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修習了一個學期的心理劇，期末閱

讀了曾素梅老師摘錄自其博士

論文的一篇文章「心理劇的開創 -- 從 

Moreno 的小故事說起」（2015），

更能夠感受到心理劇大師 Moreno 的細

膩與溫暖，我標記了好多文章裡的段

落，除了讓人感到溫暖外，也是一直期

許自己要做到這樣讓人溫暖的人，用我

自己的方式。

Moreno 認為「像心理治療那樣

只強調內在世界是不夠的，內在的抗

爭及病理是個人與家庭及社會這兩個外

在世界互動產生出來的結果（曾素梅，

2015）。」因此心理劇探索個案的社

會關係。

想起前一陣子和同學在討論是否

身邊有讓自己討厭的、生氣的人，但

討論到後來我們發現，會有這樣強烈情

緒，或是目前主流社會文化中不被欣賞

的性格特質之外顯行為等，其實都跟他

的客體關係、家庭教育、人生經驗、社

會環境有很大很大的牽連互動關係，因

此去看到並接納其他人最真實的一面是

重要的，當然並不表示我們要對所有人

或所有事情都「忍辱負重」、無條件接

受每個人最真實的樣子，而是要學著看

見他背後受苦的、失落的部分，同理

他、關懷他、愛他，讓他可以重新建立

好的客體關係、和他一起走過人生的點

點滴滴。就如同社會劇所要讓我們體會

的「感受對角內心最溫柔的部分想說的

閱讀心理劇大師Moreno
曾維平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所一年級

文 

最真實的愛」吧。不僅是對他人，對自

己也是一樣，看見並接納真實的自己，

不執著於自我怨恨，用慈悲的心對待自

己。就如同 Moreno 所言，了解一個人

只了解他的內心是不夠了，還要去觀察

他與社會網絡的互動結果。

除此之外，Moreno 走出了辦公室

來到街上，或是個案的家中，不僅分析

個案同時也將希望感帶給個案，如同他

對 Freud 醫師說「接著你之後的就是

我要做的。你在辦公室會見病人，我則

是在街道上或病人家裡進行我的工作；

你分析病人的夢境，我努力嘗試的是給

他們再作夢的勇氣，我教他們如何做上

帝（曾素梅，2015）。」

一個人和家庭、社會互動的結果，

可能會讓他們迷失在現實生活中，假裝

自己從來沒有夢想，在生活的壓力奪去

一切能量與希望時，頂多也只是抱怨著

這一切，然後繼續在「只為賺錢」的生

活中迷惘，偶爾追求「小確幸」；或

是很多的悲傷與失落，讓人們不敢再作

夢，嚴重的讓人喪志、憂鬱，甚至可能

是傷害別人、傷害自己，「再作夢」的

勇氣與那份希望感，正是這個社會所需

要的，也正是我想要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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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最重要的，也是心理劇的精

髓之一，Moreno 始終認為行動比語言

更有說服力，經驗比起書本是更好的

老師。因此，Moreno 發展心理劇的歷

程也處處展現了「行動取向」，並且呼

應了從經驗中學習的理念（曾素梅，

2015）。如同老師上課提到的「藉由

替身練習，了解不同角色的感覺，也激

發自己的低開發區。」也如同我們常說

的做中學的道理，無論是學習、做一個

助人者或是想要改變這個社會，永遠都

是要站起來行動的。

總而言之，學習心理劇，讓我練

習真正站在他人的立場來思考，並接納

每一個人因著不同的成長背景與互動經

驗所展現出來最真實的那一面，學習看

見每個人內心最柔軟的那最真切的愛，

同時也了解愛自己的重要性，不僅是用

慈悲的心看見自己，接納真實的自己，

也避免落入心理學提到的「彌賽亞情

節」，成為他人的加害者，使他人無法

獨立，並妄想把他人的苦難都加諸在自

己身上，即便是佛陀，也從未將他人的

苦難背負在自己的身上，因為這世上並

沒有誰能真正救贖誰，唯有自己才能拯

救自己（喬正一，2013）。佛遺教經

中佛陀就說「我如良醫，知病說藥，

服與不服，非醫咎也。又如善導，導

人善道，聞之不行，非導過也。」而

Moreno 的小故事也激勵了我成為助人

工作者的志向，明白助人工作者就是透

過愛，引導著人們讓他們有足夠的力量

面對他們自己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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