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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1.1  基本资料

姓名：小王。

性别：女。

年龄：22 岁（就读于某医学院大三学生）。

家庭情况：独生子女，父母健在。

1.2  主诉问题概况

一年半前案主爷爷去世，家人在爷爷去世的时候由于考虑到案主正值考试

期间选择隐瞒。自觉发现异常，在于家人反复确认与对峙之后，得知爷爷离世

的事实。持续性地出现情绪低落、睡眠不佳、梦见爷爷等症状，一周前（距第

一次咨询）出现胸痛，眼皮跳等症状，睡眠情况不佳（已排除器质性因素）。

1.3  心身发展史

案主至今未患重大生理、精神类疾病，在爷爷去世后所发生的躯体症状均

已就医，已排除器质性病变可能。

1.3.1  家庭生活

案主为家中独生女，父母健在，上大学之前均与父母居住，爷爷去世前与

母亲关系较为亲密，两三天会与妈妈打一次视频电话，每次大约持续时间在半

小时左右。

在爷爷生前，来访者与爷爷保持书面信件交流，每个月一封，经常与爷爷

探讨人生哲理类的事情，由于爷爷的职业也是医生，而来访者所学专业也为医

学，故爷爷经常从人生上、职业上与来访者进行深入的交流，对来访的职业观、

人生价值观有着巨大的影响。

因为其爷爷过世之时家人选择隐瞒，之后的假期未归家，选择在医院实习，

自诉因为不想回去之后自己的情绪影响到父母。之后与父母的交流减少，来访

者自诉不知如何面对家长，虽可以理解家长的做法，可是又无法忘怀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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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者处于这种矛盾纠结的状态，所以选择尽量少的联系家长，如果和家长通

话也不会提及这件事情，从发生这件事情第一次咨询之前，双方从未谈过隐瞒

爷爷去世的这件事。

1.3.2  学校生活

案主在学校课业上的表现优异，热爱自己所学专业，与同学、老师相处融洽，

宿舍关系友好。案主自述，如果老师是年龄偏大的男性，案主与其交流时常有

紧张，担心自己令其失望的心理状态。

2  评估与分析

2.1  对初次晤谈时的心理概况分析

外观：案主衣着干净整洁。

行为：初次跟咨询师晤谈时，正襟危坐不敢乱动。

态度：个案初次见到咨询师时，显得有些焦虑，双手互搓声音微弱，然后

慢慢的能大方的回答咨询师所问的问题。

语言：不太爱表达，虽然愿意回答咨询师的所有问题，但回答较为简短。

表达方式多为形象化表达。爱用举例子，比拟比喻等方法表达自己的情绪感受。

情绪：个案初次见到咨询师有些紧张焦虑，但是当咨询师进行场面建构之后，

个案紧绷的情绪逐渐松解显得自然些。

专注：跟咨询师谈话时十分专注，回答的内容能够切合咨询师的问题。

认知：知道自己现在的状态比较糟糕但不知道如何调整，感觉在面对爷爷

离世这件事情上，十分矛盾纠结。

食欲睡眠：食欲不佳，睡眠欠安。

2.2  对初次晤谈时的心理概况

咨询师对此个案所形成的诊断为：

正常哀伤反应是一种正常现象，随着时间的流逝哀伤逐渐减弱。延长哀

伤 障 碍（Prolonged Grief Disorder，PGD） 又 称 复 杂 哀 伤（Complicated Gr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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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是指在失去亲人 6 个月后出现强烈的、持久的哀伤，对个体生理、心理

和社会功能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是一种病理现象超过正常失落哀伤 6 个月的

期限［1］［2］。本案主核心议题为“失落哀伤”，其爷爷离世至今已经一年半，

但其并未影响到来访者的社会功能与学习生活，主要影响方面在于来访者的情

绪。来访者与爷爷关系亲密，爷爷给与她许多指导与建议，更像是来访者的人

生导师，在爷爷即将离世时，来访者未能见到一面，这对来访者来说极为遗憾。

没能与爷爷好好说再见，导致其不知道如何转化这段关系，爷爷已经离世了，

那爷爷提供的教导是否还要遵循，如果再遇到需要交流的事情又应该去找谁。

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来访者，不知道爷爷离世之后如何面对爷爷给自己带来的

影响，是选择全部忘记还是继承。

父母这方面也极为复杂，尽管来访者认知上理解父母，可是这种遗憾一定

程度上是由于父母造成的，所以来访者也对父母心怀不满，这样理智与情绪的

冲突让来访者不知如何处理。

2.3  辅导策略

咨询师对个案进行，每周一次，每次 50 分钟的心理咨询。

有了上述的分析诊断之后，咨询策略如下：

（1）透过咨询，建立良好的咨询关系，提供一个安全信任和支持的力量。

（2）从正向的治疗关系中得以自由的表露案主内心世界。

（3）从咨询中带领案主探索。自己对于爷爷离世这件事情的情绪与认知，

重新整理与爷爷发生过的种种，对自己产生影响的事情。让来访者建立起自己

面对，失落哀伤等事件的应对方式。

（4）带领来访者探索，父母隐瞒此事。对来访者造成的伤害以及影响。帮

助来访者表达其对此事件的情绪。达到知情统合。

3  咨询过程

咨询过程以逐字稿形式进行呈现，力求真实还原咨询师与来访者咨询实际

互动过程。本文以第 11 次咨询中 15 分钟左右的咨询内容作为主要材料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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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1 那我有些好奇就是，你现在怎么看待说自己还有的时候会想起爷爷的这件事呢
Cl-1 嗯，我觉得挺好的
Cr-2 嗯
Cl-2 就是，你会感觉他还在，或者是怎么样的，那种
Cr-3 就是他

Cl-3
或者他就是，就是你把想爷爷融成一种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吧，可能以前是隔一周打
一个电话这个样子

Cr-4 嗯
Cl-4 然后现在呢，可能就是我在单方面的这种，想念

Cr-5
嗯，就好像是说以前跟爷爷的连接方式是一种打一次电话，现在呢就变成说有固定的
时间，或者每周会有一定的时间我们回去想他

Cl-5 嗯
Cr-6 嗯，好像这样子又建立起了另外一种链接的方式
Cl-6 嗯

首先，先问询来访者最近的状态，来反应来访者现在面对爷爷这件事的一

个状态。因为哀伤的结束不在于切断与逝者的联系，而是于以前不同的方式在

内心安置逝者［3］。故先与来访者探讨现在是如何安放死者在其心中的位置，

和来访者去对焦，从来访者与爷爷之间的关系入手，只有我们和一个人有关联

我们才能对其产生情绪，而对于关系的定义也影响到我们如果去觉察我们在关

系中的感觉。

Cl-7 嗯，首先还是挺痛苦的
Cr-8 嗯
Cl-8 因为一想到你一定会想到就是他不在的这个事实
Cr-9 嗯

接下来咨询师向来访者的感受与情绪深入，反应来访者在想爷爷这件事情

上的情绪。因为来访者说自己想爷爷，想爷爷就是在经历失落悲伤的这个过程，

所以目标是帮助来访者觉察她自己现在的状态活化其情绪。而痛苦是在面对失

落悲伤中较为常见的情绪，但由于此情绪过于强烈，会掩盖住其他情绪的体验，

故带领来访者先更为深层的情绪去体验。在哀伤辅导中，除了这个具象的人的

离去给我们带来的痛苦，还有对于这段关系的消失的失措，对突然意识到世间

无常的恐惧，这些都要建立在稳定的咨访关系下去带领来访者去觉察。国内学

者李彩妮［4］、王佳一［5］认为生命意义对死亡焦虑有负向预测作用，即讨

论死亡时越坦然、生命意义越高的大学生死亡焦虑水平越低，而提高个体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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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意义可间接降低死亡焦虑水平。所以在此咨询师需要点出爷爷离世这个事件，

借此可判断来访者现在面对死亡议题的态度。

Cl-9 但是我也说不清楚，就是有很难过的那个情绪在里面
Cr-10 嗯

这句话很重要，来访者能说出这句话是来访者开始向下去体会去经验自己

更深的情绪的指标，因为在失落悲伤中我们的情绪会很复杂，来访者在一点点

的去体会这种复杂的情绪，这也是来访者可以开始改变的指标，因为只有觉察

才有可能改变。

Cl-10
但也有就是，会那种，嗯，也会想笑，就是那种很，就是，嗯，很欣慰的笑还是很怎样的笑，
会觉得，啊嗯，挺好的，那种   

Cr-11 嗯

这句话来访者说的断断续续的，说明来访者在感觉，在体察，这种情绪很

复杂，来访者在之前没有认真的去体察过，现在在咨访关系下来访者可以去体察，

也是说明咨询的评估和干预都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在帮助来访者一步一步的去

向更深层去体察。探索未知的情绪是很痛苦很恐惧的，可是来访者有这份勇气

一个说明来访者与咨询师的咨访关系已经很稳固了，而且也代表着来访者有觉

察的准备了。

Cl-11 那个状态吧
Cr-12 嗯
Cl-12 反正也是一个两个对立的那种状态存在
Cr-13 嗯，那可不可以请你多说说，挺好的，会很欣慰的笑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在来访者说到两种对立的状态的存在的时候，说明来访者已经又更深

了一层去体察自己的情绪经验，可是在这里咨询师反应的不好，应再次反应的

是她这种对立的状态，去关注这种失落悲伤中很复杂的情绪经验，而不是向前

倒退了一步去问她欣慰的笑的事情。

其实这边应该更正为“嗯，那可不可以请你多说说看，反正也是一个两个

对立的那种状态的存在”因为我们在反应来访者的时候最好用来访者自己的话，

这样子来访者才不会觉得很奇怪，如果我们问出这句话，来访者就会更聚焦于

这种复杂的情绪，对自己的觉察也可以更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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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13 就是，嗯，知道他不在了
Cr-14 嗯
Cl-14 然后我忽然间想起他，就会感觉到很幸福，
Cr-15 嗯，就是好像爷爷给你带来的那种感觉还在
Cl-15 啊，还在，对就是那种很熟悉的感觉
Cr-16 嗯
Cl-16 还在
Cr-17 那种熟悉的感觉就会让你觉得很欣慰很幸福
Cl-17 就是很踏实，反正也会有很踏实的那种感觉
Cr-18 嗯
Cl-18 但是就是痛苦的话，就痛苦的话就是还知道事实的那个嘛

Cr-19
嗯，就好像是说爷爷离开的这件事情，这个事实会让我们很痛苦，可是好像爷爷给我
们带来的感觉还在

接着反应来访者的情绪，聚焦于来访者是爷爷给她带来的感觉让她感觉

很开心很幸福，其实可以看出来来访者还是在悲伤与开心这种情绪中摆动，

那这就是来访者之前提到的对立的那种状态，所以咨询师应该在 Cr-19 的

时 候 反 应 来 访 者“ 那 这 种 很 痛 苦 又 很 开 心 有 点 像 之 前 你 提 到 的 两 种 对 立

状态”。

Cl-19 对，你一想到还有很开心

Cr-20
嗯，好像一想到爷爷还是会很开心，因为好像可以给我们带来像很踏实，或者很欣慰
的这种感觉

Cl-20 嗯
Cr-21 可是一想到他不在了，我们又会很难过

Cl-21
嗯，就是那些仅有的那些记忆吧，就是每次想都是重复的想，但是一想到那是很开心
的那种  

来访者还是没有统整好，又再一次提到了开心，来访者还是一直在开心与

失落中摆动，其实此处也可以反映来访者的这种摆动。

Cr-22
嗯，就是每回想到这些以前和爷爷发生过很多开心的事情，还是会很开心，可是好像
突然又觉得好像就只有这些，不可能再有新的记忆了

Cl-22 嗯
Cr-23 一想到这里，又会反应到，爷爷好像不在了，就会觉得很伤心
Cl-23 对

Cr-24
所以好像是说，嗯，之前的记忆还在，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踏实啊，很开心，
可是好像，嗯，只有这些，没有办法再创造像和爷爷新的互动   

带领着来访者去觉察自己的这种摆动，这种复杂的情绪，不一定只是要以

一种状态去面对爷爷离开的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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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24 嗯
Cr-25 一想到这里好像会让我们觉得很失落
Cl-25 嗯，哎，忽然间有一点想哭 

来访者说自己有点想哭，这个很重要，其实这个时候的哭与来访者平时自

己的哭不一样，平时来访者的哭不一定知道自己在哭什么，可是在这个场域下，

来访者会知道自己在哭什么，可能是对爷爷的思念，可能是对再也不可能创造

新的记忆的失落，可能是会有对于有这样一段深刻的关系的感动，所以这个哭

是有治疗意义的哭。

4  讨论与总结

哀伤是一个人在面对丧失时的身心反应。失去亲人、失去未来某种可能性（恋

爱、升职、生育、结婚等）、身体缺损或功能丧失都会带来哀伤［6］。研究［7］

发现，在患者逝去的 6 个月内，约 6% ～ 25% 的丧亲家属符合哀伤延长障碍的

诊断标准，7% ～ 42% 的丧亲者会出现中至重度的抑郁症状且在丧亲 6 个月后

40% 的丧亲者无法建立新的世界观。

哀伤辅导是针对那些哀伤反应欠缺、延缓、过度或过久的人，协助他们辨

认和解决障碍并处理哀悼中的冲突。哀伤辅导为丧失提供了一个哀伤的过程，

协助当事人在合理时间内，引发正常的哀伤，以健全地完成哀伤任务［8］。大

量研究［9］［11］表明，哀伤辅导可以帮助丧亲者降低哀伤反应、促进对丧失

的接受与适应、减少精神心理和不良行为问题。

哀伤辅导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来访者会有许多种情绪交织在一起，哀

伤辅导中较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来访者情绪的活化但由于情绪过于复杂与痛苦，

需要咨询师提供支持性的环境帮助来访者去探索［10］。同等重要的还有给予

死亡制作属于来访者自己的意义。在此过程中，案主开始思考和整理在丧亲之后，

自己在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学到了什么，或者获得了什么经验教训［12］。

（致谢：本研究得到来访者的知情同意，在此感谢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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