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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王菁

穿越层层关卡走进铁门高墙， 在一个骄阳似火的夏日午后， 记者见到了许冬。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清爽而不失柔和的声音传

来。 就在几分钟前， 他刚刚结束一场为新收罪犯做的心理测试。 面容和善、 目光如炬， 这是许冬给人的第一印象。

作为上海市五角场监狱教育改造科副科长、 心理健康指导室主任， 许冬是上海监狱罪犯心理矫治领域的开拓者之一。 十多年来， 他

咨询的罪犯个案数已达 600 余例， 危机干预 50 多人次， 成功辨别转介精神异常罪犯 18 人， 经他咨询干预至今， 未发生一起罪犯自伤
自残或暴力相关的事件。 他先后获得监狱局 “十佳杰出青年” 称号、 个人三等功 （局首席教育能手） 等嘉奖， 在 2018 年被评为 “上海

工匠”， 2019 年被授予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

提起殊荣背后的故事， 许冬说自己只是在努力将一件事做到极致。 “我希望不仅要把罪犯改造成一名合格的服刑人员， 更要将他们
转化成知错感恩的守法公民。” 这是他一直坚守的希望和理想……

【第 19 期】

监狱警察许冬：

大墙里的“心灵捕手”
精准洞察“捕捉”细节

一盘细沙、 一瓶清水， 罪犯小李正用一

个个小模型在沙盘上摆放脑海里的场景。 而

许冬就在一边全神贯注地观察着。

因暴力致人重伤入狱的小李， 长期不肯

认罪悔罪。 几次心理咨询后， 许冬发现他负

面情绪很重， 对自己犯的事闭口不谈。 从谈

话上无法有明显突破， 许冬换了一种方式，

采用沙盘游戏来窥视他的内心世界。

很快， 沙盘上搭出了一座城市， 整齐排

布着政府大楼、 广场、 行道树。 这时， 小李

突然抬头说道： “我觉得缺一个道具。”

“你可以自己做。” 小李拿起纸开始折叠起

来， 摆在了政府大楼边上， 还仔细固定好。

“这是什么？” 许冬问道。 “手榴弹，

我要炸掉这幢楼！” 小李指着自己搭建的政

府大楼这样回答。 尽管已有心理预期， 许冬

还是心里一惊： 小李有反社会人格！

“为什么？” 许冬看着眼前自进监狱以

来就一直不肯开口的小李， 耐心地追问。 这

一次， 他说出了心中的愤懑。 “我不服！ 我

觉得判决不公平！” 小李愤愤不平地吐露出

内心的想法， 他觉得自己受到了社会的不公

正待遇。

“反社会人格很难沟通， 难以跟他们讲

道理。” 许冬谈起这个令他印象深刻的案例，

不无感慨地说道。 在小李的“控诉” 中， 许

冬捕捉到了他的矛盾心理。 “他既对判决结

果感到愤懑， 又带着一丝愧疚。” 就是这一

丝愧疚之情， 让许冬进一步打开了局面。

在后期的治疗中， 许冬循序渐进， 通过

认知行为疗法， 模拟社会环境， 改善认知，

让小李意识到了自己的行为给他人带来了实

质伤害， 并挖出了潜藏在内心的创伤。 原

来， 在小李小时候， 父母就离异了， 父亲对

他不仅态度冷淡， 还经常对他动辄打骂。 此

次犯罪后， 他偏执地认为是因为误判造成了

家人与他反目。

了解到这些之后， 许冬联系了他的家

人， “解铃还须系铃人。” 多次沟通后， 小

李的家人重新接纳了他。 在此后治疗的沙盘

上， 终于出现“河流” “小桥” 以及家人坐

在一起的场景， 小李开始安心接受改造。

许冬漂亮地完成了工作， 而这样的考验

早已贯穿了他的日常。 许冬的同事们给他起

了个绰号叫“心灵捕手”， 不仅因为他心理

矫治技能精湛， 更是对他在罪犯心理咨询过

程中对敏锐细节的精准洞察与把握的赞许。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警察。” 许冬觉

得自己走上这条道路是命运使然。 此后种种

机缘之下， 他大学学了心理学， 2004 年毕

业后刚好遇上监狱系统大力开展罪犯心理矫

治， 招收心理学专业的人才， 于是许冬便毫

不犹豫地报考了。

彼时， 罪犯的心理矫治工作才刚起步，

甚至只能算“萌芽”。许冬几乎是从“零”开始。

“我进来之后才意识到， 对罪犯做心理咨询，

和大学理论学习学到的差别太大了。”完全没

有倾诉欲望、不肯配合、文化程度参差不齐、

刻意隐瞒撒谎……刚上岗的许冬， 不仅面临

着种种困境， 而且还无经验可循。

不过这一切并没有让许冬退缩。 一方

面， 他继续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 向大墙之

外的心理专家、 犯罪学专家请教交流， 另一

方面， 他通过与罪犯、 管教民警的接触， 总

结出对待每一类罪犯的不同方式， 包括谈话

的语气、 适用的矫治方法、 要格外留心的地

方， 形成了一套初具体系的方法。

“其实我们也是有优势的， 比如说有时

间啊。” 他笑着说， 和普通付费心理咨询相

比， 在大墙内， 许冬能长时间地与罪犯进行

沟通。 因此他一般并不急于去谈犯罪问题，

而是如拉家常一样先了解对方的内心想法，

建立起关系。 “了解他们的世界观、 成长经

历， 慢慢打开话匣。” 如今许冬面对各色罪

犯， 都已了然于胸。

“你真的相信我吗？ ”

“许警官， 你真的相信我吗？” “我信

你。” 这样的一问一答， 是许冬每面对一个

罪犯都会上演的一番对话。

“当你走入他们的内心世界， 会发现每

一个举动背后的诱因都值得深思。” 许冬始

终认为， 足够的信任感是一切工作展开的必

要条件。

监区里有个罪犯， 每晚睡前身体状况很

正常， 但一到早上就站不起来。 管教民警带

他去检查之后， 医生却说一切正常， 并无疾

病， 可他依旧坚称自己腿受伤无法站立。 几

次三番如此， 民警怀疑他在撒谎， 想装病逃

避劳动改造， 反而对他愈加严格。

许冬得知这一情况后， 却有不同的想

法。 “我和他聊他的‘病情’， 他言之凿凿，

而且痛苦的样子确实不像是装出来的。” 但

医生的诊断就摆在那里，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

题呢？

“你的腿是哪里受伤了？” 许冬循循善

诱地追问。

“你真的相信我？”

“我信你。”

在许冬的理解下， 这名罪犯将自己受伤

的地方指了出来， 许冬看着他认真的样子和

完好的腿， 一个想法涌入了脑海中。

“你这里是不是之前也受过伤？” 他问

道。 听闻此， 对方愣了一下， 然后缓缓说

道： “之前受伤了， 然后就休息了几天。”

至此， 许冬大致明白了， 由于之前受伤

时得到了特殊照顾， 于是这种意识在他脑中

被不断强化， 以至于当他再次面临压力大或

者其他外因刺激时， 会激发这种反应， 让他

自己相信自己受伤了， 以此来获得照顾。

“这其实不是他在撒谎， 因为他相信自

己真的受伤了。 这是一种心理疾病。” 许冬

把这一情况跟管教民警反映， 并提出了针对

性的管理方式， 最终让这名罪犯摆脱了心理

暗示， 正视问题。

“信任是前提。” 许冬说罪犯心理咨询

要精准把握三个“度”，即温度、锐度和精度，

而其中温度是首要的。“在我这里，他说什么，我

首先就是选择相信他，给他带来温度，然后才能

让他也相信我，他才会愿意告诉我他的问题。 ”

信任的建立是难点，但往往也是突破口。

有段时间， 监区里经常丢失物件， “也不

贵重， 就是肥皂、 方便面之类的东西。” 民警

将怀疑对象锁定在了盗窃犯小刚身上。 但是小

刚拒不承认， 也不肯配合谈话。

许冬翻看小刚的记录，发现小刚家境较好，

但却在去 4S店给车做保养时，顺手偷了一个并

不值钱的手机。“这就与常理不太符合，他自己

拥有的东西其实价值远超过那个手机， 为什么

要偷呢？ ”许冬认为小刚可能患有“盗窃癖”。

基于这点认知， 许冬换了沟通方式， 转而

让小刚主导， 尽情吐露自己的困惑。 “许警

官， 我如果说我并不想偷东西， 你相信吗？”

小刚小心翼翼地询问。 “我信你。” 依旧是简

单却饱含份量的三个字。 原来小刚的这种行为

是源于心理疾病， 长期以来， 他只能通过偷东

西获得心理快感， 但他主观上并不想偷窃。 在

许冬的引导下， 小刚直面了自己存在的问题根

源， 并积极配合进行了一系列的治疗。

“可能他对民警说不想偷的时候， 在一而

再再而三发生的事实面前， 民警很难相信他。”

但许冬关注的则是深层次的诱因， 尤其是当罪

犯在犯错时言行不一， 许冬往往选择相信他说

的， 然后再根据矛盾之处去分析对方为何会有

不寻常的举动。 “或许是家里发生了变故， 也

或许是因为即将要重新步入社会， 内心产生了

无助、 焦虑感， 这些都有可能成为诱发心理疾

病的诱因。” 许冬所做的， 就是“对症下药”。

走向新生的“引路人”

作为上海市唯一一所功能性出监监狱， 五

角场监狱有一条“新生之路”， 连接封闭与自

由、 昨日和明天。 这条路主色调是绿色， 墙壁

上画着绿色的竹子和树， 而绿色的尽头， 一张

照片被放大到极限， 上面是妻儿父母。 大多数

成年男犯在刑期最后 3个月都会被移送至此。

双脚走完这条路用不了 1分钟， 但在心里

走完它却不知时日。 许冬说很多罪犯可能在过

去多年的刑期里都积极改造， 但是到了这里，

随着出狱日子的临近， 隐藏在内心深处的问题

往往会爆发， 而究其根源， 就是介于对“新

生” 的向往和无助之间的矛盾心理， “特别是

不知道如何面对家人。”

许冬曾对一个罪犯做过长达 3个月的心理

咨询。 小马此前在上海创业， 不久后妻子怀

孕， 生活开始步入正轨。 然而在一次醉酒后，

小马被一位女子搭讪， 之后两人产生冲突， 对

方叫了帮手将小马的头打伤， 并告他强奸。 最

终在确凿的证据面前， 小马被判强奸罪。

入狱后， 小马拒不认罪， 还常常在夜间做

噩梦， 高喊有人要害他， 后来演变到白天在车

间劳作时， 也会突然站起身用头猛烈撞击墙

面， 这样的状况随着他刑期将满而愈演愈烈。

“这是典型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许冬很

快找准了症状。 针对小马的情况， 许冬分析他

的核心信念首先是他无法面对自己犯的错误。

他翻看过小马的卷宗， 确定判决没有问题， 确

实是小马自身的错误。 “对于现在的处境， 他

一直在躲避。” 而产生这种逃避心理的更深层

原因在于他不能面对自己的妻子。

许冬了解到， 小马和妻子的感情一直很

好， 但他却在酒后做了这样的事还锒铛入狱，

“他觉得过不去这个坎， 他的一生都会受到这

件事的影响。 而他也不知道出去后面对妻子该

怎么办。”

许冬前后对小马进行了 10 次治疗。 “其

实通过和他聊天、 接触， 可以看出他本性不

坏， 这个案件是具有偶发性的。” 许冬逐渐开

导小马正确对待错误， 让他明白自己是可控

的， 小马终于突破了第一关， 开始坦然面对自

己的过去。

随后， 针对小马不敢面对妻子的情况， 许

冬采用“空椅子疗法”， 一次次模拟“与妻子

对话”， 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列出来， 不管是原

谅还是不原谅， 都让小马不断演练， 说出他的

心里话。 第七次治疗后， 小马鼓起勇气给妻子

写了封信， 换来了妻子的接见。 这次会面中，

小马把此前在演练时对着许冬宣泄而出的话全

都和妻子吐露， 最终获得了妻子的谅解。 此

后， 小马夜夜做噩梦的情况也逐步改善。

监狱严实的铁门、 高高的大墙和铁丝网分

隔了两个世界， 中间连着的家人， 就像强力的

磁铁拽人上岸。 许冬说， 犯人们从这个世界，

走向另一个世界前的焦虑， 一是源于家庭， 另

一个是对在社会生存的恐惧。 为了更有效地解

决这两个难题， 许冬不断用他的力量去影响更

多人和他一起努力。 在他的示范带领下， 2014

年， “东冬” 心理咨询工作室正式挂牌成立；

2015 年， 五角场监狱在上海监狱系统首创

“心理咨询坐诊制”； 2016 年， 上海司法行政

系统第一本面向民警的专业心理学期刊———

《心声》 季刊成功推出； 许冬也成为从上海司

法行政系统走出的首名“上海工匠” ……

“哪怕能够使一颗心免于破碎， 我这一生

就没有白活。” 这是英国作家艾米丽·狄金森曾

经写过的一句话， 也触动许冬选择在现今这个

岗位奋斗。 从大墙走出去后的道路是崎岖还是

坦荡， 或许谁也无法知道， 但社会却在希冀。

也正是为了这份希冀， 许冬始终在坚守着， 用

他的专业和耐心， 为那些“迷途人” 驱赶心

魔， 弃恶从善， 带着他们走向新生……

上海市五角场监狱教育改造科副科长、 心理健康指导室主任许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