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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首先介绍了意象对话的研究背景及意义，整理和回顾了意象和象征的概念，根据过往研究和意象对话

实践经验，创新性地提出了对立意象的概念。基于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并尝试探索大学生对立意

象呈现的特点和规律。结果如下：（1）90.5% 的被试在意象对话的过程中都呈现出了对立意象，总共呈现

了 20 对相互对立的意象；（2）黑与白这对意象出现的频次最高，占整体样本的 18.75%；明与暗这对意象

出现的频次较高，占整体样本的 14.06%；其他对立意象出现的频次较低，低于整体样本的 10%。对立意象

是普遍存在的，探究对立意象与荣格整合思想之间的联系、对立意象发现的意义以及对立意象整合的方法和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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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意象”是指在人们想象中的，而不是真实存在的某个心理图像。意象是一种具有象征性的符号，

通常以视觉的形式呈现，有时也会以听觉或其他感觉方式出现。因此，“意象”存在于我们的精神世

界中，一般认为意象代表着无意识的语言即一种用独特的象征性符号进行无意识表达的语言，而正是

因为它极具价值的象征性，才能够使它成为无意识语言中的重要构成内容［1］。1996 年的《现代汉语

词典》修订版有两个简洁关于“象征”的定义。一是 “用特定的东西表达特殊的意义”；二是反过来，

“用来象征某种特别意义的具体事物”。在英文词典中的“symbol”（象征）一词有多个定义和界说，

其中一个定义是“某种东西由于联系、想、习俗或偶然的类似而代表或暗示另外的东西，特指以有形

喻无形”［2］。“symbol”英文释义的后半部分与中文定义相似，它们不约而同指出了象征的本质在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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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思维。借用象征，抽象深奥的概念变成了鲜活的可感可知的物体，如以“太阳”喻“希望”，以“蛇”

表“邪恶”，其中“太阳”与“蛇”是特定的图像但人们却可以从特定的图像中观察到抽象的含义，即“希

望”与“邪恶”。可以说象征是人类想象力的产物，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的内心世界与自然等外部

世界之间的呼应和契合。不论是百兽、植被还是标记、符号、形状，一旦由具体形象上升为象征意象，

它的意义和价值总是会超出其原始含义和原始价值。

意象对话技术基于意象，并使用人类原始认知的方法进行深层次交流，主要强调体验和互动。意象

对话技术既受到精神分析、荣格分析心理学等西方心理学极大影响，同时又将东方传统文化中的要素渗

入其中［1］。意象对话通常由心理咨询师和来访者两个主体，当心理咨询师和来访者处于意象对话情境

中时，其二者之间的对话是在潜意识层面进行的，即咨询师在理性认知层面没有明确说明，但来访者的

潜意识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意象对话承继心理动力学流派，特别是荣格的观点，其中心命题是：人们

的认知和情感活动不同于日常的逻辑思维。意象对话可以使用潜意识感知一个人使用符号图像想传达给

另一个人的信息和情感，并不需要意识的参与。［3］意象对话技术作为一个新兴的技术，诸多学者对意

象对话的理论研究都为意象对话技术的临床实践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贺佳将意象对话疗法与问卷法相结

合，探究了意象对话疗法中被试房屋意象与自我意识的状态、大五人格之间的关系［4］。刘彩谊，苑媛

等人结合心理咨询案例编制了一项心理健康意象投射测验，并检查了其效度和信度［5］。林婧婧采用质

性研究法，探索了大学生拖延行为与意象对话中动物意象之间的关联性，研究发现不同的动物意象可以

代表由不同原因导致的拖延行为［6］。

本研究中，对立意象是指在意象对话过程中，被试房子意象中成对出现的阴阳对立的象征性意象。

对立是辩证法的范畴，指对立面，即矛盾双方，既具有同一性也具有斗争性。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

既处于一个同一体中，也处于相互排斥，彼此斗争的局面。《周易》的核心范畴是阴阳，并揭示了世间

万物都是在阴阳对立中存在的。在自然界中不仅无生命的物体分阴阳，如日与月，天与地，昼与夜，有

生命的也是如此［7］。《素问：生气通天》中提到“自古同通天者，生之本，本与阴阳。”其认为所有

有生命的现象都充斥着阴阳矛盾。随着人们认识的逐渐发展，“阴”和“阳”渐而从原意延展到了气候、

方位和运动状态。不论是自然现象中天地、男女等，还是社会现象中针锋相对，彼此矛盾的事物都可以

用“阴”和“阳”来象征。其中阴与阳对立的属性是相对的，即“阴”与“阳”的意象不是绝对的，而

是一种相对的。例如有关物体方位的意象，物体在顶部上方，上方为阳，则下方为阴，没有上也就无所

谓下；事物的温度，热为阳，冷为阴，没有热，就无所谓冷，没有冷，也就无所谓热；事件的对与错，

对为阳，错为阴，没有对，也就无所谓错等。意象中凡移动、热、强明、亮、开放、积极、有力、向外

者为“阳”；凡安静、阴冷、虚弱、沉闷、隐蔽、萎缩、无力、向外者为“阴”；凡光亮、正指、公开、

动态、伸展、向上等为“阳”；凡阴冷、晦暗、静态、收缩、向下等为“阴”。（见表 1、表 2）

表 1  东方文化中的对立事物

Table 1 Opposites in Eastern culture

《周易》中的阴阳对立事物
阳 天 日 上 男 山 正 刚 动 白 昼 奇 内
阴 地 月 下 女 海 负 柔 静 黑 夜 偶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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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西方文化中的对立事物

Table 2 Opposites in Western culture

毕达哥拉斯的十种基本对立关系
有限 明 一 左 男 好 直 奇 动 正方
无限 暗 多 右 女 坏 曲 偶 静 长方

研究者在意象对话的实践中发现了对立意象，因此对立意象作为一个新的概念被提出，其现行研究

还处在一个松散、未成形的阶段，对于意象对话中的对立意象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本研究是在意象对话

情境中对立意象的一次积极探索，致力于探索大学生对立意象呈现的特点和规律，探讨对立意象与荣格

整合思想之间的联系以及对立意象整合的方法等，为对立意象的研究提供一些可以借鉴的数据资料，从

而为临床心理学提供一些参考与借鉴意义。

2  研究过程

2.1  被试选取

随 机 选 取 鲁 东 大 学 大 四 学 生 21 名， 全 部 为 女 性， 平 均 年 龄 约 为 21 岁， 均 身 体 健 康、 智

力健全。

2.2  实施过程

2.2.1  招募被试

邀请对自己意象感兴趣的被试参加本次意象对话的实践研究，共有 23 人报名，其中 2 人未能

参加。

2.2.2  房子意象的引导

本研究中采用的起始意象为房子，房子的意象即“心房”，代表个体内心的基本状态和情绪基调［4］。

选择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对单个被试进行意象的引导，具体步骤：

研究者使用标准的指导语进行房子意象的引导，引导语如下：

现在你可以慢慢合上眼睛，找一个最舒服最放松的身体姿势躺着或者坐着。在想象的过程中如果感

到不适，你可以随时选择停止。

下面请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呼吸上，感受到自己的一呼一息是那么缓慢而深沉。接着将注意

力带到头顶，带到头顶上方，想象你的注意力像一道温和的光束，从头顶开始往下扫描到你的前额、两

侧的太阳穴、前额以下的眉毛、耳朵、眼睛、双侧的面颊、鼻、嘴和下颌。让你温和的注意力向下移动

到喉咙部位，颈部和肩膀，放松这些部位。然后再把注意力由上而下带过你的胳膊，经由上臂、肘关节、

前臂、一直到你的手腕和手指头，感受到这些部位都是放松的。接着把注意力带到躯干，观察你的胸部，

感受到胸部各个部位的放松，感受到自己腹部的伸张与收缩，温暖而放松。将注意力汇集在你的后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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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和地关注你的后背，感受到后背的放松与舒展。接着将注意力温和地集中在你的臀部，感受到你的臀

部和床垫接触的部位，整个臀部都放松了。接着让注意力扫过双侧的髋部、髋关节、扫过大腿，经膝盖、

膝盖的两侧到小腿的小腿肚，感受到你的双腿十分地放松。接着让自己沐浴在呼吸中，感受自己是一个

整体正呼吸着，感受自身的完好。

当你足够放松的时候，在你的眼前会出现一条路，请问那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呢？它是直的还是弯的？

是宽的还是窄的？是干的还是湿的？请你想象在路的尽头有一幢房子，那是什么样的房屋呢？你可以告

诉我它的外观是怎样的吗？屋内是怎样的呢 ? 当你看完整幢房子后，想象你慢慢地走出了房子，走到来

时的那条路上，你看看这边有什么变化吗？请沿着这条路慢慢地走回你的宿舍，感受到你正躺在床上，

可以动动手指，动动脚趾，当我数到三的时刻，你就可以睁开眼睛了。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呈现的对立意象

各类对立意象呈现的总次数：在本研究的 21 名被试中，90.5% 的被试在意象对话的过程中都呈现

出了对立意象，总共呈现了 20 对相互对立的意象（表 3）。

3.2  对立意象呈现的特征

本研究中总共呈现了 20 对对立意象（表 3），且黑与白、明与暗这两对意象出现的频次较高，21

名被试中只有 2 名被试在意象对话情境中未出现对立意象，其余的 19 名均呈现出了数量不等的对立意象。

这恰恰印证了荣格的理论以及中国道家的思想，对立与冲突，阴与阳普遍存在于我们的精神世界中，而

心理冲突的整合，阴与阳的和谐，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

如表 4 中显示，黑与白这对意象出现的频次最高，占整体样本的 18.75%；明与暗这对意象出现的

频次较高，占整体样本的 14.06%；其他对立意象出现的频次较低，低于整体样本的 10%。

表 3  各类对立意象呈现的总次数（次）

Table 3 Total number of presentations of each type of opposing imagery (times)

外与内 1
明与暗 9
新与旧 1
多与少 2
空与满 1
大与小 4
男与女 5
山与海 5
左与右 4
黑与白 12
凸与凹 6
热与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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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与后 3
高与低 1
上与下 4
动与静 1

开心与伤心 1
湿与干 1
软与硬 1

春天与冬天 1
总计 64

表 4  呈现对立意象的排序（N=64）

Table 4 Ranking of the presentation of contrasting imagery (N=64)

对立意象 频次（次）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黑与白 12 18.75% 18.75%
明与暗 9 14.06% 32.81%
凸与凹 6 9.38% 42.19%
男与女 5 7.81% 50.00%
山与海 5 7.81% 57.81%
大与小 4 6.25% 64.06%
左与右 4 6.25% 70.31%
上与下 4 6.25% 76.56%
前与后 3 4.69% 81.25%
多与少 2 3.13% 84.38%
外与内 1 1.56% 85.94%
新与旧 1 1.56% 87.50%

4  讨论

4.1  对立意象与荣格的整合思想

在本研究中，对立意象是普遍存在的，“黑与白”这对意象出现的频率最高，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

荣格也认识到事物总是包含着阴阳两面，“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极而阳，阳极而阴”以及“物极必

反”。因此，荣格的理论中也包含了许多成对出现的对立冲突概念：意识与无意识，阿尼玛与阿尼姆斯，

人格面具与阴影，内向与外向，自我与自性等［8］。荣格希望它们能够达到和谐与平衡状态，最终实现

超越与整合。

本研究中的对立意象“明与暗”可以与荣格人格理论中的“人格面具与阴影”相关联。人格面具是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饰演各类角色时示人的形象，具有我们理想中自我的特征，我们用压抑等手段把一切

不完美的内容去除，留下一个美化过后的形象。在“美化”过程中，将一部分我们认为不好的人格成分

排除，因此使其与意识断了联系，纳入了无意识。阴影是人类心中黑暗的那一部分，是无意识的核心，

不过正如荣格学者维蕾娜·卡斯特所说的“哪里有光的照射，哪里就会产生阴影。人们看到阴影就可以

找到光源，光明和黑暗是互为条件，互相依存的。自然界中是这样，人格中也同样如此。”阴影中有着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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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能量，它对个人而言既是积极能量的源泉也是消极东西的发源地，关键在于个人如何看待它，使用

它。当阴影被否定或被拒绝时，它才充斥着恶意，相反接纳阴影能使我们与自己更加统一，心理冲突减少，

越发拥有安全感，自尊也会增加［9］。如果把阴影整合进我们的人格，我们的人生将变得更完整，更具

有活力和创造性。

因此人格面具与阴影相互对立冲突，同时又互相依存，从彼此中汲取能量。

荣格的弟子埃利希·诺伊曼提出将人格面具与阴影进行整合，来达到一个人自我的完善。他这样论述，

凡导致完整性的就是“善”，凡导致分裂的就是“恶”。整合是善，瓦解是恶。生命、建设性倾向和整

合在善的一方，死亡、分裂和瓦解在恶的一方［10］。在这里所提到的阴影整合，对立统一，是指在实现

自我完善的过程中，不是去拒斥、压抑，否认阴影，而是采取接纳的态度对待阴影，从而让阴影中强大

的力量以一种合情合理的方式疏通与释放，从而让我们的自性逐渐均衡与协调发展。

事实上，我们不能否认对立与冲突存在于精神世界里这个基本事实，大多数人格理论都承认人格中

同时包含了相互对立冲突的两极，这习以为常，没有什么可怕的。关键的是，这些冲突是被人格所整合，

还是导致人格的分裂。冲突被整合后，这些有着巨大动力的冲突，使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变得精力充足，

活力四射，更具创造力。超越对立与冲突，从而摆脱它们的控制，防止被它们压倒、吞噬，使人格能够

接受、整合并超越，最终发展出完善、统一、协调的人格。

4.2  对立意象的整合

4.2.1  对立意象整合的理论依据

如荣格所说，个体的大量能力被心理矛盾、心理冲突所消耗。对于心理障碍者，他们的心理能量被

内在矛盾所消耗，以致于他们无法应付日常生活。而在正常人那里，内心冲突也占据了相当多的能量［11］。

减少个体的这种矛盾冲突可以从相互矛盾不接纳的对立意象入手。因为意象是更深层次的潜意识的人格

层面，如果能对人潜意识层面的对立意象进行整合，就可以将人格中不和谐的部分进行调整和梳理，将

潜意识当中所压抑的精神活动的能量释放出来，更加有利于个体的自我成长。因此，对立意象整合是解

决个体内心矛盾冲突，促进个体心理发展的一个有效方法。

另外，由于这些意象是与无意识相关的精神活动，而且都是用象征语言写成的，这种语言的逻辑不

同于日常语言的逻辑，它不是由时空范畴所支配的，而是由激情与联想所支配的，在这种语言中，内在

经验、感受和思维就像外在世界的感觉经验、事件那样得到表达，而且在对意象进行体验和表达的时候，

个体更容易减少自身的防御和阻抗。

4.2.2  对立意象整合的方法

首先，可以通过意象对话的过程直接进行整合。在意象对话的过程中可以让个体对自己所看到

的对立意象进行体验和表达，引导来访者逐渐接纳相互矛盾的意象，看到自己对立意象的变化，甚

至对立的程度减轻或消除。其次，可以通过“曼陀罗绘画法”进行整合，曼陀罗是人类最古老的象

征之一。曼陀罗的图形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一般是以内接正方形的圆形为代表的，曼陀罗还是举行

宗教仪式的坛场，也是用来供奉的图像。荣格认为曼陀罗具有建立秩序的治疗功能，他在对大量曼

陀罗进行分析后发现，曼陀罗具有深刻的心理学意义，它是心理完整的象征。曼陀罗具有两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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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使个人恢复原有的心理秩序，二是建立心理的新秩序。因此在绘制曼陀罗的过程中，具有自发

地调整心理混乱极端、恢复心理平衡和秩序的功能。最后，可以尝试觉察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不合理

信念进行整合。在日常生活中，个体往往会出现非黑即白，非爱即恨，非好即坏等相互对立的观念，

这些观念往往是不合理的，因此对日常生活中出现在头脑中的对立观念进行觉察以及辨别，也可以

达到整合作用。

4.3  不足与展望

首先，本研究中选取的被试为鲁东大学在校学生，平均年龄 21 岁，性别均为女性且被试数量较少，

因此本研究中最大的不足是样本代表性差以及样本数量少，导致研究数据和结果难以推广，为弥补这些

不足可使用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被试并且适当增加被试数量。其次，在意象对话实践中出现的意象带有

强烈的主观色彩，并且在分类的时候由研究者主观判断，缺乏客观依据和不够精确，因此需要进一步改善；

可以与问卷法相结合，选择合适的测量工具，如选择自我和谐量表，可能会较准确地呈现对立意象与自

我和谐程度的关系。最后，由于受人力，时间的限制，不能对呈现对立意象的个体进行长期的追踪研究，

这是本研究的一大遗憾。

本研究初次提出对立意象的概念，将对立意象与荣格分析心理学理论相联系，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之后可以对对立意象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已有研究证明了意象对话技术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因此，未来

关于意象对话的研究可以更多地着重于具体意象内容的探索研究。此外，还可以将意象对话技术与其他

疗法相联系来探究个体心理，如将意象对话与家庭系统排列、心理剧、音乐治疗、绘画心理分析等技术

相结合，相信不论是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临床实践中都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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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rstly, this study collates and reviews the concepts of image and symbol, and innovatively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opposing image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e of imagery communication 
psychotherapy. On the basis of summing up, this study tries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ules of 
College Students’ opposite imagery presentation.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 90.5% of the subjects 
presented opposite imageries in the process of imagery communication psychotherapy, totally 20 pairs of 
opposite imageries; (2) the frequency of black and white pairs of imageries was the highest, accounting 
for 18.75% of the total sample; the frequency of light and dark pairs of imageries was higher, accounting 
for 14.06% of the total sample; the frequency of other opposite imageries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whole 
sample, which is 10%. Based on the above result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pposite 
imagery and Jung’s integration though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iscovery of opposite imagery and the 
method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integration of opposite imagery.
Key words: Opposite imagery; Imagery communication psychotherapy;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undergradua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