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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presents an example of psychotherapeutic work for depressive 

client with obsessive-compulsive personality. In so doing, the author discussed 

the ecological-integrative viewpoint which directed his practice in helping clients 

of this type. The author explains how he integrates the theories and techniques of 

psychoanalysis,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and humanistic psychology and focuses 

on the feelings of the clients, and pays attention simultaneously to their biological,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factors and their interactions.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in helping the clients of this type, a therapist can integrate the process of empathic 

understanding and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a solid model of conceptualization, 

and have the two processes support each other. During the therapy, a practitioner also 

need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inner psychological ecosystem and the outer ecosystem at 

the sam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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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有抑郁症状的强迫性人格者的心理治疗为例，探讨了心理咨询

与治疗中的生态—整合视角。作者展示了如何在治疗中把精神分析、认知行为、

人本主义的思想和技术整合起来，以来访者的感受为关注点和聚焦点，同时考

虑与来访者的主诉相关的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及其相互作用。作者提出，在

此类案例的心理治疗中，可以把贴近来访者经验的共情理解过程与立体式个案

概念化模型的建构过程结合起来，让两者相辅相成，并应该同时重视来访者内

在的心理生态环境和来访者所生存的外部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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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整合思路已经成为当今临床心理学界的大趋势［1］。

Gilbert 和 Orlans 提出［2］，整合治疗是指用整体的视角来看待个体（即认为个

体是认知、行为、肉体和精神的整合体），也是指各种心理疗法的理论和技术

的整合，还指咨询师个人成长和临床职业的整合，以及咨询师的研究和临床实

践的整合。訾非认为，心理空间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个空间一方面受到

个体生存的外部世界的影响，一方面又受到个体的生理因素的影响［3］。所以

整合思路的心理咨询与治疗，需要探究复杂的心理生态系统中各元素之间的具

体关联和细微互动，贴近心理空间的即时经验去把握咨询节奏。訾非把生态与

整合思路结合起来，在面向完美主义与强迫性人格的心理咨询与治疗过程中，

融合精神分析、人本主义治疗和认知行为疗法，把内观、表达性治疗的技术与

谈话治疗技术结合进来，发展了感受分析治疗模式［4］［5］。这种治疗模式

主张综合看待心理症状背后的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及其相互作用，主张在咨

询与治疗的不同阶段，不同流派的方法与态度所占比重各有不同，在同一个咨

询小时中，不同流派的方法也能够结合使用。

完美主义作为强迫性人格障碍的一个典型特征，被认为是低自尊、焦虑、

强迫、抑郁、拖延、人际关系不良等多种心理问题的一种人格易感基础［6］［7］

［8］。一般而言，在精神分析领域，强迫性人格障碍被看成是一种较为轻度的

人格偏差类型，即 Kernberg 所认为的神经症人格水平［9］。不过对强迫性人格

的内在动力基础的研究发现，部分强迫性人格者与自恋性人格具有颇多的相似

性［4］。McWilliams 认为这部分来访者应该被评估为自恋性人格者［10］。但

是考虑到自恋越来越被视作多数人格障碍的动力基础，保留强迫性人格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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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认为强迫性人格存在至少两种类型，即以超我过于刻板为特征的神经症水平

的强迫性人格，以及以较为原初的夸大自体和理想化自体客体为特征的自恋水

平的强迫性人格，则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本文的来访者是一例有自恋性人格特征的强迫性人格者，接受了两年的长期心

理治疗。虽然来访者的情绪症状并不特别严重，但由于其抑郁有其强迫性人格作为背

景，恶劣心境长期存在，对其社会和生活适应影响巨大，不得不经历一个较为漫长的

心理治疗过程。这个过程中体现了笔者在咨询理念和实践方面的生态—整合视角。

2  案例背景

戴维（化名），男，是南方某城市来北方 S 大学读书的本科生，20 岁，学

理科专业。初次来寻求心理咨询的时候正是大学三年级开学后的第三周。他的

主诉是心情不好，已经持续一个星期。戴维说这种情况自上大学以来已经反复

出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感觉做什么都没有意思，提不起精神，一般这种状态每

个月会持续一周左右。这种时候他就不去上课，独自呆在寝室里睡觉，吃零食，

偶尔看看杂志听听古典音乐。两年多来，他已经有多门功课不及格，面临退学

的可能。来咨询前的几天，他的情绪比以前低落的时候更低。来咨询前一天，

他走到窗口朝楼下看（他住在第十层），不由得冒出要跳下去的念头。这念头

把他吓了一跳，他担心自己真的会跳下去，于是下决心来心理咨询室寻求帮助。

3  评估及咨询目标

来访者心境低落，兴趣减退，提不起精神，不由自主冒出自杀的念头，这

些都提示心境障碍的可能。不过戴维的情况也并不像重度抑郁发作。他自己主

动找到心理咨询中心求助，为自己的自杀念头而担忧，还能用吃零食、看杂志、

听音乐的方式缓解情绪的低落，与同学们的日常交往也算正常，这些是重度抑

郁发作的来访者难以做到的。戴维的思维还算敏捷，言语动作稍显无力但基本

如常，也没有激烈的自罪观念与无用感，咨询师与他的交流基本上是顺畅的。

戴维说这次他的抑郁已经持续一个星期，从上大学以来就断断续续这样。

戴维说自己从南方到北方来上大学，离开家庭和熟悉的文化环境，学习内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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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也发生巨变，在大一开学的一个多月以后出现情绪低落，失望，焦虑。在

入学之初，戴维的情况可以考虑适应障碍的诊断。但适应过程一般在半年之内

完成。戴维已经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不能再评估为适应障碍，除非他的生活

又出现了其他变故。

戴维说这两年时间里他的情绪也有好的时候，每个月也会有几天感觉还不

错，对自己还算有信心，觉得自己只要努力，就会成功。但即使在这样的状态里，

依然无法集中注意力学习。咨询师此后与来访者的长程咨询中，也有一些是在

戴维认为自己的状态比较好的时候进行的。在来访者描述为好的状态里，他也

达不到精神医学上可诊断为“轻躁狂”的状态。

戴维在第一次咨询时填写了《症状自评量表》（SCL － 90），采用的是 0-4

五级评分版本。各因子得分如下：躯体化 0.75；强迫症状 1.4；人际关系敏感 1.7；

抑郁 1.8；焦虑 1.6；敌对 1.2；恐怖 1.3；偏执 1.8；精神病性 1.1。戴维在该量

表上的总分为 125，总症状指数为 1.39。量表测试结果为阳性（SCL-90 总分超

过 70 分，考虑筛选阳性）。来访者的突出症状为抑郁、偏执、人际关系敏感和

焦虑，伴有轻度强迫、敌对、恐怖和精神病性。

戴维依从笔者的建议，去专科医院挂了精神科门诊。医生的诊断是轻度抑郁，

开了抗抑郁药物。此后的心理咨询，都是在戴维服用小剂量的抗抑郁药物的背

景下进行的。

经过一段时间咨询之后，戴维就很少担心自己会从楼上跳下去了，他主要

的困扰是重复出现的情绪低落，以及学习的困难。根据 DSM-V（APA，2013）

的评估标准，戴维的长期的抑郁心境已经超过两年，对社会适应的影响比较明显，

可以够得上恶劣心境（持续性抑郁障碍）的诊断。

在咨询的最初阶段，咨询所指向的是两个相互关联的目标：缓解抑郁情绪

和应对学业压力。戴维希望通过咨询，走出情绪低落、心情不好的状态。他也

希望通过咨询，让自己多少能够通过考试，改变濒临退学的窘境。

4  对求助问题的成因的初步分析：咨询的早期阶段

也许最初的适应障碍引发的学业问题触发了连锁反应，让本可以自然恢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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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障碍延续为长期的心境问题。如果笔者用“适应困难→情绪低落→学业困难

→情绪低落”这个循环模式来对戴维的问题作出解释，看上去也合情合理。不过，

去外地读大学的年青人为数众多，大多顺利度过了适应期。所以笔者认为分析戴

维的情况，应该进一步收集资料。导致他目前状况的，应该还有其他因素。

从咨询的最初阶段（第 1-4 次）得到的信息，能让我们对戴维的情况的成

因有一个初步的分析。来访者在情绪低落时，并非像重度抑郁者那样在生活适

应和人际关系方面产生严重损害。他仍然可以与同学正常交往，仍然可以阅读

杂志和听音乐。他主要是在特定的事情上，即去教室上课和阅读教科书，无法

像从前一样能够做到。

咨询师问戴维，当你坐在教室里的时候，内心里的感受是什么。他说，他

觉得老师眼睛里都是责备，责备他为何没好好学习；同学们也都以轻视嘲笑的

眼光看着他，觉得他很失败。但每当他打开书本的时候，就会想到“学这些东

西有什么用？”

戴维告诉咨询师，在高考的时候，他的第一志愿报的是“国内排名第一”

的 Q 大学。他说他从小就立志要考 Q 大学，高考完了那些天，还觉得志在必得。

他说如果再多考两分，他现在就“不会是在这里了”。他说刚知道高考不如愿

的那些天倒不是特别痛苦，等来到 S 大学报到，渐渐地就开始失落起来。戴维

从小就出类拔萃，小学成绩始终是全年级第一，初一是全年级第一。初二时成

绩有所下降，但总还是年级前十名。高中的成绩自然也是名列前茅，虽不是第一，

但也几乎总是年级前五名。戴维说，考上 Q 大学意味着成功，高人一等。

在大约第三次咨询的时候，戴维告诉笔者，从小学开始，每天晚上不是爸

爸就是妈妈看着他写作业。从初二的时候开始，戴维就希望一个人呆在屋子里

学习，讨厌父母看着自己。但他的抗议从未奏效。

高中的时候他对背后的父母已经“忍无可忍，极力反抗”，父母也就取消

了持续的看守，而是偶尔来他的房间坐一会儿，但他的房门是不许关上的。

尽管如此，戴维并不认为考上最好的大学是他父母的愿望，他认为父母只

是期望他考上重点大学而已。戴维有个比他大四岁的姐姐，早两年已经从与 Q

大学齐名的另一所大学毕业。姐姐在中小学期间，父母从来不会坐在她身后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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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她写作业。在他们眼里，女儿听话、认真，是好学生的典范，戴维呢，浮躁

好动，如果监管，成绩就没有保证。

戴维不认为，他的父母努力培养孩子成才，是为了挽回他们人生的失败。

当年在父母有了姐姐之后，总想要一个男孩。戴维的父亲本是一个中学物

理老师，还是个年级组长，即将成为副校长。但是生了戴维，就丢了工作。在

刚被开除不久，父亲开了一年多的出租车，然后就生了病，是不太严重的浅表

性胃炎，于是就没再开车，而是呆在家里，负责做饭、洗衣、收拾房间，成了

家里的保姆，一直到现在。戴维家的经济由他妈妈一个人的收入支撑。有时候

他家需要戴维的祖父母在经济上有所支持。

从这里，我们能看到心理问题受到家庭以及社会生态系统的影响。

从以上这些初步的资料，我们大致可以对来访者当下问题的原因作出进一

步的推测。我们把戴维当下的情况作出如下图所示的初步概念化：

图 1  来访者问题的初步概念化

Figure 1  A primary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client’s complaints

5  对关系模式、遗传、性格等因素的系统探究

5.1  原生家庭的关系模式及由关系模式中展现的遗传倾向

戴维的父亲被单位开除后，在南方某城市做了一年多的出租车司机，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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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长期呆在家里。到戴维来寻求心理咨询的时候，他父亲已经在家里呆了快

二十年。这个状况，显示来访者父亲的性格可能较为敏感被动，在外在事件的

打击之下或许已经出现抑郁状态。虽然父亲抱有消极的生活态度，在戴维的两

年咨询里，从未抱怨父亲未能承担养家之责。他在咨询室里所表达的对父亲的

不满仅限于父亲监视他学习这件事上。戴维这样形容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家

里好像没有他这个人。”戴维的表情和语气显现出的是一种无所谓的心态，看

不出愤怒的情绪。在戴维眼里，母亲强势，父亲软弱，占下风，戴维对他几乎

是同情的。而来访者的焦虑及其引发的愤怒主要指向母亲。

戴维的父母经常吵架，“每个星期都要吵几次”。即使在戴维上大学以后，

父母都已五十出头了，仍在吵，仍然是每星期好几次。吵架的缘由往往是日常

琐事。戴维的母亲总觉得丈夫做事达不到她的要求：倒完开水，水瓶不放回原位；

水果没有洗干净就端出来；从外面坐公共汽车回来，没有换衣服就坐到沙发上去。

她会对丈夫的这些不讲究的行为一遍又一遍地纠正。戴维的父亲开始时听她唠

叨并不反驳，但总有终于忍不住的时候，此时对方就愈加生气。“我辛辛苦苦

为这个家，而你又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是母亲最高频的控诉。

小时候每当父母争吵，戴维就感到害怕。随着年龄增长，害怕的程度降低

了一些，但是忧伤、厌恶的情绪有增无减。戴维现在最看不得别人吵架。如果

同宿舍的同学发生争执，或者在街上看到有人吵架，他就会心跳加快，心情烦恼，

想尽快逃开。

母亲对于秩序和清洁的要求比大多数人要高。在戴维的记忆里，没有一个

亲戚朋友对秩序的要求比得上他母亲。家里每样东西都要放在固定的位置，如

果一件东西找不到，她会不惜花几个小时“疯狂地找”——即便它并不是特别

重要，甚至还有其他的东西可以替代。在清洁方面，母亲的要求比较特别，家

中物品有时蒙上厚厚的灰尘她也无所谓。她在意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清洁，

而是“无污染”。母亲对手、食物、衣物的洁净非常在意，担心它们会染上细菌，

导致生病。家里的筷子和碗每天都要用开水煮过，即使家里并没有请客，家庭

成员里也没有谁患有传染病。

大学三年级寒假回来，戴维告诉了笔者他在家观察到的情况。有天晚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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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母亲睡在一起（从小到大，他都是和母亲睡在一起的。戴维说他一个人睡不

着，怕黑），睡梦中醒过来，发现母亲把一个手指放在鼻孔边。他母亲告诉他，

他睡得太沉了，让她担心——他妈妈用手指试试他还“在不在呼吸”。

戴维的母亲对戴维的关心，确切地说应该是担心。她内心里的戴维是脆弱

易碎的，正在遭受来自世界的威胁，她要保护他不被摧毁。在一次咨询中，笔

者请戴维画了一幅以“我的世界”为主题的画。在他的画中，一圈高墙围住了

自己和父母的家，高墙外是种种猛兽与野人。在高墙后头，是好几座朝向外头

的大炮。在他内心里，家庭以外的世界是充满敌意的，他们需要很强的力量才

能保护自己。关于这一点，我们自然会联想到因为他的出生，周围的世界对他

的家庭的敌意。不过，这件事并不是戴维经常提到的“来自外部的威胁”，他

更多地谈到的是他从上幼儿园到初中这段时间，在学校里经常是其他同学欺负

和取笑的对象，一个原因是戴维的鼻子明显地有点“鹰钩鼻”——尽管他长着

直头发黑眼睛黄皮肤。

在家庭内部，戴维觉得也得不到应有的和平。在他的“我的世界”的绘画中，

高墙内的他的家庭成员之外，还放了一尊弥勒佛像。他希望这个大肚子宽容的

神能给家庭带来平安。

虽然戴维在咨询中所抱怨的家人只有这个母亲，而他最依赖的也是母亲。

在他看来，他的姐姐在考学方面比他顺利，但是在工作上并非如此。她是

个非常仔细的人，做事也很认真，但总是感到压力大。在大学毕业之后，姐姐

一度不想找工作，觉得到社会上工作会很难。姐姐在毕业半年后她回到家乡找

到了一个事业单位的工作。

与戴维的父亲不同，戴维的祖父性格开朗乐观，虽然已经七十开外，但朋

友众多，喜欢旅游。这个祖父是戴维最认可和希望成为的人。

如果把戴维画的“我的世界”从象征意义上去理解，把高墙内的部分看成

他的自我，高墙外看成他的世界，这个场景与戴维二十多年人生经验有着自相

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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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戴维的完美主义与强迫性人格倾向

在咨询到第五次的时候，咨询师谈到运动在缓解抑郁情绪方面的作用。戴

维对咨询师提出的“运动处方”颇有兴趣。在他第六次来咨询的时候，戴维告

诉咨询师，他这个星期起初真的去运动了，但后来又放弃。他本来计划每天晚

上在学校的健身房举重三十分钟。戴维身材较瘦，他想“练出一些肌肉”“这

样也算一举两得”。在学校健身房的第一天晚上，戴维举一边一个铁片的杠铃，

到第二天，他就一边加了一片，第三天，又加了一片。这样一天一天加上去，

到第五天，他就举不起来了。

咨询师问他为何如此，他说只有这样才能感到有所进展，“自己战胜了自己”。

“每天都有进步不是很好吗？”咨询师问他在其他方面是否也有这样的想法时，

戴维说，除了早锻炼，还包括学习，在人际关系方面倒没有这种要求。“只要

是自己决定要好好做的事情，就想越做越好”，“如果不能做到最好，还不如

不做”。

在笔者的咨询经验和生活经验中，看到很多的年轻人用这种方式思考问题。

“如果我不能做到越来越好，我就退步了。”“我只能进步不能退步。”“如

果我读书不能成为第一名，将来在事业上怎么能达到第一？”“我连考试都不

能超过别人，我怎么可能在其他方面超过别人？”“我没有考上最好的学校，

我很难成为最出色的人。”

考 Q 大学，也属于戴维追求成功的目标上的一只放满了铁饼的杠铃，要么

举起它，要么干脆就放弃——但是咨询师并没有把这个思考说出来，因为为时

尚早。

戴维的高标准，“不能做到最好，不如不做”的倾向，要把事情越做越好

的想法，提醒咨询师戴维可能是个完美主义者。咨询师请他填写了用来评估强

迫性人格倾向的《消极完美主义问卷》［4］，得到问卷总分 170 分，根据该问

卷的常模表格，戴维的问卷总分的累积百分比接近 100%，也就是说，填写这个

问卷的人，平均 100 个人里也找不出一个在总分上高于他的。在问卷的五个维度，

“害怕失败”“犹豫迟疑”“极高目标与标准”“过度计划和控制”“过度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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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和仔细”上的累积百分比都在 99% 以上。这个结果提示戴维可能存在强迫性

人格特征。强迫性人格是在冲动—敏感型的性格基础、缺乏关爱的功能不良的

客体关系、创伤性的经历、以及对于成功和失败的极端信念的综合作用下产生

的［4］，戴维的成长经验和遗传基础也符合这个观点。图 2 是对戴维的完美主

义与强迫性人格倾向的形成因素的一个大致概括。

A 易发生情绪症状的基因遗传特点（Ma：manic，冲动 - 躁狂倾向；De：Depressive，敏感 -

抑郁倾向）

B 家庭客体关系模式（x- 母亲，y- 父亲，z- 祖父，w- 来访者）

C 对于成功和失败的极端看法

D 挫折事件（d1- 少年期创伤性经历；d2- 高考“失败”；d3 当下的学习困难）

图 2  来访者完美主义与强迫性人格倾向的形成因素概括

Figure 2  A summary of the factors that lead to client’s development of 

perfectionism and obsessive-compulsive personality

6  人格动力分析 

随着咨询逐渐展开，在第 15 次的时候，戴维告诉咨询师，他知道很有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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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中，从 Q 大学毕业的人最多，他希望将来能成为最有权力的人。

从现实层面说，戴维志向很高。但是笔者不主张在咨询中与来访者探讨如

何设定“合理的人生目标”。对于戴维这个年龄段的青年，目标往往具有传奇性。

一个想经商的年轻人，希望成为比尔盖茨或者巴菲特；从事艺术的，则要达到

梵高或者毕加索那样的高度。具有神话色彩的人生目标所提供的是强劲的心理

动力和人生意义感，不具传奇性的人生目标反而不能振奋人心。自体心理学认为，

人的志向就是从古老的、夸大的自体需求和对榜样的理想化里发展出来并走向

成熟的［11］。咨询师认为应该通过戴维的志向去理解它背后所包含的心理动

力意义。

戴维从幼儿园到中学的这段时间里，尤其在初中二年级以前，遭遇过长期

的来自一些同学的欺负和嘲笑，这种经验可能激发了他对强大的权力的渴求，

以此作为一种补偿。不过，如果咨询师把这种解释反馈给来访者，来访者未必

会认同。受欺负与渴望强大之间的联系虽然常见，个体未必能够在感受层面上

体悟到这种因果关系。当然，有些来访者可能回忆起这样的时刻：在受到欺负

的时候，暗暗下决心，有朝一日我要让他们都匍匐在脚下。但更多的来访者并

不能记得此种体验。戴维亦是如此。但是另一种联系他是能直接感受到的：他

说当他想象自己成为了很有权力的人，就感到如同在学校里考了第一名，这种

高高在上的感觉不仅仅是一种渴望，实际上也是他的一种体验。

我们其实能够扑捉到“强大了就不被欺负了”这样的心态。而且，戴维所

期望的强大能保护的不仅仅是自己，也包括整个家族。

但是戴维对强大的神往更多地是停留在理想的层面，他不愿意与他人发生

矛盾，甚至刻意回避矛盾。他把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好成绩和好大学上，而这个

希望在他看来并没有实现，或者说遭受了重大的挫折。

从这里能够看到来访者两个相互矛盾的人格动力机制：一方面是追求成功，

另一方面是对安全和依赖的渴求。且这两方面的需求，戴维都比大部分同龄人

有更高的强度。

特别渴望强大而又特别害怕失败和被抛弃，构成了一种张力，这两类动机

难免互相强化。成就动机越高，越可能更容易体验到失败感。在戴维的同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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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是成功的事情（例如考入当下这个重点大学），在戴维看来则是彻底的失败，

他觉得自己与优秀的大学失之交臂，竟与那么多他以前看不起的人沦为一族。

成就动机的受挫导致了来访者安全感和归属感的双重受挫。反过来说，戴维对

失败的敏感性，强烈的不安全感，促使他把成功的标准也定得极高。在以“我

的世界”为主题的绘画里，戴维所指望的能保护他和家人免于这个世界的摧毁

的条件简直可以用“船坚炮利”来形容。

追求成功者，犹如一个跳高运动员，在标杆越升越高的时候，在内心里也

必须接受失败的几率越来越大这个现实。而戴维并没有形成这样的心理准备。

同样，对于失败，有良好适应的高追求者本应习以为常。而在戴维看来，自己

不属于眼下这个“二流”大学，周围的人不够优秀。而当他在大学里开始一门

接一门地出现不及格，他又觉得周围的人都看不起自己。既然戴维在中小学的

时候形成了“我成绩优秀所以他们才佩服我喜欢我”这样的心态，当下他自然

而然地感到别人会因为他的不优秀而看不起他。

咨询师与来访者的咨询进行到第 15 次之后，对个案做了进一步的概念化，

描述为图 3 的模式。

图 3  对个案的心理动力的进一步概念化

Figure 3  A further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dynamics of the 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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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采用图 3 所示的动力结构模型解释戴维的主诉——抑郁和学习困难——

的心理—社会成因。当然，戴维的状况也有其生理—遗传原因，这个不可忽略

的因素是作为心理—社会因素的基础和背景而存在的。戴维母亲的性格因素也

对来访者的人格发展构成影响，它不但通过她对他的态度，也通过引起戴维对

它的模仿来产生影响。

此外，戴维对当下状况的防御和反思是另一个应该注意的因素。就心理防

御来说，戴维通过一个人呆在宿舍里并怀疑学业的价值来缓解失败感。他对于

自己过去的人生目标（考上 Q 大学）的价值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除了作为

一种防御，其实也具有反思的意义，也意味着人格发展的机遇。概言之，面临

当下的处境，戴维一方面防御着内心的失落和痛苦，一方面经历着人格的整合

与成长；一方面在完成青春期未曾完成的叛逆过程，渴望独立自主，另一方面，

他渴求依赖和依恋，害怕独立带来的不安全感。用精神动力术语来说，戴维目

前正体验着依赖性的独立（dependent-independency）。

按照自体心理学家 Kohut 对人格水平的分类方式［12］，戴维的人格发展状

态可评估为自恋水平。这个发展状态的个体受到异乎寻常强烈的和夸大的移情

需求的驱动，尚不能充分意识到自己和被自己理想化的他人的局限性及有限性，

也难以超脱出移情需求（包括来自他人的完美及过分的肯定、对完美的朋友及

伴侣的需求，以及对理想化的崇拜对象的渴求）去意识到他人是作为独立的心

理客体而存在的，更不用说能够真正共情他人的心理需求并做出反应。受强烈

的自恋需求的驱使，有的个体寻求理想化的依恋对象去依附（比如渴望进入“第

一流”的大学和跟随“最著名”的大师，否则便失去存在感和意义感），有的

抓住一切机会展示自己，试图获得越来越多的赞美，有的则是努力做到和谐圆通、

让他人无可指责，也有的通过做事的细致和可靠来获得成绩和赢得他人的认可。

就戴维而言，这些不同的心理模式他都有所体现，除了在展示性方面他会显得

有所保留——这当然和他成长中被嘲笑的经历以及他对自己长相的消极判断有

关。戴维最典型的心理模式是完美主义，具有强迫性人格特质、自恋水平的人

格结构。

笔者提出，强迫性人格者的内在动力结构是“四极自恋式”的（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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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体而言，他们一方面对自身有夸大的认知或者期望，认为自己无所不能或

完美无缺，或者渴望成为那样的人，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渺小无力或者总在预

感失败。在对他人的感受上，强迫性人格者惯于把人区分成两类：完美的、伟

大的、成功的、神奇的；缺陷重重的、糟糕的、卑贱的、失败的、平庸的。他

们期望依附于前者，而害怕与后者发生联系。这种对于自己和他人的极端理解，

便形成了自恋式的人格模式。不论是对自己的夸大或者渺小化，还是对他人的

神化或者魔化，都是活在自己主观的世界而缺乏与现实世界的充分交流的表现，

这种脱离现实的主观性便是自恋模式。

戴维对自身的成就有超乎寻常的要求，同时又感到自己是渺小脆弱的，他

渴望进入一个能够提升他的优越感的大学去学习，当下的学校他认为是糟糕的、

会把他朝着不优秀的地位往下拉。因而失望、挫折感和无助感成了他当下的主

导情绪——当然，这种情绪的强度，除了人格因素，也是受到戴维的生物遗传

素质和当下的处境——离开熟悉的、被照顾的环境——所影响的。

夸大自体
神化他者

魔化他者
渺小化自体

图 4  强迫性人格者的四极自恋式人格结构（见［5］）

Figure 4  The quadripolar narcissitic personality structure of the obsessionals

7  咨询方法及过程回顾

本个案的咨询，采用的是感受分析模式。这是笔者把精神分析、人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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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治疗和认知行为疗法结合起来的一种生态 - 整合的咨询方式［4］。

笔者把咨询中所经历的过程概括成下图 5。它可以大致分成“理解与判别”“解

析与领悟”“修复与成长”和“文化的反思”四个阶段。

图 5  感受分析咨询的四阶段［4］

Figure 5  The four phases of the analysis of the feelings

在咨询的最初阶段，咨询师主要的工作是倾听来访者对其情况的陈述，尽

可能共情来访者的感受和想法，同时对来访者的心理状况有所评估，对导致主

诉的原因进行判别。在此过程中，咨询师与来访者共同面对他希望解决的问题，

形成有助于来访者的表达和探索的“主体间场”。本阶段的咨询师虽然也会对

来访者的陈述有所反馈，但意在激发来访者的表达、澄清问题的性质以及了解

导致问题的相关因素。此时咨询师对问题的性质及原因会有初步的假设，但这

些假设必须向新的证据开放，随时接受修改甚至被推翻。例如，在本咨询中，

戴维提到自己在离家之前，晚上都是与母亲睡在一起，甚至上了大学之后，放

假回家仍然和母亲一起睡。来访者的这个行为可以轻松地套用弗洛伊德提出的

“恋母情结”理论。然而本咨询中，来访者指出，如果独自一人入睡，他的体

验是恐惧感。此后的多次咨询，更多的证据表明这种体验的真实性。在 0-1 岁

之间，戴维多数时间不在母亲身边，而是由他人照顾。所以，一个在依恋关系

方面遭受过非同寻常的缺失的孩子和一个抱有深切的内疚感的母亲之间的紧密

的情感联接，并不是那种“取代父亲的角色”的恋母情结理论所能完全概括的

情感联接。如果从依恋关系的角度去看戴维的行为，我们就能理解戴维上大学

之后体验到的非同寻常的孤独与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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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母亲是戴维夜里的“安全岛”，戴维对母亲的爱挑毛病、过度追求整洁、

喜欢对丈夫和儿子大声指责的形象又是十分不满的。戴维在谈到母亲的这一面

时，流露的是一种无奈的情绪，而不是愤怒或者仇恨，还有一点内疚感，潜台词是：

这么说自己妈妈有点不太好吧。戴维对于母亲的感情是矛盾的。

因此，贴近来访者的体验去共情理解，就不会简单地把戴维的情况看成反

叛或依赖，不会过分强调某一面，而是从心理矛盾的角度去理解他的内在感受。

笔者不主张在咨询的最初阶段，即理解与判别阶段仓促着手心理干预，但

这并不意味着此阶段的咨询师对来访者没有起到帮助的作用。事实上，咨询师

耐心地倾听来访者对自己的情况进行表述并贴近来访者的感受与思路进行共情

反馈，这本身便具有治疗效果，在某些治疗流派、尤其是以来访者为中心的治

疗流派看来，它们是治疗效果的主要来源。

从戴维的成长经历来看，他周围的亲人，包括父亲、母亲、姐姐，都不是

善于倾听的人。他在初中和小学期间因为长相的原因遭人嘲笑也无处申诉。从

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个体，需要有人耐心倾听他的故事。

当然，在倾听的同时，需要理解来访者的人生经验和动力需求之间的关系。

当咨询师对于来访者的内在动力的理解有足够的把握，便要把他的理解以恰当

的方式反馈给来访者，这是在咨询的第二阶段，即“解析与领悟”阶段做得比

较多的事情。解析既包括咨询师提供的解释，也包括来访者对自身情况的自我

分析。

当咨询师指出来访者的深层心理过程时，来访者可能同意咨询师的说法，

也可能矢口否认。前者并不意味着咨询师的解释一定贴近了来访者的实际情况，

后者也不总是意味着咨询师的解释有违来访者的实况。解释的可靠性和贴切性

需要在咨询师与来访者的不断互动中逐渐显露出来。所以咨询师需要保持开放

性，来访者也仍然需要在一种开放的氛围里贴近自己的经验。

解析往往从发现和体验一个因素和另一个因素之间的关联开始（例如来访

者感觉到他父亲的人生经历从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他的极高的成就动机，或者发

现他在碰到挫折的时候无意中模仿了父亲的逃避做法）。但心理现象的发生是

复杂的，随着咨询的深入，对心理现象的各种局部解释就像拼图一样逐渐汇聚



·269·
心理咨询与治疗中生态

——整合视角的运用：以完美主义和强迫性人格者的感受分析为例

2020 年 5 月
第 2 卷第 5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tppc	 https://doi.org/10.35534/tppc.0205021

成更为完整的、有结构的图景（例如图 3 所示）。

在这个阶段咨询师对来访者的理解会比第一个阶段更为及时地反馈给来访

者。而且这个阶段的理解在很多情况下是来访者自己探索出来的。例如，来访

者认为自己绝不能重复父母“失败”的一生，因此父母觉得好的东西，向他施

加的规则，都可能让他重蹈父母“失败”的覆辙。来访者上大学以后试图采用

与父母相反的原则行事，不对自己做出任何约束。

与戴维的咨询进行到 10 次以上，咨询师开始有了一些“心理干预”。不过

笔者更愿意把这称为一个“修复与成长”的过程（见图 5）。在之前的“理解与

判别”和“解析与领悟”阶段，心理的修复与成长也在发生。不过在第三阶段，

咨询师表现出比前两个阶段更多的主动性。

有条件的自尊是戴维的性格中的抑郁易感因素之一。在他看来，如果别人

认为他好，他才觉得自己是足够好的。“不论我有没有成就，我都是足够好的”

或者“我不需要等我有了成就之后才爱自己”，诸如此类的想法在戴维而言是

不可思议的。咨询师过往的经验是，如果直接向来访者指出，不论你有没有成就，

你都是足够好的，或者说，你不需要等你有了成就之后才爱自己，来访者的回

应往往是：我知道你说的对，可我就是做不到。也有些来访者断然拒绝这种价

值观。还有一些来访者认为这样“惯着自己”，就不会有努力的动力。戴维也

是这么认为的。他也担心，假如对自己无条件地肯定，就会变成一个自大的、

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这种人是他最讨厌的（有他母亲的前车之鉴）。所以

自尊的修复要经历微妙且复杂的过程。咨询师在一次咨询中指出，世上的确有

不少人根本听不进别人的意见，非常自以为是，但也有一种人，被别人的意见

轻易地左右了。咨询师提出，也许你担心自己成为一个自以为是的人，但可不

可以拿出一分钟的时间无条件地肯定自己，体验一下那是一种什么感觉。戴维

说：“在此时此地，当我想到‘不论我做的怎么样，我都应该肯定自己’的时候，

会在头脑中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心脏上有一种痛苦的感觉，同时会有另一种

想法出来：‘你都糟糕成这样了，居然还敢得意。’”在这种情况下，咨询师

支持来访者者接纳这些感受。

中立地、不加评判地观察和体验与动机和观念想联系的感受，尤其是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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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便是探索到了观念与行为的连接点——感受。人格的修复，如果从观念

层面深入到感受的层面，就能更好地推动内在的探索。

当戴维逐渐改变对自己的看法，更积极地看待自己，他并没有放弃他的学业，

他的成绩逐渐发生好转。他也没有因为对自己有了更多的肯定而变成一个自以

为是的人，毕竟人性除了在自卑和自负之间波动，也可以成长到不卑不亢的更

为成熟的状态。

在修复的阶段，来访者的改变当然不仅仅是无条件地对自己的肯定这单个

因素能推动的。有待转变的内容是一系列的。比如他希望“越来越好”的完美

主义倾向。再有，当强势的他人以否定的态度对待他的时候，他体验到的是无

力感，自卑且羞愧。

在修复与成长阶段，除了感受的觉察，还可以诉诸感受的转化，调动内

在的积极的感受。例如，在戴维着手开始学习时，他自动地想到自己“已经

浪费了很多学习时间”，或者“我如果不能成绩优异，学这些有什么用？”，

这些直接的负面感受来自他多年接受的一种教育文化：学习是为了成绩，成

绩好才有未来。他很少体验到学习本身的乐趣、通过求知而走入世界和获得

能力的乐趣。

在修复与成长过程中，咨询师和来访者探讨的主题，逐渐地就会与来访者

成长背景中的文化因素有关。这种文化背景最直接的表现是家庭和学校文化，

较为间接的是社会文化。文化的反思是感受分析咨询的一部分。当咨询进入到

后期，咨询师与来访者的谈话越来越多地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这就到了“文化

的反思”阶段。

戴维成长于把考试成绩当成孩子成功与否的几乎唯一的评判标准的文化环

境里。他全心认同这个标准，因而对于高考的结果，他只能理解成因自己智力

不如别人而导致的失败，十多年的努力成为泡影。戴维所面临的这种考试文化，

作为咨询师，几乎不可能回避与之进行探讨。人类的文化共同体既是一个巨大

的疗愈者也是一个无孔不入的焦虑制造者，来访者走出咨询室，面对的就是这

个无远弗届的“文化自体客体”。

何谓成功？不依赖于他人评价的自我奋斗是否可能？这些都是来访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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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咨询的后期经常拿出来在咨询室里探讨的话题。于此同时，来访者还对

道家哲学发生了兴趣，并拿到咨询室里来讨论。道家对人生世事的辩证理解，

撼动了他曾经坚信不疑的线性思维模式（例如，只要努力，就必然成功；一

分耕耘，一分收获；只有获得成功，人生才有价值；成绩越好的人，就越聪

明）。来访者开始辩证地思考问题，而不是像中学的时候那样把成功 - 失败、

爱 - 被抛弃等看成一些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东西。在这个阶段，咨询师与

来访者的工作，带有很强的“文化分析”的意味，当然这是在心理学、尤其

是精神分析背景下的一种文化分析，带有很强的精神分析色彩。在精神分析

领域中，弗洛姆［13］、霍尼［14］、科胡特［15］都曾经强调关注文化因

素对于分析治疗的重要性。

感受分析的四个工作，理解与判别、解析与领悟、修复与成长、文化的反思，

并非相互独立的过程，而是在一个个案的完整咨询历程中先后占主要地位的临床

工作内容。事实上，在一个个案的咨询历程的任何一个时期，这四种工作都会出现，

甚至在一个咨询时段（session）里也会出现这四种工作，它们相互补充和支撑。

8  讨论和总结

感受分析模式主张，在做个案概念化时，即回答“心理困扰为什么产生”

这个问题时，要与宏大的理论保持一定的距离。假如依照经典精神分析的理论

框架。戴维与母亲的关系，可以被直接贴上“俄狄浦斯情结”的标签，然后探

索他压抑下去的对母亲的性的欲望。但这么做的结果，咨询师恐怕会感叹来访

者的阻抗之强。

依恋理论、进化心理学、模块心理学和社会生物学的新进展让我们对于人

与人之间的种种关系有了全新的认识。精神分析的客体关系与自体心理学、主

体间性理论等也结合了这些全新的认识对于临床分析有了另一种探索态度，即

贴近来访者经验、具体关系具体分析的态度。精神分析的自体心理学的创始人

Kohut 把他的分析成为“贴近经验的分析”［12］。

如果贴近戴维的经验和体验，不在解析和修复上操之过急，通常不会频繁

遭遇阻抗。贴近经验的分析也意味着咨询师和来访者是合作的、共同探索的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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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关系。这种关系里不是没有龃龉，也不是没有敌意的表达，但那种基于理论

的傲慢而产生的不必要的冲突大大降低了。

对于戴维，他缺失的是一种安全的依恋感，这种缺失由来已久。他头脑中

自幼开始经常闪过的与母亲分离的场面，意味着他的缺失可能发源于俄狄浦斯

期之前。咨询师在这个方面的工作，肯定不是指责这种依恋的不正常。咨询师

需要更进一步地去感受，尤其是帮助来访者去体验，这种强烈的依恋背后的细

微面貌。从戴维的描述中，咨询师能体验到他内在的两个世界：家是安全、可

靠——虽然也是恼人——的，而外面的世界是严酷而危险的。这种对于世界的

二分理解在儿童早期并不少见。然而个体从幼儿向成年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

在青春期到来之后，便会逐渐与这种内化出来的世界告别，兴致勃勃地投入一

个更大的世界。在初二的时候，戴维和大多数孩子一样抵达发展的这一阶段。

然而之后戴维在这方面的发展似乎停滞了。

戴维的独立性发展停滞的原因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首先，他是一个成

绩特别优异的孩子，对于名牌大学的渴望，使他把太多的经历投注在成绩考

分的追求上。这个在小学阶段就总是年级第一名的学生，有着极端的成功体

验。它使得追求成绩的优秀已经成了根深蒂固的习惯，并泛化到那些原本无

需争强好胜的事情上。其次，戴维的母亲有着过分严苛的性格和极端的焦虑

性，并不能在人格成长上给孩子提供足够的精神营养。再次，来访者的父亲

也未能成为一个合适的男性榜样并对来访者所受的来自母亲的焦虑的“感染”

有所缓冲。再有，戴维长期的超出常态的情绪起伏，加重了他的退缩、回避、

竞争性和完美主义。这种情绪的起伏性一方面源自成长经验，另一方面也是

植根于他的遗传特质。

经过两年的心理咨询，戴维的情绪变得相对比较稳定了，从大学里毕业，

在某城市的某公司找到了工作。他已经按照精神科医生的建议逐渐停用了药

物。就戴维的情绪改变而言，咨询师认为，至少四种因素对戴维起到了疗愈

作用：精神药物治疗、心理咨询、大学的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的熏陶。精神

药物在生物层面上帮助他稳定情绪；他的大学同学、老师、辅导员、行政管

理部门等在情感和学业上给了他很多的关照和关注，也缓解了戴维的现实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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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他的大学所在的城市为他提供了一个有活力的文化氛围，他接触到了一

些心理学、哲学和宗教思想，这些文化熏陶改变了他的超我的内容，竞争和

获胜不再是全部的价值感和意义感的来源。另外，从戴维自身的心理优势来

看，他是一个聪明和善良的年轻人，因而在建立与咨询师的稳定和真诚的咨

访关系方面较为容易，这使得此类咨询所必须的持久性得到了保证。我们可

以用生态的视角［3］去理解戴维的变化，并且把这种理解概括成图 6 的结构。

戴维在外在生态系统（outer ecosystem）（家庭、大学、社会）中作为一个个体，

通过自身的努力和与外在系统的互动由不适应发展为较为适应。他自身的心

灵，作为一个内在的生态系统（inner ecosystem），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实

现平衡与开放。此内在系统的改变，是从压力的缓解、对症状的象征意义的

理解、对强迫性人格倾向的觉察与变革、对自身与外部生态系统关系的领悟

与改善等多方面来实现的。在此过程中咨询师的价值存在于两个方面：（1）

有复愈作用的关系的持续存在；（2）咨询师作为促进来访者反观、反思和思

考功能的发展的角色的存在。这两个方面在来访者的内在心灵生态系的发展

方面起到承载和促进作用。咨询一方面与来访者探索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更

为真实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帮助来访者在面对自身和外部世界时更具有灵活

性和创造性。

概言之，对于既具有临床症状（例如本案例的抑郁情绪）又具有显著的人

格发展议题（如本案例的强迫性人格倾向），并且人格方面的特征构成了症状

易感性基础的案例而言，长期的心理治疗是需要的。直接针对症状的“心理干预”

犹如“扬汤止沸”。面对人格层面的断然的干预，则类如“釜底抽薪”以至于

动摇了其赖以生存的心理防御基础。但是治疗师面对临床症状经常不得不“救

场如救火”，面对人格议题，治疗师却又必须抱持着“病去如抽丝”的耐心态

度与来访者共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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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来访者的外部生态环境与内部生态环境

Figure 6  The outer ecosystem and the inner ecosystem of the 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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