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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系統排列學之一切如是》

内容概要

本书是家庭系统排列大师伯特·海宁格的访谈录《Acknowledging What Is》的中文译本。海宁格透过独
一无二的家庭系统排列工作坊，带领大家认知家庭系统的神奇力量，并藉著重组家庭中的成员排列次
序，揭示家庭系统对个人成长错综复杂及深远的影响。
在书中，海宁格不但阐明了他对家庭系统的理解和解决方法，更厘清了许多关于其理念的误解，与采
访者之间的对话字字珠玑，是开始认识家庭系统排列学必读的一本入门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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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系統排列學之一切如是》

精彩短评

1、如是！
2、许多观点都很绝对、权威，不时会被震撼。对我而言，启发很大。
3、这个德国人的脑子里有儒道之古风
4、正是因为我有爱，有快乐，有痛苦，有愤怒，所以我还没有办法接受大爱。我可以遗忘，但不能
接受。
5、看似很简单的语言，看似很简单的行为，却是有些颠覆我的思想的书，确实真的有很多很深沉的
涵义需要我们慢慢是理解。这本是在海宁格的家庭系统排列法里我最喜欢的一本了，就如书名吧，一
切如是。
6、海灵格的书内容几乎一样
一切如是，按着生命的脉搏走就好了

7、睇甘多心理学书之中，拒系最有point既。。对我尼讲
8、Super Ego 一切如是'
9、家排，有点意思~
10、读过之后有很多启发！
11、家庭的业力和能量，以及“我”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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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系統排列學之一切如是》

精彩书评

1、印度人一个普遍的观念，认为一个人的行为在道德上所产生的结果会影响其未来的命运。印度传
统宗教包括印度教、佛教等都有业力的观念。业力是组成因果关系的原素，是指个人过去、现在或将
来的行为所引发的结果的集合，业力的结果会主导现在及将来的经历，所以，个人的生命经历及他人
的遭遇均是受自己的行为影响。因此，个人有为自己的生命负责的责任。业力也是主导轮回的因，所
以业力不单是现世的结果，还会生生不息地延伸至来世。在佛教思想中最重要、最困难、最难解释的
，要算业力论了。业力思想影响了整个亚洲文明。亚洲多数人，皆以业力论为其道德规范和宗教信仰
之思想基础。业力论在整个佛教中占极重要的地位，佛学的基石是建筑在业力思想上。业力论极难了
解，极难解释，因为业力之究竟深邃无极，毕竞非人类之智慧所能尽其幽微。业力，梵文Karma，字
根是Kar，是去做或去行的意思。业力之“业”原是作业或行为的意思。今天佛教中的“业力”，代
表了一个极端复杂的思想，在根本上，“业力者，即控制一切自然界和道德界现象之因果律也。”据
印度古梵文史诗《摩诃婆罗多》记载，主角阿朱那（Arjuna）在准备参与一场战事前，得知有他自己
的家属成员加入了敌方阵营，因而有放弃参战的打算。但阿朱那的战车御者，即是印度教中最崇高的
黑天，向他解释了责任的观念，使阿朱那明白到自己肩负的责任。正当阿朱那思想矛盾的时候，黑天
来到阿朱那跟前，给阿朱那讲述了上天的知识。这就是著名的经典《博伽梵歌》一书的主要内容。人
在自由的情况下所做的决定会影响将来的命运，根据印度古《吠陀经》，如果我们播种善因，将结善
果。业力就是泛指今生及前生所有行为及伴随行为而起的反应，凡此种种行为结果都会决定我们的将
来，但业力并不一定会即时显现，也有可能会经过积累，在今生或来生遇上特殊的条件时才显现。印
度人认为，业力是非个人及形而上的法则，人没有改变这个法则的能力，而业力也不是惩罚或奖赏，
只是自然的法则。在佛教中业力有分身业、口业、意业。身业----由身体行为所做的业；口业----由语
言行为所做的业；意业----念头；身、口之所造业都是随著念头而造的，念善则造善业，念恶则造恶
业。恶业有所谓十恶业，分别是三身恶业、四口恶业和三意恶业。身三恶业：是杀生、偷盗、淫欲，
此三业皆是生死轮回的根本；口四恶业：是妄语、两舌、恶口、绮语，此四业不但是生死轮回之根本
，而且是一切天灾人祸的根本；意三恶业：是贪嗔痴三毒，此三毒是无量无边之烦恼根源和三恶道的
直接业源，是致人身体疾病的根本原因和水灾、火灾、风灾的直接原因，如水灾的业因是贪欲，火灾
的业因是嗔恚，风灾的业因是愚痴。业又根据动机或道德意志分为：善业、恶业。业是行为，而任何
行为都自然会产生一种力量，此力量又迫使人去作新的行为，此新行为又产生新力量⋯⋯如此行为生
力量，力量又生行为，辗转相生就形成一个循环的业力推动圈。每人所做之业，皆产生一种力量，百
千人之业就产生百千人之力量，万亿人之业力汇聚起来，就成为一股巨大无匹的力量，即所谓“共业
”。业力即是驱使、创造和毁灭一切有情生命及其世界之原动力。此动力之因是什么？佛家认为“是
由无明与‘行’之俱生欲力推动所致”。无明，梵文是avidya，是不知、愚痴的意思。“行”
是Sanskara，是一种冲动(impurse)，一种必须要去行动的本能冲动。业力用最简单的话说就是：「善有
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日子未到」。用科学的话说：业力是因果律，每一个原因就有一种结果
。业力思想非始自佛教，印度人很早已有业力、瑜伽及解脱等思想。业力是一个极复杂、极广博和牵
涉极广的思想。从宇宙论的观点来说，业力代表一种巨大无匹之力量，能够创造、推动和毁灭个人，
乃至整个宇宙。从道德哲学的观点来说，业力是一个无差错、无谬误之自然道德规律，它能支配和执
行道德行为上之因果报应。业力运行之道，终非人类之理智所能忖测，它是宇宙的大神秘。佛教把造
作之体、造作之用、造作之因、造作之果都叫做业，那持其体、显其用、种其因、产其果的力用就是
力。因此“业”字便是指宇宙间一切因果现象中的一切事物，“力”字便是宇宙间一切事物的一切因
果现象。“业力”，便是指宇宙间一切事物和一切因果现象。在东方文化中，如果昆达里尼启动后，
你的业力便会改写了。
2、虽然本书里的内容，在海宁格编年史里不算晚近，尤其2006年后，他的治疗风格与洞见又有了质的
变化，但不知为什么，这一直是我最喜欢读的家族系统排列的书。或许有人觉得，现在的海宁格比那
时更为睿智与无为，我也同意，可这恰恰是本书值得一阅之处，这是跟随他“智慧足迹”的一次绝佳
机会，仿佛是跟随着一个成长的轨迹——从“爱的序位”，到“灵魂的移动”，再到“灵性的移动”
。
3、似乎有一种“家族集体意识”，对所有家庭成员都产生作用，当任何一名家庭成员受到不公平对
待时，整个家族在意识中便会要求平反或平衡。当上一代有不公平事件发生时，下一代就会受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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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系統排列學之一切如是》

目的是平衡整个家族的集体意识。受到这种不公平待遇的人，要透过对下一代的干扰来得到补偿。但
在整个过程中，受到影响的人是完全不知道的。你并非来自你的父母，只是透过他们而来。生命来自
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不知在何处，也不知叫什么。我们不能只顾眼前所见的表面现象，必须深入这个
不知名的根源。探索生命那个的根源是带有宗教意识的。当人们有这种观念时，就能与他们的根源和
谐共处，更能确认自己的命运。接受这种观念的可能性和规限，意味着我们能够接受这个世界，这种
取向亦有宗教意识。某种程度上，家庭系统有着宗教特质的治疗仪式。这种仪式并非来自外界，而是
来自系统的动力，需要我们的尊重、关怀、和崇敬。每个小孩都要有父亲和母亲，父母不能扮演其他
角色，也不需扮演其他角色，只要做回父母便足够。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能够成为孩子的父母，不是
因为他们是好人或坏人，而是他们之间产生了关系。这是他们成为父母的唯一途径。因此，孩子需要
完全接受父母给予的生命，父母不能为生命增加或减少什么，孩子也不能选择接受或排斥什么。孩子
必须完完全全接受父母给予的生命。小孩不应干涉父母的秘密，小孩子没有权利去理解和原谅。这样
太僭越了！他们可以察觉，但不应参与。如果孩子的问题是关于父母的过失或夫妻间的私事，这是很
冒犯的。要是孩子这样做的，他们将会受到自我惩罚。同样地，若父母自愿将闺房私事告诉孩子，孩
子也会因此惩罚自己，甚至比起自己直接打听私隐罚得更严重。要解决问题只得一种方法，孩子一定
要把整件事完全忘记。小孩子若是被迫知道这些私隐时，他是没有内疚感的，但结果还是一样。由于
发生这些事，小孩子被迫处于一个不适当的位置中。在从前，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比现在疏离，我们现
在常见到子女与父母有着朋友式的关系，这对小孩子其实没有好处。在兄弟姐妹之间，往往有着很深
的联系和爱意，若其中一人受苦，另一个人会反映其感受；若有一人是残废的话，其余的人也会感到
自己不能自由地活动。这是一种爱与忠诚。在虐待儿童的个案中，通常有两个参与者，一个在幕前，
一个在幕后。如果不找出幕后的参与者，就无法解决虐待儿童的问题。治疗师要与系统中被排斥者有
联系，只有处于这个位置，治疗师才能协助其他人重整系统秩序。若治疗师只懂站在受害者那边表示
愤怒，这对系统中所有人都有坏影响。在家庭系统中，当每个人都站在适当的位置，每个人都能坦然
面对自己最关心的东西，每个人都能过自己的生活，不受干扰，每个人就会有尊严、有自我、感觉良
好。这就是解决的方案。------------------------------------------------现象学的心理治疗指客观地面对事
物的因果关连，不试图理解、加减或改变其本质，顺其自然，接受一切如是。完全顺其自然，不担心
之后发生任何事，也不恐惧过程中任何可怕之事。现象学的一些规则：首先，是醒觉性需要有爱心，
接受别人的命运、接受其家庭、接受其问题。其次，是要保持一定程度的距离，要是距离太近，很难
维持醒觉性。在醒觉性中得到浓烈的亲密感觉，一定要保持距离才能发生，太亲密是感觉不到的。过
程中，不可以有任何个人意向，只可以任由一切发生。爱不代表要在他们身上得到任何东西，只表示
对他们没有任何主观的判断，接受他们本来如是。我们对事物的概念是源于与另一样事物的相对而成
。意识其实是相对的。根据黑格尔的理论，每种反理论都是在削弱该理论的理论，因为它让人看到理
论的漏洞。当脑中想象到相反理论时，理论本身的力量就会被削弱。一定要放下另一边，放下这种相
对性。反理论最大的破坏力在于，我们只是凭空想象出来，而没有任何启示或加入任何新思想。自由
是有限的。虽然可以选择走不同的路，但路已经摆在眼前。虽然可以做一些违反基本事物秩序的事，
但无权控制后果，因为后果已经决定了。自由的代价就是要面对所有行为的后果。若能面对，才能作
出行动。的确有自由思考很多不同的想法，可若去思考每个可能性，还剩下多少精力去行动？人与人
之间真正的敬重与尊崇，并非来自明文规条“人必须爱人及尊重人”，而是发自内心的
。-----------------------------------------------------------何谓良知？何谓凭良心做事？如何知道我的行为
会导致好结果还是坏结果？良知令我们不能去爱家族范围以外的人。这点很重要。只有在超越良知时
，才能去爱、去尊崇家族范围以外的人。个人的内疚感和无辜感与其良知有关。良知并非单一个体，
有着复杂的结构。它只在某个特定范围内产生作用，只对某类人有效，但在人类的行为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然而，良知不是一股像神般无所不知的力量，不会告诉我们何谓好、何谓坏。每个人都有种与
生俱来的醒觉性，知道必需要做什么，或者可以做什么，才能保护归属感不受任何威胁。这种特别的
醒觉性受良知控制，任何人若属于超过一个群体，就有多一份良知。良知在不同群体内有不同作用。
就以和父母的关系来说，你知道要做些什么来取悦父亲，也知道另外要做些什么来取悦母亲，两者之
间有两个不同的标准。所有事情都不离一个重心：我属于这里吗？这就是关系的良知。要做什么才能
继续留在团队？要避免什么才能继续成为团队的一员？内疚感只代表害怕失去归属感的恐惧，清晰的
良知只代表归属感没有受到威胁。凭良知争取归属感，是我们行动时深层的推动力。当我放弃以狭窄
的良知观念作为引导时，我看到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联系方式，每个人的方式都是好的，每个人都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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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系統排列學之一切如是》

自的方式下受到干扰和纠缠。一个人受到纠缠时，行事可能很坏，但我若知道他只是因为受到纠缠所
致时，就能放下世俗成见。我不会去爱一个人，只会尊重他们的本性，不作任何干扰。用这种方法去
观察别人的良知时，我会了解每个人都受到很多限制，因此，我可以舍弃很多对别人的要求，与他们
轻松相对，容许他们做回自己。小孩子会代入了父母的身体状态。可能像父母般有呼吸困难、身体前
倾、横膈膜障碍等症状。这就是家庭显示归属感的方式，行为一致，甚至呼吸方式也一致。若父母是
盲的，孩子即使没有失明，走起路来也像盲了一样。内疚感源于良知中害怕失去归属权利的恐惧。相
反，无辜感是有了归属的权利，这是荣耀。当人得到荣耀时，就会有强烈的归属感。另一种对内疚感
的体验来自施与受、得与失。我们在灵魂深处渴望平衡，因此常觉得若接受了一些东西，一定要付出
一些东西，以取得平衡。这种渴望有很重要的社会作用，能让团体联系起来，每个成员都要施与受，
才能取得平衡。若付出与接受不能平衡，一段关系不会维持很久。这时内疚感会成为一种责任。这种
交易存在于能够清晰地界定的组织内，估计一个这样的组织不会超过20人。这样的大小比较合理。若
是在一个大到像政府那样的组织里，我们从未试过。这就如许多人会瞒税，却从不在朋友身上骗钱一
样。关系愈是模糊，责任感就愈弱，内疚感只会在有限度的范围内发生。不过，有时这个范围也会受
到破坏性的践踏。若失去了平衡，人类就不会出现社会。是这种平衡让我们可以一起生活。从这个角
度来看，它意义重大，应该受到尊重。许多人以为爱就是你付出、我接受，不需回报，小孩子对母亲
的体验正是这样。母亲通常会无私地奉献给小孩子，这种小时候的体验在成人世界是行不通的。成年
人之间的关系若要蓬勃成长，是需要回馈的。若回馈夹杂着爱的话，双方的关系会更加美满。在一些
负面的事情上亦是一样。-------------------------------------------------------------当我受到伤害时，我不
期然有报复的冲动。若报复成功，平衡就得以重整。相反，若有人对我不公平、伤害我，我反而原谅
他时，我便把自己放在超然的位置，令对方无法重整平衡，无论做什么，只会愈弄愈糟。尤其是在负
面事情上，对平衡的需求往往会因为宗教思想、意识形态、社会秩序等受到禁止和压抑，后果堪虞。
抗拒人类对赔偿的基本需要是一种过失。要是受伤的人反过来作出报复，或向对方有要求时，这种补
偿就能把双方关系带回平衡位置。要维持关系的话，被伤害者的要求或报复应该稍为仁慈，爱对方时
付出多一点，受到伤害时报复轻微一点。一个母亲若事事坚持规矩，她会失去爱，她必须放弃一些东
西、违反一些原则，才能保存爱。当然，若她什么原则都没有，对小孩也不是件好事。伴侣若太有礼
貌，完全不发脾气，反而会破坏双方关系；愿意因对方做错事而适当地发脾气，才能重整大家的关系
。若对方做了太多坏事，却把他合理化时，恶果会继续升级，不会终结。这个原则如果超越小团体的
界线，后果会非常恐怖。若认为“我认为是好的，就是对全人类都好的事”，很容易超越了适当范围
，侵犯了界限，引起破坏。若是助人者和受助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和谐，是很危险的。最大的危机可能
是我们只顾施予帮助，却没有尊重他们。尊重每个人都受到纠缠障碍，或每个人都以不同方法有所得
着。这是以超越了实际境况的升华角度来看世界。若能假设不论好坏的事情，背后都有很大道理，就
能推动和平，因为你能肯定一切，不作干预。这种看法影响最深远，亦是最和平的。爱源于有所为，
源于体验到每个人的界限。我们每个人都有界限，无论善良邪恶，爱让我们确认大家虽有分别，但在
心底深层仍有很多共同之处。我们所能体会到最深层的爱，就是确认并接受自己本来如是，本应如是
，不可能是其他。若能这样去看，每个人都是完美的，虽然你与我有分别，大家仍可确认大家都是完
美的，这就是爱。------------------------------------------------------接受内心的感召，能令人觉得平和安
乐。这是触及你内心深处的一种决定、感召、使命，已经超越了良知。人若能与这种感觉和平共处，
就能得到内心的平静。若是抗拒这种感觉——例如因为太艰难而拒绝的话，就会伤害了灵魂。能跟随
内心这种和谐的话，即使与别人意见相左，也能充分肯定自我，不需别人的认同。这是生命途中自然
出现的一条路，无人能够事先练习、争取，或者以静坐修炼的方法来达到。这是超越一切的。但它仍
可被感觉到，每个人都有机会接触到。基本上这只是很简单的人性行为，既不伟大也不神圣，这是人
们随心行事、不受任何教条、意识形态影响下的行为。要是你心中平和，自能领会。这样一个人永远
不会去影响别人。你可能不被接纳，或者不受尊重，但若你内心平和，你不会与人开战，也无事可战
。在和谐平静的境界里，你会很实在、完整，感受到深层的自在平和，不只是安静，而是平和宁静。
这是最简单、最平凡的事。平常之事，最简单、最深入的行为就在家庭里，父亲、母亲、父母与子女
的关系、子女与父母的关系，都是最伟大又最深层的，这些行为是人类的基础。一个人若能与父亲、
母亲、伴侣、孩子、兄弟姐妹和谐共处，做该做的事，就是一个圆满的人。在这些简单的行动中，个
人可以获得满足，可以感觉到与某种巨大力量和谐共处。所有口号、教条、规律、道德要求，在这个
层面都是无意义的。---------------------------------------------------------真正的充实来自行动，有行动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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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更圆满，才能令我们更伟大。人总是喜欢抬高自己、突出自己。对我来说，日常平凡的行动更有深
度，更能令人满足。我们面对关系、面对孩子、面对工作时，有很多事都必须去完成，完成这些事就
很满足。人在做事时若能够得到共鸣的话，对于其他人也有正面影响
。-------------------------------------------------------小孩子需要无邪的感觉，因为他们需要大人称赞他
们乖。这时他们只是把注意力放在父母身上，而非面对现实。由这时开始，他们会分不清什么对生活
有好处，什么会限制生活，他们不能脱离父母，因为一旦脱离，就会产生内疚感。内疚往往跟随着成
长。不去面对和接受内疚的话，人就不可能成长，内疚是难以逃避的，当孩子离开家庭结婚时就会发
生，有时虽然两人互相深爱，但双方家庭可能不接受。孩子要结婚，就要违背父母的原则标准。在成
长阶段中，每个小孩子都要“越界”，才能进步。父母禁止孩子做某些事，因为他们认为必须这样做
，但心底却暗中希望孩子能够不遵守。要是孩子从不反抗，父母可能很失望，对孩子也不是好事。不
过要是父母事事纵容孩子，对孩子也不好。若是事事如意，孩子不可能发展内心的力量。要走出界线
之外，人的自我才会成长，同时又能和父母保持联系。孩子若没有方向指示，是无法建立内心力量的
。孩子若没有内心力量，会不顾一切，甚至愿意去死，这只是其中一个层次。在另一个层次，孩子是
自我退缩的，为了生存而这样。最困难的是我们没有理解孩子的复杂反应。孩子可能说得是一回事，
心里想的又是另一回事。孩子可以表面反叛，心底深处却很忠于家庭，距离太近的观察者只能看到其
中一面。孩子的行动是源于爱的，即使结果很具破坏力。孩子的心底会有个信念，相信只要自己肯背
负重担，父母就能得救。这种思想在基督教社会尤为普遍。当这种背后的动力被揭示出来后，我们必
须告诉孩子，她们的牺牲对父母没有帮助。孩子要放下她们自以为疾病或死亡可以挽救一切的幻像，
学习怎样去爱父母，对父母说：“亲爱的爸爸妈妈，无论你们做过什么，我会继续留下，我的生命来
自你们，我接受也尊重这个生命。”这样孩子就能怀着爱与尊敬，从父母那儿抽离，并向着建立自我
力量跨出一大步。如果她们受幻像所惑，觉得死亡对事情有帮助的话，她们很容易寻死。当实相就在
眼前时，你就不能逃避，你会真正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能像以前一般无知。一些本来被认为是坏人
或是破坏者的人，其实可能很善良，行事出于深层的爱。一些本以为高人一等的人，可能是坏事的始
作俑者。本来自觉清白的人，忽然要面对自己高人一等背后的真相；本来有罪的人，则能够了解自己
深层的善意。这令她们有更清晰的自我形象和启发，可能因此减少了坏行为
。--------------------------------------------------------------我们把生命看得很狭窄，以为生命是属于个人
的，占有得愈久愈好。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看，我属于生命，或者说赋予我生命的背后力量在扶持我
，然后它可以让我消失。这种看法似乎更接近现实。一个人若自觉属于大个体的其中一部分，会获得
能量的支持，尽管有时这种能量也会带来痛苦。世界不是凭我们的喜好在转动，而是相反，我们被召
唤来这个世界，我们必须接受。时间够了，我们便要消失，回到一个未知的地方。万物背后的存在，
是超越生死的。与之相比，生命其实很短暂和渺小。生命没有好坏，只是短暂地交到我们手中，但每
个人都参与的生命整体，是超越生死的。------------------------------------------------------------------每
种事物都有着深层能量，不受时间影响。 人若能与这种深层能量联系上，事物的隐藏秩序就会浮现。
设立家庭系统排列时，即使真正的家庭成员不在场，但代替他们站在当场的参与者都能感受到真正家
庭成员的感觉，因为系统内的秩序在自我重复。透过系统，能接触一些单靠思考不可能知道的真相，
一些隐藏的东西能够浮现。当一切公开时，就可以尝试寻找解决方案。而且，由于参与者都按真正的
家庭来排列，他们的解决方案也会影响真正的家庭成员，有股力量会回到系统中，即使他们毫不察觉
。潜意识肯定不是个人化的。当我把当事人与家人，包括父母、兄弟姐妹、过世的亲人等等当作整体
来看待时，我能看到更大的影像，知道的事情更多。因为我看到一些更辽阔的东西，对当事人的了解
其实更完整。------------------------------------------------------------------------当事物有秩序时，你会有
轻松、自由、畅顺的感觉。这就是秩序。忽然间，你放松了。秩序是要透过观察被发掘的，而不是创
造出来的，在家庭系统中就能看见秩序。每位家庭成员都有同等的归属权，这是基本秩序；每个系统
内的人都有权归属于系统，每个人的归属权都是一样的。而爱的秩序是：只会有好事发生。秩序不需
要寻找，也不需要提起，秩序在家庭系统中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要是尊重这种秩序，就有好事发生，
这是任何人都可以体验和测试的；要是不尊重这种秩序，就有恶运或疾病出现。另一种可见的秩序是
，每个人都必须承担自己的命运。还有一种秩序是关于阶级地位的。父母比孩子优先，因此夫妻管辖
比亲子关系优先。父母必须要求孩子事事要以父母为先，这就有了秩序。要是父母打算与子女平起平
坐，或是滥用其超然的位置，这对孩子是有负面影响的。孩子会感到不安、不自由。秩序的守则之一
是：有些行为的后果是无法挽回的。很多人以为透过治疗，可以把做错了的事还原。可是，要是你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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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过得了重病的人，就知道有些事情不可能还原。秩序本身就是需要人们面对所做的一切的后果。他
们要是接受后果，就能获得以前没有的自尊
。----------------------------------------------------------------------集体家族意识似乎有种力量，令到整个
系统需要追求平衡和补偿。例如要求被排斥的成员重返家庭，要求所有成员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要求
自己对个人的过失承担后果。当理解、接受这种力量后，就可以利用它令系统回复秩序，避免惨剧继
续发生，或者至少减轻伤害。于是，每个人都可以轻松自由些，也令正面的力量有动力继续向前推进
。当家庭重归秩序后，个人就可以离开家庭，但仍能感受到家庭在背后的支持。个人要减轻家庭的约
束，就要确认并清楚家庭的一切，而且愿意分担家庭的命运。只有这样，个人才可以追求自己的路向
，不受过去拖累。家庭中的爱同时是健康与疾病的来源。家庭不会引发疾病，而是家庭深层的关系，
需要平衡和补偿的动力在引致疾病。当真相浮现后，同样的爱，同样对补偿的追求，反而有着高层次
的治疗效果。家庭就是生命，家庭会变成怎样，生命就会变成怎样。我们要做的，就是规划好我们的
生活，令自己发展得更好、更有方向。很多疾病和混乱来自个人不肯承认自己与系统的深层联系，因
此产生矛盾。爱一直存在，问题是你要去寻找。要是当事人对父母有怒意，察看他早年的生活是否受
到干扰，找回当事人的小孩意识，带领他走向父母，于是当事人就可以回到父母身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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