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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实用图画心理学：绘画心理分析与治疗》中一个个通过绘画治疗积累下来的个案凝集着天舒老
弟多年的心血和操劳！
书中透出了天舒老弟对绘画治疗的执著、勤奋、细腻、严谨以及在绘画治疗技术和心灵方面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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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当把象征作为一个名词来理解时，此时的象征多是指的那些静态的象征意象，比如
在梦中出现的场景图像，我们把它们从梦中抽出来，这时的象征很可能会变成分析的标本。
弗洛伊德也把对象征意象的分析作为了解人类内心活动的重要手段，但他仅仅把它们作为人类性压抑
象征的表现，或是其他可以界定的精神活动内容。
比如，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凡是竖立起来的，或是可以穿透某物的东西，都是男性性器官的象征。
反之，凡是能被进入或被插入的物体，都是女性性器官的象征。
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象征是无意识的动机、冲突的替代性表达。
他的象征其实是代码或符号，指代我们已经知道了的东西，体现了固有的意义。
荣格对于象征的理解不同于弗洛伊德。
荣格认为，弗洛伊德眼中的象征意象，只是具体表现已知的有形物体的符号。
所以，尽管有些象征意象很明显地是表示性欲，但我们还应该从中找出其隐喻的精神力量等更宽泛的
含义，对他而言，象征是对相对不清楚的东西的近乎完美的表达。
所以把象征仅仅当做一个有着固定意义的符号来看待，就很容易做出像弗洛伊德的解梦词典这样的东
西来，从而也就把生活做成了一个标本。
而对荣格来说，一个真正的象征是有生命的，是一个“活着的象征”。
 尽管对待象征的态度不一样，但弗洛伊德和荣格都重视象征在心理治疗中的作用。
心理治疗为满足人的象征化这一非常重要的需求提供了可能性。
象征化是宗教体验所固有的性质，它也是心理治疗过程中的根本。
象征满足了人通过表达其生存的形形色色的细节而浓缩并综合他内心过程的需要。
 东方传统文化认为，对立面的产生，是由于事物原本和谐的一面被打碎之后，哪怕只有一点“碎片”
融人到显然与此不同的另一面，这个碎片也会自然地在另一面引起冲突并形成对立面。
所有被打碎的碎片在其融人的对立面中是如此“孤单”，它们渴望重新组合起来，回到原来那个和谐
的世界。
中国太极文化中，阴阳的对立在太极图这一象征符号的圆圈中互相包容。
 荣格坚信“心理是一个自我调整系统”。
但没有对立面，就没有平衡，就没有自我调整。
有对立就会有平衡；对立造成了一种张力，并且在这种张力中呈现能量。
对立愈强，张力愈大，可用的能量也就越多。
如果我们解除了对立面，也就解除了张力，由此也就减少了对我们来说可用的能量。
人类借助这种能量能够在生活中从事各项工作。
在我们的社会中，许多个人把处于张力自由的状态看做他们的生活目标，在张力自由的状态中，人不
仅仅是为活着而活着，而是要丰富而精彩地生活。
生的力量，来源于对立双方，来源于对立面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之间的张力。
在区分人类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心理活动时，我们同样能看到正反两方面的力量，如直觉与理性、情绪
与思维、本能与精神等。
荣格甚至还提出了双性别的概念，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着一种无意识（或较少意识）的异性人格。
对立性人格成分是形成心理投射的主要因素。
我们每个人都要通过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两性差异的叙事来生成具有强烈情绪色彩的男性和女性意象。
我们一方面认同于一种性别，同时又形成与之对立的无意识异性情结，非我。
这个主体性非我（或对立面）将标志着每个人的自我意识的形成上：非我经由投射作用成为一种防御
机制，成为一种信念，使我们与别人进行比较时会发现自己与众不同的地方。
阿尼玛和阿尼姆斯反映出来的是我们自己的真面目；尤其是当我们不切实际地把异性对象理想化或者
尽力贬低其价值的时候，这一点更为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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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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