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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疗法》

内容概要

《家庭疗法:系统化理论与实践》作者全面回顾了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系统化理论发展历程中出现的核
心概念和思想，囊括了该领域最新的研究和发展，详细论述了系统化理论、依恋及心珲动力等理论，
让读者对家庭疗法有了一个全方位的认识。 
《家庭疗法:系统化理论与实践》让人备感亲切的指导手册还为读者提供了：来自临床实践的生动案例
；更多实用的家庭治疗技巧；大量的分主题推荐文献；家庭疗法大师们的故事。对家庭疗法的学习者
、心理咨询师，以及心理学和社会工作从业人员而言，资深作者笔端沉淀下的精华将为他们的实践提
供有价值的资源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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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鲁迪·达洛斯一位在系统家庭疗法领域已有二十余年经验的心理学家，普利茅斯大学临床心理学课程
主管、高级讲师，青少年及家庭问题临床咨询心理学家，曾担任若干家庭疗法培训课程教师。著有《
对家庭进行系统治疗》、《心理治疗和咨询的研究》、《临床心理学和咨询中的系统化表述》、《家
庭观念系统》、《伴侣，性及权力》、《沟通的故事》，以及《依恋叙述式疗法》等作品。
罗斯·德雷珀一位在过去的三十余年中对英国家庭疗法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治疗师和教师，伦敦
塔维斯多克讲习所和家庭疗法学院高级临床讲师，伦敦大学家庭疗法协会和伯克贝克学院的主席，担
任管理和咨询的系统方法课程讲师。她的《教授家庭疗法》(1993)一书仍是该领域的核心著作。同时
，她还在汉普郡开办了私人诊所，为个人、伴侣、家庭及组织提供服务。
戴俊毅
男，现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心理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复旦大学物理学学士，华东师范大学及美国南达
科他大学心理学硕士。翻译出版了《青春期》、《谁动了我的时间》以及《习得性无助》等多部心理
学著作。
屠筱青
女，现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儿童青少年及家庭研究系攻读博士学位。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
学士及硕士，合作翻译出版了《谁动了我的时间》及《习得性无助》等心理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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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疗法》

书籍目录

图例列表
绪言
序
致谢
题献和致谢
引言
 对于系统和家庭疗法的感受
  某一家庭的看法
  两位治疗师的看法
 何谓“家庭”？
  家庭生命周期
 给予家庭发言权
 本书的组织框架
 描绘系统和家庭疗法历史概貌的核心文献
第一章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
 文化概貌
  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和观点
  系统和家庭疗法的源头——系统化思想——从内心到人
  际——系统理论——生物学类比——系统的凸显特性——
  循环结构——三方关系、三角化和回避冲突——规则、模式和
  过程——反馈一通过交流实现家庭和谐一进退两难
  概念——元交流——开放和封闭系统——家庭的自体平
  衡——家庭生命周期
 实践
  结构式家庭疗法一信念和结构——治疗取向——指导
  性的立场——策略式家庭疗法——信念和假定——策略
  性任务
 评注
  两性及其权力不平衡的演变一生命周期模型的标准化假定
 核心文献
 技术指导
  家庭雕塑技术一家庭树和时间轴技术——重构技术
第二章 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
 文化概貌
 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和观点
  二阶控制论——元交流——交流——处于私人“生物圈”
  中的人——意图——三方关系中的信念和行动——社会
  生态学视角——多重系统一对系统进行考察
 实践
  提出假设——重构——一起建构共同的生活史
 评注
  在道德和政治领域的应用——权力——米兰方式——正
  面含义技术
 核心文献
 技术指导
  团队作业技术——提出假设技术——正面含义技术——
  循环提问技术——转化性改变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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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0年
 文化概貌
  理论视角——同系统家庭疗法的第一和第二发展阶段间的关联
 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和观点
  对人的看法——经历之建构
 实践
  关注解决方案的短期疗法——反射团队——叙述疗法——
  将问题外部化——写作——女权主义疗法——权力以及
  对于现实的建构一文化中可得的叙述方式
 评注——女权主义取向
 核心文本
 技术指导
  咨询技术——将问题外部化技术一协作式询问技术——反射过程
第四章 如影随形的主题：情绪、依恋和系统
 简介
 情绪同家庭疗法第一阶段的关系
  三角化——进退两难——依恋理论
 情绪同家庭疗法第二阶段的关系
  依恋理论：向内部表征的转变——依恋类型和伴侣间的动力机制——在伴侣互动中产生的情绪
 情绪同家庭疗法第三阶段的关系
  与情绪有关的语言表达——同精神分析思想的融合——防御过程以及无意识交流
 核心文本
第五章 系统化表述
 文化概貌
 系统化理论：评估和系统化表述
  第一阶段一第二阶段——渐进式地提出假设一第三阶段
 系统化表述的例子
  家系图——转诊报告——对问题进行解构——环境因
  素——信念和解释一维持问题的模式和反馈环——情
  绪和依恋——综合——系统化表述：玛丽和珍妮特
 评注
 核心文本
 技术指导
  系统化表述
第六章 当前实践领域的发展2000一2005：不同模型间的对话
 文化概貌
 实践
  对成瘾问题开展的工作——针对离婚后的过程和交往中的矛
  盾开展的工作——在司法情境中开展的工作
 评注
  系统化表述——情境一模式和过程——多种模型
 核心文本
第七章 研究和评估
 简介
 为什么要做研究
 科学、研究以及系统疗法
  研究的多样性
 评估性研究：家庭疗法有效果吗？
  组间对比式的评估性研究——评估性个案研究——观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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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问卷和自我报告式研究
 治疗过程研究
  某一治疗过程研究——深入的单个个案过程研究——探索
  人们对于家庭疗法的体验
 家庭理论研究
  一项参与性观察研究——访谈研究——某一联合访谈研究——系列个案研究
 讨论和反思
 核心文本
  研究的多样性——同家庭疗法的效果有关的研究
第八章 反思和评论2005
 这一艺术的现状
 水晶球创造出的幻境
 发展性的视角
 回顾和总结
 融合
后记
  以互动为关注焦点的疗法：堂·杰克逊的遗产
  胆识、好奇心以及循环：吉昂弗兰克·塞琴的系统心理疗法
按主题分类的阅读材料列表
供探索的方式
术语表
英国文献
参考文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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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疗法》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同时，哈里·普罗科特（Harry Proctor 1981，1985）也发展出了一种将个人建构理
论同系统化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富有想像力的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米兰派的方法对于英国的家
庭疗法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英国的家庭运动仍然走的是较为折衷的路线，许多从业人员仍然受着
先前的策略式和结构化思想的影响，与此同时，也还在受着精神分析传统的影响，尤其是受到来自鲍
尔比有关家庭中早期依恋的重要性的看法的影响。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和观点 从精神疾病至少有90％是
由指责所致，或者说是由被感受为指责的因果解释所致这一点来看，精神疾病的确是精神性的。我们
不是“发现”了外在的世界，恰恰相反，我们“发明”了它。 （Hoffman 1993：391，390） 二阶控制
论 对于从一阶控制论向二阶控制论的转变，一种普遍看法是，它体现出的是一种激进的背离，并且是
源于众多对系统论的重要的，而且带有批判性的重新审视（Dell 1982；Keeney l983）。另一种说法是，
这种转变是在一段时问内逐渐发生的，其基本原则，尤其是对于意义建构的强调，在早期的著作中已
有体现，但是人们想要将系统论作为一种工具用于帮助苦难的人们和他们的家庭的热情，却抑制住了
这些基本原则的发展趋势。 我们可以看到，向二阶控制论的转变是围绕着针对系统论的最初应用的批
判而展开的，人们认为，它所提供的是一种对于家庭的过分机械论的看法，而事实上，家庭是由共同
主动创建意义的人们所构成的。尽管对于行为模式的观察仍被看作是一个重要的起点，但重点却转移
到了对家庭成员所认可的意义、信念、解释和说法加以探索。在向二阶控制论转变的过程中，人们所
感受到的治疗师承担的角色也必然会发生改变。在一阶控制论中，治疗师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一位
“专家”——一位能够准确地对家庭中的问题做出诊断，确认出症状所发挥的功能，并能通过干预来
改变现状，从而使得症状发挥出的不健康的功能得到治疗的科学家。相反，在二阶控制论中，治疗师
的角色中“专家’’的成分少了些，而“一同合作的探索者”的成分多了些，承担这一角色意味着治
疗师要同家庭成员一起努力，从而共同为家庭创造出看待其境况的某些新的、有可能更富成效的方式
。此外，这也表明，人们对于治疗关系的敏感度有所上升。治疗师被鼓励不断地进行反思——关注他
或她的看法、信念、预期、需要和感受，尤其是关注这些继而会如何对这一家庭产生影响——而不是
试图去采用一种“客观”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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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家庭疗法:系统化理论与实践》是一本介绍家庭疗法的经典著作，至今仍受到国外心理咨询师的广泛
欢迎。《家庭疗法:系统化理论与实践》共八章节，内容包括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
中期、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0年、如
影随形的主题：情绪、依恋和系统等。《家庭疗法:系统化理论与实践》可供相关学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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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好的书，既可以了解家庭治疗的历史也可以看些案例，很不错！
做家庭治疗必备
2、这个系列的书都是引进国外的心理学领域书籍，都属于经典类型的。对于初学者或者经验丰富的
咨询师都是甚有好处。
3、朋友说还不错，看了感触很深！
4、系统的介绍了各个时期，不同的家庭理论，以及理论的发展，挺喜欢
5、给老公买的，说是不错，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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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疗法》

章节试读

1、《家庭疗法》的笔记-全书

        治疗本身就是一种病态，本着爱在人际关系中起作用，尊重被人和自己。做做事，少说话

2、《家庭疗法》的笔记-第1页

        人们曾有过为了扭转所谓＂懒散＂家庭或者＂不称职＂家庭的道德状况而采取的举措，也有过把
单亲家庭视作＂福利的蚕食者＂的看法等。除了这些公开的试图对家庭生活和家庭行为加以改造的尝
试以外，还有为数众多的更为隐秘也更为狡猾的影响方式，比如说杂志、电视和电影上有关怎样的家
庭状况可以接受、怎样的家庭状况值得期盼的标准化描绘——从室内装潢到孩子的教育，再到性生活
状况等。p8一项在社会和文化水平进行的分析表明，＂家庭生活＂是由主流意识形态和舆论导向中关
于家庭生活应该如何的看法所塑造的。从现实情况和意识形态两方面来看，我们都可以把家庭看作是
在进行着自我复制。⋯⋯对身处西方文化环境中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一生中大多数时间的生活
状况同核心家庭的情况并没有太大区别。无论如何，对我们中的许多人而言，有关核心家庭的印象仍
然支配着我们的行为、期望和感受。我们可能＂支持＂或者＂反对＂核心家庭这种形式，但是无论态
度如何，至少到近期为止，核心家庭的概念仍然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情感和选择。一方面，人们似乎
的确在对他们的生活做出自主的决定，另一方面，家庭生活可以被看作是以重复性的、可预见的行为
模式为特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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