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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莫名其妙发火， 把人家的碗扔在地上， 还踩

了几脚。 我们教育他， 让他道歉， 他却号称自己有

心理毛病……” 这是服刑人员夏云 （化名） 的主管

民警向我描述的情况。 根据民警反馈， 夏云最近的

情绪波动很大， 而且主动申请心理咨询。

得知情况后， 我第一时间查阅了夏云的个人资

料。 夏云今年四十出头， 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

徒刑， 已经服刑一段时间， 之前的服刑表现相对稳

定。

一个服刑之初并没有和他人发生过太多矛盾的

人， 现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 夏云所谓的 “心

理毛病 ” 是为逃避惩罚 ， 还是真的出现了心理问

题？ 带着这个疑问， 我来到了夏云所在的监区。

在监区谈话室， 我见到了夏云。 他看起来就像

一个六十多岁， 暮气沉沉的老年人， 比他的实际年

龄老很多。 虽然夏云戴着口罩， 看不清他脸上的表

情， 但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萎靡不振。

随着谈话的展开 ， 夏云向我描述了他的问题 ：

“我最近猜疑心很重 ， 经常会没事找事 。 有人跟我

讲话时语气重一些， 或者看着我时间久一些， 我就

会觉得他是在故意激我 ， 我忍不住要发脾气 、 吵

架。 两年前， 我被检查出肝硬化， 每年都要去医院

治疗。 发病时， 我会神志不清， 严重时会昏迷。 我

现在控制不住情绪的问题是身体疾病引起的， 还是

心理有毛病？”

夏云急于知道自己容易激动到底是怎么回事 。

可能在他看来， 心理咨询师像医生一样， 根据症状

就可以判断出病因 。 但心理咨询不同于医生看病 ，

需要收集更多的信息， 作为判断的依据。 而且多年

的心理咨询经验告诉我， 来访者一开始最需要的是

理解和支持， 倾听是第一步。

没有对来访者进行深入的共情和理解， 没有对

问题深刻地了解， 提出的建议往往浮于表面， 无法

真正 “对症”。

尽管我通过资料对夏云有了大致的认识， 但对

他的性格、 脾气等仍是不了解的， 不能轻易得出结

论， 所以我想听夏云谈谈以前的经历。

对普通人来说， 时间是良药。 随着

时间的流逝 ， 人的注意力会发生转移 ，

对病情的忍受、 接纳能力会增强。 再加

之周遭人的关心、 个人心理的调适， 慢

慢地 ， 原来激动的情绪都将归于平淡 。

但是对原本心理就不太健康， 缺乏亲情

等支持系统的服刑人员来说， 要接受这

样的现实、 调适情绪会更难。

为了使遭遇夏云类似困境的服刑人

员能够回归到正常的改造生活， 青浦监

狱心理健康指导室开设了罪犯服刑生活

事件应对矫正项目， 引导他们学会应对

人生困境。

夏云的情况就适用该矫正项目， 我

把他纳入项目后， 指导夏云运用清静接

纳理论解决目前的困境。 同时， 教会他

情绪调整的方法 ， 并重新确立改造目

标。

对夏云影响最直接的就是情绪问

题， 尤其是因为对病情和刑期绝望而产

生的 “不吃药， 死了算了” 的想法。 的

确 ， 遇到特殊事件时 ， 在短期情绪面

前， 人的想法往往会极端， 可是拉长时

间线再来看， 就会变得理性。

我教夏云运用 “三个 10 原则 ” 处

理自己的极端想法 ： “10 分钟后 ， 10

个月后， 10 年后， 你会如何看待现在的

想法？”

“10 分钟后， 我可能会觉得刚才的

想法有些冲动。 10 个月后， 我可能会觉

得这些想法太偏激， 虽然剩下的时间不

多了， 但好歹还能活着， 为什么要自寻

短见 ？ 如果我还能活 10 年 ， 那 10 年

后， 我会觉得自己的想法幼稚可笑， 怎

么会那么想不开 ？ ” 运用 “三个 10 原

则” 思考后， 夏云的情绪变得平和了不

少， 对治疗的态度积极了不少。 而当夏

云试着从未来看现在的自己 ， 他发现 ，

那些让他动怒的眼神、 言语， 其实都不

值得他在意。

在改造目标方面， 之前夏云的唯一

目标就是争取减刑， 走出大墙。

但经过多次咨询、 探讨， 夏云认识

到 ， 他犯下的罪本就 “无可恕 ”， 踏实

服刑改造， 接受监狱的管理， 真正反省

罪错， 就是他应该做的。 努力让服刑的

每一天都有意义 ， 才是他要树立的目

标。

心态的转变不在一时， 但想明白未

来的方向， 学会应对困境的方式， 对于

调整心态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夏云

开展服刑生活事件应对矫正项目就是要

达到这个目标， 而后则要交给时间和民

警的不断教育引导。

令人欣慰的是， 对夏云的矫正接近

尾声时， 他的心态已经发生了较为正向

的变化， 他告诉我， 眼前这一切都是他

一路走过来的， 不会再怨天尤人， 将气

撒到别人身上， 他会接受现实， 用余生

好好反省， 无论能否走出大墙……

夏云似乎对于谈论自己的经历缺乏耐心， 对于

过往的生活含糊其辞。 根据夏云的简单描述， 我大

致了解了他的过去。

夏云小时候很贪玩， 没有好好念书， 后来还辍

学了。 夏云的父亲是包工头， 生意还算不错， 看夏

云不是读书的料， 便提议他学水电工， 能掌握一门

技能也是好的。 可是， 夏云也没能好好学技术， 对

待工作更是不上心， 嫌苦嫌累的他不到三个月便不

肯再做了。 此后， 夏云就没有工作过， 一直在社会

上游荡。

“这些年的生活是怎么过的？” 我有些好奇。

“赌博、 喝酒、 ‘溜冰’ （吸毒）， 这些基本上

是生活的全部。”

没有工作， 夏云的钱又从哪里来？ 夏云给出的

答案是 “啃老 ”， “我进来之前 ， 父母还在给我还

账。 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父母了。”

都说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夏云一直以来

身处 “灰色地带”， 浑浑噩噩地生活， 走上犯罪道路

似乎是早晚的事。 而对自己的犯罪， 夏云不愿多谈，

只说是在一次 “溜冰” 后， 又喝了不少酒， 神志不

清中和被害人发生矛盾， 并捅死了对方。

对于吸毒造成的危害， 夏云并非不知， 可当时的

他泥足深陷， 难以自拔。 他有太多需要后悔的事， 然

而世上并无后悔药， 只有他要面对的残酷现实……

浑浑噩噩的生活

入监后， 夏云很少和其他服刑人员

发生矛盾， 他最难的是适应监狱日常行

为规范的要求， 自由散漫多年的他缺少

规则意识， 因此民警对他的管教起初多

在行为规范方面 。 让夏云产生 “心病 ”

的根源出现在两年前。

那次， 夏云感到身体不适， 经过检

查发现得了肝硬化。

当时医生询问了夏云一些个人、 家

庭情况， 夏云原本没感到什么， 可是后

来他听说肝硬化会引发其他恶性症状 、

疾病， 再联想到医生的问题， 便觉得医

生的意思是 “病情会恶化， 活不了多久

了”。

“我本来就被判了无期， 现在又得

了这个病，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有时候

我会想 ， 也不要吃药治疗了 ， 死了算

了。” 夏云叹息。

夏云的这种心态多出现在得了重病

的长刑犯身上， 他们的心理负担也因此

日益加重。 而话题至此， 夏云觉得已经

把过去说清楚了， 他又问我， “我讲了

那么多 ， 你一直在听 ， 你还没有告诉

我 ， 我现在的问题到底是肝病引起的 ，

还是有心理问题？ 现在我三天两头跟人

有矛盾， 给民警添麻烦， 我自己也不想

这样……”

看着夏云期待听到 “诊断 ” 的样

子， 我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在我看来， 你的行为更多是心理

负担导致的。 肝硬化让你压力很大， 认

为不能活着走出监狱， 觉得眼前的生活

没有了意义。 当然， 肝病也可能会导致

你的情绪不稳定 ， 但所占的比例很小 ，

在此之前我询问过医生， 也查阅了相关

的资料。”

我没有忽悠夏云， 在谈话之前， 我

除了查阅夏云的档案资料， 还到监狱卫

生所查阅了他的相关病历， 并询问了医

生。

医生告诉我 ， 夏云如果症状发作 ，

会出现头晕、 情绪不稳定等症状。 这种

情况必须要经过治疗， 症状才能得到缓

解。 而从夏云最近与他人发生矛盾的情

况， 以及他自己描述的情况来看， 他的

怒气经他人劝解或自行冷静会慢慢平

息， 并没有经过治疗。 这与医生所说的

“必须经过治疗症状才能缓解 ” 的情况

不符。

“不是因为肝病， 是因为心理压力

大 ， 那我该怎么办 ？” 夏云主动向我询

求建议。

夏云面临的问题， 也是很多服刑人

员甚至社会上普通人会遭遇的困境———

突然被告知得了重病。 这无疑是沉重的

打击， 原本对未来的期待、 计划都成了

泡影， 无助、 担心、 不甘……各种情绪

纠结在一起， 让人难以承受。 而这些难

以消化的情绪便会影响人的行为。

夏云就是如此， 得知病情后， 他后

悔吸毒 ， 埋怨那些带他走上吸毒路的

人； 他怨天尤人， 觉得为何是自己遇上

这些 “倒霉” 的事； 他对自己的病情无

能为力， 担心自己活不了多久了……心

情极度烦躁， 看谁都不顺眼， 用争吵发

泄自己的情绪， 仿佛这样才能给心里那

头扰乱思绪的 “恶兽” 找到出口。 而在

吵过、 吼过、 闹过后， 受到批评教育的

他又相当后悔。

找不到出口的“恶兽”

破局后的“重生”

在上海市青浦监狱， 关押着不同罪名、 刑期的服刑人员， 其中不乏长刑犯， 原本就对未来生活迷茫的他们， 一旦遇到 “变故” 便会更加敏感、 暴躁、 焦

虑、 不知所措， 不利于自身改造， 也给监管安全带来隐患……为了使这类服刑人员回归正常改造生活， 青浦监狱心理健康指导室设立了罪犯服刑生活事件应

对矫正项目， 引导服刑人员以健康的心态应对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