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上高二的慧慧出现了严重
的心理问题，医生建议她休学养
病。一心要把女儿培养成人尖儿
的妈妈谢敏，一时无法接受这个
结果。

谢敏是一个上进、要强的人。
只有中专学历的她，经过20多年的
奋斗，如今已成为一家市级企业的
高层。在女儿的培养上，她也是“高
标准严要求”，不甘落后。慧慧幼年
时，忙于事业无暇顾家的夫妇俩，
雇了保姆照顾孩子。慧慧上幼儿
园，迟迟不能适应园里的生活，谢
敏便通过关系把保姆安排到女儿
所在的幼儿园工作，并让其做慧慧
班的老师。小学阶段，多任语文、数
学、英语老师都被谢敏请到家中给
女儿做家教。业余时间，她还给慧
慧报了各种各样的学习班。而且，
只要发现女儿学得吃力，就立刻另
付报酬请老师给慧慧开小灶。有时
女儿哭闹着让爸妈带着出去玩，忙
于工作的夫妻俩，要么互相推诿，
要么以物质安慰的方式哄女儿。只
要慧慧想要的东西，爸爸从不心疼
钱。小学毕业，成绩并不优秀的慧
慧，被谢敏送进市里最好的初中。
初中三年，所有主科老师又都被
谢敏高薪请到家里辅导女儿。然
而，慧慧的表现远不像事业发展
那样让谢敏春风得意。女儿不仅
学习成绩不好，而且性格脾气变
得越来越不可理喻。有一次，她竟
然把上门辅导的英语老师的包扔
到楼道，并粗暴地将老师推出门
去。从此，稍不顺心，她便将自己
反锁在屋里，任凭屋外说啥，她都
不为所动。有时还会在里面摔东
西以示不满。初中毕业，谢敏再一
次通过关系，将成绩平平的慧慧送
进市里最好的高中。一年多下来，
慧慧越来越不正常，她甚至会在教
室里歇斯底里地大发脾气。在老师
和朋友的督促下，谢敏终于领着女
儿看了心理医生。

慧慧出现心理问题的根本原
因在于家长教育模式的不当。再好
的保姆也无法取代父母，慧慧幼年
时期缺少母爱父爱，造成她非安全
型依恋关系的建立，以至于上幼儿
园适应性差，不胜焦虑。小学阶段，
谢敏千方百计培养女儿的做法，让
慧慧的童年变得“压力山大”，没有
任何幸福和快乐可言。爸爸的物质
补偿，不仅无法替代慧慧对父母陪
伴的渴望，而且还会让女儿误解爱
的含义，同时又助长了她的任性和
骄纵。初中前，是培养孩子良好的
情绪反应、行为习惯、道德和规则
意识的关键期，但慧慧的父母并没
有关注这些。上了初中，进入青春
期、叛逆期的慧慧再也无法忍受

“妈妈意志”带给她的巨大压力。她
的脾气变得愈来愈暴躁，处事方式
也愈来愈出格。然而，即使如此，谢
敏所关注的依然是女儿的学习成
绩，依然是名校。没有循循善诱的
爱的交流，没有润物无声的亲子活
动，有的只是学习行为上的绑架，
情感意志上的逼迫。慧慧内心的焦
虑、痛苦、郁闷越积越重，最终导致
她精神崩溃。

要强的谢敏在女儿的培养上
终于“败下阵”来，她也终于开始深
刻反省自己。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她说她一定以妈妈的身份好好陪
伴女儿成长，她还说父母千万不能
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绑架孩子
的意愿，逼迫孩子去做力所不能及
的事情。孩子失去了快乐和健康，
上了名校和重点大学又有何用？

不要“逼”孩子
失去健康我之前看电视剧，什么爱情婚

姻，扯不断，理还乱，都当是看着玩
的；我自己的婚姻，也是父母介绍的，
一辈子顺风顺水，没什么波澜。哪晓
得，到了女儿这里，阵脚就全乱了。

女儿墨墨还在北京上大学，不
知道怎么就认识了一个学美术的男
孩。每次，只要我给墨墨打电话，她
十有八九在那个男孩的画室里。我
问她，她就半真半假地说：“他长得
帅呀！”

我也知道，现在的电视网络，成
天都在播些“小鲜肉”“高颜值”，迷得
一帮小姑娘们傻乎乎的，没想到，我
孩子也迷这个。那个小帅哥呢，学校
倒是不错，但家是农村的，家里条件
不说多差，也好不到哪去。

我们家，我和老公都是公务员，
有房有车，墨墨从小衣食无忧，学钢
琴，学舞蹈，人长得漂亮，考的又是北
京的名校，很多条件很好的小男孩
都很喜欢她，她一次也没动心过，总
和我说，“放心吧，放心吧！”

可叫我怎么放心呢？寒假过了两
个多星期，墨墨还没回来，我一着急，
就和她爸爸开车上北京接她去了。晚
上在酒店吃饭，墨墨撒着娇，愣是把
那个男孩带来了，那小伙子长得瘦瘦
高高的，帅在哪儿，真没看出来。

好吧，一块儿吃个饭，我们也正
好了解了解那小伙子。真心讲，我第
一眼见了，就打心眼里不同意，但面
子上，还是客客气气，说话也尽量语
气委婉。我问他，“马上就毕业了，有
什么打算？”小伙子笃定地说，“想在
北京闯闯。”

我说“女孩呢，还是安逸一些舒
适一些好，如果你们能来济南，在二
三线城市，生活得不是更轻松一些
吗？北京的房价那么高，你们考虑过
这些现实问题没有？”小伙子说，“我
好不容易考取了北京名牌大学，不
愿意放弃机会。”

话说到这里，双方都能听出对
方的意思了。事后，墨墨一脸不高兴，
说，“你怎么尽说一些负面的话？”我
说，“宝贝，工作房子这都是绕不开的
现实问题，怎么就不能说了？”女儿嘟
着嘴说，“净说这些，他的自尊怎么受
得了？”

听墨墨讲，那个男孩自尊心特
别强。他用的手机坏了，女儿想给他
买一个苹果手机，他坚决不要。一个
人一天到晚在画室画画，就想靠自
己的奋斗，过上理想的生活。女儿说，

“妈，你怎么就不感动呢？他多努力上
进啊！”

唉，我的孩子，话说得没错，可你
是我的女儿，我心疼啊！真要像他们
说的，两个人毕业后漂在北京，那要
奋斗到什么时候，才能买得起房子？
女儿从小娇惯了，她能吃得了那些
苦？租房子，每天早起晚归挤地铁，房
贷像一座大山压着他们，那时候想
后悔都来不及了。

他们俩要真相爱，一起回到济
南，凭我们的关系，加上他们的学历，
找一份好工作是没有问题的，车啊
房啊，也都好说，最主要的，不用活得
那么累。那小伙子喜欢画画，他要真
有这方面的天赋，在济南也不是不
能画画，对吧？

可是，女儿丝毫听不进我们的
意见，眼见着一条顺顺当当的路不
愿走，非要走一条弯路，非要去吃苦，
去冒险。我还怕伤着墨墨的自尊，也
是一忍再忍，一句难听的话都不敢
跟她说。

春节后，我们上班，墨墨也非得
要收拾行李去学校，离大学开学还
早着呢，不用想，又是去找那个男孩
去了，她以前在学校老想家，放了假
就特别想回来，现在在家里是呆不
住了。女儿一走，我这心就七零八落
的，满脑子都想着，她是和那个男孩
在一起了，又担心又害怕，不知道该
怎么劝她好。

┬张 泠（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
院副教授、国家注册心理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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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母亲，很能理解连春的处
境与感受。期望子女的人生顺利幸
福，是人之常情，而与子女在发展路
径的规划上产生冲突，也并非仅此
一例。在连春与墨墨的问题中，探讨
一下父母与子女如何达成规划的共
识，是颇具意义的。但，这个探讨的
核心并不是“怎么让孩子少走弯
路”，而是“怎么让孩子走上真正属
于自己的路”。

先有目标，后有路径

不知连春想过没有，人生并不
存在绝对的“弯路”或“坦途”，一条
路的好坏，取决于人们能否通过
它，高效抵达既定的目的地。所以，
我们要讨论的首要问题是“目的地
在哪里”，只有明确了目标，才能选
择合理路径。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连春
的目标设定：过轻松的生活，安逸、
舒适，乃至“一辈子顺风顺水，没什
么波澜”。而听从父母意见婚配、从
事稳定体面的工作，以及留在二三
线城市，就是达成这一目标的路
径。这是连春自己的人生模式，也
是她希望墨墨去复制的模式。我们
不否定其中包含的无私爱意：做父
母享受自己的人生，急于奉献令自
己获益的经验来帮助子女。但同
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其中呈现的狭
隘和控制欲：用自己的经验限定子
女，不允许他们的发展脱离自己的
掌控。这些爱、狭隘与控制欲，有着
一个共同的心理基础，那就是将子
女视为自己的复制品或私有资源，
忽视甚至压制其作为独立个体的
意愿和价值。连春看不上墨墨喜欢
的男孩，也不认同墨墨和男孩对未
来的打算，这都是以自己的标准做
出的评判。表面看，是一心为女儿
着想，实际上，却是对女儿缺乏真
正的了解与尊重。

墨墨的目标，设定在哪里呢？
这是连春应该去了解的事：墨墨对
生活的要求、对未来的想象，她认为
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她已具有的
现实策略、能力与资源，她身处的环
境，她真实的感受，她享受的和她忧
虑的……用开放的态度去了解、接
纳来自女儿作为“另一个个体”的信
息，女儿才可能敞开心扉，给予共同
探讨规划的机会。

抵达之前，还有风景

连春应该还有一重担忧——— 就
算我接受墨墨的目标、墨墨的路，她
就一定能幸福吗？她将来会不会后
悔———“早知这样，还不如听妈妈的”？

这很有可能。可能将来某天，墨
墨也认为自己当初的目标错误，想
回到母亲的模式中，时间和机会却
已不再，真的走了一条“弯路”；也可
能墨墨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和环
境的变化，人生目标不断修改，自己
也不知最终将去向何方。如果是那
样，连春是否应该庆幸自己的先知
先觉，或为女儿惋惜哀叹？不。我们
必须意识到三件事：

其一：任何选择，都存在风险。
连春所满意的自己的生活状态，其
实也是性格、环境、时代等多种因
素组合的随机结果，墨墨即使做出
同样的选择，因为环境、心境的不
同，也并不会有相同的结果与感
受。而墨墨自己追求的人、事、生活
方式，当下看来是高风险的，但未
必不会转化成更高的收益(从连春
的叙述中，其实能看出男孩的很多
优点，至于北京与济南作为发展平
台的对比，此处无需赘言)。

其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
负责。墨墨的人生是属于她自己的，
无论未来发展如何，生活是好是坏，
她都要能面对、能承担，这才是独立
而健全的人生，连春既不能替墨墨进
行规划，也不能代墨墨承担责任，否
则，亲情就会变成发展的抑制。

其三：人生并未仅仅为了实现
某个具体的目标而存在，过程中的
种种“可能”，才是值得去体验、享受
的，人生的真正魅力所在。我们往往
基于一种功利化的心态，希望走捷
径，尽早、尽量省力地达成目标，但
若那样，一生下来便寿终正寝，岂不
是更理想吗？人生最终成就的境界，
来自每个人独一无二的体验，抵达
目的地之前，或通畅或曲折的路上，
不同的风景，正是旅途的意义所在。

所以，不仅连春，每个做父母的
都应该允许、支持孩子去尝试、去体
验，去成就他们的独特而丰富的价
值。或许你所认为的“弯路”，正是他
们的精彩旅途。而当每个人经历过自
己的成长，终将体会到罗素所言：“参
差多态是幸福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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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路，也可能是精彩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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