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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Yikong skill, the symbol is the expression of the target symptom.In this paper, two cases of 

Yikong skill show the process of guiding symbols from target symptoms. The first case is the somatic symptom 

of negative emotional anxiety — the feeling of chest tightness, and the leading symbol is a fish silk thread tied to 

the heart.In the second case, the target symptom was negative emotional irritability, and the guiding symbol was 

the “ding Dong” doorbell that caused the visitor’s irritability.The first symbol is the direct expression of the target 

symptom, while the second symbol is the expression of the life event that causes the target symptom and also 

the indirect expression of the target symptom, showing the diff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arget symptom 

and the symbol.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rget symptoms and symbols 

through two cases of Yikong skill, so as to further explore the multiple and multipl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arget 

symptoms and symb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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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移空技术中象征物是靶症状的表达。本文的两则移空案例呈现了从靶症状引导象征物的过程，

第一例的靶症状是负性情绪焦虑的躯体化症状——胸口的憋闷感，引导出的象征物是捆住心脏的一根鱼

丝线；第二例的靶症状是负性情绪烦躁，引导出的象征物是引起来访者烦躁情绪的“叮咚”门铃声。第

一例象征物是靶症状的直接表达，第二例象征物是引起靶症状的生活事件的表达，也是靶症状的间接表

达，显示了靶症状与象征物的不同关系。本文旨在通过两则移空案例初探靶症状与象征物的关系，起到

后续进一步探讨靶症状与象征物之间多种及多重关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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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1.1  个案基本情况

来访者，女，四十岁左右，全职，硕士。中科院心理所“新冠疫情创伤疗愈本土化心身支持公益项目”

来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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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家庭情况及重要生活事件

三年前来访者父亲去世后就常常感到很焦虑。尤其中午休息时间为甚，中午需要休息但又不敢睡觉，

一但睡着就会焦虑地憋醒，感到很难受。

母亲现在癌症晚期，跟来访者住在一起，来访者白天工作繁忙，晚上需要抽出一些时间照料母亲。

虽然每天晚上才面对母亲，每次照料时间也不长，但每天晚上妈妈会来按门铃，门铃声“叮咚”一响来

访者就很烦躁。

2  分析和评估 

2.1  评估

初次访谈中对来访者进行评估。来访者意识清晰、表达流畅、有自控力，所述问题中有较明显的靶

症状，有一定的感受力，适合应用移空技术进行治疗。

2.2  分析

移空技术直接针对的是来访者的负性感受，“由治疗师指导来访者充分运用意识的想象功能，先将

所需要解决的心理障碍、心身疾患的症状象征性物化，并放入为其量身打造的承载物，而后在不同的心

理距离上反复移动置放了象征物的承载物，使二者在移动的过程中逐渐变化乃至消失，从而缓解或消除

症状及其影响”［1］。移空技术并非直接干预症状，而是用象征的方法解决问题，先将来访者的负性感

受即靶症状落实为象征物，针对靶症状的象征物构建得准确与否，对疗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3  目标与计划 

向来访者介绍移空技术，为后续移空治疗做准备。移空技术一次处理一种负性感受，选择当下对来

访者影响度最大的、最想处理的负性感受作为靶症状，第一次处理来访者父亲去世后持续的焦虑情绪，

第二次处理来访者每天需要照料母亲的烦躁情绪。移空技术可做多次，直至来访者已无明显的负性感受。

4  过程

与来访者共做了 2 次移空治疗，第１次初次访谈后接着就做了移空，第２次做移空治疗是三周以后，

每次以视频方式进行 50 分钟左右的免费治疗。

4.1  第一次治疗

来访者现在一到中午就会感到焦虑，中午睡觉或者不睡觉都会很焦虑。跟来访者确定本次处理的靶

症状为负性情绪焦虑的躯体化症状——胸口的憋闷感，问题影响度分值：7.5 分。

从靶症状引导象征物过程摘录——

咨：中午感到焦虑的时候，身体上是哪里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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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是心里难受，是胸口的憋闷感。

咨：是哪种闷？比如是胸口被堵住的闷还是被绕住的闷还是其它？

访：就很憋闷吧。

咨：那个让你憋闷的是什么东西？把让你憋闷的那个东西想象成一个具体的物体。

放松地去感觉一下，也许它能自然地浮现出来。

访：好像有一些东西压着，好像很想舒展开来。

咨：嗯，它让你舒展不开来。

访：可能有个口子放松出去就舒服了，就可以睡着了，不然就好像一直抓住这样的。

咨：对对，抓住你胸口的是什么东西？让你舒展不开来，就是那个东西……

访：是个绳子。

咨：嗯绳子，多长一段绳子？

访：多长啊，不知道。

咨：是什么样的绳子？麻绳还是草绳还是别的？

访：也不是很粗吧。

咨：不是很粗，是有多粗？

访：比较韧，其实挺细的。

咨：嗯其实挺细的，比较韧。什么颜色？

访：白色的，比较透明的。好像鱼丝线那种。

咨：哦，鱼丝线，就是很细、很韧。是一根吗？

访：是透明的，也不是一根。

咨：是几根？

访：可能是？如果中间是个心脏的话，那可能捆住那个心脏吧。

咨：嗯，把心脏捆住，绕在心脏上面。

访：对，我也不知道大概多少米。

咨：哦。

访：因为心脏也不大，但也不会捆得很紧。

咨：嗯。

访：稀稀疏疏地捆着。

咨：稀稀疏疏地捆着。不规则地捆吗？间隔有多大？

访：不规则的。间隔就一个指甲左右。

咨：哦，一个指甲左右。有交叉吗？

访：有交叉，不规律的。

咨：就像鱼丝线粗细，比较韧，是白色的还是透明的？

访：介于白色和透明之间的。

咨：嗯，是一根线捆着还是有几根线捆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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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一根。好像端午节扎棕子。

咨：哦哦，好形象。

访：但是棕子那个线比较粗，这个比较细。

咨：捆得也不是很紧，但是又能感觉出那个力度。

访：对对，也会勒出浅浅的一个痕。

咨：哦浅浅的一个痕。这根线大概有多长呢？

访：一个手臂那么长，1 米左右。

咨：这根线有多重呢？

访：不重。但比缝衣服那种线要重，要粗。

咨：这根线新的还是旧的？

访：新的。

咨：这根线闻上去有味道吗？

访：没有。

象征物为一根捆住心脏的鱼丝线。接着引导承载物，承载物是一个圆柱形透明的玻璃瓶。玻璃瓶高

5 厘米，直径 2.5 厘米，厚度 3 毫米。有灰色的橡胶盖子，是压进去那种。玻璃瓶重量 50 克，表面无其

它标识，里面装有一些生理盐水。

将象征物鱼丝线装进承载物玻璃瓶，并移动玻璃瓶，最终移至玻璃瓶消失。

来访者反馈“心脏没有绳子绑了，不再白白的，心脏有粉红色了，有回血的感觉。”

后测问题影响度分值：2.8，达到显效。

4.2  第二次治疗

来访者晚上需要花一些时间照料妈妈，每天晚上妈妈来按门铃的时候，门铃“叮咚”一响来访者就

感到烦躁。

本次处理的靶症状为负性情绪烦躁，问题影响度分值：8.5。

从靶症状引导象征物过程部分摘录——

咨：现在能想起那种烦躁的感觉吗？假使现在妈妈正在按门铃。

访：等一下真的有可能按门铃，因为她们看见我在家就会按门铃。

咨：可能马上就会来按门铃，感觉一下这个烦躁在身体上是哪里不舒服？

访：就好像一按的话，我就是胸口那里冲上来吧。

咨：胸口，冲上来。

访：就好像有东西吓了一跳，其实我知道每天晚上都是那个时候会按铃，我是知道的，但是每天晚

上按那一下……

咨：按的时候还是胸口那里吓了一跳，是这个感觉。

访：对，就好像被什么东西突然间吓了一跳，然后心脏离了一下。

咨：被什么东西吓了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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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被什么东西？铃声啊。

咨：被铃声吓了一跳。

访：就是铃声一响，我就会想到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咨：就是听到那个铃声就会吓一跳。

访：对啊，就像一个小兔子一样很怕吵的，听到一些声音就很警觉地吓了一跳。

咨：胸口那里惊了一下。

访：对。就是耳朵一听见，就是那个声音吓到我啊。

咨：嗯，就是那个声音。

访：对。

咨：我们就做那个声音。什么样的门铃声？

访：声音也行吗？声音不能装啊。

咨：有办法的。你说那是什么样的声音？

访：是个电子的铃声。

咨：怎么样的铃声？发出来的是……

访：叮咚，叮咚。

咨：几声？

访：叮咚，她一般只按一次，如果我没反应，她就按多几次，叮咚、叮咚。

咨：这个叮咚的声音，是吧？

访：是的。

咨：把这个叮咚的声音录下来，你用个什么东西把它录下来？

访：录下来啊，不要了吧，我那么怕。

咨：把它移走呀，录下来移走。

访：用手机。

来访者用自己的一个不用的手机来录音。手机的牌子是 OPPO，金色的。手机重量 50 克。长 15 厘米，

宽 10 厘米，厚度 0.6 厘米。手机里有个录音 app。让来访者用手机录下妈妈按门铃的“叮咚”声。在想

象中完成录音并把操作的具体过程告诉咨询师，来访者把“叮咚”的声音录了三遍。

承载物是来访者以前用的一个盒子，长方形，长 15 厘米，宽 10 厘米，厚 5 厘米。黑色并有一圈拉链。

盒子表面是皮的，里面有塑料夹层，衬里是布的，最里面还有一层网。盒子刚好装得下手机。盒子表面

是亚光的，较光滑。表面印了一些英文字母，字母印在右下角，是金黄色的。来访者补充说这个盒子是

旧的但对自己很有意义。

将录下声音的手机装进盒子，并移动盒子，后移至手机消失，将空盒子移回。

来访者反馈：“挺平静的。其实只要心情好的时候，听见门铃声是没什么烦躁感的。心情很差、很

焦虑的时候，就很烦躁。现在觉得就普通的一个铃声嘛。”

后测问题影响度分值：3，达到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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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讨论与思考

5.1  对案例的评价

针对来访者的负性感受共做了两次移空治疗，第一次处理的靶症状是负性情绪焦虑的躯体化症

状——胸口的憋闷感，象征物是一根捆在心脏上的鱼丝线，问题影响度分值从 7.5 降至 2.8；第二次处理

的靶症状为负性情绪烦躁，象征物是录下“叮咚”门铃声的手机，问题影响度分值从 8.5 降至 3，按照

移空技术的疗效评价，两次移空治疗均达到显效（影响度分值下降 2/3 及以上）。

5.2  对靶症状和象征物关系的思考

移空技术所针对的症状，指的是来访者的负性心身感受，移空技术原则上一次处理一个症状，如果

有两个以上的症状就选择对来访者影响度更大的一种进行处理，也就是靶症状。

移空技术是用象征的方法处理问题，用象征物来表达靶症状，移空技术并不直接处理症状本身，而

是处理靶症状的象征物。因此首先要将来访者的靶症状落实为象征物，这是进入治疗阶段的首要环节。

所以如何构建出靶症状的象征物，构建的象征物是否准确表达靶症状，将直接影响移空技术的疗效。

构建象征物是一个咨询师与来访者的互动过程，来访者自己给不出象征物，需经咨询师引导出来，

咨询师如何提问引导出象征物是移空咨询师必备的专业能力。文中第一个案例来访者要处理的症状是负

性情绪焦虑，咨询师首先询问焦虑情绪的躯体化症状，“当你中午感到焦虑的时候，身体上是哪里不舒

服？”，来访者回答“是心里难受，是胸口的憋闷感”，确定了本次处理的靶症状是焦虑的躯体化症状——

胸口的憋闷感，再询问可能引起相应感受的具体事物，比如：“让你感到憋闷的是什么东西？”。通过

一系列的询问激发来访者的联想和想象，使来访者得以用具有物理属性的具体事物的形象替代靶症状的

概念，最后引导出的象征物是一根捆在心脏上的鱼丝线。这也是临床应用中一个常用的提问思路，将负

性情绪的躯体化症状作为靶症状，而后通过躯体化症状的具体感受以及可能引起相应感受的物理因素，

引导出相应的象征物。移空技术的理论背景是依据中医心身一体的整体观，症状中通常既包含心理因素

也包含生理因素，心理症状即负性情绪常常在身体上也有一个表达即躯体化症状，这时就贴着来访者具

体的身心感觉来问，这样引导出的象征物跟靶症状较为贴近，是靶症状的直接表达。第二个案例的靶症

状是负性情绪烦躁，来访者无明显和明确的躯体化症状，来访者陈述“就是铃声一响，我就会想到不会

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就是那个声音吓到我啊”，于是将“叮咚”的门铃声录下作为本次移空要

处理的象征物，这个象征物是引起靶症状烦躁情绪的生活事件的表达，是靶症状的间接表达。移空技术

强调区分负性感受与引起负性感受的生活事件，原则上移空技术的象征物应该是靶症状的象征物，如第

一个案例，而不是引起靶症状的生活事件的象征物，如第二个案例，但实际应用中不少来访者往往分不

清楚这两者，给出的象征物是生活事件而不是靶症状，或者是两者的混合，由于靶症状与引起靶症状之

生活事件的关系也紧密相关且较为复杂，完全分离清楚这两者时常并不容易，所以构建准确表达靶症状

的象征物固然很重要，但包含有生活事件的象征物，甚至仅仅是生活事件的象征物，也并非不可用，尤

其在一时无法顺利引导出靶症状的象征物的情况下，如第二个案例取引起靶症状的生活事件作为象征物，

同样也有效，而且这个方法也较为方便和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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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探讨靶症状和象征物多种关系的意义

以上通过两则移空案例呈现了靶症状与象征物之间的不同关系，第一例象征物是靶症状的表达，靶

症状与象征物是直接的关系；第二例象征物是引起靶症状的生活事件的表达，靶症状与象征物是间接的

关系。但靶症状和象征物的关系远不止这两种。象征物本身就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象征物需要借助一

个关系来表达靶症状。靶症状与象征物的关系有多种，例如直接、间接、类比、因果、联想等等，如胸

闷的象征物是块压在胸口的石头，这是引起靶症状的原因。头痛的象征物是头里面一片发炎的毛细血管，

这是靶症状部位的象征性表达。因恐惧而导致腿发软的象征物是布的玩具腿，象征物与靶症状是类比的

关系。把老虎作为严厉父亲的象征物，是对靶症状的联想。而靶症状和象征物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单一的，

常常是多重的，如胸闷的象征物石头既是引起靶症状的原因，也是靶症状的直接表达。老虎作为严厉父

亲的象征物，既是对靶症状的联想，也是引起靶症状的生活事件的表达。即便是同一个象征物，在不同

的案例中与靶症状的关系也是不一样的，靶症状和象征物之间要进行互参。进一步探讨靶症状和象征物

之间的多种和多重关系很有必要。总得来说，靶症状和象征物的关系越紧密、相关性越大越好，对疗效

也会有不同影响。引导靶症状的象征物在移空技术的十个操作步骤中是很重要也是较难的一步，咨询师

如果学会辨析和掌握靶症状与象征物之间的多种关系，有助于咨询师围绕靶症状进行提问时，有更多的

角度、更有针对性，同时也更容易引导出适合不同靶症状、不同来访者的象征物。也可以延伸探讨与靶

症状有不同关系的象征物对疗效带来的不同影响。本文旨在通过两则移空案例初探靶症状与象征物的关

系，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发同行对靶症状和象征物之间多种关系的进一步探讨和研究，总结出

一些规律，相信能帮助咨询师更好地应用移空技术。

（本案例公开发表获得来访者知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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