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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心理剧和情景剧都是创造性心理治疗的形式，强调个体的自发性和创造性，运用演出的方法，通过角
色扮演，再现当事人的现实生活场景及心路历程，促进个体成长，最大限度地激发个人的创造性潜能
，从而有效面对生活中的挑战与机遇。
    本书对于心理剧与情景剧进行了较全面的介绍，同时穿插了很多中国本土案例，实操性较强，可供
心理咨询，治疗师自学时使用，亦可作为心理剧及情景剧的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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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心理剧的概念、发展与原理　　第一节　什么是心理剧　　一、什么是心理剧　　这是
每一位听到、看到“心理剧”一词的朋友第一个想了解的问题。
　　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提出这个问题时，答案也会有所不同。
当然，媒体也经常将有丰富情感和复杂事件的电影、戏剧称为“心理剧”。
对此，著名心理剧史家布拉特纳（Adam Blatner，2004）在《心理剧导论——历史、理论与实务》一书
的序曲部分做了澄清：　　心理剧是一种心理治疗的方法。
　　心理剧可以用在教育、商业、社区、家庭等多种情境中。
　　心理剧是一组用以理解、沟通情感和关系的工具。
　　心理剧为传统的治疗增加了空间、行动、想象以及介入技巧。
　　应用心理剧必须在安全、无私的考虑下进行。
　　心理剧提供了一个整合性的过程，而其中的技术就像是角色扮演、角色交换、镜照、即兴、回音
、夸大、重演、替身等，使得参与者可经验更加整合及具创意的过程。
　　根据上述提法，我们可以根据不同场合回应（Marcia Karp，2002）：　　对一群正在受训的临床
心理师做心理剧介绍时，可能这样解释：“心理剧是一种团体心理治疗的方法，维也纳的精神科医生
莫雷诺所创立。
”　　对一般人可能会这么说：“心理剧是一种治疗，可以帮助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处理他们的问题，
但不会因为犯错而被处罚。
”　　那些被他们的治疗师转介来做治疗评估的个案，我们会用他们所碰到的困难，来解释心理剧：
“你会架设出一个场景，在那个场景中，你告诉母亲你的感受，而不是假装一切都没有问题。
”在这种状况下，可能成为团体成员的这个人，就可以在实际经验团体过程前，跟心理剧有个人的连
结。
　　每一场心理剧都是独特的，就像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是由主角、导演以及团体组成，这（他们）
之间的关系，在他们所处的环境及那个片刻中形成。
　　心理剧是创造性治疗的一种形式，它强调个体的自发性和创造性的发展，运用演出的方法，促进
个体成长并且使个人的创造潜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它旨在最大限度地激发个体的创造性潜能，从
而有效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与机遇。
　　心理剧的参与者将通过他们生活中的场景（过去的，现在的，或者将来的）来体验，或是重新体
验他们的思想、情感、梦境以及人际关系。
这个过程包括暖身、操作和分享。
　　心理剧的组成部分包括舞台、导演、主角（剧中的男主角或女主角）、辅角和团体成员。
它可以用于小组、夫妻、家庭心理治疗或者心理咨询。
　　综上所述：心理剧是一种治疗方式，是随着人们进入他们的内在现实，让他们描述这种内在，并
以他们看到的情形去运作。
透过戏剧行动，做心理剧的人将长期埋藏的情境带到表面，以释放情绪压力。
通过分享、支持与接纳创造一个能掌控的环境，然后就让心灵的自然疗愈的力量与情绪上的自我继续
运作。
　　二、心理剧的构成要素　　心理剧中有五个要素，就是主角（protagonist）、导演（director）、
辅角（auxiliary）、观众（audience）、舞台（stage），分别叙述如下。
　　（一）主角　　1.什么是主角　　主角是心理剧里最重要的元素，所有其他元素都是随着主角之
指示或要求而跟着主角进入他所想要的心理剧当中。
主角必须有一种敢于揭示自我内心的欲望，他有能力面对一切磨难，一一承受所有的侮辱、失败，但
是仍然重视生命的价值。
　　主角是心理剧演出的主要人物，也是心理剧团体的焦点；主角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想深入探
索他个人问题的团体成员，而这个人的经验将会成为团体的。
中心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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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剧（sociodrama）中的主角可能是一个团体或次团体，是一群人对一个共同、相关的议题、
角色有兴趣，一起去探讨的过程。
　　2.主角是如何被选出来的　　在心理剧里，主角的产生有三个方式：个人意愿、团体选择、导演
选择。
　　（1）个人意愿。
担任主角，个人意愿是非常重要的。
凡参加心理剧团体的成员，各自都有着不同的心情，有的人带着明确的困扰主题，有着强烈的愿望想
借着心理剧的方法得到帮助，在进入心理剧场时就已准备好担任主角了；有一些人对担任主角非常害
怕不安，需要通过暖身活动来调动他们的意愿；也有些人只是很愿意尝试一下当主角的经验，但对自
己想要探讨的主题并不是非常清楚，他们需要在导演带领的暖身活动中，通过与团队其他成员的互动
，激发某一主题，或就某一个主题激发出担任主角的意愿。
　　（2）团体选择。
主角也可以在团体自然的活动中产生。
这种情形是团体聚在一起，在自然的谈话或讨论一些事的过程中产生主角。
当有不止一位成员有意想要担任主角时，导演可以让每一位有意向的成员简短说明自己的主题，由其
他参与者表决，选出大家感兴趣的主题和主角。
操作上，可以让每一位团体成员按照自己的意愿排在他认为可以代表自己或与自己最有连接感的主题
或人后面。
当几个主角的候选人的票都很多的时候，导演会问几个主角：“假如现在你无法以主角的身份工作时
，你会选择哪一个主角所代表的主题来工作？
”经验告诉我们，团体有绝对的智慧选择可以代表主题的主角。
　　（3）由导演选择主角。
有时候导演会自己选择主角。
可能是因为前一次的演出，需要再澄清一些问题，导演会邀请他再一次做主角；导演也可以根据团体
成员共同感兴趣的主题选择主角；或是在几位成员表达意愿后，导演按照自己最擅长的主题挑选主角
，导演会自信地认为这个主题能给大部分成员带来较大的收益。
一般在大的团体中，由于时间的限制，由导演来选择主角比较好。
一个有治疗经验的导演也可能会根据团体的需要做评估，以此来选择主角。
　　3.主角要做什么　　在心理剧中，主角除了扮演自己之外，还可以扮演许多其他的角色，借由角
色交换，让主角有机会进入各个不同的角色中，甚至是现实生活中主角生病的身体，主角在剧中可以
成为自己的替身，也可以是一位导演，在镜照（mirroring）（本书第二章会详细介绍）时，也可以是
他自己的观众。
　　莫雷诺认为每个人都是天才演员，具有自发的表演才能与演技。
他愿意把自己成长中的困惑在心理剧场中表达出来，并对导演和团队其他成员有着极大的信任感，有
勇气面对自己的问题，在导演的引导下，在团体成员的协助中，演绎自己的故事。
在演出结束后，和团体成员分享感受。
主角就能在此过程中学习与成长，获得新的行为模式以自我完善。
　　总之，心理剧中的“主角”会比现实生活中的他自己更有弹性，因为主角在角色扮演的过程中充
分感受着生命走过的足迹，不管是困惑，还是喜悦，这一过程是相当神奇的。
　　（二）导演　　1.导演的角色　　导演是在剧中使用心理剧方法来引导主角探究其问题的人。
他协助演出的过程，是团体的领导者，也是主角的治疗师。
导演有时退居于一个协同导演的角色、甚至是一个助理，以协助剧中其他各个角色完成演出。
导演必须具有深厚的心理学及心理剧导演知识。
在北美及一些欧洲国家都有训练心理剧导演中心，且有一定的训练制度，大多以莫雷诺的理论与技巧
为主。
　　心理剧中导演的角色是相当富有弹性的，一位导演需要在各个角色间转换。
因此在训练过程中，导演除了需要有担任主角的经验，愿意一次次将自己的生命课题拿出来处理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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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需要在不同的角色中演出，增加自己的体会以及扩大自己对各个角色的认识。
比起传统的治疗师或团体领导者，心理剧导演需要具备更多的能力与技巧，以便协助主角去经验和完
成许多与他生命课题相关的角色扮演。
　　2.导演的作用和职责　　作为导演，他在心理剧中应发挥的作用是：　　（1）观察与评估。
在心理剧中，导演时常要保持客观的观察态度，一方面倾听主角的叙述，一方面还要评估主角的人格
特质与心理状态，能够营造足够的凝聚力及可以一起工作的团体气氛，并通过社会测量学来评估团体
动力、团体互动模式。
　　（2）拟定治疗目标。
导演主要根据主角的叙述，在演出过程中决定用什么样的心理剧技巧达到怎样的治疗目标：是让主角
借此机会宣泄自己压抑已久的情绪；还是让主角在自己的演绎中了解目前的困境；还是让主角有行为
练习的机会。
　　（3）保护主角。
治疗者永远要担负起保护当事人在治疗过程中不会受到心理伤害的责任，担当心理剧导演更是如此。
心理剧的主角在团体中袒露自己成长历程中的痛苦与隐私时，导演需要让主角得到更多的正面信息，
以减少对主角的伤害。
在剧场中，导演有责任不让批评与不谅解的声音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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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心理剧与情景剧理论与实践》：多年来，邓旭阳、桑志芹、费俊峰、石红等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专业
工作者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创造性地运用心理剧的理论和技术。
尤其是校园情景剧广泛被应用于大学生自我教育和个人成长，形成了在任何国家都无法看到的一种有
效的、独特的心理健康教育形式，并且已经推广到全国各地的高校。
这应该算是心理健康事业发展中的一种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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