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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短程心理治疗在不同的治疗背景和治疗条件下都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用。
本书提供了非常详细和精辟的概述，以使我们更清晰地了解这一重要实践模式的核心理念。

　　本书探讨了叙事、依恋模式以及个人习语等核心概念，正如弗洛伊德所希望的那样，本书试图以
一种精神分析的方式，使心理治疗广泛地适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

　　对于任何希望在工作中融入心理动力学元素的治疗师而言，《短程心理治疗》都值得一读。
无论是对于资深执业者还是新手治疗师，本书都将是一份极为有用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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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他们没有在婴儿期被体验到，也不同于自我。
客体自我的概念是界定在一种在婴儿最早期由主要的养育者提供的接受认可的经历基础之上的。
客体自我可以是宽泛意义上的人，或者在发展后期，客体自我的概念会变得更抽象一些，例如信念系
统。
客体自我对婴儿的需要进行反应，并提供了自我逐步发展的基础。
他们为他人提供了广泛的心理功能，就好比一个母亲或者照料者给婴儿提供照料的方式。
发展包含了再认和接纳，这些客体自我的功能最终被自己所接管。
 这些经验对于自我的发展非常关键，通过与客体自我的密切接触获得，包括： 镜像（mirroring）：父
母所证实的婴儿的伟大形象，与儿童的自尊相关，包括共情、恒常性和基本的养育，并且与母亲的照
料密不可分。
正是从这些镜像之中，我们最终的情感得以被他人理解，我们得以被他人关心。
 理想化客体自我：婴儿替代性地享受父母的理想化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婴儿形成了一种信念，即很
多事情要比他们自身大，这也成为他们在成人期受鼓励和感到舒服的源泉。
这与父亲的角色有关系。
 在这些领域中，逐渐形成的且无法逃避的家庭教育的失败会导致一种科哈特所谓的“变形内化”。
这些卷入了对客体自我的非创伤性再认，即客体自我并非是理想化客体或者镜像的完美来源，它会加
速婴儿去呈现或者整合客体自我的功能以进入他们的自我之中。
 如果父母没有很好地与婴儿进行共情，也会慢慢地产生一些问题，它们会导致婴儿的自我感觉不能得
到很健康的发展。
基于自尊和自我满足的自我凝聚感的发展也因此受损。
根据科哈特的看法，这样的缺陷或者说是缺失，会导致一种破坏性的或者有缺陷的自恋。
 接下来，在治疗中，来访者会建立一种“客体自我移情”，要么基于镜像模型，要么基于理想化模型
，这会再次提供机会去修复早期的错误的“变形的理想化”。
治疗师的共情反应能够弥补来访者曾经缺失的在安全的非创伤性环境中形成的安全经验的发展。
当然，这需要时间，治疗师要去经历不同阶段的共情的发展。
这些共情包括对于镜像和理想化的共情，并且要经历一些不可避免的错误和失败，这些困难最终得以
被认识和处理。
在治疗中所关注的这些缺陷（重复父母的缺点）使得来访者以一种更加现实的眼光来看待治疗师。
这有助于来访者逐步减少对于治疗中的镜像和理想化的依赖性，而其自尊或者说自我凝聚感将蓬勃发
展起来。
自我发展过程中，父母照料下的“凝聚、持续和整合”的重要性反映在了治疗师的立场上。
将这些缓慢暴露于“最佳挫折”中是具有治疗价值的，因而，建议采用长时的治疗。
在治疗中，来访者逐渐度过儿童在发展建立自我凝聚感上的困难，并朝一种更加成熟的、非破裂的与
客体自我的关系迈进。
尽管，当治疗采用被动的、共情的和镜像的观点时，治疗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去建立良好治疗关系，这
是显而易见的；但有趣的是，在科哈特的工作中，重要的并不在于治疗关系本身，而在于如何建立、
维持治疗关系的方式以及治疗关系是如何对来访者的客体自我产生影响的这样一些方面。
在这一点上，去倾听和证实是很重要的，来访者的参考系（包括语言、情绪状态，这些常常在交流中
通过符号化或者隐喻的方式体现出来）也需要解释，或者聚焦于对建立客体自我移情的全部阻抗。
可以想象，当限时治疗适逢表现出自恋、精神分裂或者边缘性人格问题的来访者时，“镜像”将是非
常有用的（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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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短程心理治疗:一种心理动力学视角》作者科伦是英国牛津大学心理动力学研究室主任。
多年来，他在各种临床及学术背景下从事相关主题的教学与研究，并撰写了大量著作。
无论在实践操作还是理论研究上，他都有极为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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