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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理咨询看中国人的心理困扰

上官子木

令
本 文主要根据 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心理健康咨询 中心在心 理咨询调查 中所得的

9 6 9 份个案资料
,

分析 了心理咨询求询者的群体特征
,

同时分析 了神经症在一般人群

中的分布
,

并从 中发现 了心 理障碍和心理问题在不同群体中所具有的一些特征
。

调查

分析表 明
,

人们的心理 问题
、

心理 困扰乃至心理病患
,

在病症和类型上存在着年龄
、

性

别
、

职业
、

文化水平
、

婚姻状况等多方面的差异
,

说明不同的社会群体因其有不同的社

会文化背景而 易出现不同类型的心理病症和不同类型的心理困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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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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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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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来
,

在北京等一些大城市中出现了一股颇具规模的心理咨询热
,

不仅是城市的缘合

医院陆续开设了心理咨询门诊
,

而且在社会上也涌现出大量的心理咨询机构及心理咨询电话

热线
,

加上踊跃的求询者
、

强烈的社会反响
,

从而构成了当今社会的一大热点
。

作为一种社会现

象
,

心理咨询不仅反映出求询者个体的心理困扰
,

同时也反映出中国人心理疾患的诸多群体特

征
。

一
、

求询者的群体特征

令

“

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心理健康咨询中心
”
于 1 9 9 3 年初对该中心的 % 9 名求询者作了系

统的调查统计
。

其统计结果表明
,

求询者中年龄特征为
:

15 岁以下者占 6
.

4肠
; 16 一 25 岁占

4 9呱 ; 2 6一 3 5 岁占 2 4
.

了铸
; 3 6一 4 5 岁占 1 0

.

6务 ; 4 6一 5 5 岁占 5
.

7% ; 5 6 岁上者占 3
.

6%
,

即

73
.

7呱的求询者是 16 一 35 岁的青年人
,

说明最愿意求助于心理咨询的是青年群体
。

该样本的性别特征为
,

男性占 52
.

2呱
,

女性占 47
.

8铸
.

对比全国第四次人口 普查中北京市

人口 的性别构成
,

男性为 51
.

7拓
,

女性为 48
.

3%
,

求询者中的男女 比例基本相近
,

而男性 比女

性略多一点
.

尽管从样本的总体看
,

两性在数量上不存在差异
,

但从年龄分组的性别构成看
,

性

别差异就非常明显了
。

在 25 岁以下的各年龄组
,

都是男性比重大于女性
,

特别是 15 岁以下组
,

男性占 69
.

4铸
,

女性仅占 30
.

6呱 ;
在 25 岁以上的各年龄组

,

则都是女性的比重大于男性
,

恃别

是 3`一 45 岁组
,

男性占 41
.

7拓
,

女性占 58
.

3铸
。

这说明
,

在青少年求询者中是以男性居多数
,

而在中老年求询者中则以女性居多数
,

反映出不同年龄群体的心理状态存在着性别差异
。

该样本的婚姻特征为
,

未婚者占 61
,

4 %
,

已婚者占 35
.

4呢
,

离婚者 占 2
.

2%
,

丧偶者占

。
.

9呱
,

其中 15 岁以上者中的未婚比例为
`

59
.

12 %
,

16 一 25 岁组中的未婚者占 73
.

8铸
.

根据

《北京统计年乍监》 (1 9 92 年 )
,

在 巧 岁以上人 口中未婚者占 22
.

12 呱
,

而 15 一 24 岁人 口 中的未

婚者占 81
.

74 %
。

经比较不难发现
,

未婚者更愿意求助于心理咨询
,

而在未婚的求询者中
,

大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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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婚者所占的比重相对较高
。

该徉本的文化特征 为
,

小学及小学 以 下文化程度者占 9
.

7 %
,

初 中占 48
.

8%
,

高 中占

3 3
.

6 %
,

大学以上文化程度者占 8
.

0 %
。

根据全国第四次人 口普查的数据推算
,

在北京市人口

中
,

小学以下文化程度者占 22
.

6%
,

初中占 30
.

6%
,

高中占 1 9
.

0铸
,

大学以上占 9
.

3%
。

显然
,

心理咨询的求询者以中等文化程度者居多数
,

高文化程度者的比重适 中
,

低文化程度者则极

少
。

也就是说
,

心理咨询求询群体的文化水平要高于实际人口拥有的平均文化水平
。

该徉本的职业特征为
,

学生占 27
.

1 %
,

干部占 24
.

9%
,

工人占 21
.

5铸
,

科技人员占 9
.

9俗
,

教师占 9
.

7 % ; 其余为待业者
、

农民
、

军人及个体户
,

合占 6
.

9铸
,

即求询者以学生
、

干部
、

工人为

主
。

根据《北京统计年槛 》 ( 1 9 9 2 年 )
,

北京市在业人 口 中的职业分布为
,

工人占 3 7
.

59 %
,

专业

技术人员占 1 6
.

76 呢
,

国家机关 (包括党群组织 )干部为 6
.

73 铸
。

经 比较
,

不难发现
,

相对于人 口

的职业分布
,

求询群体中工人占的比例并不很高
,

而干部所占的比例则相当突出
。

经统计
,

求询者咨询的内容可划分为三大类
,

其一是神经症
,

占 34
.

7%
。

此样本涉及到的

神经症有 5 种
,

包括强迫性神经症 ( 12
.

7多 )
、

恐怖性神经症 (6
.

5呱 )
、

焦虑性神经症 ( 3
.

3呢 )
、

抑

郁性神经症 ( 9
.

6呢 )
、

疑病性神经症 ( 2
.

6铸 )
。

其二是心 理障碍占 32
.

3 %
,

包括心 理失调

( 16
.

。呱 )
、

人格障碍 (5
.

6汤 )
、

社会适应不良 ( 7
.

6铸 )
、

心理危机 ( 3
.

1% )
。

其三是一般心理社会

问题
,

占 33
.

0呢
,

主要涉及到婚恋家庭 ( 1 1
.

9肠 )
、

人际关系 ( 1 1
.

3% )
、

学习困难 (5
.

7铸 )
、

性问

题 ( 3
.

4 % )
、

子女教育 (0
.

7 % )
。

二
、

神经症在人群中的分布

神经症是一般人群中患病率最高的一类精神疾病
,

在各门诊心理咨询中
,

神经症所占的比

例均很大
,

如北京安定医院 1 9 9 0 年统计
,

在心理咨询门诊中
,

神经症占 4 1
.

4呱 ; 广东中山医科

大学 附属医院 19 8 8 年统计
,

神经症在 门诊心理咨询者 中占 69
.

86 铸
; 上海市精神卫 生中心

1 9 8 6 年统计
,

神经症占就诊者的 5 8
.

6铸
。

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属于非医院

系统的心理咨询机构
,

比起 医院系统的心理咨询门诊
,

更能说明一般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
。

1
.

神经症在不同年龄群体中的分布

根据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的统计
,

将求询者按年龄分组
,

神经症比例最高的是在 46 一 55 岁

组 (4 .7 39 % )
,

其次是 56 岁以上组 (4 2
.

9肠 )
。

相 比较
,

1 9 8 2 年 12 地区精神疾病流行学调查发

现
,

40 一 45 岁组的神经症患病率最高
,

其次是 55 一 59 岁组
。

显然
,

两项统计结果非常相近
,

即

神经症患病率的最高峰是在 45 岁左右
。

通过分析心理健康咨询 中心的统计数据
,

发现神经症的类型与年龄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

系
,

如强迫症和恐怖症在 16 一 25 岁组的比例最高
,

焦虑症和疑病症在 46 一 55 岁组 比例最高
,

抑郁症则是在 5 6 岁以上组比例最高
。

也就是说
,

强迫症和恐怖症在青年人中更为突出
,

焦虑症

和疑病症更易出现在中年人中
,

抑郁症则在老年人中最为严重
。

神经症的类型所具有的年龄特征
,

反映出人们在一生中的生活曲线与心理曲线
。

与其他年

龄的人相 比
,

青年人将更多地面临新环境的社会适应问题
,

故更易于出现社交恐怖
、

强迫性恐

怖
、

强迫性观念等神经症症状
;
中年人因更多地陷入到家务与工作的繁忙之中

,

身体又开始每

况愈下
,

从而更易于出现焦虑
、

疑病等神经症症状
;
老年人则 因身心的日渐衰老以及退出社会

工作领域而更易于出现抑郁症状
。

正是 由于不同年龄的人处于不同的社会境遇
,

才使他们出现

了不同类型的神经症症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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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神经症的性别差异

根据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的统计数据
,

将求询者按性别分组
,

发现神经症在男性中的比例是

33
.

9肠
,

而在女性中的比例是 24
.

6呱
,

即在此样本中
,

神经症的性别患病率是男性高于女性
。

根据 1 9 8 2 年进行的 12 地区精神疾病流行学调查
,

神经病在城市人口 中的性别患病率
,

男性是
4

.

22 瓜
,

女性是 37
.

21 痴
,

即女性的患病率是男性的 8
.

82 倍
。

经比较不难发现
,

女性的神经症

患病率虽然大大高于男性
,

但男性比女性更多地因神经病症而求助于心理咨询
。

由样本的统计数据分析神经症类型与性别的关系
,

发现强迫症和焦虑症的患者都是男多

于女
,

男女比分别为 1 : 0
.

83 和 1 : 0
.

55
,

而恐怖症
、

抑郁症
、

疑病症则都是女多于男
,

其男女

比分别为 1 , L 0 7
、

1 : 1
.

22
、

1 : 1
.

08
。

国内其它心理咨询门诊中也发现
,

强迫症患者中男性居

多数
,

抑郁症患者中女性居多数
。

国外有研究表明
,

女性抑郁症的患病率是男性的 2一 3倍
。

在

此处的样本中
,

抑郁症在女性中的比例是 1 1
.

1呱
,

在男性中的比例是 8
.

2呱
,

确实显示出女性

的抑郁症 比男性严重
,

其原因恐怕同女性的社会地位低及承受多重社会角色的心理压力密切

相关
。

3
.

神经症与婚姻状况

据 12 地区精神疾病流行学的调查
,

在 4种婚姻状况中
,

神经症的患病率以丧偶者最高
,

为

45
·

45 痴
,

其次是离婚者 ( 35
.

71 痴 )
,

第三是已婚者 ( 31
.

45 痴 )
,

患病率最低的是未婚者
,

仅有
1

.

62 痴
。

但从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的统计数据来看
,

神经症的比例在 已婚组最高
,

为 40
.

3%
,

未

婚组其次
,

为 31
.

5铸
,

离婚组和丧偶组的比例相近
,

分别为 23
.

8%和 22
.

2呱
。

这说明
,

已婚和

未婚者 比离婚和丧偶者更多地因神经症而求助于心理咨询
。

分析神经症的类型与婚姻状况之间的关系
,

发现神经症在未婚组中比例最高的是强迫症

( 13
.

6呱 )
,

已婚组比例最高的是抑郁症 ( 12
.

5% )
,

离婚组是恐怖症和抑郁症 (均占 9
.

5呱 )
,

丧

偶组则是抑郁症与强迫症 (均占 n
.

1肠 )
。

未婚者中的强迫症较突出是与强迫症在 16 一 25 岁

组的患病率高有关
; 已婚者的抑郁症多是与婚姻质量低及家庭不和有关

;
离婚者和丧偶者的抑

郁症则是与离婚和丧偶这一负性生活事件有关
; 而害怕舆论易于使离婚者产生恐怖性神经症

症状
,

而丧偶者则易于形成强迫性观念
、

强迫性仪式乃至强迫性恐怖等强迫性神经症症状
。

4
.

神经症在不同文化程度者中的分布

根据 12 地区精神疾病 流行学调查
,

神经症患病率在文 盲组是 38
.

31 瓜
,

在 小学组是

40
.

82 痴
,

在初中组是 9
.

12 痴
,

在高中组是 9
.

51 瓜
,

在大学组是 17
.

65 痴
,

即神经症的患病率是

低文化程度者最高
,

中等文化程度者最低
,

高文化程度者居中
。

对照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的统计

数据
,

神经症 的 比例 在 小学 组是 30
.

7呱
,

初 中组是 3 6
.

8铸
,

高中组 是 3 4
.

0肠
,

大学 组是
37

.

1呢
,

即在心理咨询的求询者中
,

神经症 比例最高的是高文化群体
。

不言而喻
,

高文化群体要
比低文化群体更懂得求助于心理咨询

,

但是
,

高文化水平者的神经症患病率也确实比中等文化

程度者高
,

神经症患病率在不同文化水平者中的这种两头高中间低的分布
,

说明在各类神经症

中既有低文化者易患病类型
,

也有高文化者易患病类型
。

分析神经症的类型与文化程度之间的关系
,

发现在此样本中
,

强迫症在大学组的比例最

高
,

为 20
.

0铸
;
焦虑症在高中组最高

,

为 4
.

1呱
;
恐怖症

、

抑郁症
、

疑病症则均在初中组最高
,

分

别为 7
.

2%
、

1 0
.

5%
、

3
.

0 %
。

强迫症患者的文化水平较高这一现象也出现在其它心理咨询门诊中
,

看来
,

强迫症是高文

化群体的易患病类型
。

低文化群体的易患病类型则首推疮症
,

如据位于农村地区的江苏省启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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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东海乡卫生院神经精神科的统计
,

在该院就诊的神经症患者 中
,

农民占 77
.

02 铸
,

文化程度

在小学以下者占 82
.

46 %
,

所患神经症以瘾症为主
,

强迫症则几乎没有
.

可以说
,

瘾症是一种文

盲病
,

而强迫症则更象是一种城市文明病
。

高文化者易患强迫症是与高文化者具有较敏锐的感

受能力
、

较强的自我反省能力和较高的成就需要极有关联的
,

这些追求上和思维上的长处却易

于导致强迫性观念及强迫性行为的形成
。

5
.

神经症在不同职业群体中的分布

根据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的统计数据
,

神经症的比例在工人中最高 (4 6
.

6肠 )
,

其次是科技人

员 (3 7
.

7铸 )
, r

以下依次为干部 (3 4
.

6% )
、

学生 (2 8
.

9 % )
、

教师 (2 6
.

4% )
。

分析神经症的类型与职

业之 间的关系
,

发现在此样本中
,

强迫症
、

恐怖症及疑病症均 以科技人员的 比例最高 (分别为

1 .5 1呱
、

1 0
.

8铸
、

4
.

3呱 ) ;
焦虑症在干部中的比例最高 ( 6

.

0呱 )
,

抑郁病则是在工人 中比例最高

( 17
.

80 % )
。

抑郁症的主要症状是自感无价值
,

情绪消沉悲观
。

从工作性质和社会地位来看
,

工

人的确比其它职业群体更易于否定 自身价值
.

科技人员的神经症在此样本中显得比较突出
,

并尤以强迫症为甚
。

前面已提到强迫症在高

文化群体中的患病率较高
,

说明科技人员易患强迫症 已有了前提条件
。

有关强迫症的研究表

明
,

强迫症患者的性格多为内向
、

刻板
,

并注重传统道德
,

由于经常压抑 自身欲望
,

使这些被压

抑的欲望只能通过强迫性观念和强迫性动作才能得到表现和满足
。

科技人员严谨的工作性质

和职业训练
,

不仅易于形成规范刻板的生活方式
,

也易于形成苛求完美的思维方式
,

一旦完善

感不能满足
,

便极易出现强迫性神经症症状
。

神经症的类型与职业类型之间的关系
,

实质上反

映的是
,

各社会群体因不同的社会背景而易出现不同的心理病症
。

三
、

心理障碍在不同群体中的差异 少

心理障碍在此是指介于神经症与一般心理间题之间的异常心理症状
,

包括人格障碍
、

社会

适应不良
、

心理失调以及心理危机
。

1
.

心理障碍的年龄差异

由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的统计数据发现
,

人格障碍在 15 岁以下组的比例最高 (9
.

8呱 )
,

社会

适应不 良在 36 一 45 岁组 比例最高 ( 9
.

9肠 ) ;
心理失调在 56 岁以上组 比例最高 ( 28

.

6% )
,

心理

危机在 46 一 55 岁组比例最高 (9
.

1呱 )
。

显然
,

心理障碍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形

式
.

该样本的数据反映出
,

人格障碍与年龄的关系是
,

随着年龄的增长
,

人格障碍的发生率在逐

渐降低
。

这一点并不难解释
,

由于人格障碍主要是在社会的接受性与生活的适应性上不同于正

常人格
,

而个体随着年龄的增长
,

将不可避免地提高对其所生存社会的接受性以及对现实生活

的适应性
,

因此人格障碍在越年长的群体中所占的比例就越小
。

社会适应不 良在 16 一25 岁的比例是 9
.

2%
,

仅次于 3 6一45 岁组
,

然而这两个年龄群体的

社会适应不良是有本质差别的
。

青年人的社会适应不 良多属于对新环境的适应问题
,

随着社会

阅历的增长
,

多数人的这一问题都会逐渐得到解决
;
而中年人的社会适应不 良则是真正意义的

适应不良
,

多有着心理素质上的根源
。

与其它年龄分组相 比
,

心理危机在 46 一 55 岁组的比例最高
,

这意味着中年后期是个危险

年龄段
,

这个年龄的人往往既是工作 中的骨干又是家庭中的支柱
,

而身体却 日渐衰弱
,

所以比

其他年龄的人易于陷入到生活的多重矛盾与困苦之中
,

从而产生心理危机
。

2
.

心理障碍的性别差异
,

6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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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 一心理咨询 样本中
,

心理失调在女性 中的比例 ( 17
.

9铸 ) 高 于在男性 中的 比例

( 14
.

3% )
,

而人格障碍
、

社会适应不 良及心理危机在男性中的 比例则均高于在女性中的比例
。

据国外有关调查
,

女性心理障碍的发生率要高于男性
。

在此处样本中
,

心理障碍在女性中的比

例是 32
.

9呱
,

在男性中是 31
.

7%
。

女性易出现心理障碍是与女性的社会从属地位
,

生活上易受

挫折
,

精神上易受压抑密切相关的
。

3
.

心理障碍与婚姻状况的关系

由样本的统计数据发现
,

人格障碍在未婚者中的比例最高 (7
.

。铸 )
,

这与人格障碍多出现

在青少笙虫有关锹会适应不良及心理危机均以离婚组的 比例最高 (分别为 ”
·

0呱
、

.4 8拓 ),

这同少国人对离婚多持有传统看法而易使离婚者处于不 良社会境遇有关
;
心理失调在丧偶组

比例最高 (4 4
.

4多 )
,

显然与丧偶这一负性生活事件有关
。

4
.

心理障碍与文化水平的关系

统计数据表明
一 ,

心理失调在初中组的比例最高 ( 19
.

6呢 )
,

小学组居其次 ( 18
.

6呱 ) ; 人格漳

碍
、

社会适应不良及心理危机则均是大学组的比例最高 (分别为 12
.

9%
、

1 0
.

0 %
、

4
.

3% )
。

同低

文化群体相比
,

高文化群体具有较强的 自我认识能力
,

较复杂活跃的思维能力
,

因而更易于敏

感于人格问题与社会适应问题
,

另外较高的成就欲求也使高文化水平者体验到较多的挫折感

而易于出现心理危机
。

`

5
.

心理障碍的职业差异

在心理咨面求询者的 5 个主要职业群体中
,

人格障碍和心理失调在学生组的比例最高 (分

别为 9
.

。%
、

18
.

4呱 )
,

社会适应不 良和心理危机则 均以教师组的 比例最高 (分别为 9
.

9呱和

15
·

4% )
。

谁此
,

教师的心理危机显得十分突出
。

从心理保健角度来看
,

为人师表的教师职业是

一种很
“
累竺的工作

,

比起其它职业的人
,

教师将会面临更多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及职业要求与

自我欲求的矛盾
,

而频繁剧烈的心理冲突则易于导致心理危机
。

四
、

心理问题的群体差异

在向非医院系统的心理咨询机构咨询的求询者中
,

有相当比例的人
,

其咨询的内容既不是

心理疾病也不是心理障碍
,

而是一些涉及到现实生活事件的具体的心理间题
,

所涉及的方面主

要有婚恋家庭
、

人际关系
、

子女教育
、

性间题等等
,

其中婚恋家庭和人际关系是中国人心理咨询

的两大永恒的主题
。

1
.

心理问题的年龄差异

根据心理健康咨询 中心的统计
,

困扰于婚恋 家庭 问题者以 26一 35 岁组的比例最高

( 1 9
.

7% )
,

显然与 26 一 35 岁是恋爱结婚的高峰年龄有关
;
而人际关系咨询者在 16 一 25 岁组和

36 一45 岁组的比例最高 (均为 12
.

9% )
,

结合前面所述
,

社会适应不良在这两个年龄段的比侧

最高
,

说明社会适应不良的主要应激源是人际关系
;
为子女教育问题求询者在 56 岁以上组均

比例最高 ( 5
.

7% )
,

反映出老年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的代际矛盾
; 困扰于性间题者以 16 一25 岁

组的比例最高 (4
.

1呱 )
,

在性问题的求询者中
,

59
.

4肠是 16 一 25 岁的青少年
,

反映出青少年为

性困惑
。

2
.

心理问题的性别差异

在此样本中
,

求询于婚恋家庭
、
人际关系及子女教育间题者在女性中的比例均高于在男住

中的比例
,

反映出女性比男性更注重婚姻与家庭
,

更关心子女的教育
,

也更敏感于人际关系
。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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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

为性问题咨询者在男性中的比例要大大高于在女性中的比例
,

反映出男性比女性存在着更

大的性困扰
,

亦或是男性 比女性更敢于坦露自己的性问题
。

在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的调查中
,

求

询于性问题者 84
.

4铸是男性
,

女性则仅占 1 5
.

6%
,

这种现象也同样出现在其它心理咨询门诊

中
。

3
.

心理 问题的类型与婚姻状况的关系

心理健康 咨询 中心的统 计数据 表 明
,

求 询 于婚 恋 家庭 问题 者在 丧偶组 的 比例最 高

( 22
.

2% )
,

这意味着丧偶者比其他婚姻状况者更易受到来自婚恋家庭方面的心理困扰
;
求询于

人际关系者在未婚组比例最高 ( n
.

7肠 )
,

反映出未婚者 比其他婚姻状况者更关注或更敏感于

人际关 系
; 为子女教育问题咨询者以 已婚者居多

; 为性间题咨询者从样本总体来看
,

以未婚者

居绝大多数 ( 73
.

3铸 )
,

但从婚姻状况分组来看
,

求询于性问题者在离婚组所占的比例最高
。

4
.

心理问题的类型与文化水平的关系

分析心理咨询的内容与各文化程度之间的关系
,

发现求询于婚恋家庭
、

人际关系及性问题

者以高中组所占比例最高
,

而为子女教育问题咨询者则是大学组的比例最高
。

也就是说
,

为一

般心理问题咨询者以中等文化程度者居多数
。

相比较前述 内容
,

求询于神经症和心理障碍者在

大学组的比例均高于其它组
,

说明高文化程度者心理咨询的侧重点是心理疾病与心理障碍
,

而

中等文化程度者心理咨询所侧重的是一般心理社会问题
,

反映出不同文化水平者具有不同的

求询 目的
、

求询内容乃至不同的 自我认识水平
。

5
.

心理间题的职业差异

从职业分组来看
,

求询于婚恋家庭问题者在科技人员组 比例最高 ( 20
.

4 % )
,

反映出科技人

员比其他职业群体更易因婚姻家庭方面的问题而出现心理困扰
; 为人际关系问题求询者在干

部组的比例最高 ( 12
.

8 % )
.

这与干部这种职业的工作性质极有关系
。

由于干部的工作不象科研

与教学那样有一定的硬指标作衡量
,

加上工作中的人际交往较多
,

从而使人际关系常常影响到

对 仁作的评价乃至影响到个体 的升迁
,

因此相对于其它职业的人
.

干部更多地关注于人际关

系
.

也史多地困扰于人际关系
。

相比之下
.

求询于人际关系间题者在科技人员组的比例最低
,

这

显然与科研工作的对象是物而 不是人有关
。

正是职业的性质决定了人际交往的频度
,

而在那些

人际交往频度高
,

人际关系又直接影响个体升迁的职业 中
,

个体困扰于人际关系的机会就必然

较多
。

总之
,

心理咨询的调查表明
,

人们的心理疾病和心理困扰存在着来自年龄
、

性别
、

职业
、

文

化水平
、

婚姻状况等方面的差异
,

即不同的社会群体因具有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
,

而易于产生

不同类型的心理 问题及心理疾患
。

中国目前的心理 咨询热 主要还是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进行
,

所以心理咨询所反映的主

要还是城市人 口尤其是中等以上文化程度者的心理
。

然而
,

毫无疑间
,

心理咨询是一个很好的

窗 口
,

从中不仅可以观察到一般人群的心理困扰
,

而且也能观察到中国人深层心理结构中的一

些 重要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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