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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rray Bowen 是系统家庭理论的奠

基人 , 他最初是精神分析取向的治疗

师 , 20 世纪 40 年代末以来 , 他在从事

精神科临床工作中对家庭关系的作用产

生了兴趣。随着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他

对精神分裂症的家庭进行的深入的研

究 , Bowen 的系统家庭理念逐渐完善。

Bowen 理论有两个最主要假设 : 其一 ,

家庭成员间过度的情感联系和家庭功能

失调有着直接的联系 , 自我分化 (self -

differentiation) 是家庭成员必要的成长目

标。其二 , 在一代没有解决的问题趋向

于传给下一代 , 即多代传承理论 (Mul2
ti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1 ] 。下面几个

极为重要的概念构成了 Bowen 系统家庭

理论的基础。

一、自我分化 (self - differentiation)

自我分化的概念是 Bowen 系统家庭

理论的核心概念。分化关注的是个体 ,

强调人们在面对外界要求保持紧密性

(togetherness) 的压力时 , 由于不同的个

体对压力的敏感程度不同 , 且他们在压

力下所维持自治能力的水平也不同 , 这

使得他们有着不同的内在分化程度 [2 ] 。

内在的分化是指个体有能力将情感

与理智区分开来。未分化的个体几乎不

能将理智从情感中分离出来 ; 他们的智

力被情感所淹没 , 以致于他们几乎没有

能力客观地进行思考 [3 ] 。分化程度高的

个体不是只有理智而没有情感的冷血动

物。他P她能够平衡情感与理智的关系 ,

即他们既能够产生强烈的情感和自发性

的行为 , 同时也能够自我克制并且客观

地看待事物 , 因此有能力抵制情感冲动

对自身的影响。

孩子生活在不同分化水平的家庭中

其心理成长是不同的。在情感紧密性

(togetherness) 压力较低的家庭中 , 即分

化水平较高的家庭中 , 孩子的自我形象

不是建立于对焦虑或者他人的情感需要

的反应上 , 也不需要建立在其他人对自

身情感歪曲的感受之上。孩子的“自

我”不是迫于为了得到接受或赞许这种

情感压力 , 而自动地按照家人的信念、

价值观等行事。与此相反 , 信念、价值

观和信心是来自于自己的理智 , 并且彼

此一致。在这种情况下 , 孩子能够作为

家庭的一部分正常成长 , 但可以和家庭

达到正常的心理上的分离 [4 ] 。

在低分化的家庭中 , 由于情感或紧

密性的压力强度过高 , 孩子在成长中无

法为自己的需求进行思考、感觉、行

动。孩子的功能仅仅是对他人做出反

应 , 他们会更多地做出情感反应而缺乏

理智的思考。如果影响孩子的重要他人

之间有不同的信念 , 孩子就会在不同的

信念和价值观之间摇摆 , 出现不一致。

分化的基础水平很大程度上是由一

个人与抚养他成长的家庭之间的情感分

离程度所决定的。这种分化水平一般在

孩子到了青春期就已经建立得很完善

了 , 通常可以持续一生 , 除非有不寻常

的生活事件或者有目的的努力 (例如心

理咨询) 才可能改变。Bowen 的理论由

此认为改变家庭这一整个的系统的效果

比单纯改变青少年本身更好 , 因为单纯

改变青少年虽然可以产生治疗效果 , 但

是当他们回到家庭时 , 在与父母的互动

中很容易使得改变功亏一篑 [4 ] 。

二、三角关系 (Triangle Relationship)

三角关系是 Bowen 在 1966 年提出

的 [5 ] , 虽然目前在我国对于 Bowen 的其

它观点了解不多 , 但其关于三角关系的

观点却是在家庭治疗界比较熟悉和比较

有影响的概念。

在人际系统中最直接的关系是两个

人的关系 , 但是两个人的系统是不稳定

的。当系统存在焦虑时 , 第三个人的参

与能减少两个人之间的焦虑以维持稳

定 [3 ] , 因为两人焦虑分散到三个人的关

系中。三角关系是情感系统的基本分

子 , 是最小的稳定的关系单位 [4 ] 。

三角关系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

(1) 一个平衡的两人关系会因为增加第

三人而失去平衡。例如和谐的婚姻在孩

子出生后出现矛盾。 (2) 一个平衡的两

人关系会因为第三人的离去而失去平

衡。例如孩子离家念书 , 父母婚姻的不

和谐增加。(3) 一个不平衡的两人关系

会因为增加第三人而达到平衡。有矛盾

的夫妻在孩子出生后把他们的焦虑投注

在孩子身上。(4) 一个不平衡的两人关

系会因为第三人的离开而达到平衡。在

矛盾中支持某一方的人的离开 , 会使得

矛盾减少 [4 ] 。

家庭的分化程度越低 , 三角关系对

于维持情感的平衡就越为重要。如果焦

虑很低 , 即使在分化水平很低的家庭

中 , 三角关系中的三个人也可以作为三

个独立的个体执行其情感功能。但当应

激出现时 , 焦虑增加 , 三角关系很容易

就被激活。尤其在非同寻常的混乱时

期 , 太多的三角关系处于强烈的活跃状

态以至于很难在家庭的运作过程中觉察

出任何的次序。而在分化很好的家庭

中 , 在压力很高的情况下 , 人们仍可以

维持情感的分离 , 系统的平衡不是依赖

三角关系 [4 ] 。

三、慢性焦虑

慢性焦虑通常是对想象的威胁产生

的反应 , 没有特定时间的限制。慢性焦

虑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对关系系统的平衡

紊乱做出的反应。真实的或所期待的事

件 , 如退休或一个孩子离家 , 可能是最

初打破或威胁到一个家庭系统平衡的原

因 , 但是一旦这个平衡被打破 , 慢性焦

虑的孳生则更多的是由于人们对于这种

紊乱的反应 , 而不是对有人退休或离家

的事件本身的反应 [4 ] 。

一个人或一个核心家庭的慢性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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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是和其基本分化水平相关的。分化

水平越低 , 慢性焦虑的水平越高。这种

慢性焦虑是习得的 , 它可以不经思考地

被传递和吸收。这种吸收是基于条件化

的过程 , 是一个人被另一个人影响所造

成的 , 而且两人需要长期的接触 , 通过

言传身教来整合对方的态度、信念。

人们变得越焦虑 , 他们对他人的反

应就越不可能具有建设性。每个人都试

图缓解他自己的痛苦 , 与此同时就会增

加家庭中其他人的痛苦。通常一个人会

比另一个人在这个过程中占据更优势的

地位 , 而那个处于劣势的人就很容易产

生症状。始于一个人的焦虑可能最终将

焦虑传递给整个家庭。特定的儿童 , 通

常是那些被家庭问题卷入最深的孩子比

其他孩子对父母的困扰更为敏感。他们

会对父母表现的不愉快迅速做出反

应 [4 ] 。在现今中国多是独生子女家庭 ,



善自我的分化 , 包括认识到自我对于他

人的敏感性 , 以及伴随这些敏感性所产

生的自动化的情感和行为。经典系统家

庭治疗流派的治疗师认为了解系统家庭

的运作比具体的治疗技术重要的多 , 他

们通过提问使家庭成员的情感反应速度

下降 , 进而减轻焦虑 , 开始思考 ; 家庭

成员不再去关注他人是怎样使自己不愉

快 , 而是将关注点转向作为参与者的他

们是怎样卷入这种人际模式的 [2 ] 。

Bowen强调治疗师在系统家庭治疗

中的功能 [9 ] 。治疗师在治疗中采取的方

式和态度会影响治疗的成败。

首先 , 在咨询中 , 当焦虑提高时 ,

情感系统的自动化反应就会压制理性的

认知行为。治疗师的任务就是认识到这

种情感过程 , 通过提问 , 推动家庭成员

理智、平静的反应。治疗师要鼓励家庭

成员彼此倾听 , 了解对方的价值观和信

念 , 而不是象以前那样对彼此的言语迅

速做出情感反应。这些都有利于自我的

分离。

去三角关系是关键的一环。为了系

统的稳定往往有第三者被卷入 , 在治疗

中治疗师很可能成为被卷入的第三者。

治疗师和家庭之间保持距离会使治疗师

更为客观地判断家庭关系 , 同时也避免

被卷入。治疗师拒绝被卷入 , 也为家庭

成员树立了榜样 , 即如何成为独立的个

体并摆脱三角关系的束缚。

治疗师的任务之一就是教授家庭情

感系统的功能 , 通过对家庭的这种讲

解 , 家庭成员可以了解家庭关系是如何

运作的 , 也促使其理性思考自己所处的

位置和所扮演的角色。治疗师在治疗中

尽量以“主语我”开头讲话。“主语我”

的力量在于治疗师在强调的是自我 , 而

非家庭 , 这是一种在语言上的外显的分

离过程。

系统家庭治疗的临床应用非常广

泛。适用于治疗家庭背景下的个体、夫

妻以及整个家庭的治疗 [10 ] 。Cottrell 和

Boston 回顾了近 20 年来系统家庭治疗在

儿童和青少年中的应用 , 发觉这种治疗

理论与技术对这一群体非常适用 [11 ] 。

Charles 回顾了以往的一些实证研究的文

章 , 检验了系统家庭治疗理论 , 发现其

中的像“自我分化”等概念可以得到实

证数据的支持 [12 ] 。

国内有关系统家庭治疗的文献更多

的是强调治疗技术 [13 ] , 例如一些提问方

式 [14 ,15 ] , 循环提问 , 差异性提问等 ; 家

庭的角色互换等 , 这些技巧多是建立在

Bateson等人的系统论和控制论基础上

的 [16 ] 。Bateson 的理论也是系统流派的

分支之一 , 但是 Bowen 理论在系统流派

中却是不容忽视的。在介绍经典的家庭

治疗流派的书中 [3 ] , Bowen 的系统理论

流派是排在第一位的。

相对于其它家庭疗法而言 , 一些初

学者会觉得 Bowen 的 疗法不具有可操作

性 , 不易掌握。但是必须了解的是 Bo2
wen本人不是很强调技巧 , 真正经典的

系统家庭治疗的精髓还是基于 Bowen 的

系统家庭的基本概念。Bowen 比之其它

家庭理论提供了更为宽泛的视角 , 是其

它家庭疗法的基础。在中国这种重视家

族观念的国家中 , Bowen 系统理论会有

着更为强大的生命力和更为广阔的应用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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