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扬新

认知（幻想）的评估与干预
——心理动力学视角



幻想——精神动力学的核心观点
Phantasy——Core Concept in Psychodynamic Work

精神动力学有一组框架性的概念体系，指导我们探索内在的心智世

界，这一组概念都会围绕幻想展开，从幻想出发，因为幻想帮助我们在

黑暗的心灵世界里导航，提供我们走进心智组织的路径。它是我们灵魂

的窗口。



参考书目



目录

一、基本概念

二、幻想的主要特征

三、幻想的两个维度

四、幻想的概念化

五、原初幻想与情感的关系——Kernberg的观点

六、幻想的来源假设

七、幻想的功能——Klein的观点

八、潜在空间——Kernberg的观点

九、从核心幻想到核心信念

十、干预——动力（动机）管理



十、干 预

——精神动力学的动力（动机）管理



问题：

情绪是否符合这个现实？

检查现实

问题：

对情绪的反应是有效的吗？

检查你的理性想法

问题：

对情绪的反应是有效的吗？

检查你的理性想法

是 否 是否

正念（正念疗法）

依本能顺势而为

问题解决

不要感情用事\冲动

行事，要实施相反

行为（行为疗法）

不要感情用事\冲动

行事,要实施相反行

为（行为疗法）

改变想法（认知疗

法）

正念（正念疗法）

接纳疗法

相反行为（行为疗

法）

是 否
检验现实

相反行为
问题解决

情绪应对的不同干预策略



°C情绪温度计

痛苦忍耐

情绪调节

动机提升



动机管理

动机培养

动机激发

DBT：live a life worth-living

主体间：共同理解和建构意义

后现代：重塑生命的故事和目标管理

make sense together

ACT：value



对精神分析各流派的一种理解视角
*橙色表示来访者，蓝色表示治疗师

治疗师作为空白屏幕

经典理论
来访向治疗师投射内在表征

客体关系学派

治疗师作为来访的自体客体

自体心理学
双方主体交互，共同理解和建构意义

主体间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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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概念



概念辨析

幻想
fantasy

正念冥想
mindful meditation

自由联想
freedom association

自动思维
automatic thinking

中间信念 核心信念
core beliefs

意义
meaning

认知
cognition

精神动力学

CBT第三代浪潮

经典CBT

主体间性理论

实验心理学



幻想是什么？

幻想：是本能的心理表征

Phantasy: Psychic Representation of Instinct (Klein, 1952)

本能：身体发出的需求信息，等待心灵的加工

Instinct(Biological Entity): Demand Made by the Body upon the Mind for Work 

(Freud, 1905)

Klein’s Objective Relationship Theory1



弗洛伊德

克莱茵

本能一（身体发出的）

需求信息，等待心灵

对其加工。

身体的“需求”内含信息

编码，作为接收者的心灵

（尤其是本我），会将这

些编码转化为包含特定内

容的心理现象。

幻想就是本能的心理表征。

*

*

婴儿生来就有想法而不需要从经验中获得？



克莱茵把婴儿在接触到乳房之前就拥有关于乳房的知识，归结为“物种遗传”。

有人认为，在儿童获得了意识层面的知识，从而能够理解将一个人撕成碎片意味

着杀死TA之前，“将乳房撕成碎片”这样的潜意识幻想是不会出现在儿童内心的。这

种观点与实际情况不符。它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知识先天地存在于作为本能

载体的身体冲动、本能所指向的目标以及感官兴奋之中。

婴儿要能够幻想自己狂热的冲动会摧毁乳房，并不需要在现实中看见客体被吃掉

或被摧毁，才得出结论说自己也能做到。这个目标以及与客体的这种关系先天地存在

于这个冲动本身的特性和方向以及相关的情感之中。

婴儿的幻想



婴儿对世界的解释

根据死本能来进

行解释的经验将

被赋予攻击和危

险等含义。

根据生本能来进

行组织的经验将

被赋予滋养和爱

的意义。

死
本
能

生本能

很大程度上，由先天体质决定的生本能和死本能，是决定婴儿采用何种编码来解释自己经

验的主要因素。和真实母亲相处的经验起着重要作用，但只是次要的。

在生命之初，幻想是婴儿对经验的解释。



真实经验可能支持某种组织经验的本能模式，但并不能创造出这种用于解释经验的模式。

真实的剥夺将使婴儿确认，将客体体验为是危险的这种他内部已然准备好的解释。

危险的感觉并不是被剥夺体验创造出来的；真实的危险仅仅是确认了婴儿对这种危险存

在的预期。

克莱茵：儿童早期的现实完全是幻想性的，婴儿除了基于自己的先天编码（即生本能和

死本能）来为经验赋予意义之外，无法做其他任何事情。



早期幻想活动中婴儿的主体性程度

克莱茵派分析师们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将早期婴儿经验构想为缺乏主体性的（缺

乏“我”的感觉）。

存在的是一种作为客体的自体，而不是作为主体的自体。

在克莱茵的构想中，婴儿在自己的想法和身体感觉方面，是怎样体验他自身的？

婴儿并不将自己体验为具有某种观点或视角，他仅仅出现了感官感受，但却缺乏

“我”的感觉，作为自己经验的思考者或解释者的婴儿并不存在。



幻想是什么？

幻想是心智组织方式的表征，也是心智对过去和现在经验创造意义的表征，幻

想无时无刻不弥散在患者的体验当中，包括在治疗过程中。

幻想锚定在内在和外在现实的整合当中，是移情的基础。移情把童年的模式带

到当前的互动模式，这里面有一部分是活跃的无意识和恐惧，它穿着幻想的外衣。

Janet    「纽约灾难咨询联合会」主席2



幻想的三层表现

Image

Representation

Narrate

布：幻想

线：心理结构



丧失性事件引发的情绪/躯体/行为连锁反应

先前存在的
脆弱因素

解释
（对诱发事件的想法/信念）

情绪的名称

觉察
感知

注意/知觉

诱发事件1
注意/知觉

诱发事件2

继发情绪
后果

生理变化大脑的变化

（神经活动）

神经系统的变化

（内在躯体变化影响肌肉和自主系统活

动——血压、心律、体温）

体验躯体感觉（感受）

行为冲动

表现

言语

面部和身体语言
（面部表情、姿势，手势，面色）

（你所说的话）

行动
（你的行为）

 s
丧失性生活事件

情绪

次级情
绪

失去父母
失恋
流产
下岗

失去自尊
人格坍塌
失去自我

…

大脑对此威胁的经验认知

条件反射

Fight-flight-freeze(战-逃-木僵)

R1 R2
O

情绪

次级情绪/后果
C

按照一般远古时代的应激事件及条件反射模型，动物界通常的应激事件是各种“威胁”事件，这种威胁事件也常常是“丧失性生活事件”，
具体的有失去父母、失恋、流产、下岗等，抽象的还有失去自尊、人格坍塌、失去自我等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通常的条件反射模型是
“fight--flight--freeze”模式，即“进攻--逃跑（逃避）--装死（木僵）”，决定以上行为的是长期反射形成的遗传特质，还有一部
分是大脑对此威胁的经验认知，没有经验的，不认为是威胁的最后都死掉了，有经验的认为是威胁的最后都活下来，所以，活下来的基因，
都会在认知层面加大对威胁的确认时间和确认级别，直至弯曲认知的威胁“灾难化”的认知扭曲，这是一个基本的S（威胁）--O（对威胁
的认知）--R1（经过以上认知做出决策，在fight---flight--freeze三个行为里面选一个行为去落实）--R2情感（行为发生前的恐惧害怕，
焦虑，行为发生后的悲伤、后悔、抑郁等，应有尽有的各种情感表现）。



现实

超我
自我惩罚
/批评
理想
道德

愿望
口欲
性欲

破坏欲
依恋
融合

个体化
自主性

情绪

焦虑
抑郁
愤怒

防御

压抑
隔离
其他的99种

精神分析心理评估一般缺陷模型和冲突模型

自我功能缺陷

自我力量缺陷

客体关系功能缺陷

自尊缺陷

超我缺陷

缺陷评估

缺陷评估的5个维度



移情是什么？

移情是无意识幻想的衍生物和主观经验的整合者，它使我们能够以大家能辨认的

形式把我们独特的内在和外在融合体验展现出来。

Transference

所以，

1、它也被认为是来访者内心世界与分析情境下的人际世界的一个桥梁；

2、移情充斥在活化当中，并且会捕捉到患者成长时期的组织原则和原始刻印；

3、移情作为幻想的一个子集，在中间调节着无意识组织，它是一个无处不在

的过程，它承载着心理结构、心理过程的表征。



创伤是什么？

（一）创伤的经验建构是来自于幻想（幻想塑造了创伤）

创伤是如何被感知和组织，这和幻想有关，人类幻想的普遍性，会给你闪回、

记忆、回忆、思维反刍等袭击，一般认为，复杂的发展性创伤不仅有外部因素，

还是一个内在心理组织，创伤是一个内在过程，个人对童年经历的在意义上的归

因取决于这个人的内在生命。

幻想，作为生物现实，包括期望、早年愿望、恐惧、想法和关系活化的整合，

塑造了创伤是如何被感知、组织并整合到个人的身份认同、性格、心理、人格的

各个方面之中。



步骤一：心智构建现实，这包括一切，特别是意义、

冲突、防御，但是，心理构建现实受到“相对稳定的

心理组织框架”制约。

步骤二：治疗师应对并处理来访者的“发展性创伤”，

要问how、when、why来访者构建这个创伤的现实，背

后的组织框架是什么？ 步骤三：创伤的主导性的主题会

浮现出来，这些主题是通过幻想

获得生命。

（二）研究创伤从幻想开始，WHY？



来访者的早期的潜意识体验，会有一些信号、标记物给我们线索：

（三）如何探索并浮现创伤导致的潜意识？

（1）情绪触发/情感信念情绪触发，这是我们需要寻找的信标，尤其是

和一些强烈的情感信念联系在一起时，特别是病人处于一个被触发的状

态，明显感觉他的这个时候的心理状态被设定到另一个不同的轨道上，

和当前有点脱节，其中包含了一种强烈的情绪信念时，我们可以说，这

是来自潜意识的内容。

（2）突然进入“分裂”的状态这揭示我们有潜意识的唤起。

（3）幻想（病人的期待—他觉得会发生什么？）



二、幻想的主要特征



幻想是述事的主要形式，通

过情感联结性进行移情治疗

师对移情进行感知，看到并

体验来访者的心理组织，幻

想的内容和过程转化为具有

意义的根本议题和冲突。

幻想及其移情表象是心理组织的核心

指标创伤，从进化上来讲，让我们记

住，并时刻准备着，根据原始创伤的

强度，可能通过许多相似性（感官知

觉、结构相似性、时间关联等）激活

它，它永远都在房间里。所以，我们

永远都有机会去探索创伤中的主要组

织因素，幻想媒介而不是激活状态，

有利于很快地开展工作。

童年的创伤性幻想可以再次被

活化—-身体不会忘记这种情感

信念，引发了早期与失去联结

有关的绝望与无望感，这是来

访者本人发展出来的无意识的

幻想述事的结果，这种述事对

她的思维、感觉、行为提供了

强大的控制。

1 2 3

幻想的主要特征



三、幻想的两个维度



心理动力学理论中的幻想的概念是一个超越日常生活的更大的学术概念，

从成分上讲包含爱与虐待的经历、创伤、愿望、恐惧、防御、想法、依附与联

结的自动模式、道德要求等内在体验及其语言叙述（述事形式）的一切精神生

活和内心世界。

因此，幻想都有特定的内容和基本主题，即具有情感性和主观评价性的特

征，具有一定的核心情感体验及其情感信念（核心信念），遵循原则是趋向快

乐或远离痛苦（特定防御机制的经验组织原则），幻想与体验密切相关，支撑

着我们存在的切身体验（心身感受）。

幻想的内容维度



幻想的过程维度幻想作为一种心理功能，是一个综合、整合的功能，幻想

形成的过程是理解心灵如何工作的一种更广泛、更根本的方式，幻想揭示了病

人的基本心理结构，可以窥见过去是如何被体验、如何被适应，幻想向我们展

示了心灵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这是一个广义的幻想的概念，它无处不在。

结论：幻想是一种心灵综合组织的功能，能帮助我们通过幻想看到病人的

心灵组织结构，这扩展了治疗师切入到病人的心理功能的维度，可能仅仅在病

人的前意识附近。

幻想的过程维度



四、幻想的概念化



幻想是大脑功能最早期的集中体现，为我们转化、传达出大脑的功能运作。

语言化用一种我们可以理解的语言为我们描述了自己身体想要表达什么，这不仅

仅是关于过去的记录，其形成过程也是一个连续的、主动的整合和综合组织的过

程，他综合、整合、组织了来自大脑内部和外部的大量信息，帮助我们感知世界。

幻想把庞大而复杂的心理过程转换为一种我们可以理解、读懂的语言。

幻想与情感触发有关幻想参与大脑内部处理过程，包含了情感成分，与情感的内部世界

有关，这是一个主动的有评价的过程，识别生活中的危险与反应模式。幻想是精神活动

组织维度的一种体现，它承载着我们历史上的情感和内在述事。

幻想的概念化

1

2

3



核心幻想我们最早的幻想成为心灵结构的一部分，成为我们与自己及他人建立联系的

基础，我们称之为“核心幻想”，虽然随着成熟和体验会有改变，但是他们的结构在

时间的推移过程中是非常稳定的很难抵挡早期核心幻想的冲击，这些核心幻想带着强

烈的情感信念，这是病人不停重复不适应行为的原因，这就是原始刻痕。

幻想可以回溯三岁以前的经验组织（潜意识）幻想是另一种记忆形

式，大脑还没有发展完全之前的潜意识、经历、期待。

幻想能够孕育变化、赋予当前的意义。

4

5

6



五、原初幻想与情感的关系

——克恩伯格的观点



1、所有的原始情感都可以聚合为两个系列的感情，即爱欲和恨。爱欲是以性兴奋为基

础的；恨是以愤怒为基础的；性兴奋是力比多驱力的核心情感；恨是死亡驱力的核心情感；

性兴奋和愤怒都属于生理反应。力比多驱力和死亡驱力并不是由单纯地情感累积整合而形成

的，还通过与重要客体建立各种关系而形成；力比多和死亡驱力都是属于潜意识幻想，而在

主峰情感状态中所形成的的自体与客体表象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潜意识幻想的基本单位。

2、母亲的潜意识幻想会被婴儿“读懂”，母亲的情感生活的状况会对婴儿的情感生活

造成关键影响。

3、以分裂为主的自我防御机制将负荷着强烈情感体验的、动力性的潜意识幻想封存于

潜意识之中。



六、幻想的来源假设



幻想从哪儿来？

1 克莱因假设

2 乔姆斯基假设

3 Freud假设

4 推断假设

四
个
假
设



婴儿生来就具有想法（幻想）而不需要从经验中获得。（争议很大）我的理

解，为什么用幻想这个核心词汇而不直接用想法，在于，幻想更加宏大，它

包括知识、想法，身体冲动、感官兴奋及其相关情感等更复杂的维度集合。

幻想先天的存在本能的目标中，本能的目标是释放张力，在任何一个特定情

景中，都具有特定类型的客体关系、特定品质的情感与观念。

1）克莱因假设

人类并不是随机组织经验。人类40亿年进化导致是有组织感知内容的前概念、

预先存在的范式或系统存在的。感知组织经验是有先天模式（生物性图式），

这被称为感知组织模式。（例如：色彩的视觉感知、语言听觉、人脸视觉感

知、小鸡应对天敌fight-flight模式）现实经验是基于这个先天模版来进行

组织的，即沿着特定的线路组织经验，并为其赋义。

2）乔姆斯基假设



认知（知识、想法）是可以遗传的。

原初幻想，来自于物种遗传，在这里，当个体自己经验尚未形成，他超越了自己身

体经验，进入了远古经验，神经症患者讲述的幻想，很可能在远古时代的人类家族

中都曾真正发生过，所以他们内心的幻想，不是别的，正是人类发展的历史遗迹。

3）Freud假设

4）推断假设



七、幻想的功能

——克莱因的观点



幻想的功能

用于探索幻想下面的意义，尤其是

针对婴儿幻想，更多的来自于潜意识层

面的本能的先天编码的组织方式（根据

与生本能或死本能相关联），基于这种

先天编码组织方式，人类以一种很大程

度上被预先决定了的方式，来对感知进

行组织，对经验进行赋义。

换句话说，生物结构是组织心理观念

和情感内容的容器。先天编码的组织方式

分为偏执-分裂心位（不具人格的心理体验）

和抑郁心位（主体体验）两种经验组织模

式，这两种心位作为基本成分，及其辩证

的此消彼长的构成，构成了所有后续发展

的心理状态。



八、潜在空间



潜在空间

·体验的场所，就是潜在空间

·潜在空间是位于内部世界也即“内部心理现实”和

“外部现实” 之间的经验的中间地带。

泛指位于幻想与现实之间的中介性体验领域。



• 潜在空间的心理病理——维持心理辩证过程能力的坍塌（现实与幻想之间辩

证关系）

    1、现实端的坍塌、被弱化，对幻想的强有力的确认，主体被囚禁在幻想客体中，没有

主体出现，也没有理解。幻想变成了妄想。—-精神分裂症

    2、现实被用作对幻想的防御代价是“没有想象”，几乎不报梦，对现实的固着性关注，

出现想象无能的病人。

    3、现实与幻想隔离—-性倒错

    4、对现实和幻想的阻止—-无体验状态当其他一切防御都被证明，无法保护其婴儿的淹

没性心理痛苦，婴儿诉诸的一个上位的防御方式。停滞对知觉赋予意义。



y（坐标系）

z

x

y

z

x

幻想（内在现实） 现实

外在现实
内在现实

坐标系====心理结构

癔症：既有幻想，又有活现

梦，无意识，只有潜意识的表达

自由联想：幻想的一种





九、从核心幻想到核心信念



幻想是持续的，活跃的不停地进行综合工作，行使综合、整

合功能，赋予当前局势它所能掌握、理解最佳的含义、意义。早

年的幻想是核心幻想，是非常稳定的，具有强烈的核心情感信念，

这就是强迫性重复的原理。

核心幻想的再度活现(re-enactment），现在情绪是由早期的

体验所激活。

早期核心幻想，深刻的塑造着病人的当前体验。



无能类核心信念

“我不能胜任”

“我做事毫无效率”

“任何时我都做不好”

“我很无助”

“我没有力量”

“我很软弱”

“我易受伤害”

“我是受害者”

“我贫苦”

“我陷入困境”

“我失控”

“我是失败者”

“我是有缺陷的人”[例如，我比不上其他人]

“我不够好”[成就方面]

“我是输家”

不可爱类核心信念

“我不可爱”

“我不讨人喜欢”

“我不受欢迎”

“我没有吸引力”

“我是多余的”

“我被人忽视”

“我与人不同”

“我真坏”[所以其他人不爱我]

“我是有缺陷的”[所以其他人不爱我]

“我不够好”[所以其他人不爱我]

“我必定被拒绝”

“我必定被抛弃”

“我必定孤独”

无价值类的核心信念

“我毫无价值”

“我不被接受”

“我很坏”

“我是废物”

“我不道德”

“我很危险”

“我有毒”

“我有罪”

“我不配活着”

核
心
信
念

无能类

不可爱类

无价值类



刘扬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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