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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立意谋篇的主旨，是研究中国传统命理学理论中所蕴涵的中国人对人生及社会生活、社
会秩序运行机制的独特认知和隐含于其中的社会价值取向，总而言之，是要发掘其中的社会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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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向慧，男，1983年出生，内蒙古赤峰人。
自2002年至2011年一直在南开大学求学，先后于2006年、2008年获南开大学法学学士学位、南开大学法
学硕士学位，于2011年年获南开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现就职于今晚传媒集团渤海早报社。
研究方向为中中社会思想史、社会学理论、周易学。
发表过的研究成果有：1、董向慧，当代青年人热寝网络迷信的社会学分析，《中国青年研究》，2010
年第6期，CSSCT来源期刊。
2、董向慧，徐子平与“子平术”考证，《东岳论丛》，2011年第2期，CSSCI来源期刊。
3、董向慧，我国近年网络算命盛行的成因分析，第七届中国社会思想史年会。
论文，2009年。
4、董向慧，传统“算命术”，蕴含的中国式社会学理论，第八届中国社会思想史年会论文集，2010年
。
5、王处辉、董向慧，风险社会催生现代迷信，《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1月23日 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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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叙事心理学理论认为，人们通过叙事的原则使事件之间产生联系，正是这种稳定的
、连续的联系才使得事件有了意义，而创伤性事件则可能使这种连续性遭到破坏，从而破坏了事件原
来具有的意义，当事人也因此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和意义。
从心理健康的角度上说，人们希望能够维持这种稳定性联系，叙事治疗的目的就是当个体生活故事的
连续性遭到破坏时，帮助其“修复故事”。
 在民间算命中，通过算命师与求测者之间的对话，使得求测者认识到自己人生“不可理喻”的事件早
已在冥冥中被安排注定，自身经受的苦难与挫折只是命运的捉弄，所谓人生之悲苦也只是上天的安排
，而人自己，仅仅是个进入角色的演员而已。
求测者通过合理化人生故事，获得了生活的形而上意义，进而达到了心理治疗的功能。
这里通过一则算命案例，结合叙事心理学的理论来论述以下两个问题：第一，算命以何种方式发挥了
叙事心理治疗的功能；第二，算命与叙事心理治疗比较有何差异、优缺点。
 （一）算命的叙事心理治疗功能 段建业、邢铭芬所著《盲师断命秘录》（增订版）中有一段故事。
故事的讲述者刑铭芬是今天命理学“盲派”理论的倡导者之一。
故事中的算命师夏师傅已经过世。
笔者认为，这则故事当然不能排除作者的夸大和臆造成分，但与“江湖命理学”有着一定关系。
 1994年，夏师傅通过一位女士的生辰八字，将其一生的经历准确的勾勒出来：四岁随娘改嫁，跟随养
父度过了幸福的童年。
十六七岁嫁给一个远方的丈夫。
在工作的过程中和继子产生了感情，继子结婚后依然保持暖昧关系，导致第一个儿媳妇自杀。
两年后，继子娶了第二个妻子，继子对某女士的疏远使其处于想忘又忘不了的两难境地。
 算命师与求测者的谈话互动中，从以下三个方面体现了算命的叙事心理治疗功能： 第一，算命师在
生辰八字的理论下，为求测者提供了一个解释过去、构想未来的完整叙事框架“叙事是一种框架，人
类根据这种框架为时问性体验和个人行动的体验赋予意义。
叙事意义的功能有两个。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人的命理信仰>>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