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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是运用移空技术处理一例恐惧情绪的案例报告。来访者主诉恐惧、害怕被批评的情绪一直伴随自己，只

经过一次移空咨询即达到临床痊愈，后续随访疗效稳定。本文重点呈现了移空咨询中象征物的存想过程、对

象征物的处理，以及将置放了象征物的承载物在心理距离移动至空的过程，体现了在具象思维作业状态下，

随着移空操作的进展，来访者心身状态的自然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带来的症状改变和认知、行为改变。本文

对具象思维作业状态的自然动力作用进行了简要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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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1.1  个案基本情况

来访者：女，50 多岁，在职，已婚。对移空技术有一定了解。 

1.2  家庭情况及重要生活事件

来访者自述生活中一旦想到自己被批评或评价时，经常会感到很难受，行动力变弱。来访者说自己

常把事情的结果想得很糟糕，导致不知所措，退缩不敢动，但不太清楚自己是怎么了。后来访者在一次

中医讲座中，听到一个案例与自己的情况相似，于是确定自己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害怕被批评时产生的恐

惧情绪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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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评估与分析

2.1  评估

2.1.1  咨询师对来访者的感性认识

来访者衣着合适，头发干枯，面色较为灰暗，缺少血色和光泽。身体拘谨，眼神迷茫，表情平淡，

情绪较为平稳。

2.1.2  风险评估 

来访者对自身的情绪、主观想法及生活事件表述清晰，自知力、自控力正常，感受性良好。咨询师

评估，来访者不存在精神障碍倾向，不存在自伤或伤人风险。

2.1.3  是否适合做移空咨询

经初始访谈了解，来访者有明确要解决的问题，问题能落实为明显的负性感受，具象思维能力良好，

适宜于做移空技术。

2.2  分析

移空技术将来访者的问题落实在靶症状上，本个案表现为强烈的恐惧情绪体验。如经过移空技术有

效处理，来访者的恐惧情绪有可能得到有效缓解或消除，来访者应可在“可能被批评”这样的想法发生时，

不再有强烈的恐惧情绪体验发生，也因而可以改善来访者对类似事件的认知和行为反应。

3  目标与计划

移空技术的治疗目标是通过结构性操作引导来访者达到心理空境——没有问题的地方。

本个案来访者主诉是恐惧情绪，咨询师指导来访者放松后将意识聚焦于当下的恐惧感本身，在具象

思维中将恐惧感存想为细节明晰、有具体形象、能摸到、能嗅到、有重量、有温度……具有鲜活的心理

现实的象征物。然后为象征物量身打造适宜的归处——承载物。再指导来访者在具象思维中对象征物和

承载物进行变革和干预，最终将二者在心理距离移动至空，以此缓解、消除来访者的恐惧情绪及其影响。

4  过程

本次咨询共一次，含初始访谈和移空技术，时长 90 分钟。 

4.1  初始访谈

来访者正在学习移空技术，对移空技术有一定的了解并非常信任，且有处理自己负性感受的主观意

愿，是有利于治疗的重要因素。来访者在学习过程中接触到咨询师，对咨询师有一定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咨访关系较好。

咨询师充分了解来访者的诉求，并与来访者确认其当下有明显的恐惧情绪体验后，就直接进入了移

空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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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移空咨询过程 

4.2.1  指导三调放松 

第一次三调放松的目的是让来访者达成身心统一的放松和平静，从日常状态自然过渡到适合于移空

技术的作业状态。 

三调放松结束后，来访者表示感到心身轻松、平静，意识清爽。

4.2.2  确定本次咨询的靶症状

来访者自述一旦想到可能被批评时，就“不敢动弹了”，这种感觉很像是即将要面临巨大的威胁，

主要情绪体验是恐惧，这与来访者现实中行为受阻的体验很一致，也与来访者当下整体心身状态相吻合。

经与来访者商定，将恐惧作为本次咨询的靶症状，恐惧情绪对来访者造成的负性影响为 10 分。

4.2.3  存想象征物

咨询师引导来访者体会恐惧情绪时，来访者反馈自己当下的状态像是“在犄角旮旯蜷缩着、不敢动

弹”，来访者对自身状态的描述很像是在面临很恐惧的事物时的反应，于是咨询师问来访者是否感到有

什么东西让她感到害怕？来访者脱口而出：是一个大老虎！之后便对这个大老虎进行了深度存想，存想

过程顺利。

对话摘录：

咨：你一般是什么情况下会有这种恐惧？放松点哈。

访：我也说不出来。

咨：嗯，放松些，慢慢体会一下，感觉那个恐惧从哪出来的？

访：就是很害怕。

咨：嗯。

访：好像是害怕被说吧。被我妈说应该是。

咨：嗯。

访：然后就无所适从的那种感觉。

咨：嗯嗯，就你妈一说你，你就会有害怕，感觉无所适从。

访：就是没等她说我的时候，我就已经在那儿害怕了。

咨：哦，只要你想到可能会被你妈说，你就会害怕了。

访：对，就担心，然后就不敢动弹了。

咨：担心，然后就不敢动弹了。你体会在这种担心和不敢动弹的时候，身上或心里哪儿最不舒服？ 

（停顿 10 秒）

访：不敢动的时候就……就感觉自己蜷缩着。

咨：嗯。

访：在哪一个犄角旮旯，然后什么的地方，就想把自己藏起来。

咨：嗯，主要就是感觉自己蜷缩起来，在一个犄角旮旯……这样子的话会让我感觉你好像在面临一

个什么很恐惧的东西，是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吗？

访：是一个大老虎！就是马上就会有一个大老虎扑过来的那种感觉，就是像一个人，她应该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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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我妈，然后她就像一只大老虎虎视眈眈的那样。

咨：哦，一个虎视眈眈的大老虎，就你妈要批评你时，带给你的这个害怕的感觉就像一个虎视眈眈

大老虎马上就要过来了。

访：对

咨：好，多大个大老虎？是成年老虎还是哪种？

访：成年的。

咨：成年的，它有多大个？

访：多大个儿？

咨：嗯。

访：能有……能有 200 斤。

咨：哦，200 斤，嗯，你直觉中这只老虎它长啥样就啥样，它可以长得四不像，但是你可以把它叫

老虎都行哈。你看一下它皮毛的颜色，从脑袋那儿开始跟我说 。

访：脑袋就是虎的那个花纹吧。但我看不见脑袋上一个王字，我就能看到……我看不到它的脸……

咨：老虎脑袋上没字是吧？

访：嗯，我现在能看到它的侧身，侧身就是它两个前爪是立着的，然后后面是蹲着的，就那样斜坐着。

咨：哦，斜坐着，是那种精干的还是胖乎乎的？

访：也不是精干，也不是胖乎乎，它俩折中的那样，就是不是那种看上去特别有力量的那种

咨：它对你有伤害性吗？

访：……（迟疑的感觉）

咨：可能有吗？

访：我觉得有，就是因为我一想到那个害怕它的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就很恐惧。我就觉得……

咨：你害怕它啥？

访：害怕它……害怕它过来咬我。

咨：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可能过来咬你是吧？

访：对，不知道。

咨：行。你看看它这个花纹，它是那种一道黑一道黄的那种吗？

访：对， 就是一道黑一道黄的。然后那个间隔的那个就是黄毛的那部分。

咨：这个一道一道的大概都有多宽？

访：我能看到，它后背脑袋上斜着的应该是三道黑。

咨：三道黑。有多宽呀，一道一道的。

访：多宽？一道中间能隔。5 ～ 6 厘米。

咨：隔 5 ～ 6 厘米，好，你现在看看它脸能看清楚吗？

访：我得转过去能看到它脸……

咨：你看它有没有那个呲出来的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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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存想承载物

存想承载物较为顺利，承载物为 2 米长、1 米宽、1 米高的铁笼子，由横竖铁柱交织而成，铁柱粗 3

厘米，铁柱表面有锈，重 260 斤。

这个铁笼子作为象征物—老虎的承载物来说，装载、承载力都够用，承载物与象征物较为匹配。

承载物存想过程中，来访者逐渐呈现出轻松的神情。

4.2.5  画图（见图 1、图 2）

图 1  象征物

Fugure 1 The symbolic object

图 2  承载物

Fugure 2 The symbolic carrier

4.2.6  三调放松

画图之后，咨询进入动态操作阶段，移空技术的动态作业亦是在感知觉层面（具象思维作业状态）

工作，故再次以三调放使来访者身体和意识均处于放松状态。

4.2.7  将象征物置放于承载物

三调放松后，咨询师指导来访者对老虎和笼子进行了仔细观察和清理。之后，来访者用水枪给老虎

进行全身冲洗，又对笼子进行了加固改造和清理。来访者在安置老虎的过程中，给老虎打了两次麻醉针，

给笼子底部铺了木板和稻草。

将老虎置放于笼子中后，来访者反馈自己感到很舒服，并能以轻松的语气和咨询师交流。

对话摘录：

访：就它在笼子里头我太舒服了。

咨：嗯，看着它在里头你心里可舒服了。

访：嗯，可舒服了

咨：然后你看还需要做什么加固处理吗？还是就这么移？

访：给它垫个板儿吧，它搁里头是躺在那上面，给它垫个木头板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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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行，多厚个木头板？

访：多厚？两三两三厘米、就两厘米的一个板，木头板。

咨：好，行，你垫好了没？

访：就整个就给它铺到底下跟那个笼子底是一样的大小。

咨：好

访：垫好了，再给它整点啥，让它舒服点儿呢？

咨：行。

访：整点草吧。那种稻草给它铺上稻草了。

咨：嗯，你铺，铺好了？

访：嗯，好了。

咨：好了。现在能移不？

访：能。

咨：行，你现在把它放在眼前。

访：它在里边总动，我给它扎一个安眠针儿。

咨：（嘿嘿笑）行。

访：（嘿嘿笑）

咨：你扎。

访：那就躺着，好了它就搁那躺着。

咨：躺着了。现在放在眼前。

访：（停顿 10 秒）它又起来了，我再给它扎一针。

咨：行。

访：（笑）好了。

咨：这回好啦。

4.2.8  移动过程

（1）初始移动 

初始移动在眼前到 5 米之间来回移动，来访者反馈，向远移感到轻松，向近移感到不舒服，初始移

动顺利。

（2）可见移动

可见移动中，来访者反馈可以移动但移动得比较慢。在不同心理距离上反复移动到达 80 米时，置

放了老虎的铁笼子下方铺出了一条路，随着移动得越远，路也铺得越来越远。咨询师告知来访者，可以

不管那条路，只看铁笼子是否移到了指定的距离就可以，之后的移动较为顺畅。

移到 300 米时，来访者反馈铁笼子忽而能看见忽而看不见，几乎是一个发光的小亮点，移到 350 米时，

亮点更亮了，来访者说心里面觉得越来越透亮了。最远距离为 400 米。

（3）超距移动

超距移动移到 1500 米时，来访者说感觉自己跟移动物之间有一个连线，进行更大跨度移动。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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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 万米时，连线变细。在 3 万米时连线隐约还有，来访者提出将线剪断。剪断后，感觉移动物还在，

继续移到 30 万米时，来访者说对距离没什么感觉了，想将移动物搁在那里。于是咨询师让来访者在此

进行空境体验，空境体验 1 分钟。

空境体验后，评估影响度后测分为 1 分。

咨询师询问来访者这 1 分是什么感受，来访者表示就是不想一下让它全没有，把它搁在那里，但对

自己并没有什么影响，这样的感觉就挺好。

4.3  来访者反馈

第一次随访时，来访者说咨询后平时较少想到会被批评这个事，就算是偶尔想到妈妈，或是想到可

能被批评时，也没有恐惧的感觉了。确认恐惧情绪对自己的影响度为 0 分。来访者说移动时出现的那条

路印象深刻，往前铺路的感觉特别好，好像是自己给自己铺了一条路。

四周后随访，来访者反馈，做完移空后行动力好了很多，有一些明显的行为改变。生活中重要的人

际关系好了很多，人际交流较咨询前显得如常和自如了，能在关系中体谅他人，也能照顾自己的感受，

不再担心被评价。另外在遇到工作、生活上的困难时，能主动想办法去解决，不再退缩、回避。来访者

对自己目前的状态满意度提高了很多，过去总是评价自己不好，认为自己懒，现在这样的内部评价基本

没有了，对自己更接纳了。

5  讨论与总结

5.1  案例评价与分析

本次移空咨询中，咨询师指导来访者将造成靶恐惧情绪的“威胁”形成栩栩如生的象征物——老虎，

然后为其量身打造承载物——铁笼子，再通过心理距离上的反复移动，使置放了老虎的铁笼子消失看不

见，这时来访者到达心理空境，问题影响度从 10 分降至 1 分，达到显效，来访者的负性情绪当场消除，

整体心身状况也得到了改善。

后两次的随访了解到来访者生活中的认知和行为也因此发生改变，可见移空技术对于情绪的缓解和

消除，以及对情绪所带来的认知狭窄和行为受阻、行为不当等均有较为明显的效果。

5.2  对咨询过程的反思

在整个咨询过程中，象征物的特征符合造成来访者负性感受的事物的特点，来访者具象思维作业状

态良好。咨询师只需要通过具体的操作指导协助来访者保持在具象思维的状态下，顺应感受层面的“趋

舒服，避不舒服”的内部动力，“顺势而为”即可。

当来访者的意识聚焦于自身感受，感知觉本身的发生、发展亦会遵循“趋舒服，避不舒服”的动力

特点，无需任何设计和诱导，就能发生感知觉层面的“趋向舒服”的动力和主动干预意愿。

在这个自然动力和来访者主动干预的过程中，来访者的心理现实中真实地在发生一系列感知觉变化，

随着这种变化，来访者的负性感受也在同步减轻和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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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空技术操作的过程中，咨询师带领来访者进入感受层面工作很重要，进入感受层面意味着进入

“趋舒服，避不舒服”的自然动力中，来访者在此状态下会自然随着此动力配合咨询师的指导，对代表

负性感受的象征物进行主动干预，并移动至空，到达没有问题的地方——心理空境。

此时，咨询师“不多做” 很重要，只需按照移空技术操作步骤和操作要求，顺应来访者当下的内部

动力，有条不紊地指导来访者自主对工作对象进行干预，即可得到很好的咨询效果。

正如移空技术的创立者刘天君教授在《当心理咨询遇上传统文化》一书中提到的：“人们如果不囿

于自己的眼界和想法，抛弃自己的偏见，减少不必要的人为干预，万事万物就会按其自然规律生长壮老矣，

自然和社会就会和谐平衡。”

（致谢：本案例公开发表获得来访者知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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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Report of Using Yikong Skill to Ease F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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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case report of the application of Yikong skill to deal with fear. The client 
complained of fear and fear of being criticized all the time. After one consultation, the patient achieved 
clinical recovery and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remained stable in the follow-up visits. This paper intends 
to highlight the concretion process of the symbolic object, the handling of symbolic object, and the 
process of moving the symbolic carrier together with the symbolic object into nothingness. It shows 
us, with the on gonging process of Yikong, under concrete thinking, the mind-body condition of this 
visitor is also naturally improving. We can also witness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changes emerge with 
this improvement. This paper gives a brief account of the natural dynamic effect of the working state of 
concrete thinking.
Key words: Yikong skill; Concrete thinking; Mind-body integrity; Fe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