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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阻抗意念导入疗法（ＴＩＰ）中催眠与气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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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催眠与气功的结合与创新。方法：从阐述催眠疗法产生和与气功疗法结合时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入手，分析了催眠和气功的相关性和各自的利弊。结果：催眠与气功结合具有可行性、必要性和必然性，阐述了低阻抗意

念导入疗法（Ｌｏｗ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ｓｙｃｈ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ＴＩＰ）对二者结合的内容、特点、和互补性。结论：低阻抗意念
导入疗法将催眠与气功进行了完美的结合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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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疗法和催眠疗法是人
们认识心理活动和心理治疗的里程碑，至今仍然应

用广泛，影响深远，这两种理论和方法以及他们的发

展品几乎传遍世界每个具有现代文明的国家，并且

都在当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生根、发展、创新，成为

当地重要的心理治疗流派之一，或者与其他的治疗

方法相结合，成为综合治疗方法中重要的理论和技

术之一。尽管时隔这么多年之久，人们对催眠与气

功的兴趣依然浓厚［１－４］。

在中国同ＴＩＰ技术是最具特色的一支，经过了
较好的本土化，适合中国的文化背景和人文特点［５］。

ＴＩＰ技术将多种治疗方法在一种低阻抗的状态（催
眠状态或者称为气功入静状态，一种处于清醒和睡

眠之间的状态）下实施，ＴＩＰ技术具有完整的理论体
系和治疗体系，本文仅就 ＴＩＰ技术中催眠疗法和气
功疗法完美结合和创新方面进行简单的介绍。

１　催眠疗法与气功结合的社会历史背景
要了解两种方法结合情况，首先要了解结合的

社会历史背景，这决定了这种方法能否被很好的结

合，以什么样的方式和经过怎样的创新和发展。

弗洛伊德创立的催眠疗法产生于１９世纪后期
的奥地利，在经济上，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大资产阶级

腐化，中小资产阶级随时面临破产，工人失业率很

高。在政治上，奥地利资产阶级对人民的压迫日益

严重。在这种动荡不安的社会制度下，人们精神沮

丧，惶惶不可终日。在文化上，奥地利陈腐伪善的道

德和华而不实的文风占统治地位，特别是在家长式

统治的犹太人社会里，宗教气氛浓厚，社会禁忌严

厉，尤其是两性关系禁锢更深，性本能受到极大压

抑，造成了人们精神上的巨大创伤和内心的紧张与

冲突，神经症患者和精神病发病率越来越高。同时，

当时的哲学思想对弗洛伊德的人性观也有重要的影

响，叔本华的潜意识概念和他与尼采的非理性主义

都对弗洛伊德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当时比较盛

行的哲学思想是享乐主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弗洛

伊德理论中行为的快乐原则和人性观的来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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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无论从经济、政治，

还是文化、思想等各方面都深受国外的影响，中国经

济上是社会主义的国有和集体经济占统治地位，私

有企业、合资企业等多种经济形势都得到了发展，但

是破产、就业困难，失业等也成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

中不容忽视的问题。文化上，西方的思想和行为方

式等都对中国传统思想和生活方式产生很大的冲

击，中国传统的保守、内敛、谦虚与外来的开放、外

向、自信，中国家长制的与外来的独立自由的，中国

的性压抑与外来的性解放，中国的礼教、阶级与国外

的民主平等等，这些都对现代的中国人精神和心理

上上带来巨大内心的紧张与冲突和创伤，神经症患

者和精神病发病率越来越高。这与当时弗洛伊德催

眠疗法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有着相似之处，这就决

定了这种方法不仅能够传播到中国，而且能够被接

受。

２　气功疗法与催眠疗法的相关性探讨
催眠疗法通过自由联想等技术，挖掘深藏在潜

意识里的欲望及心理矛盾，使之上升为意识而治疗

疾病；而气功疗法作为中医学的组成部分之一，则强

调在松静状态下，通过调神、调气、调息等自我锻炼，

降低人的各种杂念及欲望，尤其是将潜意识中的各

种心理冲突消除，达到超然状态而调节心身，治疗疾

病［７］

气功锻炼是以呼吸的调整、身体活动的调整和

意识的调整（调息，调形，调心）为锻炼方法，对人的

身体和心理进行全面调节的一种方法。从西方心理

学的角度，表面上来看传统的气功不能算是心理治

疗方法，更像是身体和心理的保健方法。然而从中

国的传统文化角度来说，气功是一种身心调节技术，

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内敛、保守、压抑、重礼教，不善表

达者多，即使是现代的中国人，门诊上遇到抒情障碍

者也很多，而能够表达的人也不愿意更多的表达自

己的问题的也很常见。因而内心的情绪、欲望无法

得到发泄，那么躯体上的症状也就会很多。然而一

个民族能够兴盛不衰，必然拥有健康的身心，聪敏的

中国人发明了气功，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如太极、推

拿、针灸等等的身心调节技术，这与国外的拳击，跆

拳道等是完全不同的。讲求礼仪、谦逊的中国人绝

对不会采用打击和粗暴的调节方式，而是内容上和

形式上都优美精巧的，这才能获得大多数人的接纳

和流传。因此中国的气功不仅有心理治疗的意义，

而且与身体的调整将结合，使心理治疗有了物质和

行为载体（即身体的活动和呼吸的调整），既治疗的

精神与心理疾病，又解决了精神与心理疾病躯体化

的问题，不仅治疗了中国人的精神与心理疾病，而且

还保住了中国人的面子。人们看起来也是一团和

气，相安无事的一起练功，其乐融融，这也一直是中

国讲求柔美和和谐文化的一种表达，那么气功是如

何调整人的心理的呢？其中最关键的是“调心”。

“调心”讲求“入静”，“入静”能使人主动将各种欲

望、杂念降低（压抑）到最低限度，调节到最深的潜

意识，让它在潜意识里“安分守纪”，从而调节心身

治疗疾病。

而催眠疗法是让患者将压抑并深藏在心理深处

的本能、欲望尽可能多的地挖掘出来，直到患者清楚

地意识到存在的心理冲突为止。潜意识里的心理冲

突一旦被认识到，患者就会在发泄不良情绪的同时，

心理冲突也从潜意识上升为意识，了解了发病的原

因，接纳了他们，就治疗了疾病。

气功和催眠的最终目的都是通过解决情绪和欲

望问题来治疗疾病，只不过一个是将它在潜意识里

调节掉，或者去除或者压抑的更深，另一个是将他们

提到意识层面来，去除掉或者接纳他们。

此外催眠疗法主要是针对过去和现在的一种治

疗，通过对过去的自由联想，寻找童年创伤，联系现

在，治疗疾病。气功主要是针对现在和未来的治疗，

通过调整身心，延年益寿。

３　气功疗法与催眠疗法各自的利弊
从第一点的分析可以得出，每一种治疗方法都

有其产生、传播、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目前中国的

实际是传统的文化受到冲击，越来越多的现代人，追

求自由，解放了思想、改变了行为，社会经济水平不

断的提高，人们整体经济和文化水平在提高，社会法

制也越来越健全，现代生活压力更大，生活节奏更

快。气功治疗需要更长的时间，我们的医生不可能

对一个现代人、比较严重的患者说“好，我们来练习

两年的气功吧，你的问题可以毫无察觉的好转或消

失”，并且对于那些古代人能轻而易举的压抑掉的情

绪和欲望，现代人早就已经在意识里，或者说现代的

社会环境下，我们已经不大可能把那些由于社会环

境变化合理应该有的欲望和情绪再通过气功的方式

压抑回去了，在当今信息传播如此迅速的时代，起码

对于很大一部分人很难做到了。这就促使了气功在

心理治疗方面必须发生改变，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催眠疗法也存在弊端，社会再怎么变，中国人还是中

国人，首先，本面目的催眠疗法中很多内容不能直接

的被中国人所接受和认可。其次，催眠疗法本身有

·７７２·世界中医药　２０１５年２月第１０卷第２期



不足之处，在使用时需要规避不足，发挥长处。例

如，临床上也有一些患者并未发现特别明显的“童年

创伤”，但是，通过病因追溯技术［８］反复追问病史后

我们发现：亲子关系中的“不当保护”等原因使患者

正常心理发展过程获得受阻，导致成长要素与成长

阶段不同程度的缺失，最终引发心理障碍、心理疾

病。对于成长缺失的患者，催眠、暗示、自由联想、精

神分析都是无法起到作用的。当然单纯的气功和催

眠，或者两者的相加也都不能满足临床的需要。

因此我们将气功与催眠进行结合，创立了再成

长治疗，再成长治疗最主要的目的是弥补患者在成

长过程由于异常发展而出现的缺失和偏倚［９］，这在

古今中外的治疗方法中还没有找到任何与之相似的

治疗方法。在成长治疗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并

且可能只有在中国才能产生，而产生的最根源的是

气功疗法，再成长治疗是在低阻抗状态下的直接对

潜意识或者说内隐认知进行的调节，是气功对潜意

识调节的发展与创新，并且结合了催眠疗法状态下

导入语言的特点。此外，再成长治疗是一种毕生治

疗，既关注患者过去和现在，也关注未来的预防［１０］。

而再成长治疗的有效性除了临床验证和理论推

导之外，也有研究证实人的记忆和认知可以通过想

象而发生改变，记忆和认知可以通过想象膨胀而创

造，而对于一些稀奇罕见，和一些的创伤事件可以通

过回忆想象的去除夸大而得到矫正［１１］。

４　低阻抗意念导入疗法（ＴＩＰ技术）中催眠与气功
的完美结合与创新

ＴＩＰ技术是当下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
的中国本土化的治疗方法，适合中国的社会历史文

化背景，符合中国人的心理特点，创造性的将古今中

外的多种治疗方法进行和恰如其分的结合，尤其是

对弗洛伊德的催眠疗法和气功疗法的结合和创新，

尤为的完美。

ＴＩＰ技术将气功治疗变成更加个体化治疗的方
法，结合了催眠疗法的语言放松和深化诱导方法，使

气功入静变得更加容易。同时保留了气功的群体治

疗功能，但是气功入静的诱导词不再使用之前不可

见的，不可证伪也未能说清的经络之类诱导词，避免

了可能出现的偏差。

ＴＩＰ技术将气功与精神分析相结合，使入静状
态下的欲望和情绪调节由潜在变为了公开。再结合

现代认知治疗，使其很快能够得到矫正与治疗。

ＴＩＰ技术中的“再成长治疗”是针对患者成长过
程中“成长缺失”的弥补治疗，这种治疗是对患者潜

意识层面的调节，保留了气功最大的特点，也是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内敛、保守、不表达的特点的尊重和发

展。将很多的普遍认知进行导入，从患者的意识层

面，亦即“公开”通过导入沉淀而进入患者的潜意

识，并且固着在患者的潜意识中，从某种程度上提高

其发展水平，并最终达到某种程度的人格矫正。

ＴＩＰ技术将催眠心理治疗的定义变得更为宽
广，不再追求催眠环境的尽量安静，而是相对的安静

即可，不再追求催眠的深度、可暗示性的强弱，即这

些因素不再是影响治疗的重要因素，弱化了传统催

眠中看中外部环境和患者自身条件的特点。而只是

把催眠状态作为心理治疗的背景，在催眠状态下把

各种现代的和古代的心理治疗方法与技术根据疾病

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状态时的治疗需要，适

时地以“意念导入”的方式进行治疗，或者可以说是

利用催眠营造成易于进行各种心理治疗的“低阻抗

状态”后再进行心理治疗。使用这种方法并不是简

单地对各种古代的和现代的心理治疗方法进行综合

运用，而是根据临床实际对各种心理治疗方法进行

有机的结合并运用临床治疗。

ＴＩＰ技术中的提纲式作业，是对催眠疗法自由
联想的发展与创新，提纲式作业的主要内容：１）痛苦
的、伤心的、委屈的事情；２）担心的、害怕的、恐惧的
事情（或听到或看到的）；３）性与情感方面难以启齿
的事情（或听到或看到的）；４）最信赖、依赖、难忘的
人及原因；５）最轻松快乐、幸福的时光及原因。提纲
式作业一般是在患者前两次就诊，并征得患者同意

的时候布置给患者的回家完成的，此作业不再像自

由联想那样漫无边际，此外也不像自由联想那样需

要花费大量的治疗时间，而这几个提纲可以帮助医

生迅速的获得患者精神与心理疾病的发病原因，并

有针对性的治疗，可保存，每次治疗时使用记录下采

取的治疗方法和治疗反应。但是低阻抗状态下的治

疗内容的导入却是气功治疗的形式，因为这种治疗

更多的是对潜意识或者内因认知的干预。

５　小结
本文从阐述催眠疗法产生和与气功疗法结合的

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入手，分析了气功疗法和催眠疗

法的相关性和各自的利弊，最终探讨了 ＴＩＰ技术将
两者结合具有可行性、必要性和必然性，以及二者结

合的内容、特点和互补性。由于 ＴＩＰ技术的不断发
展、成熟，以及良好而快速的临床疗效，目前关于ＴＩＰ
技术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有相关的理论成果［１２－１７］，

实验研究结果［１８－２６］，以及专利，这其中既有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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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发表的，也有很多国外ＳＣＩ杂志发表的，此外还
有大量的电视电台的介绍。这些研究结果还都说

明，ＴＩＰ技术及其理论不仅仅是一种假说所指导有
效的临床实践，还是一种经得起验证的理论和值得

广泛推广，可以普遍借鉴的心理治疗方法。当然，历

史的车轮在不断的向前，每种方法或技术都是一时

性的相对完美，并且也都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的

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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