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藏筆露：愛你不愛你

她和男朋友甫坐下便問：「醫生，為何我又失常了？」她說她又在家裏亂扔東西，事後很後悔，覺
得自己很失敗，因未能自控又失常了。

我問她當時的情況是如何。然而，那一刻似乎她只想了解自己是否真的失常，拉鋸了好一輪，她終
於講到原來扔東西前，她和男朋友吵架了。我再細問吵架的原因，她又頓時變得尷尬，想了又想，
然後吞吞吐吐地說：「我有些東西想叫他買給我，但他拒絕了。」

問她當時心情如何，她說她很失落和生氣，之後更說原來那一刻她想到的是：「他不順應我的要求
買東西給我，他一定是不愛我了。」

我很欣賞她能這樣具體表達她的感受和想法（這種能力對於不少人來說說易行難），表示原來她認
為男朋友不愛自己，也難怪會有這麼大的反應。她點頭稱是。

我繼續問：「除了這件事外，平常他待你如何？」她說：「他會陪伴我、分擔家務，其實也很在乎
我。」我笑說：「大概是吧，也不是每個男朋友也會每次陪伴覆診的。」她笑了。

我再探究道：「但似乎那一刻你需要用買不買東西給你作為愛你與否的憑證？我在想你大概是需要
一些實在的事情來感受人家的愛，要感受愛一定也不容易吧？」

她安靜了下來。這時，她的男朋友笑了笑，說道：「她有時真的是這樣。她希望別人知道自己對他
們好，就會買禮物送給他們，以前更試過赴湯蹈火借錢給朋友，來表示自己的關心和愛，最後弄得
自己受傷。」

她頓時眼泛淚光，我遞上紙巾，說道：「似乎你男朋友真的很了解你，我們現在除了了解自己為何
扔東西外，還了解自己更多呢。」她點點頭。之後我開了一樣的藥，兩口子便離開診症室了。

根據心智化為本治療（Mentalization-based Treatment）的理論，每個人也有一定能力去理解自己和他
人的感受與想法（mentalizing），亦能明瞭了解他人想法和感受的極限。這種能力與基因、過往的生
活經歷（尤其是童年生活）和當時的情況甚有關係。然而，我們也有機會在一些情況下未能了解別
人的感受和想法，例如當我們只專注於外在而實在的憑證時，會產生「沒有買我要求的東西就代表
不愛我」的想法。我們要做的，就是協助病人提升運用這種能力的機會，因為人若不了解自己行為
背後的動機和感受，便會帶來更大的不安感，就如以上病者一樣，對於自己的失控倍感自責。這看
似簡單，但病人在過程中也需要不少動力和勇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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