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树洞提问：
我今年27岁，在婚姻和工作中

遇到了一些困惑。先说婚姻，老公是
我大学同学，可结婚不到两年，交流
却越来越少，和谈恋爱时的感觉完
全不同。父母催着要孩子，可我总是
隐隐担心如果要了孩子 ,我俩感情
会更差。

我的工作现在也进入了一个怪
圈，我的事业心很强，在一家国企工
作，一直兢兢业业，同批进入单位的
同事很多都有了明显进步和提升，
可我还是一直待在同一个部门，虽
然有点进步，远远没有达到我的目
标。这让我很没面子，有些心灰意
冷，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心理专家团：
看过留言，我觉得你已经把遇

到的问题和现在的困境说得很清晰
了。在婚姻中你感觉到的是焦虑，在
工作中你对自己的表现有些失望。
面对这样清晰的问题，我也想回答
得干脆利落一些。

你之所以在婚姻中感到焦虑，
是因为你对婚姻中出现的一些“苗

头”有些敏感。结婚快两年了，你和
先生的交流越来越少，这里的“少”
是以什么为参照物？是在和过去相
比?如果总拿自己的现在和过去比
较，是不是这个比较的方向本身就
有些问题？

两个人走进婚姻，可以营造浪
漫的气氛，这样的努力是为了你们
的现在和将来，不能以在象牙塔恋
爱时交往的感觉为参考标准。毕竟
象牙塔里的感情和婚姻中所要经历
的考验不同。在象牙塔里，恋人之间
会有美好的想象，会有更多的时间
体验爱情的纯净与美好，可一旦步
入婚姻，就要接受除了情感之外更
多因素的考验，比如责任感，比如生
活里的柴米油盐。

恰逢这时，长辈开始催着你们
要孩子，似乎有点雪上加霜的味道，
你需要先分清哪些是源自你和先生
之间关系的焦虑，哪些是在受着外
在环境的影响。

你需要先尝试和先生沟通，把
你的焦虑处理好，再和他一起商量
如何应对来自老人的善意催促，要
先和先生结成“同盟”，毕竟养育孩

子是你和先生的事儿。
从你的讲述中可以看出，工作

中你对自己有很高的期望，高期望
制造的是高压力，你的上进心强，这
是好事，可是如果把上进心和面子
混为一谈，那就要注意了。

看到别人进步了，你自己似乎
还在原地不动，你会觉得没面子，这
就可以看出你过去很可能是为了想
象中的面子努力的，而不是为你自
己。在一番努力过后，你发现自己的
努力没有换回想象中的阶段性结
果，这甚至让你感到有些沮丧。

如果一个人没有办法觉察什么
是自己想要的东西，他就没办法真
正为自己做出努力。所以从现在开
始，你不要和别人过多地比较，要关
注的是你自己。

抛开他们都在进步给你带来没
面子的感觉，放下你预想自己应该
到达一个怎样的位置，单就现在的
工作而言，你喜欢吗？当你每天走进
这个部门，进入工作状态时，你能集
中自己的注意力吗？

这个问题你不需要急着回答，
你要在肃清自己的想法和失望之后

静下心去感受，如果你喜欢现在这
个部门，享受这份工作，那就尝试着
在这种享受中做出努力。一旦有了
感受，也就有了活力。

你或许会问，这和我想要进步
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这时候你在
领导和同事眼里就成为了一个有活
力、有上进心的人，相信你的领导如
果有一双慧眼，一定可以辨认出你
这块“金子”。

总之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可大
可小，如果想让它变大，你就不需要
转变努力的方向，比如在你的婚姻
中，继续寻求象牙塔式的恋爱，在工
作中继续对自己失望。如果想要妥
善处理，就要踏踏实实地关注自己
和老公的关系，以及和工作的关系。

不要想着一下子把两个问题都
解决掉，先找一个更感兴趣的问题，
辨认清楚方向进行尝试，如果一切
顺利，可以沿着这个思路继续努力。

加油，为了如此努力的自己，如
果看到了自己的坚持和努力，这说
明你慢慢地学会欣赏自己了，相信
有能力欣赏自己的人，运气会越来
越好。

【情感树洞】

有能力欣赏自己的人，运气不会太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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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怀便是过来人
笑中带泪的棉花糖

□王兆贵

在《欢乐颂》的小区
里，我们认识了樊胜美；
在《都挺好》的时光里，
我们认识了苏明玉；在

《安家》的日子里，我们
又认识了房似锦。这些
职场励志电视剧您不一
定都看过，但剧中人的
原型，可能就生活在您
的朋友圈中。

这三个女子，都极
具个性，内心尽管不乏
柔韧，但表面上多半以
要强示人。关于她们个
性的形成，许多影评都
会联系现实社会，拿原
生家庭说事。所谓的原
生家庭，大多是相对于
再生家庭而言；所谓的
再生家庭，则是因为婚
姻变故后重组的家庭。

从常态上说，谁没
有原生家庭的经历呢？
原生家庭既有亲情温馨
的过往，也有心灵破碎
的曾经。苏明玉和房似
锦，都曾遭受过一段不
堪回首的亲情伤害。因
此，在她们的内心底处，
就会萌发出叛逆甚至报
复心理：这个世界既然
曾经不看好我，为什么
还让我看好这个世界？

原则问题上当然不
能让步，但在家庭中，
又 有 多 少 是 天 大 的 事
呢？除去个别伤天害理
的冲突，多数是口角之
争、面子之争、情分之
争，说到底不过是利益
之争。只要主动和解，
互相谅解，未必都是不
可化解的矛盾，不可修
复的裂痕。退一步海阔
天空，哪有放不下的过
节呢？

人世间没有百依百
顺的贤惠，期望对方百
依百顺的人，说起来是
苛刻，其实是自私。不论
哪个年龄段的人，都需

要换位思考。上了点年
纪的人，在微信群里都
认同不和子女住一起。
反过来看，子女们也不
一 定 愿 意 与 父 母 住 一
起。他们成家立业后，做
父母的有事过问是亲情
与责任，但不能数落不
停，好心唠叨也惹人烦。

包括亲情在内的人
与人之间关系的僵化，
责 任 不 可 能 是 单 方 面
的。被冷落的一方，也要
从自身找找原因。只要
换个位置，站在对方的
角度想一想，内心的纠
结也许就释然了，僵局
也就打开了。换位思考
这一方式，不仅能够改
变你对他人以及外界的
成见，说不定还会颠覆
你原有的认知和偏见，
开阔你的心态，进入一
个 豁 然 开 朗 的 全 新 境
界。

老话说，天不渡人
人自渡。放不下旧账的
人，其实是在折磨自己。
心绷得太紧的人，往往
容易生闷气，甚至迁怒
他人。只有让自己的内
心松弛下来，才能释怀。
自我救赎，尤须从放过
自己开始。那些所谓的

“过来人”，都是先放过
自己而后放下旧账的。
一个连自己父母、兄妹、
子女都心存芥蒂、不肯
原谅的人，怎么可能放
过自己，与这个世界讲
和呢？

季羡林老先生曾说
过，中国人五千年吃饱
了就想一件事，就是琢
磨怎么和不同利益诉求
的人和谐相处，怎样与
自然和谐相处，怎样达
到人的内心和谐。要达
到这三种情形的和谐，
当然也要靠争取，但也
离不开妥协。从某种意
义上说，没有妥协就没
有和谐。

青未了 A11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周周

我有个读者叫棉花糖。三年
前她给我来信。当时读初一的她
求助说：“我的父母在闹离婚，家
里经常打仗，锅碗瓢盆敲得叮当
响，我该怎么办？”

我当时回答：你可以做两件
事，一是把爸爸妈妈当成演员，
他们会时不时上演感情激烈的
戏；第二，练习一个特殊能力，学
会屏蔽你的听觉，想象自己在看
一出默剧。棉花糖回复了“哦，我
尽量”后，就没有再来消息了。

直到最近，她给我打来语音
电话，说了她的神奇经历。

当时她试了两天，发现自己
完全没有办法屏蔽掉父母的大
嗓门，崩溃了的她把自己也卷进
剧情里，干脆装病不去学校，理
由是浑身疼。父母都当真了，给
她请了假。妈妈是全职主妇，全
天给棉花糖好吃好喝伺候着。过
去经常加班的爸爸也提前回家
一起吃饭，那一刻棉花糖突然有
种错觉：原来我也是有爹妈疼爱
的。

于是第三天，她又以身体不
好为由，继续呆在家里。关键是
她演戏演全套，浑身一副虚弱无
力的样子，让父母完全相信她生
病了，带她去了医院。因为真没
吃饭，连医生也骗过了。于是她
又获得了两天的休息，妈妈继续
各种温柔以待，爸爸的暴躁脾气
也偃旗息鼓。

棉花糖心里想，既然在家里
呆着能够让父母这么安静，一不
做二不休，棉花糖的装病之旅开
始了。从感冒到皮肤过敏，她过
去用在学习上的脑细胞，全部集
中用来装病。

说来也奇怪，以前妈妈整天
怀疑爸爸外遇，爸爸嫌弃妈妈没
有水平见识浅薄。但是自从家里
唯一的孩子生病了，他们都收起
了向对方发射的机关枪，开始齐
心协力关心起孩子来。所以棉花
糖笑了，说自己好厉害。

可在家躺了几天，棉花糖快
要崩溃了，因为太无聊，加上妈

妈心情又不好，她感觉空气更加
稀薄，喘不过气来。同时这个细
腻的孩子发现，妈妈十几年没有
工作了，爸爸却是总经理，所以
爸爸多少有些嫌弃妈妈。想到这
里，棉花糖一身冷汗，觉得妈妈
好可怜。于是她又有了计谋。

就在某个早晨，正当妈妈问
她今天去不去学校时，棉花糖
说：“不去，除非你也去上班了！
我在家里害怕，我才去”。妈妈惊
呆了，随即又说：那怎么行，家里
谁收拾打扫谁做饭？棉花糖反驳
说：都是借口，明明是你害怕去
工作。但你就不怕爸爸看不起你
吗？这话像刀子，瞬间戳中了妈
妈的心，据说当时妈妈就哭了。
几个小时后，棉花糖听到妈妈打
电话问朋友有没有工作机会可
以推荐。

事情发展顺利，一周后妈妈
出了一趟门，回来宣布要去工作
了，还是做会计(以前是会计)，虽
然公司小点，也比没有工作强。当
晚，棉花糖给加班的爸爸打电话，
让爸爸回家夸奖妈妈，结果爸爸
问她：那你可以去上学了吗？棉花
糖说：可以。当天晚上，爸爸买回
来一个大蛋糕，支持妻子去工作，
也预祝已经休学多日的女儿，可
以很快跟上班级的节奏。

现在棉花糖已经是高二的
大孩子了，我对棉花糖说：你上
一次说自己不能把父母当成演
员，把他们的争吵当成是演默
剧，但是你自己却成了最佳女主
角、最佳女导演，把你们家的这
出戏演得那么好。

虽然棉花糖的事情听起来
很可喜，也很有趣，但是我从中
体会到很多的无奈和沉重。

一个花季的女孩，从小在父
母争吵的硝烟中长大，记事以来
就暗暗计划，要帮助弱势的母
亲，要保住这个家庭不垮。谁知
道她有多辛苦？谁知道她有多孤
独？

很多家长都抱怨孩子不懂
事，不乐观，不上进不自律……
都试图找个捷径去修理孩子，假
设我们把孩子当成是一棵树会

怎么样？
孩子是树，家庭就是土壤，

那如果土壤本身是贫瘠的，紧绷
的，这棵树怎么有空间去发展他
的根系(安全感)？如果父母关系
不和，动辄大打出手，那孩子又
有什么能力去树立理想，向上发
展(目标)？

不仅如此，如果孩子发现父
母不幸福，父母生存状态不健
康，他们会无条件地贡献自己的
力量，为家庭挺身而出，就像棉
花糖，厌学多日的副作用就是焦
虑失眠，加上经常暴饮暴食，导
致增肥10斤。

如果父母真爱孩子，也许并

不在于为孩子付出
多少，而是父母能
不能把自己的日子
过好，不要让孩子
成为父母或者父母
婚姻中的拯救者。
如此，他们才不会
成 为 下 一 个 棉 花
糖，笑中带泪地说：
你看我有多厉害。

真心希望，孩
子们可以大跨步走
出家庭去创造自己
的精彩。

如今，越来
越多的人开始
关注自身的心
理健康与精神
追求。为了更好
地服务读者，齐
鲁晚报·齐鲁壹
点成立“心理专
家团”，在齐鲁
晚报官方客户
端——— 齐鲁壹
点征集情感心
理问题，邀请心
理专家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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