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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累症是甚麼？互累症是甚麼？

基本定義：失去自己的一種病態

四大元素：
焦點外伸、自我犧牲、試控他人、
抑己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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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累症是甚麼？互累症是甚麼？

狹義：一種成癮
───與依賴藥物、酒精、賭博或
其他成癮行為不同之處是，
患者被一段與人的關係所轄制，
把焦點放在別人的行為和需要上，
深受另一個人的行為影響，
滿腦子想著(preoccupied)
要控制對方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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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累症是甚麼？互累症是甚麼？
z廣義：

過份倚賴來自外在源頭之滿足，

而忽略自己的失衡情況，特色是

低自尊及不完整之身份發展
<自我價值投放於外 Î 討好人、要人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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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累症的特徵 (有關測試見另頁)

• 如你或你身邊的人有以下特徵，便得特別留意！
(1) 過於盡責任 (2) 傾向保護人(preoccupied)  
(3) 力求事事完美
(4) 有超人的功能 (替人做足工作)    
(5) 有烈士的傾向 (犧牲自己)
(6) 自尊感偏低 (7) 自憐
(8) 受內疚感支配

• (9) 否認事實與自己真正感受──
例如：明知對方騙財仍給之；有病卻否認

(10) 力求操控或遷就(另一種操控)，無討論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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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累症互累症對對健康可能帶來的損害健康可能帶來的損害 ：：
(1)(1) 身體的疾病──身體的疾病── 長期的壓力、抑壓自己真正的長期的壓力、抑壓自己真正的

感受，會使人感受，會使人降低抵抗力降低抵抗力
((較易受感染、有哮喘和有癌症較易受感染、有哮喘和有癌症) ) 

(2)(2) 心理的疾病──心理的疾病──較大機會有失眠、較大機會有失眠、強迫症強迫症
和和抑鬱之情況，抑鬱之情況，有可能有可能
自己發展出沉溺的狀態自己發展出沉溺的狀態

((如酗酒、瘋狂購物如酗酒、瘋狂購物))
以麻醉自己；以麻醉自己；

(3) (3) 靈性的疾病──對感受上蒼和感受被愛有困難靈性的疾病──對感受上蒼和感受被愛有困難

然而，透過輔導然而，透過輔導((包括個案、小組包括個案、小組))和治療，和治療，
互累症是可以痊癒的！互累症是可以痊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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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患互累症之高危因素婦女患互累症之高危因素

被家庭、社會塑造成

z一方面照顧別人為先

z另一方面依賴別人

z尋求別人之認同

z情感上之拯救者 Î 較容易失去自己



22/01/2008

互累症帶給婦女戒毒之障礙互累症帶給婦女戒毒之障礙：：
於不同階段於不同階段

z (1) 否認濫藥問題
z (2) 較難進入治療
z (3) 較難留於治療
z (4) 帶來治療障礙
z (5) 較難持久操守
z (6) 有損康復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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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累症的可能成因 ？？？

• (1)與濫藥(酗酒)人士有密切關係──
長期承受對方種種困難，盡一切「拯救」對方，
以致失衡

(2)病態(失效)家庭中成長──
太早承擔成年人的責任，
埋沒自己的真正需要和感受；
或者童年被虐，懷疑自己的價值

(3)社教化(社會的教育)──
例如有些教會或傳媒(歌曲)過份強調犧牲，
極度將之美化，有上述傾向(1和2)者
尤其會不經選擇地完全接收。
(歌詞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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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累症的治療──針對成因互累症的治療──針對成因

z (1) 重新處理不健康的關係 (劃清界線)
──在協助別人(沉溺者)時要保持適當
之距離，大原則是不被拖累

z (2) 重新檢視及醫治自己成長中的傷損/失落

z (3) 重新建立自愛、自我接納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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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濫藥婦女可能要處理輔導濫藥婦女可能要處理：：

z (1) 家人或伴侶之互累症問題
<狹義>
(家庭系統──情感上較糾纏不清)

z (2) 當事人(戒毒者)自身的
互累症傾向
<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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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引申之輔導方向由此引申之輔導方向 ((治療任務治療任務))

z(1) (a) 宜避免家人/伴侶過份保護
(b) 若伴侶亦是沉溺者
Î要保持適當距離

(劃清界線，甚至切斷關係)

z(2) 強化當事人重建自己

<有研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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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功戒毒的女康復者分享研究：成功戒毒的女康復者分享

戒後首年的保
護（有中途宿
舍舍監支援）

「戒毒一定
要為自己」

需要強一些
的自我：不
用說謊掩飾

重要的
心聲

男友一再食

Î激動而
自己食

聯繫的重要
（怕孤獨）

夫婦同戒；

夠強影響丈
夫及弟弟戒

特色

與吸毒的男友

分開

趁吸毒的丈
夫入監斬斷
關係

丈夫肯

齊齊戒齊齊戒

轉捩點

CP3CP2CP1談話

伙伴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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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2 CP2 所訴說的聯繫轉移所訴說的聯繫轉移

過往 現在

前夫 自己 天主

Î

白粉 支援 自己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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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之輔導手法推薦之輔導手法
z持久的關懷 ＋ 著重找出強項的聆聽

z模範作用 (正面的朋輩模範Peer Role 
Model──尤其在界線設定、情緒處理及健康的
人際關係方面)

z小組輔導 (提供參照對象)
z內在快樂的培養──正向心理學 (快樂七式)
z靈性治療（重新感受自己作為一個人之價值、
價值觀之重建）

z夫婦 / 伴侶同步治療 +   配套服務 (如：孩顧)
z家庭治療 (著重重建個人自尊、獨立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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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互累症」的一些反思對「互累症」的一些反思
z ( 一）較新的概念 (運動Î學術/研究Î支持、

修正)  
z ( 二 )  文化的因素 (中國人)

z ( 三）程度的問題

z ( 四）須提防標籤

z ( 五 )  移情反移情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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