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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素华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
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教授，

“青未了·心理咨询工作室”专家顾
问团成员)

16岁的婉虹是某县一中的高一
学生，生在农村，父母全力以赴供她
读书，从不舍得让她干农活和做家
务。她也不负父母的厚望，自小学习
十分刻苦，学习成绩一直非常优秀，
并最终以优异的成绩升入县城的重

点高中。但是存在的问题
是：一是由于很少与同伴
玩耍，性格比较孤僻，没有
朋友；二是因从不做家务，
自理能力极差。进入高中
后，她用了比较长的时间
才基本适应了住校的生
活，但是因没有朋友而感
到异常孤独，而且学习成
绩也不像初中时出类拔萃
了，更增添了她的焦虑和
烦恼。

眼前的婉虹表情呆
板，穿着不太整洁，头发呈
绺状，甚至散发出异味。她
低头自言自语似的述说
着，抬头看了看我关注的
神情，忽然停了下来，沉默
许久，好像下了很大的决
心说道：“最要命的问题是
我喜欢上了我的班主任！”

“他是一个怎样的老
师？你能告诉我喜欢他的
原因吗？”通过鼓励，我想
让她一吐为快。

“李老师教历史课，他
是一名刚刚毕业的大学
生，非常热心，讲课超级有
趣，同学们都很喜欢他。他
很关心同学，可能发现我
经常独来独往，就找我谈
心，我觉得他特别善解人
意，慢慢地就对他产生了

好感。”她不好意思地看了看我。
“由于不停地胡思乱想，上课无

法集中精力，经常失眠，我就鼓足勇
气给他发了一条有好感的短信，他
没回。后来我又接连发了许多条表
白的短信，他终于找我谈话了，但
是，他劝我好好学习，将宝贵的精力
放在学习上，后来干脆告诉我他有
女朋友了。”她语气中充满了失望和
自责。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我感觉很丢人，其实老师根本

瞧不上我！此后，我有时还控制不住
地偷看长得帅气的男生，您说我是
不是一个轻佻的人？”还没等我说
话，她接着说道：“有一天，我走到一
个灯红酒绿的酒店门口，一个男人
很轻佻地邀请我到里面玩一玩，我
当时真的想进去，我想自己反正也
不是纯洁的好女孩！”

“你知道吗？很多女孩和你一样
喜欢年长的、有魅力的男性。”婉虹
瞪大眼睛看着我。“心理学家赫罗克
将青春期男女的交往分为四个时
期：性反感期——— 牛犊恋期——— 狂
热期——— 浪漫期。初中生和高中生
正处在牛犊恋期，主要表现为崇拜
长者，为他们的容貌、风度、才能和
人格所吸引，所以喜欢关心、理解你
的老师是很正常的心理，与品行好
坏没有一点关系。”听了我的解释，
她如释重负地长出一口气，“这一阵
子我真的太痛苦了，我不停地责骂
自己，有时想退学，可实在无法面对
父母！听了您的解释，内心真像一块
石头落了地。我今后一定要集中精
力，用功读书了。”

由于婉虹产生牛犊恋的原因是
多方面的，因此，要使她真正从中摆
脱出来，必须增加和同龄人(包括男
生)的交往。至此，我对她提出了如
下建议：一、努力学习是一个良好的
行为，应继续保持，但要不断提高自
理能力，包括搞好个人卫生，以提高
个人的魅力；二、要学会主动与同学
交往。良好的人际交往不但不会耽
误学习，还因为有人一起分享情感
而愉悦，进而提高学习效率；另一方
面通过结交朋友，可以增加对自己
和同龄人的认识，以免将正常问题
扭曲化。

早就想找个人说说了，我可能得了
洁癖一类的毛病。因为我妈是医生，很
小的时候，我就被我妈一再灌输要讲卫
生。小区里，别的小朋友可以肆无忌惮
地玩泥巴，但我的手上只要有一点脏东
西，我妈肯定会让我把手洗干净。所以，
从小到大我都像个整洁的洋娃娃，周围
的邻居也总是夸我：“多乖！多漂亮！多
讲卫生！”

就个人来说，讲卫生爱干净也是
好习惯，但慢慢地，我就觉得我有点爱
干净过头了。上大学后我第一次住校，
宿舍同学一起去学校周围的小店聚
餐，我本能地觉得不大卫生，但又很新
奇，而且主要的是也想和舍友打成一
片，就一起去吃饭了。那些小店里黑乎
乎、脏兮兮的桌椅板凳就不用说了，菜
肯定也没洗干净，油大约也有问题，强
忍着吃完，别人都没事，我
接着就拉肚子了。后来，就
不大敢去那种地方吃饭
了，去外面吃饭也尽量带
上饭盒。

类似的事情多了，舍
友们多少会觉得我太矫情
了，而且我也没办法像她
们一样泼辣、放得开，所
以，进进出出的基本就我
自己一个人，有时候，肯定
会觉得孤单，但又孤芳自
赏，想都是现代人，没必要
互相迁就，大学四年就这
么我行我素地过来了。

可是，走入社会后才知
道，我这洁癖的毛病，其实
已经影响到我的工作和社
交了。比如，有些长得太过
于粗线条、个性邋遢一些的
同事，我基本上从心理上就
避而远之。再比如说，有时
候去学校排队接孩子，像现
在这样大热天，人挨着人，
那股汗味，简直没法闻，碰
上那些唾沫飞溅的家长，对
我就是一种折磨，所以，我
每次去接孩子都排在队伍
最后一个。

回到家里，下意识地，
我似乎又重复了我妈当年
的那一套，每天工作再累，
也要换洗一大堆衣服，家里
角角落落都收拾得一尘不染。老公是农
村出身，也被我强行教育得服服帖帖，
最头疼的是婆婆来家里小住，我就会被
一些小事搞得心烦意乱，偏偏婆婆的卫
生习惯很差，你能要求一个农村老太太
什么呢？我就只能自己别扭自己。

最大的痛苦是，孩子教育上的矛
盾。我也知道自己太过于洁癖了，有时
候，也会允许女儿玩玩泥巴、抓把花花
草草做饭，这是接地气、亲近大自然，但
玩是玩，回家该洗手该讲卫生，我还是
会比较严格地要求孩子，老公就觉得我
这是束缚孩子的天性，而婆婆根本就不
管这一套，吃饭的时候故意鼓励孩子吧
唧嘴，看谁吃的动静大，饭渣菜汁洒一
地，而我只要看到女儿像个小脏孩，就
特别抓狂。

有时候，我就会为这些鸡毛蒜皮的
小事和老公吵架，老公累，我也累。其
实，我内心真不想做一个这么计较的
人，但就是没办法，下班回来，看到
家里干干净净，我会满心愉悦，但一
看到家里乱糟糟的，我就莫名其妙地
烦躁。好歹家里有钟点工，我妈退休
后也时常过来帮我们拾掇，呆在家里
是最舒心的，但人不可能总在这样的
温室里成长啊。

我女儿就开始受我的影响了，连
班主任都说她：“你们家小姑娘可清高
了！”上次班主任还特别和我说，班里
调座位，女儿坚决不愿意和那些脏小
孩一块坐，平时也不搭理那些邋遢一
点的孩子，只和长得漂亮穿得漂亮的
同学做朋友，我听了，真是哭笑不得，
这能怨谁呢？我从小就是这么被我妈
教育的，哪个小孩脏，不要和他玩，等
等。结果，等我长大了，我根本不知道
怎么交朋友，我不希望我的孩子也因
为过于洁癖，不懂得交朋友。

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些东
西是根深蒂固的，比如上周末，女儿
班里有个同学邀请我们去参加她的生
日派对，一起去的家长和孩子都玩得
很高兴，但女儿很惊讶地说：“某某
家怎么这么乱呀！”我自己也如鲠在
喉，本来是鼓起很大的勇气来参加这
样的聚会，但吃的喝的玩的都觉得不
对劲，在这样一个脏乱的环境里，什
么东西都难以下咽。哎呀，洁癖也是
一种心理疾病吧，我还能改得过来
吗？特别是孩子，不会也成洁癖吧？

亲爱的美群：

您好！您说得很对，“讲卫生爱干
净也是好习惯”。就“洁”本身而言，清
洁，整洁，爱干净，本无可厚非，也不
会带来困扰，常规的卫生习惯也是必
要的，比如非典期间、禽流感期间，预
防流行的传染病等，也都提倡和要求
我们讲卫生，连小朋友都知道；与此
同时，您也意识到另一面，“慢慢地，
我就觉得我有点爱干净过头了”，您
称之为“洁癖”。古人言，过犹不及，现
在，这种习惯已经“影响到我的工作
和社交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困扰。

诚然，脏，的确令人不爽。想了解
的一个问题是，您对生活中这个“脏”
带来的危害有怎样的评价？是处处充
满了脏的危险还是仅仅存在着某种
可能性？或者一旦有脏的存在，可能
的后果会不会不堪设想？我们用日常
的精力去应付万一的可能，谈脏色变
必欲洁之而后快，累的不仅仅是自
己，还有周围的人，尤其是亲密关系
中的人。对外人，我们还可以暂时避
而远之，但是对家人，天天面对无处
远避，对丈夫，“强行教育得服服帖
帖”；对婆婆，农村人的卫生习惯让您

“心烦意乱”，最后是“自己别扭自
己”；对孩子，“只要看到女儿像个小
脏孩，就特别抓狂”。本来卫生干净是
希望过整洁舒心健康快乐的日子，而
现在，洁已成癖，却事与愿违，反而因
这个习惯让我们生活的乐章多了些
不和谐的噪音。可见，眼下所做与想
要的生活南辕北辙相去较远了。

如您所言，“呆在家里是最舒心
的，但人不可能总在这样的温室里成
长啊”！孩子受到的影响也渐渐显露

出来。她迟早也会离开家，上学，住
校，吃集体餐厅，以后也要走向社会，
您也说，“不希望我的孩子也因为过
于洁癖，不懂得交朋友”，因此，您需
要不同于母亲对您的灌输，给孩子恰
当、适度的教育和榜样。

回头看看这个习惯是怎样形成
的。从小被当医生的妈妈教育培养，
是重要因素之一。人刚生下来是一张
白纸，不知脏净，从洁到洁癖，乃从无
到有，后天养成，既如此，理论上也可
从“癖”回到适度。“说起来容易做起
来难，有些东西是根深蒂固的”，的确
如此。这个习惯我们养了多年，也带
来一些益处，减少类似腹泻或感冒的
机会，所以，不必因此而过度焦虑，也
不要试图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可以慢
慢来。借此机会，可以了解一下，除了
早年的教育形成的观念外，这个习惯
与您的个性之间又有怎样的联系。重
新认识自己，进一步理解自己的人际
关系，包括曾经与父母之间发生过什
么，和女儿之间，又在如何重演当年
跟母亲的关系。

您说“一看到家里乱糟糟的，我
就莫名其妙烦躁。”这个烦躁的程度
如何？如果哪天没拾掇好，究竟会怎
样？空闲静下来的时候，仔细体会一
下，那个“莫名其妙”背后有怎样的想
法。在人际关系方面，对有些邋遢的
人，如果不远避，靠近了会引起什么？
如果可能，找个专业的人士协助一
下，陪伴我们清晰一些脉络。

问题一一理清，就可以解开从母
亲到自己再到孩子的重复链条，在

“洁”与“癖”之间，给自己一个适度的
区间，过一种“洁”而轻松愉快的生
活。祝福您！

在“洁”与“癖”之间

□崔舸鸣(山东润心心理咨询研究中心首席咨询师
“青未了·心理咨询工作室”专家顾问团成员)

专家援助

“爱恋老师”的

烦恼女孩

走进咨询室

我爱洁癖的习惯
还改得过来吗
口述：美 群 记录：舒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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