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段时间，儿子大维完全
是破罐子破摔，我和他爸爸看
在眼里急在心里，可大维倒
好，口口声声说我们：“活该！
这是你们的报应！”堵得我们
没有话说，他这样颓废，这真
的都是我们的错吗？

大维今年已经30岁了，有
一份非常好的工作，我和他爸
爸也都是国企的负责人，家庭
条件也算比较优越，大维的媳
妇是和他一起留学的同学，俩
人感情基础也不错，结婚后，
很快有了孩子。在外人眼里，
我们这个家庭已经很美满了，
可是，大维却非得要把好好的
一个家折腾得妻离子散。

先是工作时吊儿郎当，然
后，不等我们知道，他自己和
人合伙开了一家外贸公司，投
了不少钱，又不好好管理，扔
在那儿纯粹是赔钱。那就是一
个无底洞啊，每天都赔钱，我
们劝他及早关闭，他不听，硬
撑着，东挪西借了一大笔钱，
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然后就是闹婚外情，闹得
沸沸扬扬，经常住在外面酒店
里夜不归宿，这对得起老婆孩
子吗？我们劝他，他就和我们
闹，说我们什么都管着他。现
在他看见老婆就烦，看见我们
更烦，唯独对孩子好一点，难
得回一趟家，就和孩子咿咿呀
呀说两句，对我们就像见了空
气一样，视而不见。

我们实在没办法，就找大
维最好的朋友小乐商量，想知

道大维到底想干什么？小乐说
大维每次和我们闹过一场，他
说他自己心里也不好受，但就
是控制不住想冲我们发脾气，
他觉得他之所以到今天，做什
么都做不好，都是我和他爸爸
的错，是我们从小到大老干涉
他，不给他成长的机会，所以，
现在，无论我们做什么，他都
不领情。

那天，和小乐聊了很久。
我们也回忆起了大维小时候
的很多事情，大维对我们最耿
耿于怀的是两件事情，一是他
6岁那年，我去英国进修两年，
大维当时就觉得妈妈不要他
了，不疼他，这是他心里的第
一个坎；第二个坎是他上高中
时，他和一个不怎么学习的小
姑娘谈恋爱，我们反对，他激
烈抗争，后来，他出国留学，才
慢慢和那个小姑娘断了。这两
件事，我们都和大维反复解释
过，如果说他当时太小，不能
理解，那他现在都是成年人
了，为什么还这么意气用事？

就说他搞婚外情吧，搞婚
外情总不对吧？我们做父母的
尽父母的责任，劝他珍惜老婆
孩子，这是对他的干涉吗？还
有他开公司，接触了一帮人，
以我们的社会经验，一看就不
行，他不听，晚上跟着那帮人
喝酒，唱歌，洗桑拿，通宵不
归，万一他的事情被单位知道
了，开除了怎么办？我们总不
能眼睁睁看着他走上歪路啊？

前两天，儿媳抱着小孙子

来找我们，话说了一半就哭
了，说大维已经提出来要和她
离婚了，让我们和她一起想办
法劝大维回心转意。唉，这桩
婚姻，可是大维自己选择的，
虽然，人是我们介绍认识的，
可他们一起留学时，他也说喜
欢人家，后来，又交往了几年
才结婚的。现在，结婚才不到
三年，就搞婚外情，闹着要离
婚，这算什么事呢？

实在忍无可忍，我和他爸
爸就自己开车去酒店找大维，
没找他还好，找到他，我和他
爸爸肺都气炸了，大维在干什
么呢？一个30岁的大男人，就
对着电脑玩一些乱七八糟的
游戏，见了我们，自己抽了根
烟，吞云吐雾地继续玩游戏！
他爸爸当时就气得甩门走了，
我也是痛心疾首啊，这个孩子
心智太不成熟了！

可是，怎么办呢？我们从
此以后就这样放手不管了吗？
大维现在欠下的债已经不是
一点两点的小数目了，如果他
再这样继续挥霍下去，后果，
我们想起来就不寒而栗啊！听
小乐说，大维自己也很困惑，
甚至想找心理医生看看自己
是不是心理有问题？不管怎么
样，这么多年，如果他心里真
的有什么心理阴影，我们依然
愿意陪着他一起去面对，不管
曾经是谁的错，重要的是眼
下，要走出来，好好走好以后
的路，所以，请专家一定帮助
我们……

专家援助

该放手时且放手

□崔舸鸣（山东润心心理咨询研究中心主任、“青未了·心理咨询工作室室”专家顾问团成员）

儿子婚姻事业双失意
是我们的错吗
口利 华(化名) 记录：舒 平

读利华女士：
您好!大维的现状的确令

人闹心。“他这样颓废，这真的
都是我们的错吗？”以笔者个
人之见，真的不能说“都”是。

我们知道，一棵树的成
长，需要很多的因素：树坑大
小是否适合，水分是否适量，
阳光温度是否充足，是否有人
监护管理等等。在每一个环节
上出现缺乏或过度，都有可
能给树带来不同程度的伤
害，比如浇水，过涝过旱皆不
利。而一棵树，生来就会一边
向大地深深扎根一边向着太
阳伸展，这是天性，即使早年
受过不同的伤害，很多树木也
会带着伤疤，依然长得高大强
壮，成为栋梁之材；而结疤之
处，反而会变硬，更好地防止
病虫侵害。人的成长具有相似
性。幼儿时期，孩子没有能力
提供给自己生存发展所需，家
庭父母的作用至关重要，关
爱过度与不够同样都会形
成不良影响，甚至伤害。随
着慢慢成长，孩子会受到父
母之外的学校、同伴、社会、
文化等多方面影响。同样在孤
儿院长大的孩子，幼年被遗弃
的经历会造成心理创伤，但
是，他们长大后也会有不一样
的人生。一个人成年后，事业

或婚姻有不如意，显然不能全
部归因于父母。父母纵然过去
有些不当之处，对孩子的成长
留下些伤痛，但三十年了，他
的事业与婚姻，也不能说“都”
是父母的错。

虽然不是“都”，但您也开
始反思，做父母的是否有责
任？不可否认，的确有。大维三
十岁了，是个男人、丈夫、父
亲。年幼时，父母作为监护人，
尽职尽责给予他所需要的关
爱和引导，犹如给小树苗系
上铁丝防止大风吹歪吹倒；
当孩子一天天长大，步入成
年，逐渐有能力应对风雨，
走向自我完善时，父母可以
相信他，允许他走自己的
路。他会有自己的事业，自
己的朋友，自己的婚姻家
庭，有能力为自己的行为做
出选择，同时也去承担选择
带来的种种后果。如果仍像
小树苗时期铁丝捆绑在身，
阻碍了他内在的力量，试想
这棵树会有怎样的感受？常
见种花的人会定期换盆，如
果不换，成长的根须可能会
撑裂盆底，带来破坏性的后
果，因为花盆已经限制了成
长。所以，为父母者，该放手
时且放手，根据不同年龄段
不同需要，逐渐解开那道幼

年时过度保护的绳索，给孩
子提供更大的空间。大维的表
现或许给我们提出了新的
功课，建议您和大维爸不妨
想一想，是什么让大维一见
你们就烦？三十岁了，离开
父母妻子住在酒店里玩游
戏，他在满足什么又逃避什
么？为什么愿意和那些你们
看不惯的朋友在一起？作为
父母，曾经的所作所为，满
足的是孩子的需要，还是自
己内心深处的某种需要？

“不管曾经是谁的错，重
要的是眼下，要走出来，走
好以后的路”，只有现在才
最重要。对大维而言，成长
中经历的“坎”，的确造成了
影响，多少会有未完成的种
种心结，大维也许需要在专
业人士的辅助下，尝试去表
达出压抑的情绪和愿望等，
解开心结，以新的姿态面对
现在。放手不是放弃，“我们
依然愿意陪着他一起去面
对”，在他需要的时候，父母
仍是重要的支持力量。

心理治疗师萨提亚如
是说：“爱你，而不用抓住
你 ；欣 赏 你 ，而 不 需 批 评
你”，也许适用于您跟大维
之间。深深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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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坤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已经
三次参加了一个对他来说很重要
的上岗职业资格证书考试，但都因
为过度紧张而没有通过。在他第四
次即将走进考场的前一天，他走进
了心理咨询室。他坐立不安，双手
颤抖，一再恳求老师要帮帮他。

对于这样的来访者，语言的安
抚是很无力的，对于寻找原因他们
根本没有耐心，所以，比较好的办
法就是让他与自己的内心进行连
接，通过潜意识为其减压。

通过心理聚焦疗法让他感受
内心的焦虑情绪，并通过意象或情
景将问题外化。他在体验焦虑情绪

时眼前出现
了一座独立
的6层楼，只
有 一 个 单
元，外墙是
丑陋的水泥
面，没有任
何装饰，没
有窗户，里
面挤满了焦
虑不堪的考
生。这些画
面比较明显
地投射出他
的恐惧、焦
虑及对考试
的厌恶和无
奈，怀着这
种心情参加
考试，结果
可想而知。

在比较
全面了解他
的情绪基础
上，我将他
导入浅度催
眠状态，与
他一起创造
了一幅很优
美的画面。
并经过多次
训练，在他
焦虑时，让
他的脑海里
浮现出他喜
欢的这个画
面。

做完心理聚焦疗法和催眠后，
他的焦虑情绪明显降低，考试焦虑
自我评分为：做咨询之前是9 . 5分，
做完后为4分。

一个星期后，他又一次来到咨
询室，其目的有两个方面：其一，感
谢老师对他的帮助，因为这次他顺
利通过了考试；其二，他希望老师
帮他解决另外一个心理问题———
每当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后，他就
无法延续良好的学习状态，并且一
直到下一次考试之前才能进入学
习状态，但他认为和“骄傲、浮躁”
无关。他曾经尝试过各种办法激励
自己，但都无济于事。可是，他又非
常看重考试成绩，他认为这是造成
其考试焦虑的最主要原因。

事出有因。原来小坤的父母一直
在外地打拼，他和哥哥小时候跟着爷
爷奶奶生活，父母只有在过年时才回
老家。在他5岁时，大他两岁的哥哥要
上小学了，父母就把哥哥接走了。随
着哥哥的离开，他感到极度的孤单、
不安和担心，包括愤怒，他经常哭闹，
没人能安抚他，只有爸爸妈妈打来电
话哄哄他，他才能消停下来。

自从上学后，他一直和父母生活
在一起。但是，忙于生意的父母很少
关心哥俩，家里请着保姆，负责一家
人的生活起居。而文化程度不高的父
母很看重孩子的学习成绩，每当考试
结束后，父母都会格外关注他们的学
习情况，并会与老师沟通。

小坤的价值观、做事方式显然
深受父母的影响，所以，他也会只重
结果，不重过程，更谈不上享受在努
力获取知识过程中的乐趣。另外，小
时候“被抛弃”的经历，让他特别重视
父母对他的态度和评价。他自认为对
父母是“讨好”的，是特别善于察言观
色的。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他所做
的一切都是全心全意为父母，而极
少考虑自己的需求。

在我的分析得到小坤认同的基
础上，我为他提出如下建议：一、首先
要理解在其小时候父母的做法，那时
候的“抛弃”不代表他们不爱他，而是
为了给哥俩创造更好的生存条件；
二、他现在已是21岁的男人了，应与
父母划清“界限”，为自己的需求和目
标而努力；三、寻找自身的优势资源，
提升改变自我、战胜自我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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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秀
随着WiFi的全覆盖和智能手机

的普及，WiFi已然成为人们，尤其是
大学生们必不可缺的“生活伴侣”，
四处寻找免费WiFi甚至高雅地被

“手机控”们升级为时尚。
WiFi即无线宽带，全称Wireless

Fidelity，是一种短距离无线技术。它
之所以在高校走红，主要有两个原
因：一是它摆脱了以往的一线一机
模式，实现了随时随地上网，可以
在宿舍不受约束地欣赏电影、微信
语音，可以在餐厅边吃边看边刷
屏，可以在排队购物时浏览新闻、
QQ聊天；可以在自习室接收多媒体
课件、上交作业；二是节省钞票，可
以肆无忌惮地免费蹭网，享用WiFi

带来的天堂般的福利。难怪网友们
开心地创作段子“让我们红尘作伴
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WiFi

密码”。
但WiFi时代，大学生们真的都

能得到天使般的回馈吗？如果下面
片段在你身上持续上演，小心你已
被WiFi绑架。

你总在询问“这儿有WiFi吗？”
一天不上WiFi就
会感到不安、焦躁
和不适；你不愿错
过网络上一个数
字、一个画面；一
些新鲜的热词，你
听不懂就会恐慌；
每天不拍饭菜、秀
陶瓷肌、晒小恩爱
小幸福，你会感觉
周身不爽；你不能
落伍，你也不敢落
伍；你注意力不集
中，视力减退；你
不愿与亲人或朋
友面对面交流，稍
被打断WiFi，就恼
怒不已；你可以不
吃不玩，但绝对不

能没有WiFi；你像对待恋人一样依恋
它，情愿被它拽上信息高速不归路。

2014年5月28日《新民晚报》辩
论《大学该不该限时屏蔽WiFi？》，分
析WiFi有功还是惹祸，不听讲，不锻
炼，谁的责任，帮助学习还是干扰
学习；同年7月22日《中国青年报》调
查《大学开通WiFi 73 . 2%受访者发
现周围涌现“低头上课族”》，72 . 2%

受访者坦言“课上低头”确实影响
听课，52 . 3%受访者不支持把WiFi无
差别覆盖教室，因为经不起诱惑；
同年9月17日《武汉晚报》透视《大学
食堂开通WiFi学生吃完饭赖在食堂

“蹭网”》，导致就餐高潮时座位不
足……

随着新一轮科技发展和信息
化技术整合的提升，校园信息化正
在向智慧化迈进，智慧校园背景下
的大学生更应理性抓住高科技提
供的学习便捷方式，增强自主性学
习，认真规划人生，合理利用WiFi。
痴迷无线网络的娱乐馈赠，从生理
上解释是人之本能。但“这世界一
切形成多决定于人的‘意志’，并非

‘偶然’，亦无‘侥幸’可言。对自己
尽管苛刻，征服自己一切弱点，正
是一个人伟大的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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