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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推荐序

孩子心灵，魅力无穷

山中康裕先生的《孩子的心灵》将有新的中文版，时隔八

年，读者依然对该书充满期待和热情，可见其内涵与魅力。

这是以沙盘游戏（箱庭疗法）和表达性治疗为主题的专

著，其九章内容均以实际的临床个案为线索，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呈现表达性和深度心理治疗的方法和原理，乃至源于心灵的

奥 秘。

山中先生这部著作有“通过心理疗法透视阴影”之意， “阴

影”（shadow）一词源于荣格及其分析心理学。作为荣格心理分

析师，我一向认为，所有症状的背后或许都意味着来访者存在某

种阴影。当然，也可以说正是阴影使得我们生病。因此，在包括

沙盘游戏在内的表达性治疗过程中，我也总是会看到来访者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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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处阴影的表现。而此时的关键，便在于治疗师的胸怀与智慧，

其所营造的“自由与保护的空间”，其所“抱持”的态度与能

力，正如“有容乃大”，惟大能化，如是始能获得“点石成金”

的效果，始能使来访者获得心灵的疗愈和转化。

山中先生便拥有这种深度心理治疗师的胸怀与智慧。他早年

随创建“沙盘游戏治疗”的朵拉·卡尔夫（Dora Kalff）学习，并

成为国际沙盘游戏治疗学会的创办者之一，担任日本箱庭疗法学

会会长十多年。他是当今国际表达性心理治疗的主要推手与领军

人物，其所原创的“河流-人与树”和“交替描绘编故事法”，都

是对当代表达性心理治疗领域的重要贡献。

我与山中康裕先生相识二十余年。如他所说我们早已成为

挚友，有着许多共同爱好，比如心理分析、沙盘游戏、古典哲

学与文化心灵。山中先生本人也酷爱中国文化，熟读中国经

典，以及中国诗词。他认为《易经》《黄帝内经》《老子》

《诗经》等，对于心理学尤其是表达性心理治疗，都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而他自己，对中国文化精髓早已默记于心，这

体现于其表达性心理治疗的专业实践，体现于其作品《孩子的

心 灵》。

本书译者穆旭明先生曾随山中康裕教授治学多年，深得其思

想与方法要领及信任。他尽心将此书译出，也正是体会到了山中

先生写该书的原因：无论哪一个国家，开拓美好未来需依靠这些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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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的孩子……感悟其中的力量，正是我们的责任。谨以“孩子

心灵，魅力无穷”作为序言。

申荷永

心理分析师（IAAP）

沙盘游戏治疗师（ISST/STA）

IAAP 暨ISST中国发展组织负责人

2017年6月于麓湖洗心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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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新版）序言

作为《孩子的心灵》一书的作者，我遇到了非常难得且由

衷感到高兴的事情。这本书的译者穆旭明先生告诉我，该书（原

名《少年时期的心灵》，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与之前的出版

社已经协议期满，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的曹文编辑提议出版新版书

籍。因此，他委托了我，执笔新版图书的序言。

我的这本著作早在1978年，由日本著名的出版社——中央公

论社首次出版发行，至今时隔三十九年了。但是，即使在今天的

日本，此书依然非常畅销，拥有大量的读者。前些天，在与我个

人提倡的“表现疗法”方法论持有完全不同立场的“认知行为疗

法”的专家、东京大学医学部毕业的精神科医生原田诚一先生展

开的《公开来往信函》（中山书店出版）交流中，这本著作也被

一再提到，获得了更高的评价。由此可见，《孩子的心灵》并非

一本“旧书”。于是，我也“理直气壮”地答应了出版新版。

深感荣幸的是，华南师范大学、澳门城市大学教授，中国首

位荣格心理分析师申荷永先生特意执笔了本书的推荐序言。我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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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期待更多的中国读者阅读此书，深信它能为类似书中提到的、

由各种障碍导致的痛苦不堪的孩子们带来福音。我怀着满腔的热

忱，衷心祝愿中国所有的孩子都能迎来美好的未来。

山中康裕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京都赫尔墨斯研究所所长

中国表达性心理治疗国际学术研讨会外方主席

2017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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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旧版）序言

能够在此为我的个人作品《孩子的心灵》写中文版序言，心

里充满了无比的喜悦。这本书在日本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作品了。

然而，至今出版社每年都还在不断地增印。它受到了众多心理临

床工作者以及心理学专业研究生的青睐。虽说这是一本专业书，

但是已经悄悄地成了畅销书籍。对于作为作者的我来说，这无疑

是件非常高兴的事。现在，本书又能够出现在广大中国读者的面

前，更是让我感到万分喜悦。

我曾经受到邀请，访问过中国两次。第一次是参加2003年在

北京召开的世界心理学学术年会，负责绘画疗法工作坊。随后，

我又在2007年出席在苏州大学举行的中国首届表达性心理治疗和

心理剧国际研讨会，做了题为“表现疗法的本质”的主题报告，

本书的译者穆旭明先生为我翻译了演讲稿。无论是哪一次，我都

遇到了被中国学子质疑的情景，但是后来他们非常热情地接受了

我。两次中国之行都是值得本人纪念、回味的深切体验。

此外，2003年我还去了桂林与西安，寻访了个人敬爱的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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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和尚、日本遣唐使空海法师和阿倍仲麻吕的足迹，也参观了兵

马俑。2007年，当我来到苏州同里、上海，自高中以来憧憬的、

长诗中的寒山寺就在我眼前，顿时回忆起日中两国持续交往的历

史。从敬爱的圣德太子与隋炀帝的信件交往开始，两国间拥有了

长达1400年之久的交往史。因此，每当访问贵国，心中时常怀着

无比尊敬与感激之 情。

对于现代中国来说，《孩子的心灵》也许是一本很时尚的书

籍。书中包含了众多治疗儿童心理的最新知识，相信它会为解决

今日中国儿童内心出现的诸多心理问题发挥很好的作用。无论是

哪一个国家，开拓美好未来的是可爱的孩子。我认为，只有深信

那种力量才是大人最重要的职责。祝愿本书能够被广大的中国读

者所接受，并且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最后，衷心感谢协助本书出版的译者穆旭明先生。

就此搁笔。

山中康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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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这近十年来遇到了不少孩子。现在

回想起来，通过这份心理治疗的工作，在与孩子们紧密交往的过

程中确实学到了许多东西。与其说是从书籍、论文等刊物中学到

的，还不如说是直接从内心痛苦、“活生生”的孩子们那里学到

的。对于临床心理学家来说，最大的教科书正是我们面前的患者。

至今，我才真正地领会到这种说法的含义。

执笔《孩子的心灵》一书，是把我至今为止的临床经验用文

字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一个过程。原本主要采用绘画、沙盘作品等

与患者交流的我，通常处于抽象的意象（image）世界中。然而，

现在要用语言来表达那些过程，对我来说却是一件极为困难的

事。由于本人已决心迈出那艰难的第一步，于是便大胆地开始了

写作尝试。

书中想让几位孩子直接登场。当然，如果那样的话，就必须

考虑到个人的隐私问题。在不有损精神病理学以及临床心理学含

义的前提下，我做了适当的更改。特别强调的是，书中所有孩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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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字都是虚假的，是本人设想出的名字。那些名字不仅只是一

种记号，而且当您听到后立刻就能知道是哪个具体案例。对于那

些命名，希望读者不要误解为恶作剧。正是对于孩子的留恋之情

才有此创意。除此之外，完全没有别的意思。

比如“咬犬道太”，那是一个八岁的男孩。由于他平时行

为粗暴、无论什么东西都咬，所以被领到医院。首次见到这个男

孩，他就明显出现攻击性的言行举止，而且重复幼年时期行为的

倾向严重。有时他居然会咬狗。不是被狗咬而是他咬狗。于是我

给他取了“咬犬”的姓。他的名字“道太”是从游戏治疗过程中

的核心部分“制作道路”得来的。关于咬犬道太个人走过的道

路，书中第一章中有具体描述。

此外，“小红帽庭子”“地狱鬼太郎”“塞得过满诚”等孩

子，我也都是运用同样的方法为书中的孩子们取了名字。书中的名

字都是我的创作。但是，其中所有的内容都不是创作，一切都来自

于我这十几年的临床经验。那也正是我和孩子们互相紧密交流的

结 果。

书中所描述的对象都是七岁至十五岁的孩子，笼统地把这个

年龄段称为“少年时期”也许读者有疑问。我在本书的最后一章

中会作有关说明。

书中的孩子一般看来都是被称为患有神经症的不正常儿童。

他们往往是众人嘲笑、鄙视的对象，有时还被看作是危险困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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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在团体中，他们甚至随时受到周围人的歧视与冷落。

然而，我并没有那样看待那些孩子，而是觉得他们很可爱，

有时甚至会以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敬畏之情去看待他们。那些

孩子不仅独自忍受痛苦，而且又似乎无法面对周围的大人们的诉

说。可是他们个人却处于一种无意识的状态。我们也许能够从孩

子们专心致志的姿势中察觉到这一点。如果那样考虑，可以说那

些孩子是家庭、社会的“镜子”。说到底，是象征了时代的一面

“镜子”，他们的存在“反映了时代”。但愿本书是如实展现孩

子内心的一面镜子。本人也想把他们向我诉说的众多事实、“真

实景象”回馈于整个社会及时代。我应该有这个职责。

神经症儿童出现的症状及表现出的行为，通常与成人不同。

与其说是儿童本人，还不如说是他们的行为会给周围的人带来麻

烦。在神经症儿童的家庭、他们所在学校等一个个小社会中，所

有的“秩序”都将受到破坏。乍一看，安定的“日常生活”也会被

动摇。即使个人的力量再强大，也比不过一个个小社会的力量。因

此，个人的举止行为往往被看作“异常的、脱轨的”，甚至会被摒

弃。来我们这里就诊的儿童，正是处于那种危机之前的状态。“我

的孩子会有什么变化吗?”家长们都寄一丝希望于心理治疗。如果

我们可以耐心、细致地接受孩子们并且取得心理治疗上的成功，

那么他们就能够重返各自所属的小社会团体中。

不过谈到这一点，也许会让读者产生疑问。即如果考虑原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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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儿童出现“异常”行为、让他们“脱轨”的因素不是儿童本人

而是所属小社会团体的话，即使让他们回到小社会中去，但从本

质上说问题并没得到解决。也就是说，只是为了“适应”团体而

进行的“治疗”，难道不是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吗?在此强调，对

于神经症患者及精神疾病患者的病症来源，过去往往是考虑患者

个人的遗传因子、性格等因素。然而现在，观点却有所改变，认

为患病的大部分因素是由个人所处的“环境”所决定。因此，上

述的疑问也就自然产生了。

即使以本人狭隘的经历来分析，也赞同上述的观点。通过心

理疗法与孩子们紧密交流的我，也难以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具有普遍

真理、不变的群体。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那些孩子在某种意义上是

“牺牲的羔羊”。他们的存在可以让我们好好思考今后的社会及时

代。我们也不得不把他们看作是宝贵的、活生生的“时代证人”。

阅读本书的读者一般都是健康的“常人”，可能是普通儿童

的父母，也可能是他们的老师。大家往往会认为患有神经症的儿

童与自己或自己的孩子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如果冷静地去思考

一下，其实那些“异常要素”作为一种“阴影”早已包含在大家

的内心。或许部分读者也已经察觉到这一点。“阴影”一词，是

瑞士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提出的概念。它指个人人格

　Carl Gustav Jung（1875-1961），瑞士精神科医师、心理学家，分析

心理学创始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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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未经开发或者未得到发展的部分，即照不到光亮、没有发挥出

作用的黑暗部分。一旦黑暗部分投射到周围的旁人，对于当事人

来说，对方即是厌恶的、恐怖的存在，或者会毫不犹豫地疏远对

方。这也是通常无缘无故歧视精神疾病患者的因素之一 。

曾经写过《青年期》一书的笠原嘉先生通过分析上述精神

上的“病理现象”来考虑何为“正常状态”。他把那种方法称为

“病理法”，是设法找出病态中被所谓的正常现象掩盖而以至于

看不见的部分。其实，我也是试着朝这个方向在努力。如果读者

能够理解我的想法，当然很荣幸。

关于报告临床个案的形式，通常各不相同。例如，详细报

告多个个案，或者只是仔细解释某个特殊个案等。然而对于我来

说，却是试着从一个“特殊”的病态或者从整个治疗过程中设法

寻找出真正含义上的一种“普遍性”，发现人原本应该具有的某

种生存形态。

也许部分读者会把本书看作是一本治疗儿童精神病理的书

籍。然而，它并不是一本精神治疗指南，只是来自我个人十年来

临床经历中的部分内容。严格地说，本书在理论上缺乏严密性。

但是，我依然竭尽全力向各位读者忠实地再现与孩子紧密交往的

过程：描述他们的言行，记录他们内心的焦虑与痛苦。书中思维

独特，融合了儿童精神医学与分析心理学两个领域的专业知识。

对我来说，那也是一种全新探索。如果本书能够对从事儿童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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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的读者有所帮助，我将感到无比荣幸。

翻阅本书后，您将会认识到我的治疗方法大致有两个侧重

点。一方面，虽说患者是孩子，但是我依然认为他们同样具有

“完整的人格”，也与治疗成人般地对待、爱护他们。那是理所

当然的事。另一方面，是侧重于以孩子的“内心意象”为主要媒

体的治疗方法。通常，内心的意象极其抽象而且捉摸不定，因此

往往通过采用一些特殊的方法将患者内心深处焦虑、愤怒的情绪

引导于外界。具体地说，比如绘画、制作沙盘作品、解析梦境，

或者采用摄影作品等视觉上的方式，也可以用诗歌、散文、书信

等语言性交流的手法等。其实，治疗可以采取任何形式。当然，

重要的是治疗过程中并不是我一味地逼压对方，而是在每一个儿

童患者独自的“窗口”中寻找答案。

自从著名儿童精神分析家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

梅兰妮·克莱茵（Melanie Klein）的杰出研究成果问世以来，通

常认为绘画或游戏是儿童精神疾病最为恰当的“治疗方法”。对

于从事心理治疗的医师来说，那也已经被视为常识。在此，给各

位读者简单地介绍一下理由。

　英语“channel”。在自闭症儿童的治疗过程中，作者强调密切关注

每个儿童患者向外界传递出的不同信息。例如，有的儿童喜欢游戏拍照，有

的则爱好音乐钓鱼等。治疗师应当通过从患者儿童的“窗口”中传来的信息

与他们进行密切的交流。——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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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在治疗成人的时候，采用弗洛伊德的“自由联想”、

荣格的“解析梦境”等方法。那些手法无疑是以语言为媒介。可

是当患者是儿童时，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还未分化，虽然治疗过

程中儿童的语言能力会有所提高，但是，如果运用完全依靠语言

的治疗方法，整个治疗过程将会出现难以展开的局面。然而通过

玩耍或绘画，儿童往往会十分自然地将内心的意象展现于外界。

至此，只是作为表面症状而深藏在内心深处的隔阂，也可以通过

作品中的意象找到出口。在表达的过程中，儿童内在的焦虑不安

会随时发泄出来。我们也可以通过意象产生更多新的联想。那

样，儿童的内心渐渐得到统合，心中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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