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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case, the client took the initiative to consult and complained that he 

was depressed and had no motivation, Suicidal ideation. Self-accusation,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re obvious. Psychiatric diagnosis as bipolar II, depression attack; Based 

on the dynamic personality assessment, the consultant understands the clien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go psychology, object relationship psychology, self psychology, 

and mentalization theory. Counseling mainly used psychodynamic theory to 

establish an empathic but bounded relationship on the basis of understanding the 

client and promote mentalization. Techniques such as free association and empathic 

interpretation are used to increase the client's awareness and reflection, and to 

accompany the client steadily, promoting the completion of symbiosis, separation and 

individuation. At present, the client can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past 

has hijacked the current feelings, can have a better relationship with boundaries, and 

can better understand and accept them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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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案例来访者主动咨询，主诉是情绪低落无动力，轻生意念；自责自罪、

抑郁、焦虑情绪明显。精神科诊断为双相 II 型，抑郁发作中；咨询师基于动力

学人格评估，从自我心理学，客体关系，自体心理学以及心智化理论等角度来

理解来访者。咨询主要运用心理动力学理论，在理解来访者的基础上，建立共

情但有边界的关系，促进心智化；运用自由联想和移情诠释等技术增加来访者

的觉察与反思，并且稳定地陪伴来访者，促进共生、分离 - 个体化完成。目前

来访者能够更好地理解过去是怎样绑架当下的感受，能够更有边界地维系关系，

并且能够更好地理解并接纳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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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1.1  个案基本情况

来访者小九，女，19 岁，高校在校学生，咨询进行了 22 次。主诉无意义感，

情绪低落，无明显应激源，活动减少，注意力不集中，高一、有轻躁狂历史。

精神科诊断双相 II 型。有自杀风险（没有具体计划，两次澄清了关于自杀的话

题中，来访者表示不能打扰别人，不能太难看，太疼。自己有自杀念头其实是

不想面对生活）。新生普查回访面谈，但是觉得自己能够处理，这学期开学曾

经和以前的朋友聊过，朋友建议来咨询室，当时觉得再等一等。后来觉得自己

一直状态不好前来咨询。来访者有资源（父母、朋友等），但在抑郁情绪中来

访者似乎无法从中感受到支持，更多的压和退缩。来访者会谈到很多“应该”，

有很多自责，并且评价自己是一个“逃避”的人，有很多冲突是关于“我不想 /

我做不到—我应该做”。

来访者自述总是会在一个循环里，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回头看会知道自己

终将走出来，但是不好的时候会真的觉得自己走不出来了。每次开启循环都和

新环境的适应有关，和是否有人与自己一起面对有关。来访者除了自责自我评

价低，更多的时候表达了一种战战兢兢的情绪，好像恐惧害怕，无助无望——

当无人与自己一同面对的时候困境的时候。自述像一只刚刚破壳的小鸟、灰扑

扑的、战战兢兢的、很脆弱，没办法应对这个世界。来访者对于脱离正轨十分

的抗拒恐慌，甚至会因此而绝望。正轨来访者表示是正确的生活轨迹，一些积

极阳光的人过的生活。

父母是教师和职工，小时候父母工作忙，白天由爷爷奶奶照顾，小学之前

和父母和爷爷奶奶在乡下生活，小学之后和爷爷一起由父母带往城镇，由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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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送上下学。

1.2  重要的诱因

1.2.1  无明显应激源

升学带来了新的环境。来访者人际敏感。常常因为看到“真实”而感到无意义，

被背叛。

1.2.2  关系

谈到高中时候抑郁情绪，说是因为不喜欢老师表里不一，忽视自己，换座

位后和同学交流少了，从同学那里知道好朋友说自己坏话，感到被背叛。很孤独，

很压抑，很灰暗。甚至那些人伙同一起与自己对立感觉很不好。新学期和室友

不是一个专业，和其他人也不亲密，感到孤独。

1.2.3  适应

谈到不喜欢现在的专业，不喜欢老师，和同学之间感觉不到亲密感。面对

新环境，别人却能很快适应，并有亲密的小伙伴，自己不行，这让自己感觉格

格不入。

1.3  重要的客体

1.3.1  父亲

父亲是教师，比较威严，常常鼓励来访者要积极努力。来访者对于父亲既

认同，但是也感到压力和愤怒，来访者一度觉得父亲是不可能理解自己处于抑

郁当中的痛苦和状态的。父亲在来访者的成长中也很有支持性。来访者母亲发

病期间，父亲作为来访者的支撑，一方面安抚，但是也提供了一种态度和价值

取向并被来访者内摄——要理解和体谅母亲，母亲不生病的时候是很爱你的。

但是母亲生病状态带来的羞耻感、来访者的愤怒、委屈、对于正常生活的向往

与这种内摄的态度之间的拉扯，也是来访者很大的内耗来源。

1.3.2  母亲

母亲非常感性，柔弱，情绪稳定性不好。来访者母亲曾有过牵连观念，据

说未经治疗和诊断，发病期间很容易与人口角。来访者此时会感到无助，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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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委屈，但是也会羞愧。来访者既感受到母亲的爱意，但是因此很多复杂

的情绪难以表达。来访者曾经和母亲说过自己的状态不好，然后母亲抱着自己

哭了，来访者非常自责，觉得自己让母亲失望了，母亲很心酸。更加不愿意母

亲知道自己的现状。

1.3.3  爷爷

自小与爷爷奶奶一起长大，但是来访者对于奶奶的叙述很少，对于爷爷的

描述很多。爷爷抑郁症并最终自杀身亡，来访者叙述爷爷总是不说话，躺在摇

椅上。来访者对于爷爷的情感很复杂，既有强烈的认同，甚至理想化的部分，

也有愤怒、埋怨的部分。爷爷在小九眼中，是一个干大事的人，在自己的职位

上做出了很多贡献，也努力想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是很伟岸的形象。甚至

不值得做类似接送自己上下学，或者出现在一群不理解他的人的闲谈当中。但

是由于爷爷受人欺骗，导致家中负债，自己被同龄人孤立、欺凌，小九也会埋

怨爷爷，但又因此而愧疚。爷爷的死，小九并未亲眼见证，但是在描述爷爷死

前的心情时，犹如亲历：爷爷抱着很失望的心情选择自杀，但是在最后时刻也

是后悔的，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最终在绝望和恐惧中死去。来访者表示脑海中

有一幅连贯的画面，自己像一个旁观者，但是对于这种心情又感同身受。

1.4  重要的个人生活事件

父母忙碌无暇照顾，白天送到爷爷奶奶家，来访者经历着一个和不同的养

育者的分离与适应；来访者从小和爷爷奶奶一起长大，爷爷甚至一度负责接送

自己上学，来访者对于爷爷有很强烈的情感联结和认同，爷爷甚至是来访者早

年理想化客体。但是同时，由于爷爷受骗导致村子里众人利益受损，在幼儿园

期间（6 岁）曾因为爷爷的事情被同伴欺凌；也见证了“人情冷暖”（对于在爷

爷家感受到的热闹到门庭冷落、家具落灰的画面印象深刻）；在一年级时爷爷

抑郁症自杀身亡，对此，父母家人开始时不敢相信，后来也讳莫如深，哀伤并

没有得到表达。儿时在乡下，小伙伴们分姓一起玩，感觉常常被孤立，有一次

兴冲冲去参加婚礼，发现自己不在邀请之列，感到很尴尬。

高中时从同学那里知道好朋友说自己坏话，感到被背叛。当时有一小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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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是不友好的，带有敌意的鼓励。来访者那段时间陷入低谷，吃不下东西啊，

情绪低落。现在回想依然那段时间感到很孤独，很压抑，很灰暗。

妈妈自爷爷去世后开始，疑似有牵连观念。总感觉别人在说自己坏话，说

是因为自己及没照顾好爷爷，爷爷才死的。妈妈开始常常与人吵架，来访者感

到很尴尬，很无助，对母亲也很愤怒。很想要有正常的生活，但是却无能为力。 

2  评估与分析

2.1  症状描述

来访者情绪低落、动力不足、行动减少、自责自罪、、食欲下降、体重下降、

失眠，持续事件超过半年，并伴有焦虑情绪，近一个月有自杀意念，且高二有

过类似症状，持续约一学期（3 个月左右）未经就医休假后自行好转。，高一有

轻躁狂状态，来访者自述变了一个人，很开朗主动，想和大家分享自己的快乐，

而且觉得自己可以应对生活、每天很开心，觉得大家都很喜欢自己，对自己很

善意（平时来访者比较内向、敏感）。精神科诊断：双相Ⅱ型——抑郁发作，

伴有焦虑状态。

2.2  个案概念化

2.2.1  人格发展总体评估

来访者人格发展处于冲突还是缺陷水平，是评估工作的首要问题。［1］来

访者自体意象与关系似乎紧密相连，是否有人和自己一起面对，对于来访者有

决定意义。来访者的人格发展阶段有大量的共生阶段特征、因而分离个体化也

相应的未能完成。当然，来访者的超我和本我冲突也很明显，自责自罪的席卷，

自我虚弱。当来访者感到自己是有支持的，状态较好时，来访者更多处于冲突

状态。而当孤立无援的体验袭来，来访者更多掉入缺陷水平中。这与来访者早

年经历的复杂性创伤有关。在咨询工作中要注意根据来访者不同的状态，选择

更倾向于支持性还是表达性技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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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自我心理学

人格结构：很强的超我评价系统，冲突明显，“我做不到”似乎是一种妥

协形成。因为无法违反超我 / 父母，所以本我只能以做不到来展现；

防御方式：理智化、合理化、攻击转向内、理想化、内摄、投射（神经症

性）、认同、否认、解离；同时爷爷的去世并没有得到哀悼，家人都讳莫如深。

来访者像是认同了爷爷，但是家人的态度没有直接表达不认同，父母会不断强

调要积极向上、乐观开朗；自己也有一部分是怨恨爷爷的，复杂的情绪，就内

化成了现在来访者对于自己的攻击。来访者一方面早年对于爷爷的理想化未完

成，且坍塌后（爷爷自杀）未得到足够的哀悼，另一方面在当下的生活中，来

访者不断的对他人进行理想化，而贬低自己，这使得来访者陷入绝望与恐惧当

中。来访者对于他人的理解充满了投射意味，但是咨询师工作中并未感觉到自

己认同了敌意的、攻击的客体，来访者人际关系良好，因而投射是神经症水平的。

来访者轻躁狂状态下既有生物因素的原因，以及典型的躁狂症防御——否认。

来访者自述自己时不时会有自己在做梦，梦醒了就会回到六岁，拔牙的那天；

或有不真实感，抑郁状态下发生了解离。

2.2.3  客体关系

来访者与周围人都会相处得很好，也有比较好的长期朋友，但是在抑郁情

绪中来访者感觉关系中没有亲密感。自己是不能表现得负面的。他人表面上和

自己亲密但是内心有可能是有其他想法的。关于“敌对”以及早年的事件对于

幼年的她来说是很大的创伤。在早年的客体关系中，似乎分离个体化阶段受阻，

来访者承担了太多不该自己承担的部分（爷爷的失败，母亲的发病）。

来访者多次比喻自己像刚破壳的小鸟、灰扑扑的、跌跌撞撞、战战兢兢的——

似乎是 0-1 岁时期的安全感和基础信任感未能建立。来访者的人格发展阶段有

大量的共生阶段特征、因而分离个体化也相应的未能完成。来访者让咨询师联

想到婴儿期孩子那种与父母一体的安全感，将父母 / 他人理想化能够应对这一切

的，那么我也是安全的。这种一体性，在情绪上也是存在的，来访者“自己就

像雷达，要弄明白才能生存下去”而弄明白的过程，就是跳到别人的位置体验，

而这种体验是带有投射性的。来访者在双相抑郁相时，处于偏执 - 分裂位，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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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防御强烈，与真实世界的连结断裂，完全生活在一种惶恐的世界中；当来访

者缓解期可以看到来访者回到抑郁位，带有觉察色彩的冲突状态。

2.2.4  自体心理学

自己是不够好的，好像有无数“应该”，以及自己的行为会引起他人怎样

的反应和感受，而自己的感受和需求是被压抑的。来访 者的自体虚弱，抑郁状

态下自我评价极低，状态转变后自我评价有所回升，但是环境的回应影响很大。

对于在“正轨”追求，以及身边是否有人一起面对生活，对于来访者的胜任感、

价值感有极大的冲击。来访者的自体意象更像是不清晰的，对于外界的反应很

敏感，但这种认可似乎更加体现为是否有人和我统一战线，而不仅仅是对于独

立的我这个个体的认可。可能与早年的自体客体需求（理想化）不足，使得来

访者自体虚弱，且不断寻求理想化对象，并且惶恐于失去与理想化对象的联结

和联盟。来访者对于自己的情绪命名、感受敏锐，但是对于自己不同自体状态

整合有困难（解离），这也许与双亲养育中“有诱惑的深情”有关，［4］甚至

于来访表示高一轻躁狂的状态发生也与父母的期待相吻合。尤其父亲一直希望

自己能够开朗乐观、人缘好，自己在适应环境之后，就“过头了”。

2.2.5  心智化 

存在过度心智化。［3］来访者的情感细腻敏锐，但很多时候理解他人，和

情景的意义会带有强烈的投射色彩，而这种带有投射色彩的理解，往往倾向于

让来访者感到自责愧疚（来访者很难承受又常常被席卷的情绪）。比如当来访

者告知母亲，自己状态不太好，母亲抱着自己哭泣，安慰自己只要健康快乐就好，

来访者会很自然的把母亲抱着自己流泪理解为母亲是很心酸的、无奈的，却很

难感受到关爱、心疼的部分。

3  咨询过程

3.1  1-6 次面谈

建立关系，基本症状、家庭、早年经历、当下困境等多方面信息收集，评估，

概念化以及基于评估后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就医动员。相应的保密设置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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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相应的突破后来访者的预期、想象、期待的讨论，来访者就医的感受、联想、

想象的讨论。对于精神科医生诊断的感受的讨论。

3.2  7-9 次面谈

就医诊断为双相Ⅱ型后，并遵医嘱服药配合心理咨询。服药后来访者状态

稍有好转，感受到来访者阻滞减轻，咨询关系有所进展，开始有更多的空间可

以探讨。但是在两周后调整药物后，来访者出现解离症状，不真实感、梦样感，

咨询师决定并不贸然打破这样的防御，而是在生活事件以及咨询室内的感受出

发，增加觉察，不断增加与自己与现实的连结，并感受到咨询师的接纳，慢慢内化。

3.3  10-11 次面谈

暑假后回访续约，来访者于开学前未经医嘱停药，讨论停药的动机，父母

的态度，以及来访者的感受的讨论。澄清具体化来访者当下的状态，动员来访

者复诊就医评估是否能够断药、心理健康教育，双相特点的科普，以及基本服

药周期的告知。

来访者告诉咨询师，新学期自己转专业后与室友同一专业，专业更简单，

且有统一战线的小伙伴，感觉虽然有点紧张、烦躁、但是能够行动。

3.4  12-18 次面谈

国庆假期过得很愉快，很喜欢和家人随意又亲密的氛围，回学校之前很担

心自己是否能适应，但是回来后感觉自己能够应付，因而对于未来似乎有了信心。

关于，“正轨”“循环”“被敌对”“被隐瞒”等的澄清、具体化，以及

当下与过去创伤的联想穿梭，并且不断厘清来访者在“选择”困境中的冲突（应

该——想要）。

3.5  19-23 面谈

承接之前的移情修通工作，与此同时在来访者表示自己学习生活应对良好

情况下，不断看见来访者发生了什么变化使得困境解除，整合资源与力量。同



·79·
孤独雏鸟的生存战役

——一例基于心理动力学视角的双相情感障碍来访者的案例报告

2020 年 2 月
第 2 卷第 2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tppc	 https://doi.org/10.35534/tppc.0202006

时将更多的聚焦投在来访者的内在需求、意向、感受上，增加觉察与接纳。

来访者表示今年的跨年夜感觉比较愉快，而非感伤。以往总是很多遗憾，

很不舍，很难过，还会自责自己没有好好过这一年。来访者感到自己可以表达

自己的意愿，自己可以表现脆弱、甚至可以做的不好。觉得哪怕就仅仅于此自

己都能感到这一年很值得。在来访者的放假前一周，双方探讨了未来一周不见

面来访者的感受，谈论并共情来访者没有咨询师陪伴的惶恐，也看见来访者的

可能性，讨论来访者的计划。咨询进入尾声。

4  讨论与反思

4.1  移情 / 反移情

第一印象，整洁，微笑，瘦弱，安静。来访者让咨询师很怜惜，咨询师感

到她很孤单，很脆弱，但是很努力，就像一颗挣扎破土的种子，很痛苦，很疲倦，

但是有生命力。信息充分显示，来访者生活中人缘很好，但是来访自己总是不

确定，战战兢兢。这种战战兢兢也在咨询中体现，来访者没有去就医后不太敢

来咨询，似乎怕咨询师失望。因为时间关系，调整到晚上，会问“是不是很麻

烦你？”

咨询师会感受到焦虑感，想要帮助来访者，担心来访者无法应付这一切，

这似乎与来访者的焦虑和恐惧是一致的，甚至这种一致性反移情一度未被识别，

而被咨询师当成自己的状态不佳处理，咨询师调整自己的工作频率与状态，督

导支持下渐渐清晰。

4.2  重要时刻

4.2.1  微笑

 “微笑”的谈论自己的经历，在咨询师的反馈后，来访者流泪，并表示自

己也想坦诚，但还是很难放下面具。来访者对于坦诚的渴求（他人）以及相应

而来的自责，夹杂着一直以来迎合期待的面具，共同促成了这一幕。

来访者初期，因为没有去就医，没来咨询室。来访者很忐忑。来了之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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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中面露着不好意思的笑容。在共情的基础上来访者表达了许多关于就医的

感受，以及困难，慢慢放松下来。来访者明显的移情活现，这种战战兢兢的态

度在生活中其他关系中也存在。

OH 卡投射：恐惧、面对他人的无力感、生死存亡的时刻、想逃避又不自主

的想靠近。——联想到面对他人的恐惧，自己做的不好、别人会失望、自己会

因此而被对立、会失去一段关系。过去的经验、挺多这种感觉的、有几次走不

出来的、幼儿园、小学、高二。讨论相应感受、联系现在与过去。共情这种体

验带来的痛苦。来访者对于自己的敏感多有负性评价，咨询师对这样的态度进

行解释性的反馈。

4.2.2  来访者的诠释

来访者自己的移情诠释：来访者在自由联想中多次穿梭于当下感到被敌对、

被隐瞒的感受与早年的创伤事件中的感受后，来访者主动进行了移情的诠释。

虽然这个诠释是带有理性认知色彩，而非全然的修通，但是来访者因此有了新

的视角审视生活，以及更好的现实检验能力。

4.2.3  很欣慰

“很欣慰”：来访者多次用这个词来表达对于自己状态的改变的肯定，似

乎是站在一个长辈的角度来表达对自己的肯定，来访表示自己其实是希望有人

这么肯定自己，这样自己也会觉得自己的一切部分也是可以被肯定的，值得的。

同时，来访者也有对于肯定的恐惧，似乎自己会担不起这个肯定，会有压力下

一次没有那么好，那么自己就是不值得的被肯定的。这个部分与来访者的理想

化失败有关。

4.2.4  害怕被肯定

当咨询师重复来访者的话“很欣慰你的改变”，也是来访者一直想听的鼓励，

来访者表示害怕，感到压力，怕自己配不上这样的肯定，之后做不好，就会更

加被否定。似乎否定是彻底的，而肯定却蕴含更多的期待。

4.3  小结

这个案例中咨询师的反移情从一开始的被来访者吸引（互补性反移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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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后来的感到焦虑、不安、不相信来访者能够独自面对生活（一致性反移情），

咨询师要既呆在反移情中，又要作为咨询师稳定的存在，建立稳定有边界的关系，

并且适度放手，避免来访者被咨询师的不安捆绑，是极其重要的。概念化也是

在不停的评估修正中，在理解来访者的基础上，咨询师方能更加敏锐于移情与

反移情的存在。

5  督导情况

作为新手咨询师，本案例在第一阶段（1-8 次）高频次督导，每周一次，此

后为一月一次督导。期间接受团体督导两次。

前期督导主要围绕来访者的评估，以及就医问题与相应的心理健康宣教，

保密设置的突破的讨论，以及相应的移情与反移情的澄清。值得一提的是本案

例是咨询师亲自面谈后主动要求接受的案例，咨询师感到很怜惜来访者，感到

来访者是可爱的。来访者有很多“应该”带来的压力的同时，也有很多被动攻

击——“我不行”，而在就医问题上，咨询师曾经一度因担心给来访者压力而

不敢过于推动。在督导后意识到自己的推动不坚定，也更加清晰反移情是怎样

让咨询师和看似弱小雏鸟的来访者达成共谋。

第一次团督是在第 9 次咨询后：督导主要围绕咨询师的案例报告，现场成

员的感受反馈，增加对来访者的理解，完善概念化，并且帮助咨询师清晰接下

来的咨询方向，将概念化更好的落实到实操，并给予咨询师更多的支持。就当

下而言，咨询师评估来访者具有内摄型抑郁的人格特质，主要属于冲突水平。

工作在不断澄清内摄的价值态度的来源，以及来访者的感受想法与态度的厘清。

督导使得咨询师不仅仅要聚焦感受想法，也要更多的具体化工作，促进心智化。

之后的个人督导一月一次，既是不断修正概念化，不断评估来访者的变化，

同时厘清咨询是怎样开展工作的，期间移情与反移情是怎样作用的。期间咨询

师一度接受了来访者关于自己无法应对的无助感的投射，并在焦虑的推动下进

行了正念的带领以及增加正常化使用的频率。

第二次团体督导（18 次）主要是基于咨询师概念化的修正后，咨询师申请

团体督导，并希望能够确认接下的咨询方案是否可行。此时咨询师看见了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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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冲突与缺陷共存，但是对于来访者的评估与工作是否得宜不确定，督导给了

咨询师支持，同时明确接下来的咨询将进入移情修通的部分，不断的穿梭来访

者当下的“被敌对”感、孤立无助感，与过去的创伤事件的联系；与此同时，

要更多的确立来访者的自我，增进觉察。

（本案例公开发表获得来访者知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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