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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前语：这才是心理的本质、心病的原因、心康的途径。也许，

这也是心理学领域的一次革命。

一、心理的本质

心理是什么?所有普通心理学或基础心理学的教材都这样说:心

理是大脑的功能(或机能),是大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笔者说:心理是

“人系统”的功能,是“人系统”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后的反映。

二、心理的表现

“人系统”=生理系统+心络(心理)系统+外界系统(见下心络图)。

所以,人=生理人+心络人(心理人)+社会人。

因为心理是“人系统”的功能,所以心理有时表现为人的生理功

能,其中包括大脑的功能,有时则表现为人的心络(心理)功能,有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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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人的社会功能。所以，人的功能=生理功能+心络（心理）功能

+社会功能。笔者把这三种功能还加后形成的功能称为是人的系统功

能。

因为心理有时也是人生理的功能,所以当心、肝、脾、肺、肾等

五脏六腑产生变化时，人的心理就会出现相应的变化，所以当神经系

统或大脑等出现问题时，人的心理就会出现相应的问题。

因为心理有时也是人心络（心理）的功能,所以当人的欲望、或

个性、或能力、或认知、或情绪情感、或行为及习惯、或注意、或记

忆、或兴趣、或态度、或意志、或感觉、或知觉等心络要素产生变化

时，人的心理就会出现相应的变化。

因为心理有时也是人社会的功能，所以当人不能学习、工作、社

交时，人的心理就会出现相应的问题。

三、心理的问题与疾病

因为心理是“人系统”的功能，所以人的心理问题与疾病，就表

现为“人系统”中的种种问题。

主要表现在生理系统方面的心理问题与疾病，就是各种各样的心

身症或躯体化障碍或躯体形式障碍。这些心身症在神内科、心内科、

消化科、泌尿科等都能大量看见。这类心身症（其中很多属于所谓的

慢性病和疑难杂症）的特点：有躯体的症状但查不出躯体的疾病。这

类病无论吃什么药都治不好，往往是越吃病越重，甚至越吃病越多。

现在有无数人因这类病而白白地耗费了大量的检查费、医药费。



主要表现在心络系统方面的心理问题与疾病，就是笔者所称的心

络症，其中包括欲望症、性格症（狭义的人格症）、认知症、能力症、

情绪情感症、行为及习惯及生活方式症、注意症、记忆症、兴趣症、

态度症、意志症、感知症等。在欲望症中，有欲望未足症、欲望过足

症、欲望偏执症等。现在有许许多多的抑郁症，其实就是欲望未足症，

也有一些属欲望过足症。欲望未足使人产生焦虑感、失败感、无意义

感、无价值感，这样必然导致情绪低落。自我低评价、无助、无望等。

可治疗者们却且药物去进行治疗，因为他们认为抑郁是神经递质的改

变所致，是因为大脑的功能变化所致。他们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其实是

心络系统中的欲望未足或过足所致，不知道欲望这一心络要素的变化

会传导为生理的变化（神经递质的改变），因而不知道治疗的重点应

是调节欲望，即便有个别人知道了是欲望问题，也不知道怎么去有效

地进行调节。所以，成千上万的抑郁症患者就只能不断地长久地甚至

终身地去服抗抑郁剂。

主要表现在外界系统方面的心理问题与疾病，就是笔者所称的心

物症，即因外界因素导致的心理症。主要有：客观事件压力症、人际

关系压力症、评价压力症、比较压力症、文化压力症、社会不适症、

地理不适症、气候不适症等等。在抑郁症中，就有很多是因外界系统

因素导致社会功能受损而抑郁的，而抑郁后又会加剧社会功能的受

损。可治疗者们竟还是让他们去服这样那样的抗抑郁药！因为依然认

为抑郁是神经递质改变所致，是大脑功能的变化所致，就是不知道其

实是社会功能变化所致，所以就不去进行社会功能方面的治疗。



笔者在长期的临床心理咨询中发现，有太多人的心理问题与疾

病，都与其生理系统、心络系统、所处的外界系统紧密相关，也就是

说，那些问题与疾病，与其具体的“人系统”紧密相关。要解决其问

题与疾病，就要去治其“人系统”，即要治这个人。所以点通疗法极

力主张在治病时要治人、塑人。

综上所述：心理是“人系统”的功能。人的心理问题与疾病，无

非就是“人系统”功能的种种反映。

因为任何心理问题与疾病的症状背后都有相应的症因，症状无非

就是症因的反映，所以笔者要坚持主张“对因治疗”，而不仅仅是“对

症治疗”。

因为人是由生理系统、心络系统、外界系统组成的“人系统”，

所以笔者要坚持主张系统性的治疗。

因为所有的心理与疾病都与“人系统”的功能紧密相关，所以笔

者要坚持主张功能性的治疗。

因为所有的心理问题与疾病主要是心因所致，而心因的消除应主

要靠各种心理治疗方法，而不是药物，所以笔者要坚持主张“心治为

主，药治为辅”的治疗模式。

点通心理治疗学就等于对因治疗+系统性治疗+功能性治疗+心治

为主，药治为辅。

四、心理的健康及其建设

因为心理是“人系统”的功能，所以人的心理健康应是“人系统”

的健康，所以人的心理健康建设应是“人系统”的建设，而决不仅仅



是去做大脑的健康与建设。这样的心理健康观，就是点通疗法所主张

的系统健康观。

这种系统的心理健康观告诉人们：人的心理健康，从宏观上看，

应是心络的和谐、心身的和谐、心物（外界系统）的和谐以及这“三

和谐”的统一，而不仅仅是大脑功能的健全。人心理健康建设，就应

从这些方面去做努力。而决不仅仅是去改善大脑的功能。

为了实现人们的心理健康，为了让人们能切实可行地去进行心理

健康建设，点通疗法根据心理是“人系统”的功能，提出了自己的十

二个方面的操作，从而形成了心理健康的十二个标准：

（一）内心充实

内心充实是指在物质上或精神上始终有自己明确的理性的稳定

的追求或依托。

内心充实的人，有这样一些主要特点：

1、他们总有自己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

2、他们总有自己的考虑打算和实际行动，总有自己的时间安排

和要做的种种事情。

3、他们把主要时间、精力和心智都集中在了他们的追求上。他

们总感觉时间过得很快，甚至不够用。

4、他们是自己真正的主人。为了自己的追求，他们可以适度放

弃大众生活的某些方面，但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追求；他们很注意别

人的评价但不是很在乎别人的评价。他们永远生活在自己的追求之



中，始终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整个精神是有寄托的，整个生活是有

意义的，整个人生是充实的。

内心不充实的人，其人生是茫然的，很容易被无聊、空虚、孤独、

寂寞所困扰，从而产生人生的无意义感。严重者会由此对什么都不感

兴趣，甚至患上“抑郁症”。

（二）欲望适度

欲望适度是指某种欲望的程度不过高也不过低、多种欲望的比例

不矛盾不失衡。

欲望适度的人，有这样一些主要特点：

1、其主要欲望，是不能轻易达到的，但又是经过一定努力确能

达到的。

2、其多种欲望协调平衡，主次分明，相互促进。

3、其欲望都能做到因时而高低，因时而存无，因时而转移。

4、总是保持积极进取、不断奋斗的生活态度，总是拥有较强的

源源不断的动力。

5、不会因欲望的不能实现而痛苦不堪，也不会因欲望的终于实

现而狂喜不已。其状态是：永远在努力，常常都满意。

欲望不适度的人，不是过高就是过低，欲望之间不是冲突就是失

衡。欲望过高的人，往往会因愿望无法满足而感到失望痛苦，故易患

欲望未足症。欲望过低的人，往往会因愿望太容易满足而感到没劲没

趣，故易患欲望过足症。欲望冲突矛盾的人，往往会因欲望的不能兼

顾而感到烦恼痛苦，故易患欲望失衡症。



（三）认知完善

认知完善是指认知相对真实、客观、准确、全面并具有积极性质。

认知完善的人，有这样一些主要特点：

1、看问题全面而不片面；相对而不绝对；不严重化、不扩大化，

不轻微化、不缩小化；既看到负性又看到正性；既看到对立性又看到

统一性；既善于从某个角度看又善于从多个角度看；既善待某种看法

又善待其它评价。

2、承认变化，决不僵化；冷静沉稳，决不情绪化。

3、尊重事实，不随意推断，不轻信也不迷信；知因晓果，既能

把握现象，又能看清本质。

4、善于内省，能发现和克服自己的问题；与时俱进，能不断更

新自己的观念。

5、利导思维，善于正性暗示，始终拥有乐观的心境、积极的态

度、前进的动力。

认知不完善的人，会不时因认知的片面性、绝对化、负性化、严

重化、不良暗示等而产生这样那样的心理困惑。

（四）人格良好

人格良好是指人格的种种特质相对适度或平衡，和绝大多数人比

都属于“常态”，并能与周围的人保持“人格相融”。

人格良好的人，有这样一些主要特点：

1、既乐群随和，又独立从容；既能当好主角，又能当好配角；

既能表达自己看法，又能倾听别人意见；既尊重自己，又尊重别人。



2、谦逊而不谦卑，自信而不自负；既谨慎又充满安全感，既信

任又保持一定敏感；穷时能乐观奋进，富时能戒骄自律；处事不偏不

倚，为人不卑不亢。

3、有主见，有魄力，敢为敢当；有恒心，有毅力，善察善变；

能动能静，能伸能屈，能刚能柔，能进能退。

人格不良的人，尤其是人格有缺陷或障碍的人，一生都会与他人

产生无穷的矛盾，给自己和他人制造种种麻烦，带来种种痛苦。

（五）能力皆备

能力皆备是指人在所处环境中完全具备自己所充当角色应具备

的相应能力。

能力皆备的人，有这样一些主要特点：

1、具有基本的生存能力：自理能力、独立能力、适应能力、应

对能力、承受能力、耐受能力、交际能力、竞争能力等。

2、具有基本的发展能力：专业能力、协作能力、预测能力、判

断能力、应变能力、创造能力等。

3、具有这些表现：遇事不为所难，处事得心应手；自信从容，

不怕艰险，有充分的安全感；审时度势，能进有退，有较多的成功感。

什么能力都具备的人，可以说很难有心理问题。纵观各种心理问

题，我们会发现其中好多都是因缺乏某些能力或某些能力低下所致。

应具备而不具备相应能力的人，在他们面临一系列现实时，会出

现一系列的心理问题。

（六）情绪稳定



情绪稳定是指情绪的强度适中，经常保持平静愉快的状态，即便

有波动，其波幅也不大。

情绪稳定的人，有这样一些主要特点：

1、情绪不易大起大落，能自然地有效地预防不良情绪的产生。

2、很会管理自己的情绪，既不让其放纵，也不让其压抑，即能

适度地控制和释放自己的情绪。

3、处变不惊，临危不惧，始终保持着平静、镇定、从容、愉快、

乐观的状态，始终保持着一贯的理智水平。

4、无论取得多么大的成功，都会淡然处之；无论遭遇多么大的

失败，都能坦然以对。不会大喜大悲，大气大怒；不会紧张惊惶，急

躁冲动；不易焦虑抑郁，不易嫉妒仇恨。

情绪不稳定的人，特别是容易情绪化的人，会不时把心态搞糟，

会不时让心理处于紊乱的状态，既让自己不快，也让别人不快。

情绪经常高涨的人，容易成为“躁狂症”患者。

情绪经常低落的人，容易成为“抑郁症”患者。

（七）行为适当

行为适当是指行为经常保持在恰当合理的“度”上。

行为适当的人，有这样一些主要特点：

1、行为符合社会规范、社会常态，不超前，不落后，与当时的

角色要求相吻合。

2、不会轻易攻击，不会随便退缩。遭遇攻击时防卫正当有度，

面临危险时回避合情合理。



3、有良好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并善于与时变化。

行为不适当的人，其行为往往偏激或退缩，不是过于张扬就是过

于被动，总是缺乏恰当合理的“度”。有的随心所欲，无视社会规范；

有的苛求自己，刻板僵化；有的一贯攻击，有的一味逃避；有的还有

成瘾行为或变异行为。

（八）意志健全

意志健全是指有充分而适度的自觉性、自律性、果断性和坚韧性。

意志健全的人，有这样一些主要特点：

1、能自觉履行自己的各种职责和义务。

2、能严格要求自己，能适度控制自己。

3、做事既谨慎又果断，既能顽强地坚持又能坚决地改变。

4、为人坚强，打不垮，压不倒，百折不挠。

意志不健全的人，行为往往被动，缺乏约束，做事没有恒心和毅

力，遇事缺乏坚定与果断。有的干什么都拖拉懒散，有的干什么都有

始无终。严重者还可能具有病理性的意志障碍，如意志减退、意志过

强、意志缺失、病态疏懒等。

（九）感知正常

感知正常是指感觉、知觉正常，符合客观实际。

感知正常的人，有这样一些主要特点：

1、能真实、客观、正确、准确地感知外部世界和自己，并能做

出相应的反应。



2、所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到的以及感受到的，都是客

观存在的。

感知不正常的人，有的感觉过敏或迟钝，有的有错觉或幻觉，有

的视物有变形感，有的视物有不真实感。

（十）人际和谐

人际和谐是指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人际和谐的人，有这样一些主要特点：

1、有一定范围的人际圈，有一定数量的知心人，与其中一部分

人的交往有一定的质量。

2、他们善于与人交往，并能与大多数人和谐相处。无论在家里，

无论在单位，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都能恰当地处理各种人际矛盾。

3、成功时，有人分享；有难时，有人分担。与家人、朋友、同

学、同事等总是保持着较密切的联系，有稳定的社会支持系统。

人际不和谐的人，亲情淡薄，交流不多，朋友很少，甚至没有。

他们不善甚至不愿与人交往，常是独往独来。即便与人交往，也困难

多多或矛盾重重。他们的一切似乎都与别人没关系或总是与人格格不

入，内心常常充满了孤独感和不安全感。

（十一）社会适应

社会适应是指能面对、接受、适应社会现实，并按社会的要求及

认可的方式行事，即能与社会保持协调和谐的状态。

社会适应的人，有这样一些主要特点：

1、能从容地面对和适应现实。



2、能积极地应对和悦纳现实。

3、能适度地超越现实，始终是现实的主人。

社会不适应的人，总认为现实这不对那不对，总是这看不惯那看

不惯，总觉得现实处处在与自己作对。他们对现实总是不满甚至仇恨，

不是攻击就是逃避。

（十二）躯体健康

躯体健康是指人的身体在总体上处于其所在年龄阶段相对健康

的状态。

躯体健康的人，有这样一些主要特点：

1、身体素质良好，无病或少病，至少无大病。

2、心、肝、脾、肺、肾等五脏六腑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心脑

血管、神经、消化、呼吸、内分泌、泌尿生殖等各个生理系统都处于

良好的状态。

3、朝气蓬勃，精力充沛，身体有较强的抵抗力、耐受力和免疫

力，能长时间地学习或工作而少有疲劳。

4、食欲好，睡眠好，静得下，动得了，心态平和，感到身心舒

适，生活、工作愉快。

躯体不健康的人，体弱多病，一些器官和系统总存在着这样那样

的问题。他们精力不足，常感疲累，学习或工作等感到吃力困难。他

们食欲不好，睡眠不好，吃多吃少都不行，冷了热了也不行，走久了

不行，坐久了也不行，经常是这里疼痛，那里不适，心烦意乱，身心

负担重。每年总会花一些时间去看病服药或做心理治疗。



以上心理观、心理问题与疾病观及其治疗观、心理健康观，就是

点通疗法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点通心理治疗学的主要内容。点通疗

法的四大技术体系也是健立在这样的心理观基础上的。

如果能坚持心理是“人系统”的功能这一源自心理咨询实践又被

大量实践所证明了的心理观,人们就能真正看到各种心理疾病的一系

列原因,就能找到治疗的一系列切入点和着力点,就能有效地治疗种

种心理疾病,而且就能看到增进心理健康的具体方向和路径。中国现

已开始空前地重视国人的心理健康,那么心理健康具体该怎么做?上

述的系统心理健康观及其操作是可以考虑的,至少是可以参考的。如

果依然坚持心理是大脑的功能,人们就可能依然走一条只关注大脑功

能问题及其改善的治病防病的老路,使心理疾病的治疗和预防以及心

理健康建设局限在狭小的范围,从而无法使之产生良好的效益。笔者

不否认心理也是大脑的功能,也主张重视大脑的功能及其健全及其完

完善,但更看重整体的系统的“人系统”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