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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对话与中医相结合的思考及治疗情绪类疾病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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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对话技术是朱建军教授首创的心理咨询治疗

方法，它融合了精神分析治疗中的释梦技术、分析心理

学的主动想象技术、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家J．E．Shorr 1

对象和方法的意象治疗技术并加以改进而产生的⋯，

可直接通过潜意识中意象的调节，对来访者的潜意识

进行资源整合，以新意象的形式体现出潜意识的积极

作用来解决来访者的心理问题嵋J。从朱教授首次公

开这种技术到现在，短短十几年时间，意象对话已经被

广泛的应用于治疗抑郁症、恐怖症、强迫症、焦虑症，甚

至于企业培训、减肥塑身等多个领域，得‘r良好的效

果‘2_4】。

1 意象对话技术的基础和特性

1．1意象对话技术的基础 意象对话是建立在集体

潜意识基础上的。即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反复出现的形

象在潜意识中固化下来，并将这种形象连同其代表的

意义遗传给子孙。例如，没有见过蛇的孩子遇到蛇时

会感到恐惧(情绪)、心跳加速(生理)、躲避(行为)，

是因为他已经具有了集体潜意识中“蛇是危险的，有

伤害性的”这一观念，所以即使他从未见过蛇，也会感

觉恐惧。因此，很多意象有其相对固定的含义。如果

某个意象出现，就叮以代表潜意识中存在着某一类的

心理情结和心理能量。所以，意象对话技术是以“象”

为基础的，甚至可以说意象对话技术就是“象”的

技术。

1．2意象对话技术的准确性 意象对话技术在了解

患者状态时比描述性表达更准确。比如说患者叙述他

非常的“愤怒”，“愤怒”即为患者当前的情绪状态。但

在意象对话中，可以让患者将愤怒的情绪想象为一个

物体，有的人想象中愤怒是一只燃烧的火狮子，有的人

想象中愤怒是一团被压住的灰色烟雾。我们可以更加

准确的感知到前者的愤怒有爆发、急躁、不管不顾的感

觉，后者的愤怒则会让人体会到一种压抑的、烦闷的、

无法释放的感觉。

2中医是“象”的医学

中医历来讲究取类比“象”，如“藏象”、天人相应，

其实都是在讲“象”。一是中医的基础理论，阴阳、五

行、脏腑，都是运用“象”来阐释的。例如《素问·灵兰

秘典论》中所说的“心者，君主之官⋯⋯肺者，相傅之

官⋯⋯肝者，将军之官⋯⋯”等，均是以社会人的形象

来说明脏腑功能的。值得一提的是，朱教授所做的一

项调查研究中指出，计被调查者想象肝脏的样子，大多

数人都会想象成“警察”或是“军人”，跟我国古代说的

“将军之官”，也就是武将，不谋而合。更为有趣的是，

这些想象中的“警察”和“军人”大多是佩枪的。“枪”

在意象对话中固定的一种含义为男性生殖器，而肝经

的循行部位恰恰是“络阴器”的，这种联系非常值得我

taques du f’roid”o

2．2准确理解近义词内涵 古代中文讲求文字描述

的丰富和绚丽，近义词现象十分普遍，对中医翻译造成

一定难度。如：近义词“不足”“弱”“亏”“竭”根据其

细微差别，法语对应词分别为“Insumsance”“Fai-

blesse”“D雒cience”“Epuisement”。准确翻译中医术

语近义词，对译者的双语能力及医学知移灌求都相当
高，不仅需要同时掌握这些词语的汉语及法语内涵细

微差别，并能恰当地对号入座。

2．3准确理解同义词内涵 中医名词术语的另一个

特点是“用词多样性”，很多内涵相同的中文术语，字

面表述不同，即“同义词”。一方面，反映了中医语言

的丰富，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中医术语使用不规范，这对

翻译造成了一定困难。若对中文或中医知识理解不深

刻，仅仅按照字面意思翻译，无法对应词统一、规范，同

时也会影响中医内涵的理解。如“月经”“月信”“月

事”“月水”，据《中医药常用名词术语辞典》旧1所述，中

医内涵均为月经，因此其法语对应词统一译为“les

沱gles”。

综上所述，中医名词术语法语翻译时，不应拘泥于

字面本身，而是需要分析中西医差别，多义词、近义词、

同义词等语言现象的影响，恪守内涵“对应性”的翻译

原则，是中医名词术语翻译过程中最重要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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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思考。二是中医的遣方用药，更与“象”有着不解的

联系。刘力红在《思考中医》中写到，开中药(方剂)其

实就是开时空。比如患者得了阳明经证，“大热、大

汗、大渴、脉洪大”的四大症状宛如处于酷暑之中，我

们开方就模拟一个冬天，也就是应用白虎汤去治疗。

这种把病情看做夏天，把方剂看做冬天的思考方式就

是一种“意象”思维。三是中药，其中的取象比类就更

多了。如明代缪希雍在《神农本草经疏》中是这样描

述附子的生长环境的：“附子全禀地中火土燥烈之气，

而兼得乎天之热气”。张锡纯则渭“附子本是辛温大

热，其性善走，故为通行十二经纯阳之要药。”“其力能

升能降，能内达能外散，儿凝寒锢冷之结於脏腑、着於

筋骨、痹於经络血脉者，皆能开之，通之。”由此可见，

中医用药，并不是着眼于中药中的有效成分，而是通过

“象”去理解药性和指导临床应用的。综上，中医是

“象”的医学，以“象”为基础。

3 中医与意象对话的结合

3．1 中医与意象对话的最佳结合点：情绪类疾病鉴

于中医与意象对话技术都有共同的基础——“象”，所

以两者如能结合运用可相得益彰。认为，中医与意象

对话技术的最佳结合点是情绪类疾病，冈为此类疾病

中医独具治疗特色，同时也是意象对话技术的最佳适

应症之一，意象对话可更准确的获知患者当前的状态，

从巾i拓展了中医诊断方法，使中医药治疗更具有针对

性。仍举上文提到的“愤怒”为例。中医说怒伤肝，所

以治疗上多从肝沦治。但如果能与意象对话卡H结合，

对于意象中愤怒是火狮子的患者，如果体质不弱，用清

肝泻火的方法较为恰当，而对于愤怒是被压住的烟雾

的患者，则用疏肝达郁法疗效较好，这样町使治疗方向

更为精确。

3．2 中医与意象对话在治疗上的结合：用“水”与“火”

3．2．1 中医巾的“水”与“火” 中医历代医家都很重

视“水”与“火”，张景岳在《类经·五行统论》以水火论

中医基础理论：“变虽无穷，总不离阴阳；阴阳之用，总不

离水火。所以天地之间，无往而非水火之用。欲一言以

蔽亿行之理者，日乾坤付正性于坎离，坎离为乾坤之用

耳。”去繁执简，将阴阳之用、五行之理概括为“水”“火”

两端。清《冯氏锦囊》以水火论病机：“要知平人而至于

病，必由于水火二家先病也；病至于大，必由于水火二道

病极也；大至于危，必由于水火二气将脱也。”金元四大

家之一张子和以“水”“火”论治疗，并专门撰写．r《儒门

事亲·辨十二经水火分治法》章节加以阐释。

3．2．2意象对话中的“水”与“火” 在意象对话的治

疗技术中，最常用的两个意象就是“火”与“水”。这两

个意象都可以反映生命力主要特点。火象征着“温

暖”“力萤”“爱”和“活力”。朱建军教授认为“火”归

根结底是宇宙中生生不息的一种能鼍，也就是赫拉克

单特所说的“宇宙是永恒的活火”。【5 o同时，“火”也是

消除阴翳，涤荡阴寒之邪的主要力量。水象征着“滋

养”“智慧”“清洁”，是生命力的源泉，意象对话技术可

应用“水”和“火”来治疗多种心理疾病。

3．2．3水抑郁和下抑郁——意象对话技术中抑郁症

中的分类意象对话中将抑郁分为水抑郁和干抑郁两

种。如果引导患者看一棵树，意象中的树木的状态是：

湿、暗、滑、冷。或树木所在的环境在沼泽、湖边、湿地

等；天气为雨天、阴天、雾大或大气很冷；时间为晚上或

夜问，总之以不见阳光、湿冷为主，此为水抑郁。如果

树木本身的状态是枯树，或枝十干脆易断。树的环境

在沙漠、戈肇、皲裂或干旱的土地等，天气是晴天，或十

分干燥，时间足白天或风沙天气，总以干、渴、枯(生命

活力丧失)等为主要表现，此为干抑郁。

3．2．4 四逆汤散加乌梅、山茱萸药量变化形成“火

方”与“水方”治疗抑郁症初探我们以药性方解为基

础，运用意象来理解四逆汤散+乌梅、山茱萸一方，可

以认为四逆汤代表火，乌梅、山朵萸代表水，四逆散为

条畅疏达，沟通阴阳水火的疏导者。根据用量不同可

分别构成“火方”和“水方”。“火方”中四逆汤中用较

大剂鞋，“附子干姜，纯是一团烈火，火旺则阴自消，如

日烈片云尤。”【6o而乌梅、山茱萸用小剂量，象征烈火

中的一丸真水，形成二阳抱一阴之势，应离卦，运用于

水抑郁的治疗中。“水方”中四逆汤用小剂量，象征水

中的一息真阳，鼓动温升真水，即将静态的水变为活力

四射的汩?R源泉，温润滋养周身。乌梅、山茱萸用较大

剂量，象征滋养之水，形成二阴抱一阳之势，应坎卦，运

用在干抑郁的治疗中。临床应用中将此思路应用于抑

郁症、亚健康抑郁状态的诊疗中，初步临床观察l周内

可起效(重症抑郁除外)，在缓解失眠等躯体症状和稳

定情绪方面有较好的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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