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援助

适度卷入父母的生活
□ 知 尘 (心理咨询师、“青未了·心理咨询工作室”专家顾问团成员)

为什么越过年爸妈越吵架
口述：曹 阳（化名） 整理：舒 平

曹阳父母是从结婚后就开始了吵闹
的相处模式。父亲酗酒，母亲抱怨，父亲发
怒，冲突爆发，这种模式成为曹阳童年的
噩梦。期待他们老了后能安静和平地相
处，只能是曹阳美好天真的想法。

婚姻的模式很多种，亲密无间是一
种，举案齐眉是一种，吵吵闹闹也是一种。
曹阳父母能在吵闹模式中相伴到老，说明
他们已经在这种模式中找到了平衡，也就
是说，他们已经适应了这种三天一小吵、
五天一大吵中的相处模式，如果突然变得
彬彬有礼相敬如宾，反而不自在了。

如果曹阳的父母没有在这种吵闹中
感到痛苦，那我觉得曹阳就没必要纠结，
事实上，他也无能为力。曹阳妻子说得对，
不要想太多，把父母的生活交给父母自己
处理就好。在他们需要时，给与力所能及
的帮助。比如，当母亲提出跟曹阳住一段
时间时，就高高兴兴地接她来，当她想家
想老伴时，就欢欢喜喜地送她回去。无论
父亲也好，母亲也好，其人生观价值观都
不可能再改变了，其性格特点也不可能再
调整了，做子女的只能去适应和接纳。当
曹阳从心里完全接纳父母时，就不会对父
母的吵闹如此在意了。如果老人知道自己
除了自己的老窝还有一个踏实温暖的去
出，就会放松许多，人在松弛的时候就不
会那么剑拔弩张，反而能给与对方更多的
空间和包容。

曹阳有自己的生活要打理，把自己的
生活打理好，就是对父母最好的报答。对
曹阳来说，最重要的关系是和妻子的关
系，如果因为父母的事烦恼而影响对妻子
的态度，那是非常不理性的。能够从父母
的相处模式中看到自己和妻子交往中的

问题吗？自己是否也和母亲一样容易冲动
发脾气？观人查己，不要让自己在和妻子
的相处中动辄发怒，才是有益的思考。为
什么越过年越吵闹？我想是因为过年事多
啊，事情一多，就容易起冲突，而且农村老
人大多没啥爱好，天天闲着也容易起冲
突。我个人这些年观察体会，感到夫妻两
人如果少一些冲突摩擦，各自发展爱好是
很有效的解决方式。我有位同事的父亲爱
上摄影后，经常外出，回来则上网修片发
博客，减少了在家挑剔老伴的机会，按我
同事的话说就是摄影成了老两口的关系
润滑剂。曹阳或许可以试着给父亲或母亲
找点喜欢的事情做做？给父亲下载点他喜
欢的有声故事，给母亲下载点她喜欢的电
视剧，也是具体做点事，空想空担心空烦
恼是没有用处的。

时间若允许，常常往家打个电话，
和老人聊聊天；天气暖时，接老人来家
住住，带他们玩玩，即便对改善他们的
关系无效，但总能让老人开心点，事实
上，让老人开心不就是做子女最终的目
的吗？

有些疾病容易导致情绪的失控，比如
高血压。曹阳父亲酗酒一生，肝脏肯定不
好，而肝脏是与人的情绪直接相关联的。
曹阳母亲也特别容易激动冲动，曹阳不妨
带父母亲做个身体检查，有病治病，无病
防病。曹阳无疑是孝顺的，但即便是子女，
也不能过多卷入父母的生活，正如父母不
能过多卷入子女的生活一样。《孔雀东南
飞》的悲剧，就是公婆过多卷入并干涉儿
子的生活引起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
们都要在生活中各自修行，祝福深深，愿
大家都幸福。

春节7天长假一眨眼就过去了，我和
媳妇带着孩子，提前一天，从老家开车往
济南赶，一路上，车流量明显比往年多，
有些外地的车辆急着赶路，跑着跑着就
追尾了。媳妇坐在副驾驶上就不停地提
醒我：“开慢点，咱不着急！”我突然就情
绪很烦躁，冲着她就吼上了：“你别叨叨
了，行吗？”吼完了，我就后悔了，自己这
是怎么了？也就是一周前，腊月30那天，我
们一家三口开车回老家，一路上，路还是
那条路，车还是那么多车，我的心情那是
大不一样啊。那天，我是带着一年的期盼
出发的，我的心情就像后备箱里装着的
那些捎回老家的大礼包一样，红红火火，
但是，返程的路上，后备箱里还是装得满
满的，都是爸妈让带回的老家土特产，却
让我的心情跟着一起沉甸甸的。

我爸妈今年都快70了，身体都还挺硬
朗，这其实挺让人高兴的，而且，我老爸
还有退休金，和老妈一起住在农村老家，
吃着自己种的新鲜蔬菜，呼吸着新鲜空
气，安享晚年，多好啊？可是，两个老人愣
是不消停，平时吵吵嚷嚷就算了，我们好
不容易回去一次，他们好像更来精神了，
一言不合就吵，劝开了，为芝麻大的事，
又再吵。

大年初一吧，一早起来放鞭炮，图个
吉利，可是，鞭炮老不响，稀稀落落的，我
妈就开始抱怨老爸了，“让买个鞭炮都买

不好，还成天能耐的！”老爸不服气啊，劣
质鞭炮不能怪他，两个人就吵开了，比鞭
炮炸的还响！好不容易劝开了，吃早餐时
又吵起来了，老爸习惯一早起来就喝酒，
老妈数落他，又吵吵起来，我妈一生气，
胃就痛，痛了大半天，连饭都没吃，那是
大年初一啊！

初二那天，老妈娘家的侄子们来拜年，
有一个侄女正和对象闹离婚，那天也不请
自来。来了，大家就七嘴八舌劝她，她就一
把鼻涕一把眼泪哭诉，她哭，她带来的一岁
多的孩子也跟着大哭，亲戚们又多，一屋子
乱哄哄的。我老爸酒也喝多了，就嘀咕了两
句，说那侄女不懂事，大过年的哭哭啼啼
的。我妈自己批评可以，老爸一嘀咕，她马
上怒不可遏，冲老爸就发起火来，要不是一
屋人拉住，估计老太太都想上前打一仗！
唉，就是这些七零八碎的事，搅得没有一天
清静。临回济南前，老妈和我围着炉火拉家
常，我劝她平时心放宽一些，别老为了一些
芝麻绿豆大的小事生气，我妈也频频点头，
但看得出来，我劝也白劝。老妈说了，她过
了年，等我们一走，她也走，她上我们几个
子女家住住也好，上姨妈们家里住住也好，
反正她不和老爸住一个屋檐下，她要走得
远远的。

我听了，真是哭笑不得。我说你们要
真过不下去，干脆离婚得了。老妈马上摇

头，她说：“都这么大年纪

了还离婚，外人不笑话吗？”那一把年纪
了，三天两头吵架就不怕人笑话？而且，
越是过年越是吵得厉害，两个人这么过
下去有什么意思？

回过头来，我和老爸也聊了两句，老
爸这辈子就爱喝酒，早上起来喝一回，晚
上睡觉前再喝一回，三顿饭还接着喝，年
轻时，老爸喝酒喝多了，两个人搞不好
还要打架，这些都成了我童年的噩梦。
想不到，到他们老了，还是老样子，想
起来就很痛心。老爸话不多，我说什
么，他都默默地听着，虽然我们是父子
俩，但我真的弄不懂他心里到底是怎么
想的。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擦好车子，吃完
早饭，准备回济南。临出发，老妈又让老
爸去放鞭炮，我一再说不用放了，但两个
老人破天荒态度一致，放，坚决要放！结
果和我预料的一样，鞭炮挂在高高的竹
竿上，不响，那边，老爸老妈又吵开了，当
然，当着我们的面，吵得比较克制，但愤
怒的情绪还是一目了然。

回到济南后，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
报个平安，电话那头，老妈的嗓子都嘶哑
了，不用说，我们前脚刚一走，他们跟着
就大爆发了。说实在的，每次从老家回
来，我的心情都特别沉重，我媳妇就劝我
别多想了，但能不想吗？唉，那么大岁数
了，老爸老妈这是怎么了？

家长求助：

女儿今年5岁了，兴趣广泛，我
给她报了很多兴趣班。一开始她非
常感兴趣，但是都只有三分钟热度。
比如刚学画画的时候劲头十足，可
是没多久就不愿意学了，做什么事
情好像都没有毅力。我担心这样下
去，会不会让她以后养成轻易放弃
的坏习惯。我该怎么办呢？

这位家长，您好！

很多家长似乎都喜欢把孩子的
问题严重化。试想一下，有多少成人
因为小时候放弃了某些兴趣，长大
后便养成了轻易放弃的习惯？一个5

岁的孩子自控力还远没有达到做什
么事情都善始善终的程度，而且5岁
的孩子对这个世界的兴趣刚刚开始
萌芽，她们似乎对什么都充满好奇，
很容易被新鲜的事物所吸引，保持
一段时间的痴迷和兴奋，但很快又
会有新的兴趣吸引她，转移她的兴
趣点。所以，看上去她们兴趣广泛，
什么都想尝试一下，但做什么事情
又都浅尝辄止。这是她们自身的发
展特点所导致的，跟毅力没有什么
关系。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知道用
成人的价值观来判定孩子的行为未
免有些荒谬。

家长花了钱给孩子报兴趣班，
如果孩子坚持不下来，家长可能会
觉得这个钱白花了。其实不然。兴趣
班带给孩子内心的快乐体验，会一
直储存在孩子的心理记忆中，成为
孩子情商发展的重要基础。就像小
时候我们读过的一些书，看似已经
淡忘了，但是它对我们潜在的影响
却一直都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
也许会逐渐选定自己的某种兴趣，
适当引导可能将来会发展为某一种
职业，或者成为一种伴随终生的爱
好。

如何对待孩子的兴趣问题，下
面送给您三个智慧小锦囊：

1 .适当选择兴趣班。
很多家长会给孩子报很多兴趣

班，但是一定要记住，所有的兴趣班
都要尊重孩子的选择，让孩子体验
到其中的快乐，而不是学习的负担。

2 .不要固化孩子的兴趣。
尊重孩子自身的发展特点，给

孩子充分体验的机会。孩子愿意学
的时候家长就支持，不愿意学的时
候也无妨，不要硬性地固化孩子某
一方面的兴趣，因为在她漫长的人
生中，还有很多机会来选择她的爱
好。

3 .适当建立规则意识。
5岁的孩子也是建立规则意识

的最佳时期，家长要适当加以引导。
比如说孩子报画画班，可以提前和
她约定，每周上几节课。建议每周最
多上两节，孩子能够做到按时上课
时，家长要及时鼓励，不要在意孩子
画得如何。让孩子体验到这个过程
中的快乐，而快乐会让孩子愿意进
一步坚持。

女儿的兴趣

为何如此广泛

文/刘冬燕(山东行知青少年发展研
究中心副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助理社会工作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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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相处，不管两者之间关系多
么亲密，总不能免于彼此攻击，或善意或
恶意或调侃，无非性质不同而已，但攻击
真实存在。

攻击往往表现在强势一方挑衅弱势
一方，而弱势一方又出于某种心理恐惧
或者顾忌，无法还击，只能忍气吞声。即
便如此，被攻击一方产生愤怒是必然的。
例如，父母以粗暴方式教育孩子：“气死
我了，下次再考这么差，我就不要你了。”
孩子被责骂，敢怒不敢言，父母还振振有
词为自己辩护：“这样做都是为了激励孩
子嘛。”然而，此刻你会看到，明显受到攻
击的孩子，不瘟不火不表态，反而弱弱地
抛出一句：“不要就不要呗，大不了我离
家出走。”接下来，父母的愤怒会无端翻
倍，以致更加疯狂反扑。

这种心理机制，叫做被动攻击，常被
比喻为“隐形攻击”或者“温柔攻击”。其
实，这正是弱势一方潜意识的渴望，是一
种温柔的还击，“我虽然不能直接攻击
你，但照样使你暴跳如雷。”被动攻击带
来的危害亦不可小觑。被攻击方没有表
达出强烈愤怒，甚至看上去很受伤很无
辜，但他们却通过沉默、犯错、我行我素
或者轻描淡写的方式最终达到还击目
的，此举在心理上与直接性愤怒攻击并
无差异。

攻击与愤怒，作为一种基本情绪，也
是调节人与人关系亲疏的有力武器。其
实，有了愤怒，完全可以理性解释，正确
化解。美国心理学家托马斯摩尔在《灵魂
的黑夜》中写道：最好只和会表达愤怒的
人做朋友。因为，看似不会表达愤怒的
人，其实也在用他的独特方式来回击你，
而最常见的就是被动攻击。

透视温柔的攻击

文/溜 溜

心理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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