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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探讨个性化自组织心理治疗方法。方法　该方法以“感觉体验”为初始切入点，通过诱发机体组织的自律性运

动，来激活人体自身潜在的、系统化的调节机制，从而实现心理疾病的治疗作用。结果　可以对各种功能性疾病进行有效治疗，例

如内分泌失调、抑郁症和癌症等疾病。结论　“感觉体验”被表达为“去心理化”作用的路径选择，与众多的、建立在感知基础上的

心理治疗方法截然不同。这种不同，不仅仅带来了一种心理治疗方法上的创新，还带来了更为深刻的哲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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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性化自组织心理治

疗方法是从经验事实发展

而来、以开放性和自适应性

为背景的心理发生行为。

这种发生于人类自身结构

的本能属性，在去心理疾病

的随机性发生机制中，表现

出心理行为向其初始状态

还原的趋向性。这种趋向

可以使得生命系统各组织

之间建立起广泛的、无差错

的运动逻辑秩序的关联耦

合。也就是说，在时间和空

间上，行为质性回归的“运

动图式”与“遗传图式”之间所映射的“能级势差”决定着心理能

级流变的规则。在这种规则下，心理治疗的流变关系，不仅能

产生出多样的、个性化的自组织“运动效应”，而且还能在结构

运动的“合法关系”下，通过生存博弈行为来获取生命的价值。

１　感觉、感知与运动

胡塞尔［１］指出，感觉内容具有意向性，事物感知是相对于

一切记忆、想象再现等的原初的相位，从具有变样特征的各种

体验出发，可以被引回到原初体验。在胡塞尔的哲学中，感觉

不等同于感知。感知在现象学中是一种对象性的“意向体验”

和“赋义”行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把感知体验还原到潜意

识作用上，在某种程度上收窄了由感觉而引发的多群集的“运

动图式”的表达。由此而来的以感知“赋义”为基质的心理治疗

理论，丝毫不能摆脱“虚假性”的怀疑指证。在现代心理治疗学

中，工具技术发展提升了对疾病的诊治“精准度”，但受制于感

知认识的局限，依然存在着系统性偏差。托马斯·里德指出：

“当我们追溯心理学发展的历史时，我们就会陷入空想、矛盾和

谬误与某些真理交织在一起的迷宫之中”。

感觉作为一种物性的本质，有其自身结构运动的逻辑。从

感觉的源性认识上，皮亚杰指出，感觉运动式智慧逻辑是一种

动作逻辑，在感觉运动阶段上，一个架构就是一个实践的概念。

在皮亚杰［２］看来，认识包含着融于先行结构的同化过程，它纳

入与动作相关的转换系统，通过结构改变，以某种方式反作用

于现实。

在此把由感觉体验而引发的自组织运动定义为自律性运

动。从“对映”形式的一个等量分布开始的组元的构形，在其同

构变换群作用下，所形成的运动部件左右之间的遗传差异，构

成了生命结构运动的基础［３］。前庭系统是人体最重要的感觉

运动系统，前庭囊和半规管的成对性出现，它们调控人体的平

衡感、空间感等运动的感觉。感觉系统的任务，在认知神经学

中被表述成对外间世界的生物相关事件提供忠实的表征［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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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构与经验

静息态下的感觉体验，是个性化自组织心理治疗发生的充

分必要条件。２００１年Ｒａｉｃｈｌｅ的团队
［５］在其默认网络（ｄｅｆａｕｌｔ

ｍｏｄｅｎｅｔｗｏｒｋ）理论中指出，人脑处于无特定任务、清醒时，前

额叶中内侧、扣带回前部、扣带回后部及两侧顶下小叶等区域

存在着有组织的脑功能活动。这些脑功能活动与大脑对内外

环境的感应和监测、情节记忆和存贮以及自我意识的调整是密

切相关的；２０１２年，Ｐｅｔｒｉｄｏｕ等
［６］发现，基于个体自发事件的血

氧水平依赖（ｂｌｏｏｄ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１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ＢＯＬＤ）活动

图式下的自发低频活动同步性，普遍存在于运动、听觉、视觉和

感觉等功能皮质。研究发现［７］，静息态下，脑电ａ波增强，并且

从枕叶向额区转移，大脑皮质主动性抑制增加，从间脑到延髓

的整个脑干和外周出现易化状态，使得下位中枢处于“脱抑”状

态而变得活跃，表现为交感神经兴奋性降低，副交感神经兴奋

性增强，受其支配的内脏功能发生改变等，使人的大脑皮层进

入了一种低心理负荷、低心理能量消耗状态。

研究指出，嗅皮层海马回路中的网格细胞在空间记忆中

起到路径整合作用［８］。人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脑

中枢神经系统以及能感受环境中各种能量形式变化的感受器。

脑对不同感受器输入的感觉信息分别加工并进行多感觉信息

的整合，从而使机体更有效、更精确、更快地感知环境中有意义

的［９］。大脑基态提供了生命结构运动秩序。这种秩序在信息

传感、基础修复、进化选择、调节控制以及过程处理等方面形成

了各自不同的、多层级的自组织系统。静息态下的自律性运动

就是这些结构运动关系链中的最为普遍的一种特殊运动关系。

“捕捉运动感受”是一个模糊性概念，这种模糊性用于个体

差异和自适应性的选择上，可以有效提高感受器整合效应，提

升结构运动的激活效应。这种选择策略与皮亚杰的关于“认识

过程的起点是相对的”观点是基本吻合的。皮亚杰认为，发生

认识论的起点选择在没有主体、客体的惟一中介的“动作”上，

以及“动作”的内在依据的遗传图式上，主体与客体是通过它们

才形成的相互联系。

在躯体神经系统中，自律性运动表现出复杂多样的运动形

态。同样，在脏腑中发生的自律性运动也表现出复杂多样的运

动形态。研究显示，外周神经系统的另一分支为自主神经系

统，其对平滑肌、心血管肌及腺体进行调节控制。平滑肌位于

皮肤、血管、眼球以及消化道、胆囊、膀胱的壁和括约肌。在流

变心理治疗的样本中，通过“自律性运动”，可以有效消除平滑

肌中出现的结节，如子宫的平滑肌瘤、咽喉的小结以及皮肤肿

块等。

生理解剖指出，自主神经系统主要分布于内脏、心血管和

腺体，它们的中枢部分进入脑和脊髓，周围部分包括内脏运动

传出神经和内脏感觉传入神经。自主神经系统的交感神经分

支主要控制能量唤醒或能量消耗的活动，副交感神经分支支持

机体存储能量。这些活动包括唾液腺、胃和肠的动力，消化液

的分泌并增加胃肠系统的血流。通常，一个组织器官受双重的

神经支配，并且这种神经支配作用多数是相互拮抗的。１９６７

年，Ｍｉｌｌｅｒ通过“内脏学习”实验证实，内脏反应可以通过操作

性学习加以改变［１０］。２００９年，Ｔｈａｙｅｒ等
［１１］研究指出，中枢自

主网络可以调控内脏活动、神经内分泌和行为反应。在激活腔

体的自律性运动上有新的突破。所诱发的胸腔、腹腔部的自律

性运动，从形态上表现出鼓胀、起伏、旋转以及摆动等多种运动

形式。这种运动能够有效地调控脏腑器官，治疗诸多的内源性

疾病，包括癌症、糖尿病、不孕症等。同理，“自律性运动”还可

以发生在鼻腔部、口腔部、咽喉部等许多其他的部位。在由带

状疱疹病毒感染导致面部神经损伤的样本案例中，研究发现，

激活面部“自律性运动”可以有效抑制由带状疱疹病毒感染引

起的免疫反应和导致炎症的细胞因子的释放，消除肌肉紧张

感，对受损神经进行修复。从现有的样本数据分析发现，自组

织心理治疗效果主要取决于组织器官受损的程度以及方法的

合理运用上，通常具有较好的治疗预期。

３　关系范畴

自律性运动是从生命体的稳态与非稳态之间的“临界点”

上导入的。这种“临界点”在控制论上被演绎成“围绕目标作周

期性振荡的反馈系统”。研究者完全可以在特定的空间和时间

的尺度下，从环境的改变可以影响生命运动秩序这一事实中寻

找到“解构”的思路和方法。这一解构思路的延伸意义在于，把

自律性运动的自组织性概念，与优势进化理论关联，从生物体

的分节与对称的结构里找出更趋于自然、合理的解释。并从

“安全性”和“可修复性”的功能设计的理解上，找寻到问题的解

决之道，可以建立起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心理治疗方法。作者认

为，关注结构运动关系甚至比了解结构本身更具有心理治疗

意义。

生命运动的“活性”由生物节律所调控。生物节律是生物

体在地球环境，经过漫长的生物进化形成的内源性节律。这些

节律在没有受到外界授时因子（ｚｅｉｔｇｅｂｅｒ）影响的情况下可以

保持其特定的节律周期，但一旦有授时因子的导引，其节律周

期和相位将会随着授时因子发生变化［１２］。中枢振荡器作为生

物钟系统的起搏点，对大脑的其他部位和外围振荡器的调控作

用，在时间序列的展开中，存在着固有的秩序性。这一秩序性

的发现，为时间治疗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１３］。在疾病治

疗中，自组织心理治疗执行的是内源性的时间治疗机制。这一

机制的核心内容涉及中心节律与外周节律的同步性和各层级

之间的生物能级流变的关系问题。研究表明，在遗传图式［１４］

的普遍结构运动关系中，有选择性地调整、执行由中枢节律传

导，并作用于外周节律的同步耦合，调节各层级之间的能级流

变，可以有效地实现疾病的治疗作用。

感受过程是一种选择性注意的过程，其中还包含了注意的

监管、冲突的控制以及情绪的调节等［１５］。感觉体验作为一种

可操作数，实现各层级之间生物能级的流变。自律性运动在修

复中枢生物节律与外周生物节律的失同步、相位应答以及温度

补偿等方面产生着重要的资源调配作用。这种自律性运动是

基频被放大的振荡性运动。大脑生物节律中心在此运动状态

下向外传送多谱段的节律编码，以测试运动传感通路上的外周

组织生物节律信号的同步失真性和出现变异的性质，并对回馈

信号进行存储、比较、分析和处理，做出策略性应答。自律性运

动能有效在多通路上实现信号传感，提供无差错的组织信息描

述。这是一种“多点集”的空间结构描述，其中包含路径算法、

层级控制以及预后评估等。自律性运动的自组织性，是在短时

程中实现有效信息采集的一种内源性方法。

此外，充分理解结构运动的“合法关系”概念，可以拓展流

变心理的治疗意义。遵循结构运动的“合法关系”，是一项极为

重要的行为准则。无论是基因突变，还是结构功能受损，均可

能发生于自体结构运动所产生的系统性偏差，例如免疫系统的

自我攻击等。在“合法关系”下进行系统结构调整，生存博弈的

行为策略显得尤其重要。Ｍａｒｔｉｎ等
［１６］指出，生存博弈的结果

完全取决于在新的环境中的那些能够使得系统趋于稳态的各

组织之间的耦合关系。研究显示，处理好系统结构关系，诸如

精神病、抑郁症以及癌症等疾病的康复，完全是可以预期的。

４　结　　语

薛定谔［１７］指出，对抗熵增大法则以及维持生命秩序的惟

一方法，并不是对系统的耐久性和结构进行强化，而是结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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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运动。如此看来，在已知初值和边界约束条件下，生命进

化形成的“捕捉”运动感受的规定性所产生的感受器效应，就如

同吸引子一样，在自然进化的法则下显得尤其的重要。激活生

命体的自律性运动形成与生命系统结构的逐级分叉相关联的

契合［１８］，构成了自组织心理治疗最为关键的技术。值得注意

的是，这种运动激活长程关联的有效性，可以精确地发生在从

平衡到非平衡的过渡点上，这为引导性转变提供了可选择时

机。有趣的是，个体的差异性为生命运动提供了多样化的选

择，从这个角度出发，技术隐喻的关联不是主要的，而是机遇性

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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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单倍型ＣＧＡＧ与 ＴＧＧＧ可能会减少回

族ＥＨ的患病风险。单倍型ＴＴＡＧ可能会增加回族ＥＨ的患

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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