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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去世，我独自带女儿过了六年单身生活
我再婚五年，但日子过得一点也不

顺心，早知如此，还不如守着女儿过平静
的单身生活。我的前段婚姻并不复杂，至
今，我都不用前夫这两个字代表庆云(化
名)，前夫，应该针对离异者而言，我和庆
云却是生死相隔。他因一次突发事故去
世，那年我 28 岁，女儿才两岁零一个月，
连句完整的话还不会说。

我和庆云感情笃深的时候，他突然
撒手人寰，当时，我的天都塌了。庆云是
家里的独子，他走后，我要养育幼小的女
儿，要安抚公婆丧子的悲痛，还要面临职
场上的坎坎坷坷。现在想起来，庆云刚去
世的那几年，我仿佛深陷冰冷的黑暗中，
感受不到一丝的光亮与温暖。夜深人静
时，最折磨人的是对庆云无尽的思念。看

着熟睡的女儿，再看看墙上挂着我和庆
云的婚纱照，还有我们一家三口不同时
期的照片，本该幸福的家庭，却永远被定
格在昔日的照片中。

为了化解思念，我养成了写日记的
习惯，每篇日记都以写信的方式开头，把
女儿令人惊喜的变化“告诉”庆云：女儿
摇摇晃晃地会走路了；女儿居然对着照
片 张 口 喊 爸 爸 ；女 儿 今 天 会 背 唐 诗
了……我有个幻觉，仿佛庆云并没离开
我，只是在某个地方工作，或许他太累
了，沉睡在梦境里暂时不想醒来，总有一
天，他要回来与我们母女团聚。闲暇时，
我喜欢盯着女儿发呆，女儿举手投足间
都有她爸爸的影子，尤其那双会说话的
眼睛，简直就是庆云的翻版。可惜，这一

切的美好，庆云与我们无缘共享。
单身女人的情感总是备受关注。这

期间，有不少人给我介绍对象，可再婚
的路不好走，况且，我还有一个正在长
大的“拖油瓶”。同事曾给我介绍过一
个男士，条件尚可，不过，对方婉转提
出，结婚后，把女儿放在爷爷奶奶家，
每月固定几天接回来住。这个要求绝对
办不到，女儿失去爸爸已经够可怜了，
我一分钟也不想离开她。还有的暗示用
“试婚”的方式先处处看，而且，想让
我给他再生个儿子。我不是荒唐的“试
验品”，也不想给女儿一个混乱不堪的
家庭。既然再婚不顺，那就和女儿相依
为命吧，日子虽说孤冷，但也平静。独
身生活一过便是六年。

再婚生活打乱了我原本平静安宁的日子
闻刚(化名)是我俩共同的朋友给介绍

的，他大我五岁，因和前妻成天吵闹而离
异，有个女儿归闻刚。我和闻刚相处一段时
间后，彼此感觉不错，让我中意的还有他的
女儿。约会时，我俩特意带着女儿，两个孩
子也能玩到一起，我想，她俩若能相处融
洽，也算是有缘的姐妹，将来不孤单。再婚
后，我成了两个女儿的妈妈，他女儿小锦12

岁，我女儿8岁。结束单身，开始新的生活，
随之而来的烦恼也拉开帷幕。

我喜欢安静有规律的生活，闻刚却好
热闹，经常带朋友来家吃饭。我讨厌家里乌
烟瘴气、乱哄哄的样子，所以，来了客人，也
难免带着情绪做事。而闻刚又是个注重朋友
情谊的人，稍有怠慢，他都会对我进行挑剔
式的教育。有一天，我做了一个鸡公煲，闻刚
拿筷子夹起一块肉尝了尝，眉头一皱，就没
好气地质问我：“肉老了，你没按我教你的方

法去做吗？”我懒得回应，心想，给你的狐朋
狗友做就不错了，还指望我做出大厨的水平
呀。见我不理他，闻刚数落我不懂事，做出这
样的菜怎么招待朋友。这些事经常发生，像
根刺，扎着我很不舒服。庆云和我说话从来
没有高声一句，即使我做错了，他也会耐着
性子，温和地告诉我怎么改正。我切身感受
到，这两个男人对我的爱不一样。

最让我头疼的是我和小锦的关系。后
妈不好当，我是用讨好的方式博取小锦的
欢心。还算庆幸，我和她挺投缘，有什么悄
悄话她也愿意告诉我。然而，我对小锦再
好，也架不住别人的挑唆，小锦去她妈妈那
里住几天，回来总得和我别扭几天，另外，闻
刚对女儿“霸王条款”式的教育，也着实令人
头疼。有一次，小锦要去书店，出门前换了一
件漂亮的小外套。闻刚看不惯：“你是学生，
干吗穿那么花哨？”“今天是周末，又不是在

学校。”“那也不行，换掉！”小锦撅着嘴，一动
不动，以示抗议。我劝闻刚有话好好说，别一
张嘴就瞪眼，他立刻将矛头指向我：“你懂什
么，孩子不能宠，就得严厉管教。”

闻刚的粗暴把我夹在中间很为难，护
着小锦，他得跟我吵；不管吧，又怕再惹事
端。闻刚和前妻离婚前，就整天为孩子的事
情争吵。他俩好比敌我矛盾，遇事谁都不让
半步，离婚后，时常还为孩子而发生争执。
小锦曾和我说过：“阿姨，我喜欢你的安静，
不像我爸妈整天就知道吵。”可她毕竟是个
孩子，并不懂大人之间的复杂，闻刚一训小
锦，她就气呼呼地向她妈妈告状。结果是，
闻刚在电话里和前妻就吵开了，一个怒斥：

“你敢和别人合伙欺负我女儿，我就变更抚
养权。”另一个理直气壮地回话：“我教育女
儿，你少干涉！”小锦妈妈夹枪带棒的话，比
打我的脸还难堪。

我不忍看着女儿在我的再婚家庭中受委屈

我努力呵护与小锦的关系，不想让她
妈妈以此为借口，过多干涉我的婚姻。况
且，人都有私心，我对小锦好，自然希望能
换来同等的回报。然而，适得其反。闻刚有
个老姨在杭州，那年春节他计划带小锦去
探亲，原本要连我女儿一起带着去，可小锦不
乐意，言外之意是豆豆(我女儿名字)去，她就
不去。闻刚连一句安慰我女儿的话也没有，带
着小锦就走了。这件事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解
不开的结。闻刚从没主动给我女儿买过一件
东西，小锦上高中住校，他亲自打理，连短裤
和袜子都要精心挑选。我不是挤兑小锦，但我
非常在乎闻刚的态度，难道我对他女儿的好，
连一分热乎的关爱也换不回来吗？

最让我受伤害的是，闻刚和我发生争
执，从不回避两个孩子。尤其是我女儿，她

没有父亲的概念，压根儿没见过爸爸训斥
妈妈的样子。闻刚比较情绪化，他若生了
气，我女儿和他说话，他都能绷着脸不吭
声。看见女儿胆怯的眼神，我这心比拿刀割
都疼。我多次和闻刚交流，不要当着孩子的
面生气，对她们影响不好。可他充耳不闻，

“谁家不吵架，自家孩子，有什么好隐藏
的？”我女儿对吵闹的架势非常害怕，她竟
然问我，“妈妈，叔叔是不是在欺负你呀？”
为了女儿，我始终忍着闻刚的倔脾气。

眼睁睁看着女儿被我的婚姻塑造成一个
看着别人脸色、做事唯唯诺诺的孩子，我心如
刀绞。倘若庆云在世，我女儿也是在父亲面前
撒娇的宝贝疙瘩，岂能受到这种委屈。今年，
女儿上初中，放暑假时，女儿回了爷爷奶奶
家。开学前，我去接她，孩子嗫嚅地告诉我：

“妈妈，我想在奶奶家常住，这样上学方便。”
我明白女儿的心思，她不想回我和闻刚的家。
这可把我难住了，我不可能放弃对女儿的照
顾，若是两头跑，闻刚肯定会有怨言。

现在开学已有一段日子，我不想让老
人过度操劳，便带着女儿回到了我们以前
的家。果不其然，闻刚对此颇有微词，说我
不顾家。这话顿时激起了我积压已久的怒
气：“我又不是你的保姆，凭什么得围着你
家转悠，你关心过我女儿吗？”我和闻刚一
直僵持着。其实，我有点后悔再婚，单身虽
说累，但活得舒心，我没必要放下身段去讨
好别人的孩子，也不会连累女儿受尽委屈。
现在我很纠结，放弃婚姻，有不舍的地方，
但这么下去，我对以后的生活真的失去了
信心……

采 访

背 景

◆采访人：小 雅
◆倾诉者：羽 凡(化名) 女 39 岁

羽凡向主持人倾

诉的焦点在于她的女

儿。她认为，如果自己

不再婚，女儿也不用跟

着受委屈。听得出来，

再婚的经营比初婚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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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情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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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销书

识人不准

宁肯单身

文/宋家玉

年轻人结婚，多感情用事，因此
造就了形形色色的婚姻问题。这些问
题无法用理去评说，因为解决这些问
题远不是评理那么简单。对于初婚的
年轻人，不经历风雨与磨难，就不知
道当初的选择是对还是错。人人都说
婚姻大事不可儿戏，但有谁能够真正
做到跳出自己的婚姻看婚姻呢？尤其
在恋爱的时候，想客观冷静地看清自
己和对方，其实是件很难的事情。美
国著名的社会和婚姻心理学家乔治·
赫伯特·米德在他的《性别与气质》一
书里写道：“无论初婚还是再婚，识人
不准，一定不可仓促成婚，在不了解
对方人格的情况下，宁肯单身。”

米德对婚姻与人格的研究世人
瞩目，他强调百分之百人格健康的人
是不存在的，但也只有人格相对健康
的人才会拥有幸福的婚姻。中国婚姻
咨询救助网独家引进了美国斯坦福
大学人格健康研究中心专门对婚姻
问题建立的全球第一个婚姻人格检
测标准，这个标准把人格分为健康、
亚健康和不健康三种类型。该标准的
倡导者是斯坦福大学著名心理学家、
美国前任心理协会(APA)主席菲利·.

津巴多，他强调与亚健康的人走进婚
姻要慎重，切勿与不健康的人走进婚
姻，否则将面临重大灾难。亚健康与
不健康的人应先进行人格修复，待人
格成熟完善后再走入婚姻，这样才会
有幸福可言。米德与津巴多提出的人
格健康标准以为人正直、胸襟宽广、
温和友善、积极乐观、阳光开朗、敢于
面对挫折和社会适应能力强等为主
要特征。

对待羽凡的遭遇，我想大抵会有
两种声音，一种是劝羽凡多往好处
想，多检讨自己的不是，多看闻刚身
上的优点，学会隐忍和妥善处理再婚
遇到的各种问题等等；另一种是劝羽
凡不要活得太累，要拿得起放得下，
不行就带着孩子过自己的清静日子。
我比较偏向后者，理由是前者属于和
事老式的规劝，作用和意义不大。因
为让闻刚意识到自己的人格有问题，
比如情绪系统的不稳定问题、态度中
的偏执问题、观念意识中的自以为是
问题等等，是十分困难的，这些都是
很难矫正的人格缺陷，不是靠规劝和
讲道理能够解决的。闻刚的问题不解
决，羽凡的隐忍就只能解表不治里，
婚姻的痛苦感受还会持续存在，对她
及女儿并无益处。

要想让婚姻由痛楚变得幸福，前
提是双方都必须主动地面对问题，不
敢抑或不愿面对问题的一方往往是家
庭矛盾的主要责任者，只劝求助者改
变是无济于事的，意识不到抑或不愿
面对问题的一方会继续伤害婚姻。在
这一问题上靠传统的“和事老”做法并
不可取，相反还可能会助纣为虐，看起
来像是缓解了一时的冲突，其实是延
续了更持久的痛苦。对这类婚姻问题
的求助，通行的做法是要求夫妻双方
共同面对婚姻咨询，只要一方回避，即
说明其无心(无意识)改变，婚姻咨询救
助机构应视夫妻关系受伤害程度及性
质给出指导甚至是离婚的建议。

羽凡应强烈要求和丈夫一起面
对婚姻咨询，先做双方的人格检测，
羽凡接受改变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她
一直在积极地寻求帮助，如果闻刚也
愿意接受改变，那这个婚姻就有希
望；如果闻刚不配合，婚姻的改善就
变得难上加难，恐怕也就只有好聚好
散了，这对双方都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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