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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丧亲者的哀伤过程可以分为丧失导向（loss-oriented）和恢复导向（restored-oriented）。
丧亲者往往在这两者之间主动来回摆动，以此应对双方面的挑战。基于“依恋与哀伤双过程模型”，提

出了建立丧亲人群哀伤辅导系统的构想。该支持系统由三大系统、一个手册、一套干预所构成。丧亲人

群哀伤辅导系统的目的在于帮助丧亲人群完成“悲伤功课”，接受丧亲事实、面对哀伤、调整自我认同、

重构人生意义、达成个人成长，适应丧亲后的日常生活，保持良好的生理、心理与社会功能适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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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哀伤辅导问题的提出

丧亲是指亲人去世后的状态以及由此带来的痛

苦与悲伤[1]。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守孝三年之民间习

俗，此习俗恰恰反映出对于个体居丧情感调适的尊

重，给予了个体充足的时间来完成内心的哀悼，有

利于个体适应亲人离世以后的生活。诚然，不同个

体的哀伤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所需的适应时间、节

奏均不同。而因灾难事件（如火灾、爆炸、空难等）

而引起的丧亲则往往比一般丧亲更具有冲击性，容

易给个体带来心理创伤。我国近些年来的重大灾难

与危机事件高发，对于由此所带来的丧亲更需关注。

另外，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人们工作与生活节奏的

不断加快，以及传统习俗的逐渐消逝，个体丧亲的

哀悼时间和机会大幅减少，这对于丧亲人群的心理

健康来说是个十分不利的环境因素。丧失亲人作为

一个重大的生活事件，会给人们带来生理、心理、

社会功能等多个层面的巨大影响。丧亲者往往会面

临躯体疾病、抑郁或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以及持

久且强烈的哀伤[2]。由于存在个体差异性，大部分

人最终能够相对顺利地接受亲人死亡的事实，并逐

渐适应丧亲的生活状态。但仍有少部分人却在强烈

而持久地哀伤中迟迟难以缓解，形成了病理性哀伤，

也叫作复杂哀伤或延长哀伤障碍。另外，除了病理

性哀伤，丧亲个体也往往会出现抑郁、焦虑或创伤

后应激障碍等心理疾病。因此，丧亲人群的心理健

康状况亟需关注。

二、相关研究的回顾

丧失之后，人们对于哀伤可能会出现否认、反

抗、寻找、失望等一系列反应，形成一个丧失期[3]。

这些对丧失的反应过程称之为“悲伤功课”（grief
work）[4]，是应对丧失的过程，即“当事人的一系

列认知过程，包括直面丧失、回顾去世前后的事件、

在心理上逐步与逝者分离的过程[5]”，包括处理对于

死者的想法和感受，最终人们会妥协地接受依恋对

象已经不存在的现实。弗洛伊德最早提出对哀伤的

观点，他认为，丧亲者应该切断与已逝亲人的联结，

在心理上逐步与之分离，完成悲伤过程。在悲伤过

程中，弗洛伊德认为最重要的是对哀伤情感和想法

的表达，而对这些情感和想法的压抑则是病态的表

现。弗洛伊德的观点被此后半个世纪的心理学者所

广泛接受，但该观点也受到一些批评。20世纪80年
代后许多研究者对此提出质疑，他们认为“悲伤过

程假设”界定模糊，难以进行实证研究[6]。

英国精神病学家Bowlby整合精神分析与生物学
的概念来解释悲伤。Bowlby认为在个体生命的早期
阶段，婴儿会产生与重要他人的情感依恋倾向性，

以确保生存和安全需求的满足。Bowlby认为依恋是
环境适应性的本能，建立依恋关系过程中形成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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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风格将会影响到个体成年之后人际关系的建立、

发展以及结束。依恋关系的结束会导致焦虑、愤怒、

对抗或寻找的分离行为。有学者将依恋理论应用于

丧亲者的哀伤反应研究，发现丧亲者的依恋类型不

同，其对丧亲后的哀伤反应影响也不同[8]。

Worden提出的哀伤任务阶段说延续和发展了弗
洛伊德的“悲伤功课”假设，认为若丧亲者在哀悼

和适应丧亲生活的过程中，要完成悲伤功课的过程，

需要经历和完成四个任务，包括: 接受事实、情感
体验、适应变化、内心整合与个人成长[9]。这四个

哀悼任务成为哀伤辅导常见的治疗目标。

丧亲者的心理历程需要走过一些重要的阶段，

才能顺利走出心理的阴霾，重新适应生活。但丧亲

后的适应并不仅仅局限于对哀伤情感和想法的表

达，同样重要的另一个方面还包括对于新生活的适

应和恢复。据此，Stroebe提出的“依恋与哀伤双过
程模型”整合了依恋理论、创伤研究和认知应对理

论[5,10]。Stroebe认为丧亲者的哀伤过程可以分为丧失
导向和恢复导向。一方面，丧亲者不得不面对与对

死者依恋有关的丧失导向的挑战（比如处理哀伤情

绪）；另一方面，丧亲者也必须得面对恢复导向，对

于没有死者的新角色和新生活的适应与应对，包括

专注于生活的改变、做新的事情、悲伤中分神、否

认或回避悲伤、适应新角色和新关系等。丧亲者往

往在这两者之间主动来回摆动，以此应对双方面的

挑战。Stroebe假设这种面对和逃避的来回摆动具有
适应性的调节功能。若没有摆动的发生，长期滞留

在丧失导向或恢复导向一端，都可能导致病态或复

杂的哀伤。该理论是对早期哀伤理论的发展与整合，

最重要的意义是指出哀伤个体需要有一方面的生活

经验是用于防御沉浸于哀伤本身带来的痛苦，另一

方面也要同时面对和处理哀伤，只是二者需要往复

摆动，而非倾注于某一端。

三、辅导系统的总体构思

基于以上理论的整合，结合我国丧亲人群的实

际需求，我们提出丧亲人群在居丧适应期间进行哀

伤辅导的系统构想，包括三大系统、一个手册、一

套干预。三大系统是指专业援助队伍培训系统、丧

亲者心理关怀测评系统以及丧亲者生活适应支持系

统。一个手册是指丧亲者心理自助指导手册。一套

干预是指丧亲者专业哀伤辅导干预。现详述如下。

（一）专业援助队伍培训系统

为了有效地为丧亲人群提供心理服务，需要发

展一批拥有心理助人专业素养的人才队伍。我国现

在有大量的社会工作者群体，以及为丧亲人群提供

一线的殡葬服务的机构，所以这些人员有必要掌握

与哀伤有关的心理健康知识。培养一批掌握哀伤专

业知识的人才队伍，使拥有专业心理助人知识和技

巧的人员为丧亲人群提供服务，能够缓解丧亲人群

哀伤、帮助其恢复日常社会功能。

（二）丧亲者心理关怀测评系统

丧亲者在居丧期间往往会出现躯体和心理等健

康问题，比如抑郁、焦虑或复杂哀伤等。建议设计

一套测评系统，采用丧亲者社会支持量表、抑郁量

表、焦虑量表、复杂哀伤量表、生活质量量表等，

综合反映丧亲者的心理健康状况。该测评结果将有

助于丧亲者了解自己的心理状况并加强关注，也有

助于关心丧亲者的家人朋友了解其心理状况。通过

追踪心理测评的方式对丧亲者心理进行持续关怀，

亦可以起到评估风险、监控预警、传达关爱等作用，

并对如何有效帮助丧亲者提供了科学依据。

（三）丧亲者生活适应支持系统

丧亲者在居丧期间往往会经历一段生活规律被

打乱的时期，而生活规律的混乱不利于丧亲者身体

与心理健康的恢复与适应。该支持系统拟利用手机

软件技术动态评估丧亲者的生活作息规律和心情指

数，并及时反馈恢复健康与适应日常生活的建议。

该系统为丧亲者了解、重视自己的身心状态提供了

科学指引，有助于丧亲者及家人朋友对其生活适应

状态的关注与提供适合的支持，帮助其尽快恢复生

活规律，适应健康的日常生活。

（四）丧亲者心理自助指导手册

丧亲者在居丧期间的心理状态会经历一段艰难

的时期，在此期间如何科学有效地进行自我恢复需

要专业哀伤知识的指导。该手册包含与哀伤有关的

具体知识与生动案例，为丧亲者如何评估自己身心

状态、何时寻求何种支持、如何接受事实、面对哀

伤、调整自我认同、重构人生意义、反思成长提供

了专业的指导，有助于丧亲者通过心理自助达到对

丧亲后生活的良好适应。

（五）丧亲者专业哀伤辅导干预

以团体辅导与个体辅导相结合的方式，为丧亲

者提供专业的哀伤辅导心理干预。提供引导丧亲者

谈论逝者故事、将悲伤“正常化”、进行生死解释、

强化内化持续联结、接受死亡事实、完成心理分离

告别、现存角色提醒、调整自我认同、积极资源评

估与提醒、确认支持资源、意义重构、自我成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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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以专业的心理辅导帮助丧亲者顺利度过居丧

哀伤时期，帮助其走出阴霾，重新适应新的生活。

四、本研究的意义与未来展望

探索丧亲人群所需社会支持的研究以及系统开

展哀伤辅导的研究意义在于：首先，在理论上，进

一步丰富丧亲社会支持的内涵，明确社会支持在丧

亲经历中丧失和恢复导向的内容与结构。其次，在

方法上，本研究使用来自丧亲者真实的访谈材料，

从中探索与发现丧亲社会支持的结构与特点，并提

取出主题结构，开发出新的测量工具，推进了丧亲

社会支持的量化研究。再次，在实践方面，本研究

的结果将对哀伤心理咨询与治疗有所启发。依据本

研究的结果可以提示对哪些人群，使用何种适当的

咨询方法是最有效的。中国文化环境下的社会支持

对丧亲个体的帮助情况，对于以亲戚朋友为主要倾

诉对象的中国丧亲人群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最后，

从完善危机管理系统的角度看，持续不断地探索社

会支持结构与功能，这将有利于促进社会层面对丧

亲人群的关注与帮助。政府、企业、民间组织等机

构可以通过工具性支持、情绪性支持以及资讯支持，

从丧失和恢复两个导向为丧亲人群提供具体有效的

帮助，使得危机管理工作具有可持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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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nception of Grief Counseling for the Bereaved

LI Mei1 LI Jie1 SHI Kan1 ZENG Xiao-ying1 CAO Yan2 ZHONG Ling2 WANG Cai-qin2

LIN Hong2 YAN Li-xi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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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a lack of attention for the health situation of the bereaved especially because of disasters.
The Dual Process Model proposed by Stroebe (1999) integrated the attachment theory, trauma theory, and
cognitive coping theory, which pointed that the experiences of the bereaved included two aspects: loss-oriented and
restoration-oriented. The bereaved oscillated between the two sides to cope with challenges from two aspects. Basis
of DPM, we proposed a conception model of grief counseling, which includes three systems, a manual and
interventions. The aim is to assist the bereaved to get through grief, accept death, adjust self-identity, reconstruct
meaning system, get personal growth, adapt to bereavement, and keep a good level of physical,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adjustment.

Key words bereavement; grief counseling;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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