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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之镜》

内容概要

荣格曾在其自传《回忆·梦·思考》中说，很长一段时间，他画了很多的“曼陀罗”，自己都记不清
到底画了多少，也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似乎是一种莫名的需要，一种自然而然的涌现与
形成，凝聚为美轮美奂，犹如心镜的“曼陀罗”。荣格说：（只是事后）“我才逐渐发现，什么是真
正的曼 陀罗：‘成形、变形、永恒的心灵的永恒创造。’而这便是自性，即人格的完整性”
陈灿锐博士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了这本《心灵之镜：曼陀罗绘画疗法》专著，他是心理分析
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加上大学四年，已是十年磨一剑。这是国内首次对曼陀罗绘画疗法的系统研究，
也是第一部有关曼陀罗绘画疗法的原创性著作。作者对于曼陀罗本义、其佛教的传统与内涵、荣格自
性的理论与分析心理学方法，以及曼陀罗绘画的结构与方式等，都有独到的阐释与发展。
——摘自申荷永老师所写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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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之镜》

作者简介

陈灿锐：应用心理学学士，中国文化与心理分析专业硕士、博士，师从中国荣格心理分析第一人申荷
永教授。
专业培训与经历：多次参加“中国文化与心理分析国际论坛”“沙盘游戏治疗专业研讨会”，“德国
精神分析高级培训班”，“梦的工作专业研讨会”，具有丰富的咨询经验。擅长沙盘游戏、梦的分析
、绘画治疗、MBTI人格类型、冥想治疗、深层沟通等。
多次为移动公司、银行、地税局做关于自我认识、艺术与减压、亲子沟通、灵性提升等工作坊。受南
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羊城晚报等媒体采访。
治疗领域：日常生活适应困难、神经症的心理治疗、人格障碍、婚恋心理、学习心理与考试焦虑、职
业心理咨询与生涯规划 。
学术：在中国心理卫生杂志、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心理学探新等专业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十多篇，并
为人大复印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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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然与神奇：曼陀罗意象中的自性与疗愈（代序）
前言
上  编  基础篇
1. 曼陀罗与曼陀罗绘画疗法
2. 佛教与曼陀罗
3. 荣格与曼陀罗
4. 两种曼陀罗的关系
5. 绘制曼陀罗
6. 曼陀罗绘画作品分析
7. 运用曼陀罗进行治疗
8. 曼陀罗绘画的功能研究
下  编  专业篇
9. 曼陀罗绘画的理论基础
10. 曼陀罗绘画治疗个案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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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之镜》

精彩短评

1、虽然是自己老师写的书。
2、作为国内第一本曼陀罗绘画疗法的书，对读者系统了解曼陀罗绘画的功能、操作、分析具有很好
的启发，特别棒的是还有个案的介绍。
3、非常好非常好的书，有理论有实践，而且不会讲得很深。
4、非常系统的曼陀罗心理学！里面的理论和例子都很详细。对于想要研究曼陀罗的新人来说，这是
本很好的入门书。但是对于想要获取详细的曼陀罗解读方法的人可能从这本书中得不到什么实践指导
。这些方法大多是要靠自己涂，分析和积累个案来获得。起码我涂了近两百多个和积累了不少之后，
我了解不少了。
5、书的前半部分用许多实例说明什么是用于心理工作的曼陀罗，后半部分来自理论、科研以及个案
研究，读起来比较晦涩，不过也显示出作者在自性理论、类型理论以及绘画治疗等方面的功力，对荣
格理论内容所作的描述是我所看的荣格派中文书中表述得比较清楚的，由于仍谈不上经典，给四颗星
6、比较失望。书基本是作者的博士论文的改编本。书中没有详细的操作、解读方法，一切都过于表
面化。就像春晚，似乎什么都有了。不过然后呢？唯一亮点是里面对一个来访者画作的连续呈现与解
读吧。不过，就给一个连续案例，是否有点抠门呢？
7、在我被神秘的曼陀罗绘画所吸引，且想知道和心理分析的关系时，这本书出现了。它是一本非常
不错的介绍读物，也是一本潜意识分析的工具书。适合精读。
不知曼陀罗，无以识荣格。
延伸读物 -《红书》《金花的秘密》。
8、还不错，有点稚嫩
9、个人比较喜欢「曼陀罗结构分析」和「曼陀罗意向分析」的章节，本书后半部分主要是案例分析
和专业理论基础，稍显枯燥，喜欢心理学的可以看。减分的地方：印刷和排版不美，例举的图示虽然
真实，但太难看！
10、后半部分理论和实例还不错，适合初学者。
11、上课老师讲过曼陀罗，自己也绘过几幅，总觉得曼陀罗绘画很神秘、很神奇。本着好奇的心看完
《心灵之镜》，才知道它的原理、操作。看个案的时候，对曼陀罗心理咨询更加感兴趣了。书很好，
无论封面还是内容，如果案例更多，会更加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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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之镜》

精彩书评

1、这本书非常好,有理论有实操有个案分析,读者可以按照书中的步骤一步步疗愈自己.所以极力推荐.
曼陀罗有自愈的功能,荣格是一个好好的例子,荣格与弗洛伊德因学术观点差异分道扬镳,荣格遭受着大
量幻觉与情感的冲击,随时有无意识吞没的危险.因此,他体验着如精神分裂症患者一般的痛苦,为了保持
自我的现实功能,荣格进行曼陀罗绘制及积极想象,把遭遇无意识的种种经历记录在&lt;红书&gt;中,后来,
他对这段时期的经历进行分析,其中形成的自性理论学.书中的理论以自性心理学为基础,保护-凝聚-整
合-方向-神圣,一步一步进入疗愈的殿堂
2、作者言简意赅，文笔流畅，字里行间流露出真情实意，特别是个案部分！一口气读完这本书，意
犹未尽。看了《心理之镜》不仅学到曼陀罗绘画的具体操作、分析方法、治疗过程，还真正体会到荣
格心理分析的奥妙，原来心理咨询不仅仅是为了治病，更是为了成为真正的自我。可以说，作者把深
奥庞大的荣格心理学理论，用一个曼陀罗绘画技术贯穿起来，足见其功力。力推此书！
3、第一次接触曼陀罗是在陈老师的心理学课上，由于兴趣，后来自己也开始做了一些探索，并且曾
尝试组织线下曼陀罗绘画活动。所以听闻陈老师关于曼陀罗新书推出的消息，就立即第一时间找来拜
读。曼陀罗源于佛经中的形象，传说是往生世界里开出的花朵，也有说是佛陀献血滴落在大地开出的
绚烂花朵，为啥曼陀罗大多数都是采用圆形作为主体图形，有的说法是说在佛教里圆是具有灵力的图
形，有的说圆是母亲乳房形状的象征。但是，我是这么认为的，既然它来自于宗教，宗教仪式中它是
以圆的样式出现，则自有其存在的道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宗教里的仪式、艺术形象，就是人
类早期世界里“曼陀罗”的展现。在过去，我自我的曼陀罗探索里，我的认识是：其一，其可以帮助
情绪的舒缓，还有专注力的提升；其二，通过曼陀罗，可以感受到自己或者他人的真实情绪。因为语
言往往容易失准或失真，但是无意识的图形与色彩往往具有更强的情绪传递力，正如佛祖“拈花微笑
”，不语却能传递万千真谛。此番读罢陈老师《心灵之镜》的大作，发现了曼陀罗更深层次的意义，
那就是展现我们内心的那个“镜像世界”。其实，我们现在接触的外部世界只是我们自己内在镜像世
界的投射。这种感觉有点像电影《黑客帝国》或者《楚门的世界》里描绘的世界，我们以为是我们自
己控制着自己在外部世界的活动，但不曾想其实是我们内在的“镜像世界”在操控着我们的言行与能
力。我们的“镜像世界”可能是这样的：1）有一个自我，我是这个世界的主体，可以幻化成各种形
象，正面形象比如国王、父母、神，也可以是负面形象比如虚弱的蝴蝶、虫子，生病的人。2）有一
个叫“自性”的力量供给师，自性可以给自我以力量，但是“自性”的力量因人而异有大有小，甚至
有的人的“自性”会被扼杀掉，这时“自我”就容易出问题，甚至走向毁灭。3）有一个母性形象，
专业的名字叫“阿玛尼”，负责提供女性力量，或者感性力量，会给人以滋养和喂养，我跟喜欢叫她
“大母神”。在初期，它有点像我们的母亲，对男人来说，后期它会是妻子或者爱人。也就是，男人
会在真实的世界里，找到一个内在“大母神”的投射形象；4）有一个父系形象，专业名字叫“阿姆
尼斯”，负责提供男生力量，或理性力量，让人明白规则、坚强和控制。初期，对应父亲的形象，会
提给给人理性和坚强的力量。我给它一个名字叫“大父神”。“大母神”和“大父神”两个是我们内
在“神”，他们如果需要互相平衡，共同发展，然后就可以培养强大的“自性”；如果他们两者无法
平衡，一方太强，一方太弱，甚至出现了纷争，就有可能毁灭“自性”。这几个形象的关系是：“大
父神”和“大母神”和谐共处，共同滋养“自性”，“自性”为自我提高能量，自我是我们自己的灵
魂。值得一说的是，“大父神”和“大母神”的力量其实可以对应中国传统文化中太极的“阴”和“
阳”。他们两者可以理解成我们对于两种相对应力量的追求（坚强的理性与温柔的滋养），也是我们
与外界人际关系的相处模式（表现在亲密关系的通报），还有我们自己所具有的这两方面的能力。然
后我们的“镜像世界”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现实世界”呢？此部分可以参考陈老师新书最后一章的女
生30次曼陀罗治疗案例。在一系列的曼陀罗演变中可以发现，女生“自性”能量的提升对自我外在影
响；另外，当女生内在与“大父神”出现纠结时（由于女生童年时的经历），对于外部与男生相处选
择时会出现问题，同时，当遇到合适的男性交往者时，内心“大父神”力量也会随之增强。也就是说
“镜像世界”会影响“现实世界”，“现实世界”也会反哺“镜向世界”的内部力量。更多详细的精
彩内容，大家可以去买一本陈老师的书看一看。我就不过多剧透了哈。总而言之，“曼陀罗”就像是
一个心理学的“胃镜”，然后帮助大家看到我们自己内在的那个“镜像世界”。或者更为宗教性一点
的说法是，曼陀罗里反馈的“镜像世界”就是我们自己的“神的世界”，里面的神有神力帮助我们成
就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痛苦甚至毁灭，但是当我们知道它的力量，有意识去感受、去认知，就可以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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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之镜》

慢让自己的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都更加平和。最近有一些新的计划，一方面进一步去探索线下曼陀罗
的活动，另一方面想做一些有趣的研究，比如想到的一个题目是“使用曼陀罗研究大龄未婚女青年的
内心？--看看她们内心的大父神和大女神的机理模式”，同时也是写一本心理科幻小说的很好素材。
再次推荐陈老师的书。也推荐一下自己的微信和微博公众号——“小卫星studio”，虽然很久没更新
了，但是近期会逐渐把内容丰富起来。微博：http://weibo.com/u/3254589760微信号：xwxstudio
4、一年前在心理学培训课时认识陈灿锐博士，当时听他提起过荣格的曼陀罗，那时觉得很深奥神秘
同时也很向往，令人惊喜的是，近段时间陈灿锐博士和高艳红博士联手创作了《心灵之镜》，它是国
内首次对曼陀罗绘画疗法的系统研究，也是第一部有关曼陀罗绘画疗法的原创性著作，我急不及待地
购买阅读。全书很详细深入地从基础篇和专业篇论述曼陀罗，难得的是书上精彩的真实版案例分析，
这些案例都是两位老师多年来呕心沥血付出的成果。更难能可贵的是两位老师深入研究了几千幅曼陀
罗绘画作品并通过实证研究，并在超越前人的基础上发现：曼陀罗绘画是以整合功能为核心而发挥治
疗作用，并且表现为内暖外冷的结构。本书触动我的地方实在太多太多，我从某些方面说说我的感受
。我做MBIT性格测试时，我的结果是INTJ，我的内倾直觉和外倾思维是第一和第二功能，在我上学时
代，我的文科成绩一直很差，但我逼于各种考试压力，不断放弃学习理科，用更多时间去恶补文科，
但无论付出多大努力，成绩并不是怎么理想，分析师法兰兹一再强调：“人无法直接跳到劣势功能。
”一般而言，个体要在优势思维充分发展的情况下才能更有效地发展劣势思维。我第一功能内倾直觉
并不是发展得很好，所以导致我第三第四思维都很艰难地发展，现在想想当初不科学读书时付出的那
些光阴，有时是一种叹息，不过更兴幸的是将来可以把MBIT应用在家人或者朋友身上，让他们能够更
有效地发展自我功能。曼陀罗绘画是很好的让潜意识投射到画上的工具，我在画自我曼陀罗时，本来
想画一只充满智慧的羊角的人头像，当我专注地画画时，我的情结或者阴影慢慢就跑出来了，我本想
画光鲜头像的初衷突然消失，当时我的手在发抖，我的心在急剧跳动，我情不自禁地拿起黑色的画笔
一画而快。事后分析时，我看着羊角人发怒的鼻孔和紧皱的眉头，是如此的熟悉，此时内心是沉重的
，但也带着一种明白真相的轻松。曼陀罗绘画方式的天圆地方和周围安全的环境，给了我一次重新认
识自己和整合自己的机会，费尔贝恩说：“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内部客体关系投射到新的人际情境
中，新的客体之所以被选中因为他们与过去的坏客体具有相似性。”我渐渐明白我的人生二十多年，
原来都是在这人际互动形式下不停打转，如果没有这次绘画体现，我的行为方式和命运车轮将会在不
知不觉中重复一辈子。我在看别人曼陀罗作品时，令我最有感觉的是看一些画面比较孤独的作品，在
性格类型中，我看到了我从小到大喜欢女生的类型都是我的第三功能：内倾情感型。我在分析性格时
感到我的内倾与我喜欢女生的内倾是比较难互补式相互吸收学习并发展的，并明白与她们日常的互动
方式如此吸引，原来是激起了我对旧客体的期待行为的方式时，趁着我还单身，我很乐意地做了一个
决定，要打破对这种女性的依恋方式，寻找一个外倾型的伴侣。但当我们心理学走得越深时，要遇上
一些心灵接近、理解自己的人不是易事。社会派的心理学我曾经也走过，最后很感恩被陈老师引了回
学院派，并发现社会派的很多理论都是在学院派的理论中改名换姓。费尔贝恩提到：压抑而导致分裂
是一切心理症状的根源。现在的我，很高兴去做的就是画曼陀罗并参考着《心灵之镜》自我分析，让
曼陀罗发挥自性的力量慢慢把我内在整合起来。
5、在这本书之前，心里一直期待有本讲曼荼罗绘画的书。最好是荣格派的治疗师写的。于是当发现
有这本书，且是申荷永的弟子写的，我自然激动的买来去看。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其实基本就是作者
的博士论文，甚至连参考文献的格式、书籍的编排，都有一种干瘪的、国产博士论文的味道。这让人
有一种不大用心写作的感觉——好歹你说的细一点嘛！毕竟这是给读者看的。看下来，书只能算一般
，完全没有眼前一亮的感觉。无论对于治疗师还是普通读者，书中对如何操作曼荼罗绘画，及如何理
解自己或来访者所画的曼荼罗，都缺乏详细、深入且有操作性的讲解。更多的，给我感觉，是惜字如
金的勾勒出一幅遥远的画卷。看似面面俱到，但是真的可以帮人来自助、助人吗？我甚至开始疑惑，
究竟是一副曼荼罗画本身只能拿到这一点东西，还是？个人感觉，最为推荐的是书中对一个连续案例
的报告（有来访者的三十余幅曼荼罗画及咨询过程简介）。然而，把知识写的这么“吝啬”、小气，
还是很让人不满足的。勉勉强强，出于“好歹是大陆的第一本曼荼罗绘画书”的缘故，给了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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