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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扪心问诊》是一部由真实咨询案例改编而成的美剧，该剧从心理医生的专业视角阐述了每一位来访与咨询

师之间的咨访关系，每个来访者都真实还原了原型的人格特征及背后的故事，而咨询师保罗用自己的专业知

识及精神动力分析技术给予每位来访最全面的沟通、共情、理解以及升华内心。本文从人格心理学和病态心

理学的角度出发，结合人格的定义、人格特征的评价、涉及相关防御机制体现、各大流派应用等专业知识，

分析了主人公苏菲的潜意识，人格特征以及原始家庭。阐述了一个原始家庭对于青少年阶段孩子的人格影响，

处事、三观等，进一步证实了家庭对于青少年孩子性格的形成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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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扪心问诊》是一部由真实咨询案例改编而成的美剧，剧中从心理医生的专业视角阐述了每一位来

访与咨询师（Paul）之间的咨访关系，每个来访者都真实还原了原型的人格特征及背后的故事，而咨询

师保罗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及精神动力分析技术给予每位来访最全面的沟通、共情、理解以及升华内心。

2 防御机制

防御机制的作用是回避或处理强烈的、具有威胁的情感、比如季度焦虑、非常痛苦的哀伤等等。是

在潜意识层面运作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意识到我们正在“防御”，也很难预判自己要做什么防御。

防御机制还起到维护尊严的作用。一个人即使采用很原始的、甚至是病理性的防御机制，对他自己来说

也是有作用的，如果不是从小到大靠这样的防御机制，他的自尊可能会更加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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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偏执型人格障碍

偏执型人格障碍（paranoid personality disorder）以猜忌和偏执为特点，男性多于女性。表现为：（1）对

挫折与拒绝过分敏感，对他人对自己的“忽视”深感羞辱，满怀怨恨。（2）容易长久地记仇，不肯原

谅侮辱、伤害或轻视。对自认为受到轻视、不公平待遇等耿耿于怀，有强烈的敌意和报复心。（3）猜疑，

把他人无意的或友好的行为误解为敌意或轻蔑。总认为他人不怀好意，无端怀疑别人要伤害、欺骗或利

用自己，或认为有针对自己的阴谋。

4 边缘型人格障碍

边缘型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BPD）是当下实践领域和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

表现为情绪急剧波动、对人际关系过度敏感和偏执、时常伴有对自己或他人的伤害行为等而在临床治疗

中造成诸多风险和困难。

5 人格障碍

在幼儿心理发展过程中，如果受到精神创伤或挫折，必然会对其人格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往

往是长大成人之后形成人格障碍的主要原因。幼年时期的精神创伤或挫折常见有：父（母）爱被剥夺，

被遗弃或受到继父（母）的歧视、虐待，导致产生仇恨社会或人类的心理；过分溺爱，使孩子从小“以

我为中心”思想恶性膨胀，成为“小公主”或“小霸王”，蔑视父母管教、校规和社会纪律。这些都为

发展成人格障碍提供了温床。孩子一旦形成人格障碍，几乎是无药可治，所以预防就显得非常重要。预

防人格障碍要从娃娃时期抓起，从家长本身抓起。父母是幼儿心目中的第一位老师和楷模。如果父母本

身的品性或行为不良，对儿童的人格发展有可能是灾难性的影响。出身于这些家庭的人，在儿童时期就

有可能出现品行障碍，长大之后可能发展为人格障碍。家长如果罹患精神疾病，应该及时治疗，不能讳

疾忌医，因为这有可能会殃及后代。对孩子应该给予爱心，但要防止溺爱，防止幼儿从小养成“以我为

中心”的自私自利和霸道性格。对于领养的幼儿，更应该付与爱心，让他们得到关爱，不致于在他们幼

小的心灵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心灵创伤。社会也要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是非观，要发扬“我为人人，人

人为我”的良好社会风气。对于人格障碍患者应以心理治疗为主，给予耐心的教育指导。人格障碍的行

为问题表现程度不同，轻者完全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只有与他们接触较多者才会发现他们的“怪僻”，

觉得他们无事生非，并为此感到不能理解；严重者则事事都违反社会习俗，难以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

难以与人相处，最后沦为孤家寡人。所以，对于人格障碍患者来讲，认识自己有问题是十分重要的（遗

憾的是，许多患者都身在病中不知病）。只有认识到自己在人格方面存在着问题，才有可能会接受治疗

和心理疏导，使障碍程度逐渐减轻。否则，障碍会越来越重，最后“病入膏肓”［1，2］。产生偏执型人格

障碍的原因，除遗传因素外，家庭因素更为主要。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家庭常常担负着两个方面的功能，

一个是抚养功能，一个是教育功能。现今社会，家长很重视孩子的抚养功能，重视孩子的营养供给并努

力给孩子提供大量的物质享受，但是对孩子的教育功能往往不太注意。家庭环境对儿童的人格形成常常

有较大的影响，比如父母经常争吵，或者父母分居和离异，会对孩子的人格发展起到不良作用，父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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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暴凶狠、放纵溺爱和过分苛求都可能导致孩子的人格发育出现问题。

个体心理世界对自己、他人、以及相应的人际关系等的反映过于僵化、消极［4］，需要通过稳定的

设置以及耐心的工作引导其逐渐向中性、甚至积极的方向转变。移情焦点治疗将目标聚焦于来访者的身

份认同弥散——即表征混乱的问题，帮助来访者对自体和客体进行区分理解，建立起适当的内部表征的

界限［5］；心智化治疗认为边缘型来访者感知、表征自体和客体的情绪、心理状态、人际因果等的能力

受到了损坏，即失去了心智化的能力，治疗核心是修复这一缺陷［6］；辩证行为治疗则改变了传统认知

行为治疗过分强调改变的理念，认为这样容易挫败来访者的自我效能感，激发起消极的内部表征，而导

致脱落［7，8］。投射是一种心理操作，是指将某些自己不喜欢的、或不道德的、或不那么为他人和社会所

赞许的特质置于他人身上，认为不是自己而是他人具有这些特质［9］。投射是边缘型人格最具有代表性

的防御机制之一，是内部的心理过程，不是外化的行为，相对来说比见诸行动、被动攻击等安全性更高，

比投射性认同更简单，比分裂更接近真实的人际情境，更有操作性，关于投射防御机制的实验研究已有

较成熟的范式［10］。

6 案例分析

故事主人公苏菲（Sophie）在年幼时失去了父爱，父女两人的会面，苏菲脸上更多的是吃惊，并没有喜悦，

而父亲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一直在表达自己的想法。他没有把女儿当成平等的个体来看待，而是仍然把

苏菲当成一个附属品，一个玩具，这点从父亲对女儿的称呼就可以看出，不是“honey、sweets、baby”等，

而是“doll”( 玩具 )，从这位父亲与苏菲的交流模式中，可以看出，父亲很少关注女儿的感受，在咨询前

强行拉女儿离开，后来又强硬进入咨询室，都可以感觉到这位父亲对女儿的“爱”不建立在孩子真正的感

受以及需求上，更多的是源于自己的需要。笔者认为正是因为这样的教育方式，让苏菲从小几乎没有得到

过真正的父爱，没有得到过自己需要的爱，这也就导致了苏菲出现了所谓偏执型人格障碍的特征，而此特

征一大显著特点就是［3］早期在原生家庭中失爱：在年幼的时候，家中父母常常指责与否定自己所做的事情，

甚至当自己做好了某一件事情后，还会对自己产生怀疑，长期以往，感受不到父母的爱意，造成性格扭曲。

因此后来苏菲才会固执地对父亲特别靠拢，寻找了精神替代的人，包括体操教练、咨询师保罗等。还假想

了非常理想的、与自己心有灵犀的完美父亲。

保罗分析了苏菲对待父母的两种不同态度：对母亲的斤斤计较，对父亲的宽容辩护，甚至还专门提出

了一个深层的问题：父亲在场，是对父亲重要还是对苏菲自己重要？最后再次强调，这是苏菲的咨询，不

是父亲的，正因为保罗的这种坚定和分析，唤醒了苏菲自己内心的坚持。当父亲再一次由着自己的意愿强

行进入咨询室，还列出了一张父爱的清单。父亲对女儿的这种关心和爱护，只是他爱自己的一种表现，

出发点不是女儿需要什么，而是认为女儿需要什么。苏菲终于把自己积压数年对父亲的不满表达了出来，

种种的质问给了自己直面父亲坦然的力量，这是苏菲成熟的标志。

16 岁的苏菲带着强烈的防备心，充满着警惕甚至挑衅地展开与保罗所谓的沟通，此时双方并没有正

式展开心理咨询，仅仅是让保罗出具一份相应报告来佐证苏菲并没有试图自杀。显然苏菲并没有接纳保

罗，这从后一次苏菲要求保罗帮她换衣服中就能看出，她对咨询师充满试探，要求其换衣服一来是验证

彼此的关系是否安全，同时也在验证彼时的环境是否足够安全。对于这种试探和诱惑性的邀请，保罗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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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凯特（Kate）帮忙，一方面打消了苏菲的猜疑，另一方面，凯特出于一个母亲原始慈爱般的举动触

动了苏菲，让她感受到了温暖和被关注。“换衣服”事件，让苏菲体会到了全然的接纳与信任，于是有

了第三次约见时苏菲带了一艘帆船送给保罗并主动提出双方可以进入到心理咨询这个阶段。此后保罗熟

练地运用了面质、澄清、解释等多种技术方法，引导苏菲回忆起原本“记不起来”的自杀场景和感受，

正面自杀事实。

由于儿时目睹了父亲和裸体模特的出轨行为，苏菲对待男性，身体（自己身体）的认知出现了偏差。

保罗的耐心咨询首先让苏菲在自杀倾向上有了一定的缓解，从而克制住自己的身体，不再有自杀的倾向。

另外，苏菲的咨询过程看似跌宕起伏，实则波澜不惊，这和保罗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前四次的咨询

过程中，保罗没有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苏菲刻意营造的冲突和抗拒上，而是平静专注、不加批判和观察

所有的细节，表现出均匀而持续、温和而坚定的关注，使得苏菲慢慢撤掉防线。这些都属于聆听和重述

技术，作为一个精神分析流派的专家，保罗在苏菲每每提出的所谓关键词出现时，并没有带入个人偏好

先入为主去提前选择关键词，这会让咨询师忽视或错过很多关键信息，保罗往往是从苏菲的潜意识中挖

到核心关键词，比如剧中一直提到的体操，如果我们浅层理解，会误认为苏菲是非常热爱体操的女孩，

我们会将体操这个词作为关键词，很有可能使整个咨询主题跑偏。保罗并没有急于判断，而是聆听深层

次领悟到了体操后面的含义，那就是平衡木，因为在平衡木上苏菲来去自如（第四集苏菲亲自在保罗的

沙发上做了后空翻，且完美落地），而平衡木恰恰是让苏菲能够控制住身体的地方，再往深一点分析，

平衡木对于苏菲来说是足够安全的环境。保罗发觉了这一点，在双方几次沟通后建立了信任的时候，苏

菲已经将保罗定义为可被信任的（剧集最后苏菲亲口告诉父亲）甚至最了解自己的人，而咨询室则变成

了第一个等同于“平衡木”的安全居所。

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苏菲之所以会对母亲不友善，究其原因是觉得母亲不应该对已经离婚的父亲

还抱有希望，甚至悲伤无奈，她觉得母亲很傻。可苏菲却在年幼时并没有将父亲出轨的消息第一时间告

诉母亲，她的内心是不希望父母分离的，她渴望父爱，但又不告诉母亲事实的真相，害怕父母离婚是由

于她的告知而导致，年幼的她无法承担如此责任，但事情并没有按照她的预想发生，父母终究还是离婚，

而苏菲将这个结果认为是自己的过错，在此她表现出了明显的否认防御机制，后来，她把对父亲的爱投

射在教练身上，甚至与教练发生了性关系，导致教练与妻子爆发矛盾，更进一步说明了苏菲的投射以及

否认的心理状态。

笔者认为成长的过程中，家中没有足够的界限，能够保护当时年幼的苏菲，以至于后续影响到她对

自己身体的看法，对男性的态度。而平衡木成了她的避难所，一个安全的归宿，体操的规则和秩序保护

了苏菲内心的不安全感。综上所述，笔者将整个案例的剧情发展以及案例分析作了自我理解，苏菲是一

个典型具有自杀倾向偏执型人格的案例，期间不间断地出现了多种不同防御机制。

7 结束语

从《扪心问诊》这一个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咨询伦理并不仅仅是咨询师或治疗师需要遵守的条条框

框，并不只是一种规则和保护，而是作为理论或技术背景存在于整个咨询过程中的。它的存在并不是对

咨访关系的限制而是一种推动。对伦理的运用应该让来访者感受到咨询师的温暖，并且这种运用需要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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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师结合专业和实践的经验做出灵活的判断。同时，对咨询伦理的学习是需要与时俱进的，在平时的学习、

看到相关案例时都可以去思考这个议题，以使我们的咨询之路更加专业，更具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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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Family on the Personality of Ddolescents: A 
Case Study of In Treatment

Li Xicheng

Dandelion Family Coaching Center, Shanghai

Abstract: In treatment is an American drama adapted from a real consultation case. From the professional 
perspective of a psychiatrist, the consultation and visit relationship between each visitor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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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ltant is expounded. Each visitor truly restores th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totype and 
the story behind it. The counselor Paul uses hi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psychodynamic analysis 
techniques to give each visitor the most comprehensive communication, empathy, understanding and 
sublimation of the hea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rsonality psychology and pathological psychology, 
combined with the definition of personality, the evaluation of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the embodiment 
of related defense mechanisms, the application of major schools and othe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tagonist Sophie's subconscious,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primitive family.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influence of a primitive family on the personality, the way of doing things and 
the three views of the adolescent children, which further prov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family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adolescent children's personality.
Key words: Defense mechanism; Paranoid personality;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In treat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