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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绘画具有简便性、非威胁性、控制起来比较轻松、含有

大量的可解释性的内容 ,它已作为一种媒介来表达个体的恐



人画的是一家人都坐在那个面对电视的长沙发里 ,但电视没有

画出来。有两个人在理想家庭中画了电视。在围绕电视做出

改变的家庭皆为一家人都肩并肩坐在电视面前的长沙发中 ,有

3 个人掖1 m�906�4 个人紧挨着并排坐的 ,他们用这种方式描述了家

庭的亲密程度。

讨 论

一、人物的缺失

首先 ,这些画面反应了未完成事件 ,在这些被试的心目中

环境是第一优先的考虑的 ,从环境的观感上都是有许多积极的

改变。其次 ,被试可能存在着严重的压抑 ,推测被试根本不愿

面对或无法面对家庭人际关系 ,这种相对禁忌的话题就被压抑

到潜意识中去了。第三 ,有两个人中在描述时存在和家庭外沟

通的问题 ,他们都表达了对外界的不满 ,对这种不满的应对策

略是比较具1 m�906�逃避性质的,他们不是关注家庭内部的人际关

系。在过去的研究中有相似的结果[ 3 ] 。

二、成长与分离

在画中描述成长与分离的人数相对较少 ,成长是一个不断

和父母分离的过程 ,但是分离不等同于成长。只有6�3 个人表

达了成长的欲望和动机的 ,他们在拉开和父母的心理距离 ,希

望有自己的空间 ,但是他们没有表示不再和父母来往。另有一

人表达中暗含着父母的死亡才会使其和父母真正分离 ,这符合

Bowen 系统家庭理论中的情感断绝 ,这种情感的距离并不代表

孩子和父母的情感真正的做出了分离 ,和父母彻底断绝并不代

表情感上的独立和成熟[ 4 ] 。

三、心理的趋近与不分离

结构家庭理论认为健康家庭的界限是父母与孩子分离并

组成各自亚单位 ,但是也允许各亚单位之间充分交流以达到亲

密与合作的最大化 ,父母应该通过他们的语言和行为和孩子建

立清晰的界限 ,这样才是婚姻的基本关系[ 4 ] 。中国的父母多是

以孩子为中心的 ,但是如果没有健康的家庭代际之间的界限 ,

和孩子的过度亲密 ,是不利于孩子的成长的。在关系的改变中

有一半左右的人是希望关系更为密切 ,他们多是用躯体距离的

拉近来表示 ,其代表的更多的是心理上渴望拉近距离。在婴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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