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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ne case of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we adopted the focus solution consulting technique, 
that is, through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consultant and the client, we developed a new meaning, a new narrative, 
the focus of the consultation is not to explain for the client. Instead, it creates a meaningful and open feedback 
loop. Each kind of concrete focus solution consultation idea and technology has provided the brand-new visual 
angle and the operation in the crisis intervention, has helped us to obtain the good effect of th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in a relatively shor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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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心理危机干预中，我们采用了焦点解决咨询技术，即通过咨询师与当事人共同参与，发展出

新的意义、新的叙述，咨询的重点不在为当事人进行解释，而是创造一种有意义与开放的反馈循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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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具体的焦点解决咨询理念和技术，都在危机干预中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操作，帮助我们在较短的

时间内取得了心理干预的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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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大二女生 A，刚来高校就读时，知道全年级还有另一位来自老家的老乡 B，彼此家庭距离很近，彼

此专业也一样，于是两人在一开始就非常亲近，都互相很依赖对方。但是到大二后，A 发现 B 有点开始

疏远她，甚至在公开场合训斥她，虽然内心很难受，但是她仍然把对方视为自己最亲近的人，凡事都充

满关心，实习时帮 B 搬行李，知道 B 心情不开心时会放下自己手头的事赶去看她——但是，这一切都未

能让 B 想延续她们这段关系，B 感觉到的是厌烦和压力，甚至开始编谎话来回避和 A 见面。在反复思考

之后，B 很郑重向 A 提出了两人不再交往的决定。

A 对此决定无法接受，于是为了挽回关系，A 每天向 B 发送信息，表达了各种没有 B 自己无法生活

下去的勇气，然而 B 的决心非常坚定，所有信息一律不回复，终于导致 A 极度崩溃，后来向 B 发送的信

息中，表达了想死的愿望，B 有所劝慰，但是做回朋友的可能性依然为零。在一个深夜，派出所的巡防

队员在清冷的公园凳子下发现了酒醉不醒的 A.

对于学校方面，棘手的问题是两方面的：

一是 B 在前期的被纠缠过程中，身心俱疲，坚决不愿意再和 A 有任何往来；

二是 A 在不能达到 B 回心转意的目的之下，有轻生的意向。    

在此心理危机的干预中，我们采用了焦点解决咨询技术，即通过咨询师与当事人共同参与，发展出

新的意义、新的真实与新的叙述，咨询的重点不在为当事人进行解释，而是创造一种有意义与开放的反

馈循环系统。每一种具体的焦点解决咨询理念和技术，都在危机干预中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操作，帮助

我们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干预的良好效果。

2  焦点解决咨询技术：视情绪为当事人整体生活形态的一环

焦点解决咨询技术认为情绪的意义是与社会脉络相互建构而生，且与其行为、认知具有高度的交互

作用［1］。由于情绪无法独立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解释情绪的发生也就不能以简单的因果论去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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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每位当事人由于所处的社会脉络、主观诠释以及应对行动的差异，每位当事人对同一危机事件的情绪

反应程度与向度也都会有很大差异。除此之外，每位当事人由于各自的生活环境、个人价值观以及信念

具有独特性和差异性，因此他们对同一危机情况下的反应也不同。

在此危机事件中，A 的成长经历以及与父母的依恋关系对她现在的人际交往产生一定的影响。A 的

父母均为农民，文化程度不高，养儿防老观念很重，一直希望生个儿子，在连续两个女儿之后总算得到

了梦寐以求的儿子。A 是老二，没有受到父母太多的呵护和关照，虽然内心很渴望，但是大多时候都是

感觉自己被遗忘，从小与父母建立的是一种不安全的依恋关系。到了大学，渴求感情支持的她对 B 的关

系非常在意，也非常害怕失去，在彼此的交往中，一方面投入十分的感情，另外一方面又非常害怕失去

或被抛弃，故而视对方的任何需要都十分重要，无条件的满足。同时，A 也视对方任何的个人自由行动

都是想离开自己、抛弃自己的兆头，伴随紧张和追问。这样也导致了 B 对这种过分密切的友谊关系感到

压抑和窒息，急于想抽身逃开。故而，A 所面临的问题正是由于小时候缺爱，内心始终有一种“匮乏感”，

导致长大后对友谊关系“补偿过度”。

3  焦点解决咨询技术：聚焦并看重当事人在危机中自发的生
存之道

焦点解决咨询技术确认当事人承受痛苦的方式，看重当事人与问题共处时的“自我照顾”方式，即

哪些自我照顾方式特别有效？个人所拥有的资源与信息是什么？

在知道 B 要结束这段友谊的决定之后，A 一直沉浸在痛苦之中，也有很多极端的方法，比如，追到

B 的老家去挽回，反复发短信祈求或是威胁，甚至表示如果不能挽回友谊的话，会用极端手段去伤害 B，

并结束自己的生命。

在这些极端甚至危险的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到哪些正向的信号？至少到目前为止，她还安然坐在我

们的面前，生命还在；至少从事发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她没有实质性的伤害她人或自己；至少

她是一位非常重感情、可以信赖的人。

……

种种的至少，让我们从她身上看到了，她有着非常努力的想要照顾好自己的愿望，这样的愿望难能

可贵，也是一种重要的资源。所以，在与 A 的沟通中，我们表达这样的意思：“这么长时间以来，你一

直身处痛苦中，难以解脱，你虽有伤害她人和自己的想法，但是却并没有这么做，说明你很想照顾好自己，

这一点非常难能可贵。你是怎么做到的？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来想想办法，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让自己好

受一点，可以去替代伤害自己的方法”。

具体深究 A 日常行动中所蕴含的生机。我们会询问：这件事的发生对你影响很大，但是你早上是如

何让自己起床的？如何面对新的一天？这对你来说困难吗？你是怎么帮助自己做到的 ?

在探讨“你是怎么做到的”“有哪些资源可以被你所用”时，A 告诉我们，她在最痛苦的时候，她

会长时间的给自己非常温柔可亲的姐姐打电话抱怨和倾诉。在危机干预的解决过程中，我们见到了她的

姐姐，确如 A 的描述一样。这个资源的使用，是 A 无意识的或是偶发的。通过干预，A 意识到自己身边

拥有一些资源是可以在困难时候利用的，自己曾经偶然的行为挽救了自己的生命，以后如果遇到自己不

能承受的痛苦时可以寻求正确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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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焦点解决咨询技术：重新建构即重新正向诠释，赋予新义

焦点解决咨询技术认为所谓的顿悟、诠释与再架构，只不过是让当事人重新讲述及重新创造故事而

已。因此，咨询工作的努力，正是让当事人可以进行重新讲述及重新创造生命故事的过程。通过重新讲

述及重新创造生命故事的活动，当事人将感受到自己是一个正在改变中的人，进而产生改写生命故事的

能力与意愿，也将会塑造、再塑造、再协商以及再修改当事人与周围人的关系。因此，当事人可以走出爱、

婚姻、离异等创伤事件而迈向新关系与新生活。

A 与 B 的友谊结束，在 A 看来是不可承受之重，是一种重大的丧失，是感情被欺骗和被利用。援用

社会建构论的观点来看，危机或压力不是客观的，而是 A 在其主观世界中知觉自己被挑战到能力的极限，

而使个人无法应对，以致观点、自信以及与人的关系等皆无法以旧有的模式运作。所以，A 的主观世界

也不免会同时建构出敌意、威胁和愤怒等情绪。因而在短时间内，A会相当强烈的焦虑于她的世界被破坏，

惶恐于她的社会建构被摧毁，而被负向情绪所充满。如此的认知，势必导致情绪的崩溃。

故咨询师在介入危机干预的工作中，着力于与A共同建构出另一种“真实的感受”，相信一旦A对“现

况的感受”被解构，将会打开一个先前并未意识到的新可能性的所在，从而发展出来新的意义、新的真

实与新的叙述。

在对 A 进一步的咨询中，A 仔细回顾了与 B 交往的很多细节，两个人总是粘在一块，没有太多的个

人时间，甚至忽略了与身边很多同学的交往，曾经 A 有一位喜欢的男生，也是因为 B 仅仅一句话的评论，

A 就停止了与男生的交往，现在想来有点遗憾。回头看待这段友谊，A 开始认识到或者说对这段关系的

结束开始赋予新义：如果一定要结束这段友谊，那么除了遗憾，她并非都是损失，她开始有时间去结识

或者交往其他的同学，而并非在大学期间仅限于有这样一段友谊，

同时，针对 A 同学所具有的轻生意向，我们帮助她认识轻生本身的意义，即重新建构自杀行为是一

种“结束事件”的手段，而不是“结束生命”的手段，那么“结束事件”的痛苦除了结束生命之外，还

有很多种方式可以选择。引导 A 同学思考自杀之外结束痛苦的可行性方案。

我们在让 A 同学重新讲述的过程中，重新创造了故事，从而对所发生的一切赋予新义并带来希望感，

自然而然使 A 同学将负向情绪转化为对生活产生更为乐观自信的期待。

焦点解决可以切实帮助处在危机中有情绪高度张力的当事人在会谈后能够冷静地知道现在该采取什

么措施来改善目前的情况，让他们明白面对困境时他们可以利用哪些资源进行应对。

4  总结

焦点解决技术认为，历经危机是个人决定如何茁壮、不断改变的机缘。除了适应于接受危机带来的

改变外，危机事件也为让当事人提供茁壮成长的机会，因为历经危机的辛苦也是一种“令人成长的疼痛”，

为当事人扩大自己智慧与能力提供了成长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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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空技术理论与应用”专栏·编者按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场合谈到中国传统文化，表达了自己对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价值体

系的认同与尊崇。他明确指出：“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

 

自明以降，西学东来。至晚清，西方之学术随坚船利炮撞开久闭的国门，灌输于中土。又历百年，

中华原本之文化精髓，反成小众。 西方文明重于外在、强于精准、利于传播，然其思想深度，则有不逮。

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则以修炼内在为先，“诚意”“正心”之后，方得“修、齐、治、平”。

然而，我们的文化正因为过于深入，以至言语道断，仍不尽其意，能领悟多少，全凭每个个体的根气与悟性。

故此难以传播，反成其殇。

 

心理学发展历时百余年。从最初研究“心理现象”，到后来弗洛伊德提出潜意识假说，再到荣格提

出集体潜意识，是一个由外而内的探索过程。然而，这些内在的探索，实则是将东方思想用西方学术的

术语进行了表达。并且这些表达，并未能触及东方思想的究竟。换言之，于“心”之根本，所涉及之深

度尚有待发展。近些年，中国的心理学家们在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治疗道路上做了大量探索，也

取得了积极的成就。移空技术便是其一。

 

移空技术的提出者刘天君是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中德班一期学员，中国

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注册心理督导师；其深谙中医“治神”之理，又博览现代心理学各大流派，

思想所涉之深度，非止心理，甚而见性。移空技术首发于 2008 年第五届世界心理治疗大会，2010 年入

选国家支撑计划课题“十种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技术的规范与示范研究”。这项技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

化精髓，借现代科学标准化步骤予以表述，初步探索出一条属于中国文化、也更适合中国国民的心身治

疗途径，以期既解决传统文化不立文字、口传心授、不易传承之殇，又解决西方学科形而不神、难涉本心、

深度有限之弊。

 

移空技术于内取道家修行技术中“存想”与“入静”二法，于外则以现代科学的思路，将治疗过程

分为十个标准化的操作步骤，既保留中国传统文化所能达到的心身境界，又让境界提升的过程具体可操

作。故此项技术之前景可期大观。2020 年 6 月，移空技术研究院成立，目前已建立科研、教学和督导三

大体系，逐步将这项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心身治疗技术向学界乃至社会推广。

 

综上，我们在此为移空技术辟一专栏，但求共同为中华文化之璀璨添一束光芒。本专栏主要发表移

空技术的案例以及相关的理论文章、科研报告；也欢迎同仁对已发表的案例及文章进行研讨，且酌情请

资深专家点评；以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群策群力促进移空技术发扬光大，立足中土，走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