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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ul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sm holds that consultants 

hav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are experts in visitors’ lives. According to narrativ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the so-calle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has no privilege and 

visitors are the experts of their own life, visitors can make choices consistent with their 

expected life. In this process, what the consultant should do is not to tell the visitor 

what is right, but to deconstruct the old problem narrative together with the visitor, 

construct a new expectation narrative and put the present at a certain time point of 

the new narrative. This relationship gives visitors a sense of strength to face their own 

lives.Trust in the relationship has good support for the relatively weak groups in the 

society, but it also has some limi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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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主义视角下的咨询认为咨询师拥有专业知识，是来访者生活的专家。

而叙事心理咨询认为，来访者才是自己生活的专家，来访者可以做出与自己期

望生活相一致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咨询师要做的不是告诉来访者什么是对

的，而是和来访者共同解构旧的问题叙事，建构新的期望叙事，把当下放在新

叙事的某一时间结点上。这样的关系给来访者以力量感，得以面对自己的生活。

关系中的信任对在社会中相对弱势的群体有良好的支持，但也有一些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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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心理治疗领域的大师雅洛姆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凌驾于我和病人

之间关系的维持之上”。罗杰斯也曾指出，在心理咨询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咨访

关系［1］。叙事心理咨询作为后现代心理咨询三大代表之一，对咨访关系有着

和其他咨询方法不同的理解：受后现代的社会建构理论影响，叙事疗法认为，

不存在有特权的真理，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专家。相对应，咨访关系是平等

而开放的，认可来访者在自己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在这样的关系中，来访者更

愿意谈论困扰自己的问题，也更能体验到自己作为生活主体的选择权和力量感。

1  后现代语境下的叙事心理咨询

西方发达国家在 20 世纪中后期掀起了一股批判现代西方文化精神和价值取

向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这股思潮渗透到心理学中，产生了以社会建构论为代表

的后现代心理学［2］。与现代主义把语言看作是对现实的表征不同，后现代主

义关注语言的本体论地位，关注我们如何使用叙事和文本来建构和解构我们的

生活世界，强调话语实践的自我反思性［3］。

1.1  受后现代影响的叙事心理咨询

从某种程度上说，语言的使用和世界的形成涉及的是同一个过程：语言和

话语建构现实。福柯指出，当我们讲述我们的生活时，语言会模糊、改变甚至

扭曲我们的经验；它能制约我们如何进行思考、感受以及行动。因此，语言能

够被有目的地用作一种心理治疗的工具。

自我是心理咨询关注的重点之一。后现代主义把自我看作是一个叙事的建

构过程而非一个有深层内核的主体。个体一旦形成了一个关于生活的故事后，

这个故事本身及其形成过程就会成为个体的自我同一性。简要地说，个人自我

其实都是故事式的自我，是生成的，不是静止着等待探索的。离开了叙事，我

们没有心理学上所谓的“同一性”。而重塑自我是指选择自己喜欢的叙事路线，

即那些与个人对生活的渴望相一致的叙述［4］。

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的理解是心理咨询关注的另一重点。与现代主义

下的科学逻辑思维不同，叙事思维是以故事的生动性理解人，而非真理性理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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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寻找普遍的真理，而是在时间维度上寻找事件的联结。叙事心理治疗通过

寻找新的联结，重新赋予生活意义：反思过去，期待未来，把自己安置在未完

成的故事的交叉点之上［5］。

1.2  叙事心理咨询的态度

咨询自始至终关注事物的意义而不是个人的行为。然而意义总是被掩盖在

混乱之中。咨询是使用语言的存在性来代替模糊朦胧的自我欺骗过程。加德默

接受亚里士多德思想中表述的实践智慧，主张在对话中获得的理解必须通过应

用加以检验，把一般的结论放到具体的情景中，考验其表现，通过这个过程判

断其适用程度［6］。这个过程也适用于个人：真理需要通过检验才应该被自己

接纳。生活原有的混乱和模糊以及它们带来的影响是咨询的动力。当一个潜在

的重大决定必须作出时，重要的是清楚地知道可能面对的后果，而不把决策权

从来访者身上移开。

从后现代主义意义而言，咨询重要的是帮助来访者理解自己生命中的这些

宏大理论，并对它们进行解构，以一种不假定它们“令人信服和假定”的方式

来谈论它们［7］。在解构的话语中，被解构的话语并非变得完全无效，而是变

得流动起来。

一个语词的存在自动地包括了它自身和与之有关联的那些“不在场”语词

之间的差异。这样，通过与文本在场相反的那些语词和那些不在场的词及意义

之间的差别，人们就会对同一事物的属性达到多重的理解。格根也曾指出，一

个人永远不可能真正了解自己的意图，也不可能真正了解他人的意图，唯一的

可能就是会产生多样的解释。理解不是通过对深层结构、潜在或者无意识材料

的审察来产生的，而是产生于个体之间的互动。因此，叙事的核心就在于把理

解的观念从个体的理解转移到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的互动场所：一个对现有

理解重新建构的过程。

2  叙事心理咨询中的咨访关系

现代主义视角下的咨询认为咨询师拥有专业知识，是来访者生活的专家。



·681·
叙事心理咨询中的咨访关系2020 年 10 月

第 2 卷第 10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tppc	 https://doi.org/10.35534/tppc.0210051

而叙事心理咨询认为来访者才是是自己生活的专家，专业知识只是一个可供探

讨的视角。通过新故事的生成，来访者可以做出与自己期望生活相一致的选择。

在这个过程中，咨询师要做的不是告诉来访者什么是对的，而是和来访者共同

解构旧的问题叙事，建构新的期望叙事，把当下放在新叙事的某一时间结点上。

关系中的咨询师，扮演着拥有探讨生活的方法，辅助来访者重新建构生活的非

专家角色。双方是一种主体间关系［8］。

2.1  咨询中的权力关系

福柯认为，知识和权力相关联。通过“客观知识”的产生，思想被提升到

了不能被质疑的高度，权力的分配得以完成。现代主义视角下的咨询，什么是

客观的，在咨询前就已经确定。当来访者不接受这一“事实”，便被理解为产

生了阻抗。当人们仰卧在躺椅上，处于一种脆弱的状态。相比较之下，直立坐

着的那个人被认为是一个关于生命的既定权威，以这个权威否认来访者在生活

中的主体地位、经历、意图或目的。也就是说，现代主义视角下的咨询，来访

者是被权力压制的。虽然诊断不一定会强加给来访者，但它们构成了咨询师与

来访者、同事以及其他相关专业人员的谈话和谈话的背景。这意味着，在某种

程度上，来访者被排除在解决方案的讨论之外，因为咨询师在倾听他对现实的

建构之后，对来访者呈现的问题做出假设。之后的工作都建立在这个假设上。

后现代主义植根于尼采的观点，即没有事实，只有“解释”。每一种观点

都源于“统治欲”，“真理”掩盖了“事实”背后“权力意志”的作用。麦克

怀特说到，知识拥有可以剥夺人的力量的方法，并把这份力量赋予到知识带来

的问题上。咨询要看到这些隐藏的方法（如把知识定义的问题归结为人本身有

问题），引导来访者做出与个人对生活的渴望相一致的选择。叙事心理咨询在

一开始就让来访者挺直的坐着。这种平等是一种最初的姿态，许多态度紧随其后：

承认他们的权威，他们对自己生活的有用知识，在此基础上他们可以改变自己

的生活。这可以避免传统的治疗关系容易造成的对立情绪，更好地工作［9］。

2.2  建立良好的咨访关系

在咨访关系中，咨访关系呈现出的特定模式和特点受咨询师与来访者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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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位、角色、积极性、主动性等方面的差异制约［10］。强烈的动机、对故

事讲述持开放态度的来访者更容易从叙事心理咨询中获得帮助。而在关系建立

中，咨询师应当起主导作用，因此，对咨询师有特定的要求［11］。

在叙说治疗中，治疗师的工作是倾听并回应案主的叙述。通过自己的介入，

改变案主习惯用于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和习惯性的消极用语。借助询问、质疑、

解释、阐述及忽视等谈话技术，解剖案主的自我认识，挑战其对自己生命经验

的叙述，从而有助于当事人创造一个新的较为轻松积极的故事，并按照新的故

事去生活［12］。来访者要改变他们原有观念并体验到随之而来的成长，最重

要的因素是为自己做出与自己对问题和解决方案的看法（和观点）相一致的选择。

如果咨询师介入这一过程，这意味着他们将自己的诊断和解决方案强加给来访

者，从而使他的故事进一步边缘化。这就否定了他们可能性。叙事取向的咨询

师要避免这一过程。

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所迷住。后现代主义给我们的

启示是：理解这种着迷，并承认它是自己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不把自己的思想

看法凌驾于其他人之上，并且允许自己对世界的认识被那些吸引自己的人尽可

能地扩大。后现代主义不是要我们成为一个对一切都一视同仁的自由主义者，

而是建议我们尽可能优雅地走出自己的个人世界。也就是说，在咨询的过程中，

避免成为专家，同时承认拥有某些专业知识。每个人的知识都存在于他们的生

活经验中，而叙事治疗师经常提到他们与那些被类似问题困扰的人一起工作的

经历。这种经验可以称为专业知识，但它绝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权威。

3  叙事心理治疗中咨访关系的优缺点

叙事心理治疗中的咨访关系给来访者传递出信任，可以很好的避免阻抗的

产生，因为来访者可以相信，在咨访关系中自己是有能力面对问题的，对问题

不那么害怕，也就不会产生很大的阻抗。但它过于强调信任、平等，没有考虑

到来访者当下的状态最适合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又可能会引发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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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咨访关系的优势

叙事心理咨询很适合和受到主流信念压迫的来访者（比如女性和小孩）工作，

对他们而言，感受到对自己生活的选择权利于他们面对生活，对他们而言稀少

的非指导性关系，同咨询关系中传递的信念一起转化为他们应对被主流信念压

迫的底气。

当来访者被视为自己经历的专家时，来访者觉得会谈工作是有用的［13］。

当来访者意识到自己能够在问题上做出一些改变时，他们会感觉到力量［14］。

如果自己在问题上的改变可以通过某些方式（比如写信）给遇到相似问题的人

以影响，这种力量感往往能得到很好的巩固，让来访者能够更坦然的面对自己

的处境［15］。很好的避免了阻抗的产生。

生活中缺少深刻关系的来访者，可能对咨访关系产生依恋。叙事疗法提出

的解决方案是建立社区关系，打造和谐的团体，让人们可以相互支撑。社区成

员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感受到对方的存在，比如面临相同困境的来访者可以通

过咨询师作为中介的口头故事、信件感受到关系的存在；共同面对一个问题的

家庭、团队可以通过“共同面对问题”这一信念感受到关系的存在。在这个过

程中，来访者建立起有效的关系网络，能更好的回归到没有咨询的生活中。

3.2  咨访关系的局限

阶段性的关系变化可能是必要的。良好的咨询应该可以承受住关系的改变。

对于特定的来访者而言，最适合他所处阶段的关系是最好的，而非特定的方式

是最好的。我们期望来访者成长为一棵独立的树，但他走进咨询室时，可能只

会像没有根的藤蔓一样生存。在这样的情况下，坚持相信他现在是一棵大树或

许不是最好的选择。相信他终将是大树就可以了，在他开始生根之前，允许它

不是独立的，关系中呈现出更多的包容性，或许可以帮助来访者更快的走进大

树的生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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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叙事心理咨询中的咨访关系充分尊重来访者，把来访者当作自己生活的专

家，而不是用专业知识评判来访者的作为，这样的态度对在生活中受到主流文

化压迫的群体而言，是支持性的，可以帮助他们更好的应对自己的生活。对于

在关系中依赖性较强的来访者，在开始时这样的关系可能不是最有利于咨询的

进展的，对于这样的来访者，关系呈现阶段性变化，最终阶段的关系呈现为双

方都是“出笔直的坐着”可能是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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