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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張逸萍錯誤指控的文章：格式塔治療法         葛琳卡博士 
 

I. 文中張逸萍指控香港拉法基金會的教導和格式塔療法以下五點相似： 

 

1. 人格支離破碎 --「弱的我」和「壞的我」觀念 

2. 覺察 

3. 往日創傷和其影響 

4. 防衛功能 

5. 內在對話，如「空櫈」 

 

張博士認為因為拉法的醫治理念包函以上五點的內容， 就等於是使用存在主義影響下的

「格式塔療法」。有趣的是她如何在每一點中達至她的結論：拉法的醫治使用這理念！ 

  

1. 人格支離破碎 --「弱的我」和「壞的我」觀念 

 

人格支離破碎與弱的我和壞的我的概念是兩種不同的概念，張博士對弱的我和壞的我的概

念完全不了解。弱的我和壞的我是源於不同人對情緒的表達有不同的取向，壞的我較多表

達憤怒代替傷心，而弱的我較多以傷心去掩飾他們的憤怒，並不是張博士以為的內在強與

弱的人格分割！弱的我和壞的我的觀念源自於格林伯格（Leslie Greenberg ）。雖然格林

伯格也有採用空櫈技巧，但是格林伯格的情緒取向治療及格式塔療法是兩碼子的事。張博

士對心理學的理解過於表面化，基於這個基礎上發表的種種言論有誤導之嫌。1 

 

2. 覺察 

 

覺察源於自覺 Focusing 練習，這與格式塔療法扯不上關係，更充分顯露張博士對不

同心理學派的缺乏基本的了解。 

3. 往日創傷和其影響 

往日創傷和其影響是過往的情緒記憶，源自於情緒取向治療中的硏究結果，與格式塔療法

不相連。 

4. 防衛功能 

防衛功能是大部分心理學派已經接納和採用的槪念，也不是格式塔療法的獨特觀點！ 

5. 內在對話，如「空櫈」 

格式塔療法是現代心理學重要流派之一，大部分學院心理學科都會教授。廣泛被使用的技

巧「空凳」就是出自這個流派；但是使用某個流派的技巧不等於就認同或接受該學派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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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理論，這是心理學界都知道的。拉法使用格式塔療法的「空凳」不等於拉法的醫治理念

是被受存在主義的影響。  

 

歸納以上五點的分析，明顯指出張博士的文章，存在著一種的特色：缺乏仔細研究確實的

內容，就以聯想推敲而把一些類似的槪念相拼在一起，然後推論這兩種東西成為相等，於

是就結論拉法的醫治存在主義影響下的「格式塔療法」。這種研究方法十分危險，因為對

心理學智識表面化，卻以為是對的，不意識地將事實歪曲。同時在不屬實的或未經証實的

情況下，公開發表其主觀學術文章，這種的行為是不夠嚴謹，相當不合乎聖經教導 。更

不是學者應有的學術態度。 

 

 

II. 對格式塔治療法的評論以偏概全 

 

文中張博士對格式塔治療法評論只是引用一個網站“psychologistanywhereanytime.com”的

論據 2，但網站上對格式塔治療法的評論，張博士亦只取其局限部分，對其優勢的部分未

有絲毫的提出，以下是該網站對格式塔治療法的正面結論：「格式塔治療法是一個發展健

全和良好根基的理論，有無數的原則和理念，格式塔療法常常在大學教科書中被歪曲，與

心理劇和其他情感表達療法混為一談。其實格式塔療法是一種健全的科學和強有力的方

式，促進和培養人類的全部功能，具有帶來人類癒合，生長和整合的潛力」。3 4 

   

因此，更看到張博士以偏概全的手法，斷章取義，只報導對格式塔治療法負面的評論，而 

誤導讀者對格式塔治療法未能有全面正確的理解。 

 

另外，張博士文中說： 「格式塔治療：效用未有統計上的證據」5，可見她對格式塔治療

的結論，缺乏認真全面的硏究格式塔治療的效能，根據以下的不同的研究報告和綜合分

析， 格式塔治療的效能不遜色於其他學派的治療方式，尤其對人格障礙的治療更為有

效。6 研究更引證空櫈技巧的效能尤佳。7 

 

格式塔治療法只是拉法所採用的「空櫈」技巧 ，並沒有如張博士所言：「格式塔治療法

易於把人導向非基督徒的自主與相對主義。」8反觀，拉法的醫治對心理學派的不同方法

正是能取長捨短，而最終的醫治是源自於耶和華拉法，這個信念是從沒有改變過！ 

 

 

總結： 

正因張博士對不同心理學派的治療方式不瞭解， 並且以聯想的模式去論斷別人之餘，又

缺乏精密仔細硏究了解，而最後作出概括性的結論：「說到底，格式塔療法，和很多其他
心理治療法一樣，是人憑自己的思維努力，想辦法自救，可惜真正的拯救來自神，改變也
來自神自己。把世俗心理學帶來教會，不但徒勞無功，而且無論哪個學派，總多多少少遲
早落入新紀元的陷阱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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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對張博士來說，所有心理學派都是新紀元的活動，這種的錯誤的理解會對很多人造成

誤導，貶低過去心理學對人類的貢獻，同時也過度高舉新紀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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