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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些婚姻的分离
使家庭变得不再安全，尤其婚
姻关系中的暴力行为更是给人
们的婚姻带来“危险信号”，其
中杀妻为财、家暴致死这些案
件的发生，虽然是极少数犯罪
者的过错，但无论有多少借口，
都不能成为犯罪的遮羞布。这
种情况下，可能有些人会因此
对婚姻产生恐惧，但这真的不
能怪婚姻，婚姻依然是美好的，
令人向往的，切不可因极端个
案就丧失对爱情的信心。

对于恋爱或婚嫁而言，作
为女性，不要因为步入亲密关
系，就和原本的家人、朋友减少
联系，只围着对方转。在一些案
例里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家
属们都对“失踪、自杀、意外”这
些说法存疑，坚持报警、找媒体
采访、追查到底。在心理学上，
建立个人社会支持体系是很重
要的。良好的社会支持体系，能
帮助人缓解不良情绪，甚至在
关键时刻成为救命稻草。如父
母、兄弟、姐妹，他们永远最关
心你的生活。

如果和原生家庭关系不
好，也不用焦虑，你还可以多交
朋友，他们能给你情绪支持、安
全感支持，代替家庭角色，甚至
同事、老师、邻居，也是社会支
持的一部分。如果发生什么意
外状况，首要的是保护好自己、
孩子的人身安全。勇敢寻求朋
友、亲人的帮助，找相关机构、
心理咨询等社会支持。及时拍
下视频、照片等证据，联系自己
的朋友、家人找安全的避难地
方，寻求司法途径解决问题。如
果这些关系给你造成太多伤
害，你也可以寻求心理咨询专
业人士的帮助。

虽然没有一种办法可以百
分百识别潜在加害者，但我们
要提高警惕。对伴侣的异常行
为要更加敏感，尤其是涉及债
务、保额、一方收入非常高而另
一方最近陷入经济危机的情
况。因此要对恋人或伴侣仔细
观察，看其情绪是否稳定，吵架
时是否习惯威胁要打要杀，甚
至动手动脚。看其经济情况是
否正常，有没有欠债、担保他
人，或者有长期多笔不知去向
的消费。看其是否性格良好、爱
好正常，是否沉浸在色情网站

或者有赌博倾向。婚姻有风险，
但在世上万千婚姻里，这仍然
只是小概率事件。所以通过观
察了解做好防备，比草木皆兵
更重要。

相信自己的感受，不要因
为爱，就盲目信任。两个人在一
起，有矛盾吵架是很正常的，但
如果这段关系长期让你感到不
舒服，就要加倍警惕。心理咨询
师苏珊·福沃德提出六种关系
中暴力的“危险信号”：对方理
直气壮地认为自己理应左右你
的人生和一举一动；为了取悦
他，你放弃对你来说非常重要
的活动，断绝与亲朋好友的来
往；对方瞧不起你的观点和感
受，贬低你的成就；一旦惹他不
快，他会冲你放狠话，或者躲到
一旁生闷气；你变得渐渐如履
薄冰，小心翼翼说话，一遍遍地
想着说辞，生怕一句不慎惹他
动怒；他说翻脸就翻脸，让你无
所适从。不舒服就得走，别抱着
侥幸心理。离错婚能复婚，但侥
幸，也许就没有下一次选择机
会了。

婚姻是一辈子的修行，愿
我们都能在婚姻中用心去经
营，且行且珍惜。但成年人的世
界，本身就没有童话可言。不管
看起来多么完美的婚姻，它也
存在着矛盾、摩擦与冲突。温
格·朱利在《幸福婚姻法则》中
写道：“在这世界上，即使最幸
福的婚姻，一生中也会有200次
离婚的念头，50次掐死对方的
想法。”不吵架的婚姻是不存在
的。婚姻里最忌讳的，也从来都
不是吵架，而是不会吵架。这让
我想到了最近流行的一个网络
热词：复盘式婚姻。

所谓复盘式婚姻，是指每
次吵架结束后，双方会冷静下
来，把吵架的原因以及过程重
新梳理一遍，直到弄清对方生
气的原因，找到矛盾点，避免下
次争吵。其实，吵架本来是一件
很正常的事儿，但很多伴侣并
不知道如何正确处理吵架之后
的局面。那些能够维持长久婚
姻关系的伴侣，大多在一次次
矛盾和摩擦中，达成某种默契
或共识，从而避免重复式的争
吵，让爱情还原本来的样子。而
这，就是复盘式婚姻的意义。良
性的复盘，可以让彼此的关系
更紧密，从而成为吵不散的爱
人，拥有持久而长远的幸福。

不要因为爱，就盲目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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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粉“嘉谷纹如意”问：
我男朋友很喜欢健身，怕生

病，身体有点问题就上网搜索去医
院，我觉得这实在有点小题大做。
他常说的是，想要长寿和惜命。这
想法和他的年龄有点不搭，直到有
一天我突然意识到，他在惜命的时
候说的其实是：他没有在为自己而
活，惜命是想以后留点时间给自
己。因为，他之前在家里一直是乖
乖男，总是被教育做正确的事情。
他的家庭我简单了解，父母管教很
严格，只能做正事，那意味着，孩子
得严格遵守父母的各种规则。我希
望他能够活得自由一些，有更多伸
展和存在的空间，甚至在考虑这样
的男人是否可以和我走进婚姻？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心理专家
团蒋硕：

“嘉谷纹如意”的“突然意识”，
是一个很好的觉察。透过现实，尝
试去探究男朋友内在的困扰与需
求，这是亲密而善意的。由此产生
对婚姻的思考，也是理性的。我想，
这个问题要分为两方面来谈。

男朋友“惜命”，表面看是疑病
恐惧倾向，而背后的症结，“嘉谷纹
如意”的分析不无道理(如果男朋友
的生活环境确如描述)。当一个人的
原生家庭中，父母是绝对权威，并
且带有“绝对正确、非黑即白”的刻
板色彩时，这个家庭的秩序强度必
然偏高，形成一种高要求、高压力
环境。孩子从小在这种秩序环境下
成长，个体意志势必受到压制，逐
渐形成服从权威、自我抑制、刻板、
脆弱、低自主性的人格，就是所谓

“乖乖男”。这样的人按照教导去做

“正确的事”或“正事”，固然很好，
但“只能这样做”，就违背了世界的
真实多样，也失去了生活的灵活与
乐趣。

那么，“乖乖男”有没有机会获
得自由呢？有。结婚或许就是一个
契机。原生家庭的秩序不容动摇，
只能去新家庭中构建新的秩序。有
了环境的支持，人格改变才不是空
谈。而在我们所处的社会风俗中，
成年子女不结婚，很难实现对原生
家庭真正意义上的脱离(有时结了
婚也很难)。经由结婚这样的重大生
活事件，迎接自由的篇章，未尝不
是一个激动人心又充满风险的选
择——— 我不建议“嘉谷纹如意”贸
然做此选择。

前面说到，“嘉谷纹如意”呈现
了对男朋友的亲密和善意。同时，

也能感觉到“嘉谷纹如意”有不错
的洞察力、共情能力和独立思考能
力。在婚姻、生活的重大决策中，我
们首先要衡量的，就是自己到底有
多少力量。因为构建新家庭的新秩
序、维系新秩序运转并不断优化、
激发双方潜能共同成长提升，非强
大的人格力量不足以为之。尤其当
婚姻中的一方还不够成熟时，另一
方的主导性、包容性、意志强度、现
实技巧，就更举足轻重。

所以，“嘉谷纹如意”的问题不
是“这样的男人是否可以和我走进
婚姻”，而是“我是否有足够的力量
走进婚姻(不一定是和这个人)”。我
们绝不鼓励盲目拯救他人的“圣
母”行径，但乐于见到不完美伴侣
彼此成就。

量力而行，水到渠成。

【情感问答】

他的自由，你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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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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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在天

最近有位家长朋友来咨询，
说她孩子今年大学毕业，但是现
在也不去实习，也不去找工作，
就呆在家里，问孩子怎么回事，
该怎么办？

现代社会，似乎出现了一
群无缘于社会的人。他们觉得
自己不能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发
展，所以选择了社会功能性退
缩的茧居生活，他们极少参与
社会活动，并且长期只生活在
自己的房间里。这群人，被称为
茧居族。

从2010年就有调查显示，日
本有近70万人处于“茧居”状态，
将自己封闭，拒绝与人接触。人
们对茧居族的行为，往往会认为
他们是好吃懒做、啃老等，但是
这不仅仅是他们的一种状态，也
是一种心理问题。茧居的背后，
是因为他们极度缺乏能量而被
迫选择的社会退缩。

许多人是因为在学校、社
会、职场等处遇到各种事情导致
心理受挫而开始闭门不出的。那
这部分问题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呢？这就涉及孩子成长规律的社
会化发展部分。

有过这样一个事例，两个孩
子在网络交流十分畅快，就想约
着见面聊。谁知道，两人在现实
世界见面后，坐在一起竟无话可
说，因为他们都不知道如何在现
实层面和人交往，最后，他们又
都躲到网络里去了。为什么孩子
在现代化的生活中，这种现实感
很弱，反而在虚拟的世界才能更
自如？

很大的原因是，在孩子成长
的过程中，他们有太多的东西被
替代掉了。他们只知道学习，而

我们的学校也没有提供给孩子
处理事务的可能性，除了学习和
补课没有其他活动。没有和世界
的链接，没有更多的户外活动，
没有足够多的朋友，也没有真实
的情感体验，所以孩子最后躲到
了虚拟世界里面。

每个孩子的心中，都有一颗
探索世界的心，它需要展开，最
初是在父母身边去探索，接着是
在广阔的世界中行走。但是很多
家庭，还没等到种子开始发芽，
就已经把孩子圈养起来。在温室
里长大的孩子，习惯了身边的环
境，哪怕小小的变化，都容易引
起内心的恐惧和焦虑。

恐惧，往往源于未知，未知
往往伴随焦虑。这些，都会让人
产生失控的感觉。那么，孩子如
果想缓解这种失控的感觉，就会
减少对外的探索，把自己局限在
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因为进入
更大的空间，会让他体验到失控
的焦虑和恐惧。

所以，有相当数量的孩子，
身体虽然成长起来了，但是心智
却停滞不前。

有位心理老师和我分享过
一个案例。一位中学生，高中第
一次过寄宿生活，与寝室同学吵
架，然后找辅导员希望换寝室。
辅导员同意了，没想到这名学生
和新寝室的同学又发生了矛盾。
经过了解才知道，这个孩子的家
长对他无微不至，妈妈辞掉工作
来学校陪读，同学们都自己洗衣
服，他的内衣物都是拿给妈妈
洗。这有孩子的问题，也有父母
的责任。

在生活中，很多父母为了让
孩子能够去一所好的大学，而竭
尽全力。

前几天和朋友聊天，说河北

的某些中学，孩子们一个星期不
洗衣服。因为老师不让他们洗，
说这么宝贵的时间哪能用来洗
衣服，还有的学校为了让孩子抓
紧时间学习，建议一个礼拜不洗
澡，因为洗澡也浪费时间。

我们不得不去反思一下我
们的教育，我们在追逐孩子成绩
的时候，是不是不经意地就把孩
子的社会化发展功能给限制住
了。他本来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学
会做家务，学会和同龄人的人际
交往，但是他连洗澡的时间都没
有，孩子的社会化如何发展？

澳大利亚有位妈妈认为，
真正的教育不在于学校的位
置，因为世界就是孩子的学校。
从2012年开始，这位妈妈已经
带着儿子路易斯行走了65个国
家。一开始，她还会在旅程中让
儿子每天做点习题，后来妈妈
意识到，孩子其实可以从一切
事物中学习。

比如，在货币兑换中学习数
学运算，甚至还引导孩子做预
算，学会对金钱的合理分配使
用；在一起参与旅程线路的制定
时学习地理；在与当地人的交往
中，了解各地风俗习惯和语言；
而人文和历史，更是直接身临其
境，在每个历史古迹和景观中体
验。这位妈妈说，她并不否认学
校的作用，但她更想告诉父母们
的是：孩子的学习与成长，永远
不应该只发生在教室里，孩子的
成长更应该发生在真实的关系
中。在旅程中，儿子有了很大的
成长，他主动为贫困地区的孩子
发起了网络募捐，给残疾卖艺者
送去温暖，在爱与被爱中懂得了
平等和尊重。

把孩子带入一个更广阔的
世界中，这才是对生命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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