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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再逼他

“说话”

“老婆的智慧”

系列(4)

女人们常执著于某些奇怪的事情，比如
“逼老公说话”。M结婚两年多，觉得自己在这
件事情上的投入与日俱增，成果却每况愈下。
M的老公34岁，在一家规模不小的地产公司
工作，刚升任营销总监，也算少年得志；M还
不到30岁，媒体出身；三年前两人在工作应酬
中结识。想象一下当时的场面吧：他妙语连
珠、魅力四射，她得体倾听、机智应答，两人一
见倾心。后来恋爱时也不错，他的话题丰富有
趣，谈起与M相关的人事物更是见解不俗，让
M在衷心崇拜的同时，也充满被关注的幸福。
可是结婚以后……

“每天回家，除了吃饭睡觉，不是看电视
就是看手机，问什么都是嗯嗯嗯好好好。”

“他的事，是‘没什么可说的’；我的事，是
‘你看着办’；想多聊几句，就‘累死了，不说
了’。”“还以为他得‘失语症’了呢，可出去吃
饭时一看，在外面还是那么能说！你说，这男
人是不是就得见了年轻妹纸话才多？外面那
些女的也不怎么样啊……”

M说着，一脸不解变成忿然：“反正就是
对我没兴趣了呗。不说话？这叫冷暴力！”

我笑了。女人爱“判决”，而“判决”后的
“刑罚”千篇一律，不过是逼了又逼，非要逼出
和婚前一样多的话不可。可惜，至少在M的个
案中，这“罪与罚”均不恰当。

“不是他对你没兴趣，是位置变了——— 你
从他的‘报告空间’转移到了‘情感空间’，当
然话就少了。”

M一脸茫然。
看来，有必要分享一点两性沟通的知识，

可不是我的研究成果，而是语言学家德博拉·
坦嫩的理论。坦嫩在其著作《男女亲密对话》
中说到：“男性更喜欢公共性的谈话，即‘报告
式谈话’；女性则更喜欢私人性的谈话，即‘情
感式谈话’。对大多数男人而言，谈话就像一
场江山争夺战，他们借着说故事、讲笑话、提
供独家信息等方式，将自己推向舞台的中心，
展示高人一等的知识与才能，掌握在社会阶
层中的地位。而对大多数女人而言，谈话只是
为了确认关系、维系感情，让自己获得更多安
全感和自信。”

怎么样？原来沟通也“男女有别”。对照这
个看看M老公，其实还挺“正常”的。他的职业
和地位要求他不仅健谈、还要谈得精彩，这既
是能力的展现，也是拓展人脉获取利益的必
需。因此，在应酬或工作中“话多”，其实是一
种“素质”。至于回家“话少”，也不是因为M不
如别的“妹纸”年轻漂亮，而是因为在老公心
目中，M的“老婆”身份已经妥妥的，不再需要

“征服”，当然也就不必使用谈话这一“武器”。
可是M与老公不同，她是女人。女人成了

“老婆”，有了一个家，这个家毋庸置疑是最重
要的情感空间。女人期待与男人有更多的对
话，让情感空间变得更精彩、亲密，而男人习
惯的表达亲密的方式，却是沉默，就是被M判
为“冷暴力”的东西。

“所以”，我对M说，“不要因为男女先天
的差异，而误解了你们的关系。谨防心理暗示
的可怕力量——— 越相信这是个坏的婚姻，越
源源不断发现它的‘坏处’——— 那可比‘不说
话’麻烦多了。”

“但我想和他说话呀。”M说。
没问题，你们当然可以有愉快的交流，但

不是“逼”出来的。我照例用“条目式”，给M和
“老婆们”建议：

(1)不要“为说话而说话”。和老公一起做
些有意思的事，过程中自然会有交流。这需要
你们有一些共同的兴趣爱好，或能协助对方
的工作、社交。事实上，能做到这些的夫妇，很
少会“没有话说”。

(2)不妨一起出门，多利用一下“报告空
间”，这会帮助你获得更多他的信息，便于同
步。而且结婚后两人总在家中相对，从来就不
是个好主意。

(3)用肢体交流作为“启动按钮”，如果你
想得到亲密的感受，“先动手再动口”才是正
确的程序。动听的情话是需要被吸引、诱惑出
来的。

(4)保持积极变化、成长的状态，让他不
断发现重新“征服”的价值。那样，你收获的将
不仅仅是“说话”，还有更稳固、更美好的婚
姻。

如果这些你都做了，我还有一条建议：试
试和他一样沉默。或许你会发现，沉默不但不
值得恐慌，还挺享受的。

┬蒋 硕 (心理咨询师、婚姻咨询师、
“青未了·心理工作室”专家顾问团成员)

自主篇———

不上学并非厌学，只是希

望自主学习

读者Z先生：我儿子19岁，今年读
大二，报考大学的时候对现在的专业
有很大期待，到了大学才发现和自己
想象的不一样。周围的同学都在
想办法转专业，他自己也想这么
做。但是我认为可以通过继续读
研究生的方式来实现理想，但是
孩子对现有专业不满意，说什么
也不想学了。我觉得孩子年龄小，
学习成绩好，不上研究生可惜了，
这个问题怎么办？

李舒：我首先感觉您是一个
非常关心孩子的父亲，这一点已经远
远超出了许多父亲。可以想象在孩子
的早期生活和学习中，作为父亲您一
定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指点，这
才让孩子能够对现在的专业充满了向
往。

有一点需要回顾的是，在孩子成
长过程中，您是否给予过他充分自由
选择的空间，以及允许他犯错误的机
会？我们养育一个孩子，并不是让他来
替我们完成自己未了的心愿，而是帮
助他发现自己，成为自己。在孩子早期
的生活中，他会需要一个这样的阶段，
让自己无所不能，进行所有的尝试，犯
下大大小小的错误，这样他才会亲身
体验到自己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而不是听大人的话，这个可以做、那个
不可以做。如果仅仅是听话的孩子，那
么有一天他真正到成人世界中去生活
的时候，他会发现父母再也帮不了自
己了，而且他面对种种复杂的社会现
象不会选择、不会评判，这才是他真正
的悲哀。因此，如果有一天孩子开始希
望能够自己为自己做主了，您一定要
舍得放手，让他去尝试，让他去担当。
具体到您孩子专业选择这个问题，我
感觉考研究生还不是您孩子自己考虑
的范畴，而更像是您自己的需要；孩子
自己并没有厌学，他只是希望寻找他
感兴趣的钻研方向。具体是不是这种
情况，也许我们还需要更深入的沟通
和了解才可以知晓。

读者G女士:我女儿高三了，还有一
个月面临高考，平时成绩不太理想，她
老师说能考上专科就不错了，孩子压
力非常大，每天熬夜到凌晨两三点钟，
早上没法去上课。因为担心考不上大
学，她就不想上学了，希望单独找一个
地方安静学习，而且还请家教帮助提
升成绩。我看到孩子这样紧张很担心，
我该怎么办呢？

李舒：首先，您孩子的问题并不是
厌学，而是太想学习了。孩子为什么在
最后这一个月如此努力、拼命学习，由
于沟通有限我不是十分清楚，可以假
设一下是否是老师的这句话：能考上
专科就不错了！老师给予学生这样的
评判并不是一种积极的暗示，但是会
令性格逆反的孩子产生一种较劲的心

理：我偏要考给你看看！不到学校学习
的原因，或许是学校的环境并不能帮
到她。这个时候她会从有安全感的家
庭中寻求帮助：合适的环境、强者的指
点。因此，要求单独的学习地点、请家
教就是与之一脉相承的心理行为表
现。面对心理压力，孩子的反应是积极
的、有力量的；但同时，孩子毕竟是有
些过于心急，这样就势必会导致心理

压力过大。心理学有一个倒U形
理论，就是心理压力和行为效果
的关系是n形关系，压力太大和压
力太小都不利于提高学习成绩，
这和大脑的工作原理有关系，只
有适当的压力才可以让大脑充分
的活跃，思维清醒、注意力集中、
记忆高效，还可以充分发挥自身
的潜力，发挥出较好的水平，而这

些都是在情绪稳定、作息合理、心态平
和的状态下才能达到的。因此，对于孩
子的状态，首先是帮助她减轻心理压
力，调整对高考成绩的不合理期待，其
次是改善环境，比如合理饮食、适当运
动、每天和家人聊一聊、听听舒缓的轻
音乐等等，让孩子安全度过这个阶段。

父亲篇———

父亲角色缺位是孩子学

习动力不足的原因

读者S女士：我家儿子15岁 ,上初
四，学习不好，还有1个月中考，说自己
压力大坚决不再上学了，打算去读技
校。他父亲在外打工，常年不在家，只
有我天天守着他。每天回家看到他玩
网游我就心烦得不得了，就是上技校
也得等到9月份。这可怎么办？

李舒：电话中能感受到做母亲的
您非常焦急和无奈，看起来似乎您对
孩子上技校这件事并不反对，而是每
天看到孩子在家无所事事玩游戏是最
难受的！因此我更关心您的情绪来源：
是独自在家带孩子很辛苦而儿子又不
懂帮您做家务？还是工作中不顺心无
人倾诉？孩子爸爸在外面打工很多年
了吗？对孩子有教育和陪伴吗？您在儿
子面前是如何说起自己丈夫的，是好
话多还是埋怨多？看起来我关心的这
些问题和孩子的学习没有关系，而实
际上关系非常大。

一个孩子喜不喜欢学习，有没有
理想去实现，遇到困难有没有决心去
克服，这些方面对男孩来说，通常是和
父亲有关系的。试想一下，如果一个爸
爸对儿子说 :“爸爸在外面看到很多新
鲜有趣的事儿，而这些是因为我读书
识字才做到的，你现在还小，得学习知
识，等长到像爸爸这样的大人，就可以
出门看看外面都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这样的教育就让孩子自然对学习产生
憧憬，愿意探索知识。如果爸爸是因为
生活的原因，到外面打工赚钱，那么妈
妈就要给孩子描述一个好的爸爸，而
不是埋怨和不满，因为男孩子终究是
要以爸爸为榜样的，如果爸爸不够好，

他慢慢也觉得自己不会有出息，慢慢
就失去学习的动力。学校的老师和同
学如果再不喜欢和他在一起，那么他
就很难在那个环境中坚持下来。但是
孩子还未成年，还有希望可以改善自
己，这点也希望您作为母亲对自己的
孩子要抱有信心。

母亲篇———

母亲早年对孩子的情绪

缺少感同身受影响学习

读者X男士：孩子13岁，男孩，本学
期开学2周后因为英语老师对他讽刺
挖苦，便拒绝学习英语，班主任语文老
师批评他之后又开始拒绝学习语文，
现在孩子不去上学了，多方引导也没
有效果。

李舒：通常我们自信的核心最早
是来源于妈妈对孩子的全身心关注、
及时的护理、微笑的面容、和蔼的语
言、淘气行为的宽容、优点的肯定，当
妈妈对自己的包容和喜欢到了一定的
程度，孩子自己就形成了“我自己足够
好”的内在肯定，这就是乐观自信的源
泉。

在这之后，才是母亲逐渐的、慢慢
的不肯定、小量的批评、规则的建立。
如果在孩子还不能自我肯定的时期，
就过早地对孩子严格教化，树立规则，
声音生硬，语气严厉，表情冰冷，那么
孩子在自信方面就会形成一个小的缺
陷，只要母亲表示对自己的不满意，就
会引发强烈的愤怒，因为“批评意味着
否定了我的全部”。

带着这个缺陷来到外面的世界，
同样会对于批评过于敏感，类似于对
母亲愤怒的再次爆发，这个长大了的
孩子会奋起反抗，所用的方式是自我
毁灭式的，因为他放弃了对这门功课
的学习，而学习本来是他自己的事情。
这个孩子和自己母亲的关系“不好”，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而是关系“太
好”，因为他还分不清哪里是对母亲的
反应，哪里是对正常的老师批评的反
应。因此，趁着这样一个问题的呈现，
把早年积累的情绪疏导出来，才可以
真正帮到这个孩子。

[ 案例总结 ]
孩子厌学貌似是孩子的问题，实

际上却是家庭、学校、整个社会教育理
念的问题。学校和社会是难以在短时
间内改变的，相比之下，家庭中父亲、
母亲对孩子的理解相对容易做到。我
们大家可以看到，在名为“厌学”的面
纱之下，暴露的是孩子自己希望长大
为自己做主的问题，是母亲在早年对
孩子感同身受的理解不够的问题，是
父亲对孩子的关爱陪伴缺失的问题。
因此，通过现象看本质，我们才可以真
正帮助孩子做到愿意学习，愿意努力。

治治厌厌学学
不能仅从孩子身上找原因
——— 心理专家李舒来本报接热线实录

当孩子不愿意学习甚至对
上学产生恐惧的时候，家长往
往会格外焦虑，但有的家长又
欠缺行之有效的方法与技巧，
因此常常适得其反。

16日上午，“青未了·心理
咨询工作室”邀请知名心理专
家李舒做客本报热线，与家长
就孩子厌学这一话题进行互
动。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来
自省内多个地市的家长纷纷通
过热线进行咨询。本期心理周
刊选择此次热线问答中比较共
性的问题整理刊发，希望能够
对您有所帮助。

摄影/本报记者 戴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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