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宠坏的中国式子女》一文中提及，总有一些人，你活得青春无敌，你过得光鲜亮丽，却看不见你身后，默默供养着着你的
父母，为了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还在向这个世界低声下气。文章列举了很多家庭条件一般甚至比较差的孩子，却花钱钱大手
大脚，把日子过得很“高级”。犹如这样一句段子所说，“我视金钱如粪土，爸妈视我如化粪池。”

【点评】：为什么掏心掏肺、倾其所有地对待孩子，换来的却是冷眼相对呢？知名演员黄磊在《爸爸去哪儿》电视节目中教
育女儿的方式，获得很多观众的认同。黄磊这样解释对孩子的教育，“穷养富养，都不如用爱养”，爱是世界上最伟大大的力量，
也是最温润的滋养。爸爸爱妈妈，妈妈爱爸爸，爸爸妈妈爱孩子，然后孩子学会了如何去爱。

【心理看台】

“心理看台”看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是心事。
网络随身，世界随心，心随e动，且听天舒随e说。

晚上九点，小凯躺在沙发上玩
《我的世界》，等加班的老公带甜甜
圈回来。边等边想，自己不喜欢奶
油和糖霜，只爱吃巧克力酱，这一
点为什么老公从不记得。九点四十
才听见门响，小凯躺着不动，等老
公换鞋脱衣来个爱的亲亲，谁知老
公直接进了厨房，大声问有什么吃
的。小凯一愣，也跑进厨房，揪出半
个身子探进冰箱的老公：“甜甜圈
呢？”

老公一脸蒙圈。早上小凯似乎
是说过想吃某某店的甜甜圈，可没
说让买啊，而且那家店就在小凯办
公室附近啊。

吃了碗不开心的泡面，老公洗
过澡倒头就睡。小凯本想啪啪啪，
这下只得干瞪天花板。实在气不
过，把老公推醒，质问他为什么对
自己这么不好。老公困得要命，哪
想得明白什么好不好，说句“又发
神经”接着睡去，留下小凯在黑暗
中满腔怨怼。

说到“好不好”，小凯大概受了
前阵子一部热播电视剧的影响，那
剧中男主的语录在朋友圈热转：

“我媳妇想吃肉，我给做。我媳妇想
吃樱桃，我去买。我媳妇脾气不好，
我惯着。我媳妇没钱，我养她。我媳
妇能花钱，我赚去……”这样的“好
先生”不就是女人梦寐以求的吗？

“小凯们”把这种有点浮夸的行为
模式转化成对老公、男友的期待，
等着被宠溺或被爱。“给我买甜甜
圈”“给我买戒指”“带我去旅行”

“带我见朋友”……从恋爱到结婚，
老公做的每件事，都被小凯作为

“对我好不好”的衡量，并因此或喜
或忧。这似乎顺理成章，但仔细想
想，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 为什
么总是“对我”呢？

这是一个属于客体的自我定
位。表面看，小凯是在“作”，实质却
是始终把自己当成关系中的客体，
处于被动的姿态。“你怎么对待我”
决定了小凯的感受，但无论感受如
何，她只会赞赏或抱怨，而不会主动
参与规划、推进执行。与这样的小凯
对应，老公虽然是主动的，却也是受
到抑制的，既要在过于感性的“好不
好”标准中迷惑，又要不断进行孤军
奋战，久而久之，不像是与“人”共同
生活，而像豢养着一只喜怒无常的
宠物，得不到平等的情感回馈，更遑
论创造性、建设性举动带来的惊喜。
这样的亲密关系，即使在一定时间
内维持着形式上的美好，其内在的
生命力也是堪忧的，而关系的发展
走向，更不在小凯或任何一个“客
体”的掌控之内。

为什么不试试“反客为主”呢？
亲密关系中的任何一方，都应该是
独立、成熟的主体，想要什么，就去
争取，想做什么，就去规划，想获得
什么样的关系，就去选择，去付出，
去交流与体会。关系中的各方都旗
鼓相当，在平等互动中彼此回馈，
关系才会丰富而新鲜，令人乐在其
中，享有长久的亲密。

“我想吃甜甜圈，我去买，我不
喜欢奶油和糖霜，我要和老公谈
谈 ，请 他 加 入 我 的 巧 克 力 工
厂……”小凯能不能说出这样一段
新的语录呢？想想也很有趣。毕竟
这个时代，迪士尼都已经抛弃了

“王子拯救公主”的套路，期待“被
好好对待”的人们，是时候学会好
好驾驭自己的关系了。

微博：@Serena-Chiang

┬蒋硕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婚姻咨询师、赛林纳心理咨询
中心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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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养富养都不如用爱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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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10月8日张靓颖在微博上宣布与冯轲的婚讯，次日她的母亲张桂英发布了公开信，严厉指
责准女婿的各种“不靠谱”行为，其中不乏涉及到张靓颖的隐私。张母撕破脸皮的犀利做法可谓惊动了整
个娱乐圈。

不放手的父母和反抗到底的子女

在这里，有关张靓颖的是非我们不做评价，单讲
张母极端的做法是否妥当。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出，
张靓颖的情感及婚姻有诸多“不对劲”的地方，可怜
天下父母心，没有哪个母亲能做到风轻云淡的无视。
只可惜，事情尚未弄出个所以然来，时隔几日，张母
已与女儿、准女婿上演了和解的戏码。张母担忧的问
题仍旧没有解决，冯轲所表达的誓言也不过是口头
说说而已，显然，鱼死网破的极端毫无作用可言，不
仅将难堪的隐私公之于众，母女之间的隔阂也会更
深。

中国家庭普遍缺乏界限感，父母始终持有控制
的心态，认为孩子是我的，我管他(她)天经地义。父母
不放手自然要遭到子女的反抗，一旦出了问题，往往
会出现“你不听我的我就毁了你”的极端做法。

有一组数据列出了父母热衷于干涉子女的方
方面面：谈恋爱结婚占78 . 2%，找工作和职业发展
方向占60 . 2%，选择学校占59 . 3%，选择专业占
54 . 1%，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占42 . 5%，培养下一代
占37 . 7%。“我是为了你好”，这是众多父母掌控子
女的生活最擅长用的理由。

热线中一位51岁的女士倾诉。她始终意识不到
儿子已经结婚成人，总感觉媳妇是和她来夺爱的，

“儿子是我的，凭什么要我儿子早起陪她去晨跑，我
儿子连早饭都吃不好。”这位妈妈为了宣示自己的主
权，坚持每天安排儿子的生活起居，什么上衣搭配什
么裤子，工资要上交父母，给儿子多少生活费，全得
她做主。媳妇自然难以接受，和婆婆的矛盾愈演愈
烈。在小孙子出生刚五个月时，媳妇忍受不了婆婆和
娘家妈妈为孩子的喂养及照看而天天争吵，最终提
出离婚。由于尚在哺乳期，孩子判给女方，婆婆心碎
的不是儿子婚姻破裂，而是气不过“我的孙子为什么
要判给她家，我儿子还要拿抚养费”。

大多父母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理念，“我活着就是
为了孩子”，“我所付出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似乎
父母活着就得和子女们“绑定”终生，你不听我的就
是大逆不道，无形中给子女形成了一种道德绑架。在
缺少尊重和尊严下成长起来的孩子，要么是屈从的
乖宝宝，一切都听爸妈的；要么就是叛逆的反抗，哪
怕自己错得粉身碎骨，也要和父母对着干。

清晰父母与子女间的界限感

心理学家海灵格在“家庭系统排列”中明确指
出：每个家庭成员都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角色乱
了，家庭就会隐藏危机。中国的父母和子女最缺失的
就是良好的互动沟通，父母不屑与子女沟通，子女感
觉和他们有代沟，更是懒得多说。

我们还是把焦点放在张靓颖母亲的做法上。张
母的担忧是有理由的，一个单亲妈妈养大女儿的艰
辛，外人难以体会，她有太多的不安全感，生活的阅
历足以让她看清女儿前面路上的诸多风险。偏偏女
儿不听她的，坚信自己的选择是幸福的。

眼看着孩子在走弯路，父母真的就不能管吗？坦
白说，遇到这种状况还真没办法，英国哲学家罗素
说：父母告诫已经长大成年的孩子们别犯错误这是
徒劳的。既然告诫徒劳，做父母的就得接受现实，放
手不管，因为成年人的世界自然会有他们的生存法
则。

朋友的女儿爱上一个离异男人，朋友偷偷去调
查男方离婚的原因。他不仅家暴还赌博，因为岳父没
借钱给他，便动手打了岳父，前妻无奈之下提出离

婚。做妈妈的岂能将女儿嫁给“渣男”。为了拽回女儿
的心，她监视女儿的行踪，去男方的单位和家里警告
他“必须和我女儿分手”。妈妈的阻碍反倒激起女儿
的逆反心，她以失踪的方式迅速和男友未婚生子。可
不到两年时间，女儿带着被男友家暴的伤痕，流泪抱
着孩子回了娘家。

我问过朋友的女儿，明知此男不靠谱，为何不听
妈妈劝阻？“那时妈妈让我丢尽了人，在大庭广众之
下扇我耳光，骂我不要脸，我满脑子想的就是远离
她。”极端的做法只能将亲情推得越来越远。父母能
做到的，除了提供建议和精神上的引导，分析事情的
利弊，还要坚守自己的界限原则，孩子已成年，他(她)
有能力、也必须学会承担选择的后果。有一种成长是
要经历吃亏、“撞南墙”的惨痛，才能长大，就像朋友
的女儿，一次挫折，让她明白了许多道理，懂得用思
考来审视眼前的生活。

父母和子女都需要独立的人格，以及清晰的家
庭界限感。好多成年子女一面宣扬独立，“我的事情
我做主”，一面却将买房子、买车、成家理所当然地看
做是父母的事情，父母就应该无私地为子女付出。热
线中经常听到媳妇抱怨婆家没给买房子，儿子记恨
父母没本事给自己安排好工作，一种理直气壮的“巨
婴心理”。所以，清晰的界限感对家庭尤为重要，父母
懂得割舍放手，过好自己的生活；而子女，也要明白
成年人该承担的责任。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家庭成
员要相互尊重，要保持亲密的距离感。

最后，分享一段90后创业者、世界经济论坛全球
杰出青年孙宇晨写的《新文明宣言》，对父母和子女
如何保持正确的界限很有启发：

1、尽量不接受父母的经济帮助，我们应该明白，
任何经济资助都伴随着条件，哪怕来自父母，也伴随
着控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2、尽早独立，让父母成为你的朋友，而非保护
伞。父母与你是一种平等至亲的关系，我们的成功与
独立不应牺牲父母的福祉与自由。反之，父母没有权
力要求子女为其而活。中国文化把父母子女捆绑在
一起相爱相杀的年代已经结束。

3、父母对于你人生的建议只是参考，而非命令，
超过父母，让他们骄傲。

4、若有不满、反抗，应尽早与父母和解。与父母
从反抗走向和解，是一个与过去传统和解的过程。独
立是和解的前提，和解是幸福的先导。两代人必然有
冲突，尝试冲突和解是成长与释然的证明。

爱的方向心的朝向

《我们如此深爱儿女，他们为何不“爱”我们？》一文中，作者龙建刚记录了老友在国庆假期探望独生女儿想给其意外外的惊
喜，结果却碰了一鼻子灰：女儿责怪父母为什么不经她同意就来南京，天天微信，还有什么好想的，爸爸妈妈想叫女儿儿陪着转
转，女儿说要和同学去苏州玩，转身就走了……夫妇俩在南京转了一天，越想越不是滋味，索性乘高铁返回广州。

【点评】：令人欣慰的是，故事以父母和孩子的和解收场。老教授夫妇的女儿主动打电话向父母道歉，承认了错误。教授夫
妇也和女儿做了深入的沟通。为什么爱会渐行渐远，确实发人深省，也会有种种要调整要修缮的细枝末节，但最令人反反思的
是爱的方向也就是心的朝向，“爱他，如他所是”还是“爱他，如我所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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