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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心理学发展现状研究

陶正宇

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 要】：中医药在国民身体健康及生产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也推动中医学相关边缘学科的研究，本研究从传统

中医心理学理论出发，系统论述中医心理学从初探至今相关的心理疗法，学派发展现状,以期再次推动了中医心理学理论和实

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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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 1980年王米渠教授在《成都中医学院学报》上公开

发表论文“中医心理学说初探”至今已有四十多年了，各个

领域的学者对中医心理学的理论化和实践做出了不懈努力，

中医心理学虽涉及心理学、中医学、文化心理学等不同领域，

但少有文献完整的对整个领域的思想流派,或是疗法进行整

理和分析。本研究结合文献，从概念入手，以期为中医心理

学在各领域应用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1 中医心理学概述

早期的中医研究一般认为现代中医心理学是传统中医

学与现代心理学相互作用交叉而发展形成的一个边缘学科，

对现代中医学研究有较大的学术继承和创新,对心理学研究

有特殊意义。[1]部分针对本土化进行心理学思想研究的专家

学者分析认为它其实是一个蕴含了中国哲学、文化，中医学

的传统心理学思想与西方学的心理学思想融合后的发展而

已形成的新的研究方向。[2]部分中医学者认为现代中医心理

学以中医理论实践为研究主导,系统性地探讨人类情感、意

志、行为、心理与各种疾病或健康之间的复杂关系。

2 中医心理学流派

从心理学创立到 20世纪 50 年代还只有 30 多种辅导理

论和方法技术，到 20 世纪 80 年代已达 400 多种。西方心理

学发展历经百年，形成了精神分析学派、认知学派,行为主义

学派、人本主义学派等代表性流派。有研究认为中国人最早

接触到西方心理学与冯特建立心理学实验室属于同一时期。

1917 年陈大齐在北京大学建立心理学实验室，中国的研究者

首次接触科学心理学。[3]中国是世界心理学思想最重要的发

源地之一，美国心理学墨菲(Murphy)和等认为老子从心理学

角度思考问题与心理学在希腊起源属于同一时期。

有一些研究者把现代中医心理学理论比作一棵大树的

两个部分，20 世纪 80 年代以《内经》为主的地下主体部分

和 20 世 80年代至今的其他地面部分，地面部分又可细分为

“从形”与“从神”两个不同方向。[4]中医心理医学流派发

展现状,多指“从神”倾向的部分，自 2005 年以来一批具有

一定学术研究特色的心理流派相继出现。不同的现代中医心

理学的疗法必定可以造就不同的学派，当前对于我国现代中

医心理学研究流派大致可以分为医学研究者和高校研究者，

例如：汪卫东的“低阻抗意念导入疗法”学派；闫少校的“改

良中医情绪疗法”学派；李世通的“教育治疗学”学派；刘

天君的“移空技术”学派；孙泽先的“归根疗法”学派；张

伯华的“中医认知疗法”学派；陈振宇和张日昇的“中医箱

庭疗法”学派；张耀祥认为“中国人创造之心理学”正逐步

进入我国心理学研究者的视野。[5]

若按照西方心理学各个心理学派发展进程，即一定的理

论，研究方法，研究对象,操作性实验，人才培养才能真正独

立称为一个学派，那中国的学派发展其实还是处于一个萌芽

阶段。但也有研究者认为，在国际心理学界，中国已经成为

心理学大国，中国尚未成为心理学强国，也没有心理学的中

国学派的出现，是一个“有山头、没学派”的现状。

3 中医心理学疗法

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对中医心理学疗法进行阐

述。狭义上是指以言语治疗疾病并解除病痛。广义上以特有

的方式或途径影响个体的心理进而促进健康，达到疗愈的目

的。中医心理疗法有记载已有千年，有诸多医案对心理疗法

进行了相关的记载，《黄帝内经》在成书之后中医心理疗法

理论体系初步形成。

3.1传统中医心理学疗法

传统意义中医整体心理治疗以阴阳学说、五行学说，整

体观念等作为中医基础理论，哲学基础理论为指导，利用语

言治疗疾病，解除病痛。西方心理学自诞生就与生理学和医

学联系不紧密，在受到一系列的批判后才提出“生物—心理

—社会”医学模式。而在中国，中医学从诞生之日起，就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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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着丰富的心理学思想。中医学理论一贯注重心理因素在治

疗中的作用,固有“善医者，必先医其心，而后医其身”之说。

顺志从欲法，是指针对一些由于意愿或是生理需求、情

感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而导致精神萎靡不振或是情志消极抑

郁的病人，可以通过顺从意愿或适当满足需求,以到达治疗的

目的的疗法。

情志相胜法，情志一词首次地出现于明代,即张介宾《类

经》，明清两代在各类医学古籍以及医典中情志论述较多，

怒、喜、思、悲、恐为五种情志。喜、怒、忧、思、悲、恐、

惊七种心绪情志，相互之间遵循着行为生克的相乘侮、胜败

的复制和变化的生理规律,形成情志学说。

暗示解惑法，该心理疗法广泛指的是提供帮助的医者在

含蓄、间接性的方式下诱导患者进行自然而无形产生理想信

念的自然改变，情绪和心理行为上的转变，以达到治疗疾病

的一种疗法。《素问移精变气论》中医学说“古之中医治病,

惟其以气移精以为变精之气。”意为用暗示来转移病人的精

神意志及注意力可以改变气机和解除病人疑惑,使疾病减轻

或消除。

移情易性法，是通过分散思维聚焦点,改变患者目前所处

的生活环境或生活方式减少不良情绪的直接接触。也有研究

者称其为“转移注意疗法”。具体有记载的方法:运动疗法，

如太极；艺术疗法，如参禅；娱乐疗法，如垂钓。移情易性

疗法在临床医疗的实际应用，通过与亲人或者朋友之间建立

联系,相互关心倾诉，了解彼此不良感受，转移人们注意力，

有利于人们缓解不良情绪。

祝由疗法，祝由一词最早记载于《黄帝内经》，主要提

及祝由在医疗领域的作用，有研究者将祝由解释为“祝说病

由”，即“祝”通“咒”，“由”是疾病的缘由，通过咒说

疾病缘由达到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祝由医师的语言和行为

对患者产生了积极的心理作用，帮助患者释放恐惧，稳定情

绪，给患者一种控制感和希望感，整个治疗过程有一些类似

于安慰剂的效果；病人对效果的信任可以促进疾病的康复。

3.2 现代中医心理疗法

自 20世纪 80 年代现代中医心理学概念提出后，在 40

年的发展历程中也形成了中医心理学特有的理论思想，包括

整体的生命观,形神合论，心主神明论，五脏情志论，阴阳睡

梦论，人格体质论等系列理论。在这些系列理论下也形成了

我国中医心理学独有的现代疗法，如意象对话疗法；中医箱

庭疗法。

意象对话疗法泛指人类运用一些诱导方式从而产生的

具有一定象征意义的内在的一种心理变化图象，它和梦中的

任何意象在整体结构和使用功能上都完全是相同的。意象对

话疗法是结合了心理动力学理论和中国的文化而发展出来

的心理疗法，基本操作是给治疗者设定内容，让患者想象，

根据患者想象出的内容的特点判断其心理问题的症结。该心

理疗法意图旨在通过改变个体自身人格深层的自我意象心

理活动，从而帮助加强其敌我自知、消除其厌恶情结、改善

其自身心理平衡状态。

箱庭疗法(sandplaytherapy)，是指咨客在专业人员陪伴下

自主选择沙具，在专门规格的沙箱中进行自我表现以达到心

理治疗目的方法。国内又称为沙盘疗法或沙箱疗法。中医箱

庭心理疗法也继承了传统中医哲学对心理疾病的系统认识，

运用中医基础理论和心理学沙盘诊疗实践相互作用交叉和

综合渗透，研究心理疾病如何发生、发展规律及防治。陈振

宇(2014)等研究者探讨构建箱庭空间阴阳五行分析法的理论

模型。

4 总结

我国的中医心理学发展有悠久的历史，它一直中医文化

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也随中医文化的流传深入国人的认

知，只是从中医学发展时间的历史的角度看，它成为独立的

学科的时间显得十分微小，从西方心理学发展广泛性的角度

看，它发展的广度相对狭小。其次由于我国现代心理研究受

西方影响较为广泛，故中医心理学发展其实追随着西方心理

学研究的身心二元论的发展趋势，这与传统中医心理疗法所

遵循的身心一元论发展轨迹是有所割裂的，在崇尚自然科学

的今天，中医仍然保持着它的生命力，就像一棵老树冒出了

新的枝干。原因可能在于中医古老的根源，充满精神营养的

根源。而我国中医心理学的发展并未成为那新枝上的绿叶，

也就是现代中医心理学的发展并未在那充满精神的古老根

源汲取养分。心理学在我国的发展尚未形成独立的学派，也

就意味着中医心理学的学派发展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国

研究者已对此现状有了初步的认识,并从各个方向改变此现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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