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静听《茉莉花》

●名曲分享：《茉莉花》
●分享人：文 芳(临沂)

记得初中时的一次数学竞
赛，原本很有希望取得好名次的
我，最后却因为我的分数降低了
学校的名次，扯了学校的后腿！
可以想象，这对一向成绩优异的
我是多么大的打击。

那时尚年少，一败涂地让
骄傲的自尊无处安放，也不知
如何排解，就找了一些课外书
看，也找了一些音乐来听。忘
了是在哪本杂志上看到的一
幅摄影作品，也忘了标题，只
记得一朵花，在照片里的一朵
鲜艳欲滴的巨大的花，热烈到
近乎肆无忌惮地开放于一间
空空的房子里，原本巨大的房
子，因花生命的热烈而萎缩成
一个背景，门窗皆卑小且浅
薄。整个房间里，只有这朵火
一样的花，疯狂而又孤傲地开
放着，没有任何物品与其抗
衡，更不用说应和了……连日
的委屈、隐忍，在那朵不管不
顾、兀自盛开的花儿面前爆发
了，我独自在座位上泪流满

面。
这时，一直默默陪伴在我

身边的一个好友，拉我走出教
室，跑到操场的树荫里，拿出
一个小录音机，放了一首曲
子，就是萨克斯吹出的《茉莉
花》，还在抽泣的我立刻喜欢
上了《茉莉花》。因为她是那么
沉缓，那么忧郁，同时又是如
此安静、如此深情！听着寂寞
的萨克斯寂寞地被人吹出一
片片花瓣，我的脑海里立刻
浮现出那朵怒放的花：管它
呢，自己的生命自己做主，
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失败
了 又 怎 样 ？ 大 不 了 从 头 再
来！

就这样，我和好友在操场
上一遍遍地听着《茉莉花》，心
情渐渐平复。

直到今日，每当听到从萨
克斯管里流出的《茉莉花》，我
的眼前便浮现出外表安详、内
心狂热的花瓣，落寞、无助却
优雅、安祥地飘舞，就算知道
了最终的结局却仍然不肯敷
衍着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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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女儿有同性恋倾向怎么办

□口述：鉴 秋
□整理：舒 平

女儿凡凡出生后，就交给
了姥姥姥爷带着。姥爷家在大
学校园里，环境很好，周一到周
五，凡凡都跟着姥姥姥爷生活，
到了周末，我和她爸爸再把她
接回自己家。这样的成长模式，
在周围朋友圈里，也很正常，应
该说，许多小孩都是老人帮着
带大的，可能孩子会娇惯点，但
我家的凡凡怎么就出现了这样
的同性恋倾向呢？

凡凡小时候长得很可爱，像
个小男孩，胖乎乎的，很皮实，上
幼儿园后，别的小女孩都喜欢穿
裙子，只有凡凡像个假小子一
样，留着短发，穿着T恤短裤，和
一帮男孩子疯跑。记忆中，凡凡
是最喜欢和小男孩玩的，一直到
小学毕业，凡凡最好的朋友都是
小男孩。有时候，我也有意识地
让她和小女孩一块玩耍，但她总
是嘿嘿地笑两声，一副怪难为情
的样子，然后就撒腿跑开了。

直到凡凡上初中时，有一
次，我带她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
礼，酒席上认识一个小姑娘，穿
着花裙子，很漂亮，凡凡一下子
就喜欢上了人家，两个人手牵着
手亲热极了。我当时还想，凡凡
能不能受人家小姑娘的熏陶也
变回女孩的模样？可仔细一观
察，就觉得不对劲，她们俩就像
恋爱似的，还互相写情书。记得
当时我无意中发现了她们写的
小纸条，真是吓了一大跳，都不
敢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然
后，我赶紧和凡凡说：“你俩是女
孩，不能这样！”凡凡那时候倒是
很听话，我不允许她们来往，她
就不再和那个小姑娘交往了。

但是到了高中，我就管不了
了，凡凡一举一动就像个大男孩
似的，喜欢打篮球，喜欢穿中性
衣服，她的房间也和男孩房间一

样，摆着一些飞机、汽车模型，还
有一把木质弯刀，衣橱里一件带
花的衣服也没有，更别说裙子发
卡这些东西，买给她，她都拿去
送人了。最让我头痛的是，时常
有女孩子给她写情书，凡凡也给
人家回过去，这些我都看在眼
里，一次次劝说都不起作用。就
连她班主任都亲自给我打电话，
说凡凡这样下去太危险了，我听
了愁都愁死了。

好歹，凡凡顺利上了大学。
大学四年，凡凡还是依然如故。
这期间，我和凡凡爸爸商量后，
决定带凡凡去看心理医生，一开
始，凡凡极力拒绝，她说：“我就
是喜欢女孩子！”在她看来，喜欢
女孩子和喜欢男孩子没什么差
别，根本没必要看心理医生。劝
说无效后，我只好恳求她说：“只
要你愿意找心理医生看看，你去
一次我给你300块钱！”听说给她
钱，凡凡马上笑嘻嘻地说：“给钱
的话，我就去一趟吧！”前后带凡
凡去一位心理专家门诊那儿看
了一个疗程，专家特别忙，每次
都是匆匆忙忙聊一会儿，也给出
了一些建议，但回到家，凡凡还
是老样子，一点效果也没有。

半个月前，凡凡大学毕业
回到家里，我给她报了个驾
校学车。谁能想到，这么几
天工夫，驾校一个女孩子
相中了她，电话一直打
到家里，还自报家门
说：“我是凡凡的女
朋友！”气得凡凡爸
爸要打凡凡，一连
几天把凡凡关在
家里不让她出
门，手机也没收
了，那个女孩子
短信电话就没
断过。我问凡
凡：“对方知道
你 是 女 孩 子
吗？”凡凡说知

道。我说那她要做你女朋友是什
么意思？凡凡说：“就是男女朋友
的意思！”她说得倒轻巧，我却快
崩溃了，这算怎么回事啊？

上个周末，刚好亲戚家的孩
子结婚，我特意领着凡凡一起去
参加婚礼，婚礼非常隆重，新娘
新郎也非常般配，凡凡去了，该
吃吃，该喝喝，一副无忧无虑的
样子。回到家，我试着找她谈心
说：“你年龄也不小了，妈妈想托
朋友给你介绍一个男朋友！”凡
凡一向不爱哭，那天晚上居然哭
得像个泪人似的，她说：“妈，你
别逼我，我一辈子都不想结婚！”
我问她原因，她还是那句话，说：

“我就是喜欢女孩子，我不想结
婚！”我说：“自古至今，都是男婚
女嫁，你喜欢女孩子，人家能和
你过一辈子吗？你有没有想过后
果呀？”凡凡只是哭，长这么大没
见她这么哭过，哭得我心里跟猫
爪子挠了似的，难受死了，
这 孩 子 可 怎 么 办
呀？

同性恋

心理干预不起作用
文/宋家玉

同性恋是指把性和情的
基本需求建立在同性身上。同
性恋不同于“性别认同障碍”，
当一个男人(或女人)特别不认
同自己的性别，对自身性别抱
有强烈持久的改变欲望，从内
心里不接受也不认同自己性
别的人，被称为“性别认同障
碍”(简称“性同”)。“性同”比同
性恋要普遍得多，人们往往把
同性恋和“性同”混为一谈，同
性恋不反感也不排斥自己的
性别，更没有改变自己性别的
主观愿望，只是把兴趣、性爱
和情感愿望建构在同性身上，
对异性不感兴趣。“性同”是对
自己的性别“深恶痛绝”，一旦
实现了性别的改变就会和常
人一样喜欢异性并与异性结
合。

现代生理心理医学研究表
明，同性恋和精神病理不存在任
何内在联系，不属于精神疾病抑
或心理障碍，只是一种不同于大
多数人的特殊的性取向。1973年，
美国精神医学学会最终将同性
恋从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

(DSM-3)中去除；1993年5月17日，
世界卫生组织(WHO)也将同性
恋从国际精神与心理疾病分类
(ICD-10)中去除。时任世界卫生
组织总干事的中岛宏博士对此
解释说：同性恋是少数人对性与
情感关系的认同方式与大多数
人不同，与精神与心理无关，无
法通过医学手段加以改变，如果
特意改变其性取向可能会引发
当事人的焦虑、抑郁甚至是自杀
情绪，是不科学和不人道的。美
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心理学会主
席米勒用了近20年的时间对同
性恋现象进行了系统研究，他发
现同性恋倾向通常在青少年中
期即可显现，虽与人的成长经历
及所处的社会、文化和生长环境
有关，但更为重要的还是与生俱
来的同性取向因素，这个因素多
与生理、遗传和激素分泌有关。
有些同性恋在青少年时期就意
识到了，有的在结婚后才意识
到，有的终身都无意识。想改变
同性恋倾向是不可能的，这不是
个认知问题，也不是简单的环境
及成长因素问题，一旦涉及到遗
传及生理因素，改变起来便难如
登天。

我
国 也 于
2001年4月在
《中国精神障碍分
类与诊断标准》中把“同
性恋”从精神与心理疾病名单中
删除，这意味着我们最终也认可
了同性恋的非病理化，过去我们
一直把同性恋归类为性变态。

如果凡凡不喜欢自己的性
别抑或一直想改变自己的性别，
那可以考虑“性同”的可能，是可
以通过心理干预或直接的医学
手段帮助其解决性别困惑的，但
从母亲鉴秋的叙述来看，凡凡
的情况不属于“性同”，而是典
型的同性恋，那改变起来基本
上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我们
大家都能尊重和理解凡凡的实
际情况，一定不要把她当成另
类，更不能把她看成是变态，凡
凡的家庭和亲友首先要做到这
点，当然整个社会也应该给凡凡
们最基本的理解和尊重，这是人
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
人类文明的基本体现。

专家援助

援
助

文/麓雪

五年前，慧因为明的才华嫁
给了他。五年里，她和他在争吵
中度过。女儿长到四岁，慧觉得
自己对丈夫、对这个家付出了很
多，却不被理解和认同。慧说“离
婚”也不止一次了，最近一次吵
急了两人还动了手脚，可慧的妈
妈说：“我和你爸吵了一辈子，还
不是过了金婚？为了孩子这日子
得过啊。”慧心软了，可又不能接
受吵吵闹闹的婚姻。她说女儿现
在脾气很大，动不动摔东西，爱
哭，一个人呆着的时候很抑郁的
样子，她很担心，不知如何是好。

吵架，似乎是每对夫妻婚姻
里的“家常菜”，它对婚姻的破坏
力和对孩子的负性影响，不言而
喻。有句话说“七年之痒”，这七
年，对于一对夫妻来说，是人生很
重要的一个时期，伴侣亲密关系
的磨合期，孩子生命成长的敏感
期。就像慧和明，结婚五年，孩子
四岁，在她和丈夫的关系里，孩子
开始认识到亲密关系的模式，认
识到婚姻是男女之间的基本关
系。她在无意识中学习并模仿着。
这一切，将深远地影响她未来的
生活。

儿童健全的情感世界，需要
在健康的家庭关系中形成。可让
人痛心的是，这个时期，不光慧
和明，还有多少年轻的夫妻，让
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了吵吵闹闹
的婚姻中！

很多人认为，夫妻间争吵是
两个人的事情，但科学家研究发
现，夫妻吵架方式受孩童时期影
响巨大，而且具有家族“遗传性”。
如果没有其中的某一代人的觉悟
和阻断，就会代代相传。

美国明尼苏达(the Univer-
sity of Minnesota)大学的科学家
开始了一项研究。他们挑选了一
些1970年6月出生的婴儿，并记录
这些孩子从婴儿到成年人的成
长历程。科学家们从中发现，孩
童时期与父母的关系，对日后夫
妻间的争吵有着巨大的影响。那
些和爱人吵架时，能快速地从争
吵中冷静下来、很快地结束争吵
并开心忘记的，一般和父母都有

着良好的关系；而那些无休止的
继续争吵、记恨的人，一般是小
时候父母没有能够帮助他们调
整负面情绪，日后成家，他们在
与爱人的争吵中，对负面情绪的
调节能力就相对弱。

很多有才华、有地位的人，
婚姻却是一塌糊涂。因为才华和
地位，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内在心
智的成熟。恰恰是亲密关系，更能
检验一个人对于“关系”处理的能
力，而不仅仅看其对于社会人脉
关系的处理。

有些人天生就幸运地拥有
爱的能力，那是他们在生命成长
的最初岁月里，从父母的良好示
范中潜移默化而得到的；有些人
在后天的学习中，也同样能够被
唤醒，在觉察中觉悟并付诸行
动。但这个过程很漫长，从无意
识无能，到有意识无能，再到有
意识有能，最终达到无意识有
能。这就是觉悟的力量。

在夫妻吵架中，只要有一方
能在冲突中冷静下来，就能缓解
紧张关系。研究还证实，那些小时
候与父母关系不好的人，能从情
感坚定的伴侣身上，学到控制情
绪的方式。所以，夫妻一方的成
长，也能够带动另一方成长。为自
己创建一个良好的婚姻关系，为
儿女示范一个健康而丰富的亲密
关系情感模式。如果慧和明的夫
妻关系改善，她女儿的情绪也会
在他们关系的改变中转化。

别错过这个对夫妻、对孩
子都很关键的时期。孩子的问
题是因为父母的问题，他们是
来到我们的生命里，引领我们
成长的天使。我们的生命是需
要二次成长的，只不过孩子在
一年里完成的心灵成长，成人
甚至需要十年去重塑。一个很
漫长、很艰难的过程，一条少有
人走的路。这条路，往往在人遇
到挫折时才想到去寻找。

为了孩子，也是为了让自
己的生命和情感更健康、更有
质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踏上
这条心灵之旅，开始爱的觉悟。
(麓雪：资深媒体人，致力于家
庭教育、婚姻情感和女性生命
成长的写作与研究。)

孩子是引领我们成长的天使

爱的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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