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俗话说“女儿是妈妈的贴身小棉
袄”，但最近来求助的一对母女却反其
道而行之，几乎是一天一小吵、三天一
大吵。见面就掐，遇事就吵，不但解决
不了任何问题，哪一个都愤懑异常。

母亲的诉求是希望女儿能彻底地
改掉坏脾气，不但能让妈妈少生气，还
可以找一个好点的工作，并且能稳定
下来，今后也好建立一个像样的家；女
儿的期望是妈妈不要太强势、太好为
人师，能够认识到自己也有错，不要认
为自己是“一贯正确”(这是女儿为妈
妈起的外号)。由于她们根本不听对方
在说什么，而是提高嗓门抢着诉说对
方的种种劣迹、自己的不满和委屈，所
以，作为“听众”的我一边协调，一边很
想逃离此地。

其实，母女两人的文化程度都比
较高。妈妈是
上世纪80年代
的名牌大学毕
业生，现在是
某机关处级干
部。女儿大学
本科毕业后，
没有听从妈妈
的安排继续读
研，而是抱着
做出一番事业
给妈妈看看的
决心，选择自
谋职业。但事
与愿违，由于
她无法调控自
己 的 不 良 情
绪，又总是逆
上，所以不是
被炒“鱿鱼”就
是她炒别人，
导致她非常苦
恼 、委 屈 、彷
徨、困惑，进而
陷入深深的自
我怀疑和自卑
中。每逢此时，
她特别渴望妈
妈的理解、帮
助、支持和安
慰，但妈妈每
次都会 “幸
灾乐祸”，吵架
的时候还会拿
出这个“强大
的武器”来攻
击她、摧毁她，

所以，她从内心里特别恨妈妈！又谈何
尊重？

20分钟很快过去，母女二人没有
任何“停战”的信息，丝毫认识不到自
己的过错，而且我的角色似乎仅仅是
一个听众兼维持秩序者。为此，我让她
们分别画一张“房—树—人”，希望通
过投射分析促进她们客观认识自我，
了解彼此。

妈妈的图像比较大，特别是树很
高大，显示其很有力量，但是线条不连
续，而且树冠呈云状，说明脾气急躁，
容易冲动；人物像画在中间，说明比较
自负；强调的鼻子说明有主见但攻击
性强。女儿的图像比较小，特别是人物
像很小，说明她的内心是很压抑和自
卑的；没有画耳朵和鼻子，说明既不爱
倾听别人的意见但又缺乏主见；单线
条树枝说明情绪不稳定，容易冲动，缺
乏控制力，没有耐性，经常变换目标；
画满污点的树皮说明可能有心灵创
伤，而且焦虑和紧张；房顶上冒着浓烟
的烟囱说明渴望家庭的温暖。

听完分析，二人都陷入深思。借此
机会，我将咨询的方向转向正能量的
获取。首先，不断鼓励妈妈寻找女儿的
优点，要求不得少于20条，并且由女儿
做记录，然后由女儿指出哪几条对自
己很重要；接下来母女交换。第二步，
先让女儿明确说出她理想中的妈妈应
该是什么样子的，再问妈妈哪些方面
切合实际，哪些能做到，哪些需要继续
努力；然后母女交换。第三，让母女共
同寻找过去用良好沟通替代争吵的宝
贵经验，并用心体会，进一步探讨今后
避免争吵的办法。

这是一例典型的“家庭代际传递”
的案例，充分体现了父母对孩子的重
大影响。这个女儿处理问题的方式与
母亲如出一辙，当自己的要求得不到
满足的时候，就会像小孩子一样丧失
理智，而用情绪表达自己的不满，解决
问题的目的就会被搁置，而只剩下争
吵，这种现象的确需要做父母的高度
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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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帮妻子咨询的，我说她心理有问题，她
坚决否认，还说我不爷们，没有足够的包容和大
度。是我没有包容心吗？五岁的儿子都经常在我
面前告状，说“妈妈好烦”，朋友们也调侃，“你家
比军队的纪律还要严格。”

就从妻子的洁癖说起吧。女人爱干净原本
无可厚非，不过妻子已经到了神经质的地步了。
回家后，我要仔细洗手(必须打三遍肥皂，一次
洗手液，再用流水冲净)漱口，然后去洗澡、更换
居家服。我的手机、皮带、钱包、钥匙等零碎东
西，每天都得被妻子挨个用湿抹布蘸着酒精或
消毒液擦拭一遍。她的理由很简单：这些随身的
物品更容易接触到钱币、卫生间之类的细菌，如
果把细菌带回家那可不得了。儿子也是同样的
清理模式，他最害怕洗澡了，哼哼唧唧地嘟囔，

“妈妈别洗了，我的皮肤快要被洗下来了。”儿子
表达不清，其实孩子的皮肤都被妻子搓洗得发
红了。

妻子最忌讳鱼腥味儿，一到我们家要做鱼
吃的时候，她的任务就是站在厨房门口，捂着鼻
子监视我，以免违反操作规程。我们家有固定的
盆子来清理鱼鳞，这个盆子平时什么都不可以
做。我也奇怪妻子灵敏的嗅觉，即使一年不用这
个盆子，她依然能闻到上面有令她作呕的鱼腥
味。吃鱼是儿子最受虐的环节：妻子给他套一件
外衣，叮嘱他两只小手不能随意触摸。谁能保证
几岁的孩子时刻处在木头人的状态？有一次正
吃饭，儿子一看播放《熊出没》的时间到了，他跳
下椅子，跑到茶几前，拿起遥控器就开电视，之
后，顺手把遥控器放到沙发上。妻子的情绪立马
失控，饭也不吃了，劈头盖脸训儿子：“你怎么不
洗手就乱动？”紧接着，她把沙发垫、靠枕撤下来
一通清洗，洗完后还得用沸水烫一遍，最后再用
花露水浸泡才达到令她舒心的效果。

我很反感吃饭时教训儿子，闹得孩子情绪
低沉，不愿吃饭。我还不能多说什么，否则就得
掀起一场家庭战争。妻子的某些要求连我都难
以做到，更别说活蹦乱跳的儿子了。家应该是自
由轻松和谐的环境，而我们家，到处是清规戒律
的束缚，稍有违反，妻子就是一副凶巴巴的“女
巫脸”，着实令人心情郁闷无比。儿子想让小朋

友来家玩，妻子断然拒绝，“不可以，家会被弄脏
的”。所以，遇上妻子出差在外，我就准备好零食
甜点，让儿子邀请小朋友来家做客，我决不干涉
他们的快乐，由着孩子的天性去玩耍，哪怕把家
折腾得像一个抽象的涂鸦世界。当然，我得赶在
妻子回来之前把家恢复原样，不然的话，我们父
子俩又要挨骂了。

最后我想说说妻子的强迫思维，她总是将
没必要的事情无限扩展，像动物反刍一样，来回
咀嚼。妻子大学时有个相处不错的室友，曾跟妻
子借了500元钱，至今未还。毕业都六七年了，妻
子到现在还念叨着：“我对她那么好，她为什么
要骗我？”“也许对方真忘了这事，再说500元钱
就当做慈善了。”我的劝说根本没用，即使听到
别人借钱不还的事情，妻子也会借题发挥，立即
启动复读模式，自顾自无休止地沉溺在回忆和
愁怨的状态中。

一开始，我认为是妻子心小，但她循环往复
的行为让我觉得有点不对劲。比如，家里的一些
重要证件，我用完之后交给妻子保管，她会放进
抽屉的夹层里。就这么简单的动作，她要反复拉
开抽屉查看好几遍，“万一没放进去呢？补办证
件很麻烦的。”我发现妻子在重复不停的过程中
也是异常的焦灼苦恼，明显能看到她烦躁不安
的表情。

前几天妻子看新闻，一家饭店因煤气罐泄
漏引起爆炸，造成一死一伤的惨剧。妻子又不淡
定了，她执拗地让我处理掉家里的煤气罐，“咱
家用电做饭，反正也用不着它，免得留隐患。”

“如果遇上停电，总得有个应急的吧，再说那罐
气已经很少了，平时多注意不会有问题的。”我
的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也消除不掉她自设的恐
惧心理。

每晚临睡前，妻子要多次检查门窗是否
关好，电源线是否拔掉，现在又多了一项检
查煤气罐。晚上我正睡得香，她忽地推醒
我，“你闻，是不是有煤气的味道？”其实
什么都没有。我知道妻子的苦心，希望家人
平安，可凡事总不能因噎废食、草木皆兵
吧？妻子的行为已经折腾得我苦不堪言，只
好求助心理老师来疏导了。

专家援助

让蜕变之花自然绽放

□ 天 舒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神经质妻子
折腾得一家人苦不堪言
口丁 皓(化名) 记录：小 雅

“一人向隅，举座不欢。”丁皓眼中神经
质的妻子让全家人跟着异常压抑。先从他认
定的妻子有洁癖说起。爱清洁，是一种良好
的生活习惯，只要不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困
扰，就是健康的范围。丁皓有个爱整洁的妻
子，本来是一件幸事。可听听他的诉说：回家
后繁琐复杂的洗漱程序，5岁儿子因皮肤被搓
洗得发红甚至害怕洗澡，全程监视做鱼的操
作规程，儿子“受虐”像是木头人的状态等
等。如果把过于注重清洁的人说成有洁癖，
这位妻子的状况显然有些符合，不仅有反复
洗涤检查行为和“情绪立马失控”的表现，还
困扰了家人。

丁皓妻子还显现了其他的强迫思维、行
为。比如对清规戒律的束缚稍有违反，就是一
副凶巴巴的“女巫脸”；不允许小朋友来家做客；
对证件保管反复查看；因一则煤气罐爆炸的新
闻草木皆兵。丁皓既要迎合妻子落实整洁要
求，还要趁妻子不在家满足儿子玩耍的天性，
郁闷无比的同时发现“妻子在重复不停的过程
中也是异常的焦灼苦恼。”有病治病无病预防，
把治疗强迫症的一些简单思路提供给丁皓妻
子，希望可以从中受到启发。

一是转变认知。疑病观念和紧张情绪，
只会增加心理负担加重症状。可以试着了解
有关强迫症的背景、知识以及措施，认识追
求极端完美只能适得其反的必然，有计划、
循序渐进地减少症状发生的频次、时间，对
生活不过分苛刻挑剔。

二是学会接纳。无条件接纳真实的自我
以及环境。也许真实的自我有许多缺陷和弱
点，身处的环境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尊重

自己、尊重差异性，承认和接受自己和身边
的人“犯错误”(比如不符合自己的清洁要
求)。

三是调整心态。“地狱在心中，天堂在心
中，涅槃在心中”。万事发乎于心，答案也在
心中。无论洁癖还是其他强迫症，本质是不
同思想的博弈。保持乐观的心态，给心灵自
由呼吸的空间，让过度的甚至病态的反应自
然而然地荡涤淡化。

对于妻子“不爷们，没有足够的包容心”
的反馈，丁皓也要反思，妻子现在的状况不
是一天“铸”成的，一定要给予更多的包容、
智慧的沟通、理性的陪伴。拿出大丈夫的气
魄，主动接手家里的一些“重要”事情，给妻
子腾出时间重拾兴趣爱好。营造轻松的氛
围，对妻子部署安排的整洁家居，点个赞支
持一下，再说自由温馨之重要。担惊受怕之
类的状况不稀奇，女性都是感性动物，简单
的指责说教不如帮她转移注意力，多参加群
体互动和户外活动，家长群、闺蜜圈、家庭宴
会等等。在孩子的管理教育上，提示妻子，如
果孩子的童年只剩下“整洁”，该是多么遗
憾。至于反复念叨借钱不还的陈年旧事，可
以忽略不计，总得给妻子留点唠叨的空间
吧。如果过于计较，那丁皓要小心，是不是自
己遁入了“强迫”的怪圈了呢？

当然，如果确实感到痛苦深陷其中，一
定要相携相助，劝说妻子看心理医生，积极
寻求专业系统的治疗，不可讳疾忌医。如果
尚在心理问题阶段，参考以上建议去做，改
变也许会在悄然间。世界很奇妙，领悟生活，
接纳当下，让蜕变之花自然绽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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