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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道”的思想解读 1 例抑郁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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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中国优秀哲学思想与客体关系学派的咨询技术相结合。通过对心理咨询案例的分析，咨询师在老子“道” 

的思想的指导下对一例抑郁个案进行概念化及解读。总结出个案概念化的三要点：（1）“道”是一种主宰

着心灵世界的无意识动力；（2）“道”来源于过去，作用于当下；（3）“道”是无意识幻想，有意象有动力。

结合老子”道“的思想与现代心理咨询技术可以推动心理咨询的本土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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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心理健康服务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工作。《“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要求加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和规范化管理。《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与导意见》提出构建符合

中国国情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鼓励开展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心理健康相关理论和技术的实证研究，

逐步形成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1］。抑郁作为一种常见的负性心理情绪，越来越受到人

们的重视。抑郁症状有不同程度的区分，可从轻度心情低落到重度功能受损形成连续谱。心理咨询中常

见的抑郁倾向恰处于正常抑郁和需治疗的抑郁症之间，不具有明显的外显症状，很容易被人忽视。相对

于抑郁症而言，抑郁倾向者在整个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更高，因此对其进行研究更具有社会意义。肖凉等

人在对杨浦区城市人口的抽样调查中显示，3880 名被调查者中，有抑郁症状者占 19.94%，而抑郁症者

仅占 0.67%。药物对抑郁症的治疗具有显著疗效，但是对于抑郁症状，尤其是没有达到服药的临床标准

的抑郁者，心理咨询与治疗就可以帮助这类人群早日消除症状，走出抑郁情绪的痛苦［2］。

自 1895 年出版《癔症的研究》开始，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情感记忆到克莱因的内部客体关系，直

到最近的婴儿观察研究，精神分析流派一致在孜孜不倦地探索导致心理痛苦的神秘力量。精神分析自诞

生起不仅是一种通往人性深处、描绘人类潜意识的心理学理论，还是一种关于各种心理疾病的重要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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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学说，且奠定了后来大多数治疗方法的基础［3］。随着对人格障碍的知识的共同发展，人们终于普

遍认识到，“内部客体关系”（“认知—情感单元”）作为最基本的心理结构在组织自体与人际功能中

的中心地位。这是精神分析前辈们不断探索深层心灵世界的结果。

无论是 Kernberg ＆ Caligor 的“内部客体关系配对”、Mischel ＆ Schoda 发展的“占主导的认知—情

感处理系统”、Bowlby 的“依恋的工作模型”，还是 Pretzer ＆ Beck 的“认知图式”，都共同描述了一

种意识之外、神秘玄妙的“心理功能模式”的动力。这股力量作为一种“心理结构”，一直在不停歇运

作，形成强迫性重复的无意识动力。这就像老子《道德经》中对于“道”的描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这种导致心理痛苦

的无意识动力，无论其称呼是什么（是称呼为“内部客体关系配对”还是其他名称）实际上就是老子在

几千年前所描述的“道”。道家作为中国“三教”的主要分支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深远影响。

张亚林等学者的研究表明，这一思想模式可以作用于临床心理咨询的领域［4］，“道”正，就能够创造

美好生活的“万事万物”；“道”邪，则制造了痛苦坎坷生活的“万事万物”。文化影响着人们对心理

疾病患者的评价，影响着心理疾病症状的表现方式，也影响着心理咨询和治疗过程［5］。

心理咨询师作为帮助来访者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帮助者，其性质和老子所说的领导者一样［6］。

就前瞻的角度而言，道家心理咨询应根据个案对道家认同的程度而选择不同的理念与方法，并对进一步

如何产生具体的咨询方式与效果测量工具进行研究［7］。“内部客体关系”是 TFP 疗法解释心灵痛苦的

根源［8］，然而从中国文化的视角来看，尽管我们不能直接看见的“命运之道”，其实这个“道”一刻

不停地在心灵深处运行，创造心灵世界的万事万物，也创造外在生活的幸福或痛苦。评估与个案概念化

工作中，咨询师对于来访者意识之外无意识之中、“周行而不殆”的“道”的评估是首要的一步，也是

理解这个来访的第一步。本文以老子“道”的思想为视角，以一例心理动力学取向咨询个案为例，探讨

老子“道”的思想与 TFP 疗法的共通之处以及如何在心理咨询个案中应用。

1  个案概况

1.1  个案基本信息

来访者性别女，35 岁，已婚，工作稳定，育有一子，孩子 8 岁，夫妻关系较好，平时与公婆居住，

父母在妹妹家帮助照顾妹妹的孩子妹妹比自己小三岁。来访者在去年确诊肺癌早期结节，在当地某三甲

医院进行了外科切除手术后，诱发脑梗，导致左半边身体行动不便。门诊诊断为抑郁状态。家族中来访

者的妹妹确诊过抑郁症，经过药物与心理治疗后，妹妹已经康复。

在咨询正式开始前与来访者签订了知情同意书，涵盖了心理咨询设置、咨询师的责任与义务、来访

者的权利与义务、转介、费用等相关内容。目前个案属于结案状态。案例报告的撰写与发表已经征得来

访者的知情同意。

1.2  来访者的主诉

来访者的主诉问题是自觉低落两月有余，开心不起来，常常流泪，觉得别人会带着有色眼镜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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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接受自己身体的重大变化，感觉生病后情感淡漠，对家人的感受也并不是很在意，感觉自己后半辈

子完了。她很多次走在马路上希望被过往的车辆结束自己的生命。来访者希望通过八次心理咨询缓解自

己的抑郁状态。

1.3  对个案的初始印象

来访者，女性，身高 160 cm 左右，微胖，穿着朴素，背着一个深色的双肩书包。因为身体原因，

她走路蹒跚，肢体协调性较差。第一次进入咨询室时提前半小时到达。在咨询开始前来访者加咨询师微

信进行后续时间预约，在发送好友申请后来访者夺走咨询师手机进行好友验证并质问咨询师“你不会用

手机吗？”咨询师觉得来访者对他人有较强的掌控欲与操纵欲，希望他人能够按照她的想法做事。来访

者整个咨询过程低着头，低落情绪明显，未开口之前便小声哭泣。

1.4  个人成长史

来访者有一个妹妹，比她小 3 岁。来访者从小与父母一起长大，家庭氛围较好。来访者的成长过程

也相对较为顺利，作为家里的长女，来访者在家中拥有较强的话语权，对家中很多事情也喜欢出谋划策。

来访者改变较大因为高中的一次事件。高考自己发挥超常，考上了本科，大学便离自己的朋友比较远，

这对来访者来说是一次突发情况。来访者表示自己到现在也很讨厌这件事情，甚至讨厌自己大学校园所

在的整个城市。来访者在大学期间认识了自己的男朋友，也是自己现在的老公，与老公感情长达十年，

老公对自己较好，百依百顺，在爱情中来访者也属于比较强势的一方，两人感情关系较好。

2  心理评估

2.1  量表测试结果

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 scale，SDS）：该量表是临床常用的抑郁自评量表，评价等级

按照标准分 = 总粗分 ×1.25（取整）计算，轻度抑郁：53 ～ 62 分；中度抑郁：63 ～ 72 分；重度抑郁：

>72 分。测评得分为 56 分，属于轻度抑郁。在医院门诊进行过心理评估，未达到抑郁症的诊断标准，

属于抑郁状态。

2.2  身心状态评估

躯体方面：身体因为肺癌早期结节与脑梗发生很大的改变，一时间难以适应身体的变化，偶有失眠。

情绪方面：来访者自述情绪非常低落，自从发生了那件事后再也没有开心过。无法产生高兴的感觉，

她看到之前熟悉的东西和人难过的情绪会加剧。这种情绪是弥散性的，持续几个月都无法摆脱。

行为方面：来访者表示自己之前愿意做的事情现在都不再有兴趣，比如孩子的作业辅导问题，在生

病之前，来访者对孩子的学业问题比较上心，但是现在对于孩子的学习与生活情况都不会过问，每天下

班回到家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也不想与他人交流，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

认知方面：来访者生病后，认知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她认为肢体的不协调意味着生活的无意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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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她的安慰也只是站在他们的角度，没有人能够真正地理解生病的她，除非与她的遭遇相似，否则是

无法理解她的感受。

2.3  危机评估

来访者表示自己在过马路时想自己的生命被动结束，在这种时刻会出现自杀的念头，但目前为止没

有明确的自杀计划和行为，不属于危机个案。

2.4  应激源的生活事件

来访者的应激源生活事件主要是身体做结节手术时发生并发症，发生了脑梗。脑梗导致的直接结果

就是来访的身体右半边不能动，手术刚做完，来访者有过数月的卧床史，卧床期间主要是母亲照顾她。

在卧床期间来访者感受到身体不受控制带来的挫败感。卧床数月后，直到现在来访者仍然在做康复训练，

与自己不听使唤的右半边身体做抗争，来访者现在写字、走路和运动都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2.5  受损的功能区域

日常生活部分：来访者对于之前感兴趣的事情失去了兴趣。不想与他人交流。

工作部分：来访者的工作需要通过操作电脑进行，身体的变化让她的工作能力也受到较大影响。

2.6  核心议题

（1）处理生活事件

（2）处理生活事件带给她的不良情绪反应

3  咨询目标

（1）缓解来访者的抑郁情绪

（2）改善来访者对疾病的认识

4  咨询过程

本案例采取每周一次咨询，每次时长为 50 分钟，持续进行 8 周。咨询结束后一个月进行 SDS 后测。

5  咨询方法

5.1  借鉴老子思想，发掘出来访者的命运之“道”

5.1.1  “道”是一种无意识的动力，主宰着心灵世界，个体难以察觉

老子《道德经》开篇第一句话就是：“道可道，非常道。”意思是说，“道”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第 4 章说：“渊兮，似万物之宗。”意思是说，“道”是万物的生养者，万物摆脱不了“道”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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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章说：“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第 35 章：“视

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这几章都在说“道”是朦胧不清、“无形无相”的。“道”主宰着个体的心

灵世界，但是又难以被自己觉察、难以被自己识别出来。具体到这个来访者，经历过突然的创伤事件后，

她激发了内心的冲突性客体关系之“道”，然而自己难以察觉。作为一种无意识的动力，来访者似乎难

以用言语将这种动力表达出来，因此，症状是来访者对于“道”的外在表现形式。

5.1.2  “道”是超越时间和空间先验的存在：来源于过去，作用于当下

《道德经》第 4 章：“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这里是说“道”的产生比天帝还要早，是天帝的祖先。

第 25 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

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这里老子是说“道”，大致是这样的：有一个

东西浑然一体，在天地之前就存在了。它无声无形，它不依靠外力而长存不变，循环运行而永不停息，

可以做天下万物之母。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就称呼它为“道”，再勉强给它起个名字叫做“大”。它广

大无边而无所不至，周流不息而伸展遥远，伸展遥远而能回归本源。

如果说“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强调的是“强迫性重复”的无意识动力，那么“先天地生”、“为

天下母”强调的就是“道”是超越时间和空间先验的存在：来源于过去，作用于当下。就如客体关系理

论中认为人们总是受到在生命早期形成的“客体关系”的影响”［9］。那么就可以理解来访者的痛苦并

非一蹴而就，而是来源于过去。我们根据个案信息可以得知，来访者在过去经历过高考发挥超常的突发

事件后并没有欣喜若狂，反而感到沮丧，因为她被迫与高中重要的朋友分离。与朋友分离后的大学生活中，

来访者认为没有一件事是顺心的，在咨询中表示自己的大学生活是完全糟糕的，不堪回首的，自己永远

不会再回到那个城市去。所以，在来访者的世界中，“超出意料之外的是一定是糟糕的”，这就是来访

的一种“强迫性重复”的无意识动力，来源于过去经验，作用于当下的生活。

5.1.3  “道”是无意识幻想，有意象有动力

《道德经》第 21 章描述：“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意思是说，“道”这个东西似有似无。在若有若无的境界中，有意象在其中呈

现；若无若有的境界中，好像有东西存在；深远而幽冥之中，有精气动力存在。这一章强调的是，“道”

尽管没有清晰的固定实体，它恍恍惚惚，但是其中却有意象；它若有若无，其中却有实物；它深远幽冥，

其中却有精神动力。这个与客体关系理论的“无意识幻想”的描述十分相似，即：“无意识幻想”中具

有特定的“自体意象”（self）与“客体意象”（other），并由特定的“情感状态”（affect）关联在一起［10］。

“其中有象”是指无意识幻想中有自体意象与客体意象，“其中有物”是指自体与客体之间有特定的互动，

“其中有精”是指互动中是有情感体验的，可以是“高情感体验的互动”也可以是“低情感体验的互动”。

在来访者的世界中，“自体意象”是糟糕的、失败的。“客体意象”是不理解自己的他人，核心的情感

体验是愤怒。

5.1.4  “道”是稳定的“心理结构”，在特定的情境下反复、可预测地被激发

在精神分析的心理动力学范畴中，“心理结构”是稳定的“心理功能模式”，在特定的情境下可以

被反复地、可预测地激发。最基本的心理结构单元是“认知—情感单元”，又被称为“内部客体关系”［11］。

在特定的情境下可以反复、可预测地被激发。所以我们对于来访者的理解似乎不能仅仅停留在她当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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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之中，来访者自体感觉是自己是强大的，可以掌控生活方向的角色，因此对于突然失去自己控制的

事情，意料之外的事情，她会变得愤怒、沮丧和手足无措。因此当下身体突然的“失控”只是她被激发

的一次偶然事件。我们可以猜想，当生活再次“失控”她仍然会陷入抑郁状态之中，像高考的超常发挥

或是身体的突然生病。在她的生活中是反复的、可预测的。

5.2  根据来访者命运之“道”，进行个案的概念化

在 kernberg 的 TFP 疗法中，整体的工作流程分为“评估会谈”“合约会谈”“治疗性会谈”三个环

节（Eve C et al.，2013）。能够形成个案概念化，清晰地与来访者分享这一概念化并沟通、达成“会谈合约”，

明确后续工作的框架与设置，代表着在评估阶段取得了最终成果。

在 TFP 的治疗模式中，个案概念化的核心是理解来访者的“身份认同巩固及其对于个体内外功能所

产生的巨大影响（Len S et al.，2020）。

我们总结出老子“道”思想下个案概念化中评估“身份认同”的三个要点：

（1）自体感——自体之像：（来访者感觉自己）我走在“命运之道”上的自己是什么样的？

（2）客体感——环境或他人之像：上述“道”路周围的气氛是什么样的？我想要的环境与态度

是什么，不想要的又是什么？

（3）内部客体关系——自体、客体以及把它们联结一起的情绪：综合描述来访者的核心身份认

同——“我是谁”？自体的角色、客体的角色、基本的情绪基调是什么？

所以据此我们可以进行该案例的个案概念化

（1）自体感——自体之像

来访者遇到生活重大变故后的抑郁情绪背后有着强大的无意识动力，即来访者的“命运之道”支撑着。

来访者遭受到生命中重大变故后深信自己是倒霉的、失控的和无意义的，觉得环境一旦和她想象的不一

样之后生活会变成完全糟糕的，觉得自己总是不被理解的，是被外界环境伤害的受害者。

（2）客体感——环境或他人之像

来访者在身体发生变故后并没有感受到真正地理解，感受更多的是身体失去控制带来的沮丧感，失

去对人生的掌控感。在她无意识的“命运之道”中，“道”路周围的气氛是残忍冷酷、充满敌意的，是

听天由命的。来访者想要的是自己控制自己的人生，一旦生活按照计划之外发展就会感到失控。

这样的“客体感”让来访者认为只有将自己封闭起来，甚至“一死了之”才能远离“道”路周围的

敌意氛围。《道德经》说“其下，侮之”。来访者对于这样的客体世界是无奈的、厌恶的。

（3）内部客体关系——自体、客体以及把它们联结一起的情绪

《道德经》说，“道”是“其中有象”的。来访者“身份认同”的无意识幻想中，核心的自体角色

意象（自体表征）是一个受伤的、委屈的形象；核心的客体角色意象（客体表征）是漠不关心、可怜自

己的他人形象；而把自体表征与客体表征关联在一起的情绪感受是沮丧。这个“身份认同”是巩固稳定的，

变成来访者应对世界的“首选参考框架”。来访者习惯用这个框架来感知、思考（分类并预期）相似的

体验。当生活中遇到突发事件后，来访者习惯用这种模式进行解释。慢慢地，这个框架逐渐演变为来访

者解释所有生活经历的核心关系模板。



老子“道”的思想解读 1 例抑郁个案2023 年 7 月
第 5 卷第 7 期 ·619·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tppc	 https://doi.org/10.35534/tppc.0507057

5.3  帮助来访识别自己的命运之“道”并修通其冲突

作为咨询师，在评估会谈的前期，我们需要采用评估访谈的方式收集信息并用立体、深度的方式思

考来访者的痛苦以及根源，从而在内心得出个案概念化的原始假设。在评估会谈的中期，咨询师需要随

着咨询互动的进展收集更多的信息，验证、丰富以及完善这个假设。在评估会谈的后期，咨询师需要根

据自己内心的个案概念化假设与来访者分享自己对其痛苦的理解，也就是尝试性解释其症状以及背后产

生症状的机理，鼓励来访者充分表达咨询师所理解不精准之处，以建立治疗联盟，建构出咨访共同探讨

命运之“道”的合作氛围。

这个过程中咨询师的态度十分重要。咨询师“旷兮其若谷”的涵容态度可以建构咨访之间的主体间

讨论空间。在这个讨论空间中，咨访互动帮助来访者透过症状外表发现真正本质的“命运之道”。一旦

来访者真正识别出症状背后默默运作的“命运之道”，明白自己是如何因为无意识遵循的“命运之道”

而塑就症状，就能够对症状的本质、对自己的抑郁状态有深刻理解。

温尼科特说，象征符号起源于心理空间。来访者具备心理空间，就可以感受自己的感受，思考自己

的想法，也即具备了主体性——把象征符号与象征所指区分开来。这样，象征化运作所需要的三元关系

就出现了。正如《道德经》所说的“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12］”，发展出心理空间，就相当于发展出《道

德经》所说的“无”。来访者内心具备“无”，“冲突性身份认同”就有空间转化为“身份认同巩固”，

从而让来访者有能力管理、疗愈自己的抑郁情绪。这种反复的识别与探索“命运之道”、整合“冲突性

身份认同”的过程就是修通［13］。

我们都知道，抑郁情绪是不可以被消灭的，因为抑郁情绪是人类保留在心灵世界的宝贵资源。它可

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思考与体验。完全没有情绪的人是病态的躁狂。因此，一旦来访者能够具备“无”

之空间更好涵容与消化自己的抑郁情绪，就不再被困在抑郁情绪中难以动弹，其适应现实环境与创造丰

富生活的创造力就可恢复，心理健康也就恢复。

6  咨询效果评估

6.1  来访者自我评估

通过对来访者的回访了解到 8 次咨询后来访者的抑郁情绪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她现在相信自己

是有很大的能量，积极参加康复训练，不再觉得生活无意义。现在喜欢下班后和老公、儿子一起到楼下

进行简单的运动，身体康复情况也越来越好，心情大部分时间是愉悦且放松的。

6.2  咨询师的评估

咨询师观察发现，来访者最后一次咨询结束时的状态明显比第一次有很大的进步，脸上的表情放松

且愉悦，在咨询中哭泣的频率越来越低，基本消除了抑郁的情绪，对未来生活是充满信心的。

6.3  心理测验评估

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 scale，SDS）：该量表是临床常用的抑郁自评量表，评价等级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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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标准分 = 总粗分 ×1.25（取整）计算，轻度抑郁：53 ～ 62 分；中度抑郁：63 ～ 72 分；重度抑郁：

>72 分。测评得分为 36 分，属于正常状态。从咨询前的量表得分 56 下降到 36 分，表示来访者的抑郁情

绪明显得到改善，由轻度抑郁达到正常状态。

7  评价与反思

老子的思想是我国乃至全世界的优秀哲学思想为心理咨询工作提供了强大的起源性支持。国外许多

心理咨询理论背后蕴含的思想在老子的思想中都能够得到印证。心理咨询和治疗方法是心理咨询师在心

理咨询过程中为达到较好的咨询效果而采取的系列手段和方式的总称［14］。本案例以老子“道”的思想

作为出发点，寻找老子思想与国外优秀疗法（TFP）的共通之处。站在老子“道”的视角下帮助咨询师

与来访者探索来访意识背后的命运之“道”，从而帮助来访者有效地解决了抑郁情绪困扰的问题。老子

的优秀思想对于心理咨询工作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我们作为心理咨询工作者应该通过不断的实践与总

结，推动心理咨询工作的中国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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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of Laozi’s “Tao” Thought on A Case of 
Depression

Zhao Lina Lin Lianghua Xu Dan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Abstract: To combine the excellent Chinese philosophical thought with the consulting technique of 
the object relations school.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cases, a case of depression 
was conceptualized and interpreted by the cli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Lao Tzu’s “Tao” thought. We 
summarize three main points: (1) Tao is an unconscious power that dominates the spiritual world; (2) Tao 
comes from the past and acts on the present; (3) Tao is an unconscious fantasy with images and power. 
The localization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can be promoted by combining Laozi's “Tao” thought with 
modern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technology.
Key words: Tao Te Ching; “Tao”; Object relation;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Case conceptual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