》说“日出

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很好地反映了农耕文明“顺天应命”的本质，也反映了人们与自

然的和谐之道。“顺应自然”“天人相应”“物我一体”是农耕文明的一个必然选择。长期与自然交融的

互动让人们温顺善良，平和沉静，也让人们追求人与自然、环境及他人的和谐。“留守”中的家庭在顺应

时代变化的同时，也在尽量追求“和谐”。最主要是家庭内的“和谐”：人员外出可以保证家庭物质需要

的满足及精神、文化等的更新，人员留守则让老人得以安享晚年，孩子得以健康发展，家庭得以安稳健

全。尽管“留守”导致家庭成员分散，家庭功能受损，心理创伤在所难免，但人们还是选择这样的生活方

式。中国人的这种“顺应”，既是善良、宽容、进取、果断，有时又是认命、保守、迟疑。

２．２　“留守”里的阴影表达
相较于人格面具，阴影是无意识中最强大、影响深远的原型，除了满含侵犯、攻击与破坏，同时又充

满着激情、活力与创造、直觉。

“保守”是众多研究者对中国人性格特征的一个表述。１８９４年美国传教士Ａ·Ｈ史密斯出版的《中
国人的特性》一书中，就将“保守”纳入中国人２６种性格特征之一。梁启超、鲁迅、林语堂、梁漱溟等学
者也认为国人喜保守、因循守旧等。可以说，这是人类固有的自卑情结与趋乐避苦的本能决定的行为选

择所导致的结果。我们祖先生活在长江黄河流域等地，土地肥沃，雨量充沛，物产丰富，四季分明，不用

拿生命冒险就能获得生命的延续与发展。不去冒险是农耕文明的一种自然选择。我国由此形成的儒家

文化也极力推崇“中庸”理念，长期的潜移默化，中国人性格里有安定、保守等品质就不难理解了。因

此，当面对汹涌澎湃的经济大潮，缺乏抗压和抗风险能力的家庭更多的选择了“留守”。据统计，全国已

有留守家庭７０００万户，涉及２．４亿人口［５］。

阴影与人格面具是一组互补的结构，存在着分歧或对立的态度或倾向。当人格面具过于强大而削

弱了阴影的力量，或者阴影受到社会的严厉压制，或者社会无法为其提供适当的宣泄途径时，个体或群

体就会变得贫乏而没有活力和创造性。留守文化里的拘谨、固守、顺应等人格面具掩盖了创造、激情等，

压抑在阴影里的激情、创造力等集聚的越来越多。当这些阴影力量集聚到一定程度，无法通过适当途径

释放时，就会以各种形式表露，包括一些破坏性行为。“焚书坑儒”“文革破四旧”运动等，可谓是民族阴

影大爆发的典型。人们用“疯狂”来形容当时的社会形势，这缺失理智的“疯狂”背后正是被抑制的阴影

起作用。

从历史发展可以看出，在经受了几千年的变革和洗礼，尤其是一系列“国破家亡”的战争撞击和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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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刺激，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内容不断地进行解构和重构。在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和谐境界的文化

大背景里，社会一方面承认阴影的存在，一方面通过制度、机构等的完善和改变，鼓励创新、支持改革，即

为阴影的合理疏导提供途径，也允许原型中最本源的生命力和创造性得以苏醒和表达。现今，诸如创

新、变革、冒险、刺激等新鲜血液在不断充盈和丰富华夏文化，民族集体无意识内容也在新的冲撞中吸

收、顺应、整合，得以传承和更新。人们在保持其和谐、顺应、平和的本质的同时，也不断的从保守走向革

新，从固守现状到打破现状，从墨守成规到勇于创新，稳中有进，稳中有新，稳中有变。

２．３　“留守”里的创伤传承
历史早期，留守导致的主要是父亲与子女的分离。总所周知，父亲是力量、规则、权威的象征，更是

社会阳刚的代名词。父亲角色的缺位导致男性特质无法得到正常的代际传承，导致男性象征如责任、成

就、力量、规则等的弱化。美国著名婚姻与子女教育研究专家麦道卫指出：“缺乏父爱的男孩会成长为

危险男人。”研究也证明，缺乏父爱的男孩更容易产生暴力、吸毒等犯罪行为。著名心理学家申荷永也

指出，父性的缺失是家庭的不幸，是妻子的忧愁，孩子的悲伤，也是社会的抑郁［６］。

如果说，父爱缺失是一个世界性课题，那么母爱缺失则是我国现代留守文化的一大衍生品。我国越

来越多的母亲也紧随经济大潮，远走他乡，留下孩子。众多的研究表明，留守孩子表现出更多的情感缺

失、人格发展受阻、适应障碍等［７－８］。近几年我国社会出现的系列凶杀案，无不与个体早期缺乏父母的

爱有关。从深度心理学角度来看，这些个体承担的不仅仅是个体的或者家族的情结，也表达着民族的、

集体的创伤及情结。可以说，“留守”所衍生的情感缺失，也是我国民族创伤代代相传的一大内容。现

今国人普遍缺乏安全感、信任感等，长期的“留守”导致的后果———依恋危机在其中的作用不容小觑。

“留守”作为一种现实，已经引起了国家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从心理分析的角度看留守，提醒

我们更要关注其中所表达的深层次心理内容。已有研究表明，中国的乡—城人口迁移模式多表现为人

口临时性、单身、钟摆式迁移［９］。那些文化程度越高、工资水平越高、工作稳定性越高的农民工，越倾向

于让其子女到打工城市上学［１０］。从这些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人们选择留守，背后有着复杂的、深刻的心

理内容。为了避免单身或临时性迁徙所带来的家庭或社会问题，减少或避免留守创伤的代际传承，未来

政府要配合教育制度改革，进行土地制度、户口制度、住房制度、医疗制度等多方面的改革。当然，根本

点还是在于，通过改革，调和人们内心对稳定与流动、安稳与冒险等矛盾因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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