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老太太是个体面的人，出身有根底，上过
女子师范，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生育五个子
女，家里家外人人称道。今年她88岁，心脏和眼
睛都不好，在医院病房里过了春节，过得长吁短
叹。年初二一大早，做了个“不好”的梦，犹豫许
久才来求解。

“就梦见一池子水，不深，映着太阳挺亮的。
一帮人围着池子，伸胳膊伸腿地不知道在里头
捞什么。我走过去一看，是个硬币啊，就浮在水
面上。再一看，嘿，这些人多蠢！个个都拿根棍儿
去捞，那怎么捞得起来？我在口袋里一摸，摸出
个勺，一下就捞上来了。看看，多简单。可我正给
他们看呢，他们叫起来了，‘冥币，冥币’，我一
看，啊，真是个冥币，鬼钱！我手一哆嗦，扔回池
子里去了……冥币都梦见了，这是要死了吧？”

看着老太太梳得一丝不苟的白发和一脸
认真的表情，不禁笑起来：“不是扔回去了嘛？说
明冥币暂时还用不上，死不了。”

老太太“哦”了一声，似乎轻松了点，但又不
怎么相信的样子。

那好，我们继续说。
说说水吧，池子里的水。人们总说水代表

财，毋宁说代表欲望，而从欲望再深入一层，水
真正象征的，其实是生命状态。这在很多梦的实
例中得到过印证：当梦中出现惊涛骇浪，水雄浑
而汹涌，身体正在强压、无力中深感恐惧；当梦
中的水污浊黏滞，身体或情感陷入某种障碍；而
当梦中的水快速流动，生命能量也处于变化之
中；至于清澈深水中的畅游、潜行、自由呼吸，可
以理解为深度性体验，也是身体与生命健康自
由的美好感受……老太太梦见的水，容纳在相
对封闭、静态的池中，不深，却亮(说明还算干
净)，这正符合她当前的生命状况：有限，但至少
在当下，是稳定的。

老太太听见这描述，不是一味粉饰太平的
吉利话，倒很认同。到了这个年纪，不思虑生死
是不可能的，再智慧通达，也不会全无畏惧。除
了引导坦然面对，没有更好的方式。就把那个池
中的硬币视为“生死”，也未尝不可。比起水，钱
币是更为直接的欲望符号，一个人的生死周边，
围绕着更多人的诉求，儿女孙辈、亲戚故旧，既
有情感亲疏缠绕，也有遗产、关系、种种身后事
务需要处置，谁能脱俗呢？

“他们的想法和您不太一致对吗？您那些儿
女们，您好像觉得他们不大高明。”

“就是蠢。”老太太毫不客气，儿女们无奈地
笑。

久病床前，孝子孝女还是有的，只是越亲密
的相处，越生出尴尬嫌弃。老太太希望始终保持
体面，儿女认为舒服就行还管什么形象；老太太
觉得自己处事甚公，儿女们对房子存款估值不
一；老太太期望年轻的孙辈记得她一生业绩，他
们不爱听故事忙着刷手机。儿女亲身伺候，她怕
累坏了他们身体；儿女雇来护工，她觉得他们糟
蹋钱……反正没一样省心，她也懒得说了，连他
们预备的送老衣裳，花色针脚看不上，也懒得挑
剔。都蠢，自己一生能干竟没一个得着遗传。这
辈子到底有啥意义？

对人生意义的终极思考，是个沉重命题。用
“捞硬币”作为隐喻，其中蕴含的是对智慧传承
的期待。对老太太而言，儿女是她留在这世上、
存在过的证据，她希望他们在她身后平安和乐
地活下去，也活得像她一样体面，才不辜负她曾
经达到的层次与境界。

可是，毕竟“他们”是“他们”啊。
告诉老太太，就算现在才开始，也得学着接

纳儿女们和自己不一样的人生。拜过去时代所
赐，母子母女亲密相处的时光实在不多，纵有了
不起的生活哲学和生活方式，没能在早期共处
中传递，此后当然不易复制，怪不得儿女们。而
他们活成今天的样子，也是努力探索的结果，至
于好坏，等他们也到了八九十岁，自会评判。蠢
不蠢都不要紧，大家都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各得
其所不就是了？

老太太若有所思。
“当然，要是您愿意，还是可以给他们‘勺

子’。”
所谓“勺子”，就是对生死的理解、对生死事

务如何处置的要求。不要“懒得说”，“猜心”是一
种太难实现的孝道，不如直截了当地表达。而每
个“蠢”儿女，按老太太喜欢的方式对待她吧，每
个人都应该在被尊重中完成自己的人生，才能
消除畏惧，达成终极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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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孩子子为为什什么么不不愿愿上上学学？？

“以梦之名”

系列(05)

孩子中途为何不愿上学了？

近期，笔者不断接到家长的求助电
话——— 孩子不愿上学了怎么办？在很多老
师和家长看来，孩子不上学是因为考试成
绩下降了，或者是因为与同学或老师之间
闹矛盾了，甚至是因为上网无度等，其实
这些都是孩子不上学的外在因素，而非根
本原因。

案例一：小A，初二男生，因为父母
事业繁忙，从小就被寄养在奶奶家，上
小学才被接回父母身边，请了个保姆照
顾孩子的生活起居。然而，春节过后小
A就再也不去学校了，整天在外边和一
些社会上的小混混待在一起，家长软硬
兼施，可孩子死活就是不去学校。

原因分析：小A家境优越，父母在物
质上几乎能够满足孩子所有的需要，但
是却很少有时间陪伴孩子，和孩子谈
心。用小A的话来说：“家就像是一个冰
冷的旅馆，我和父母之间就像偶然相遇
的旅客，我感受不到一点点家的温暖。”

听了小A的话，难免让人心疼和伤
感。很多父母总是以忙为借口，忽视了
孩子的情感需求。当孩子出现问题的时
候，才后悔莫及。孩子的早年被父母不
恰当地对待，导致孩子人格出现很多问
题。比如父母因为忙于自己的事业，把
孩子交给老人或者保姆带，严重忽视了
孩子对父母无条件关爱的需要，导致孩
子进入青春期后对自我缺乏接纳、自我
价值感低，在学习上更容易受挫，找不
到学习的成就感。家庭亲情的缺失，父
母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也让小A开始
从外界寻求同伴的慰藉。

很多父母因为受自身成长的影响，
对孩子过于控制，或者过于严厉，对孩子
动辄打骂；或者过于保护，孩子自己能做
的事情也不让孩子做，从而导致孩子出现
较多的心理冲突。孩子进入青春期后，这
些冲突就会像小宇宙一样爆发，不上学只
是孩子解决心理压力的一种方式。很多父
母都认为对孩子管得越严，孩子就会越

“规矩”。其实不然，父母强烈的控制欲望
会严重压制孩子自我实现的心理需要。

案例二：小C，初三女生，自幼学习
成绩优异，是家长老师眼中的好孩子。
小C的父母都是高材生，也希望孩子能
够在学业上有所建树。父母非常重视孩
子的学习，从小到大除了学习，什么事
情都不用孩子管。小C也没有辜负家长
的期望，学习成绩一直遥遥领先，但是
除了学习之外什么都不会做，连自己的
袜子都不会洗，出门一个人连公交车也
不会坐。期中考试因为成绩不理想，小C

就再也不去上学了，每天晚上都收拾好
书包，说第二天去上学，可是第二天总
是赖在床上，怎么叫也不起床，说急了
就哭。父母怎么也不明白，好好的孩子，
怎么这么经不起一点打击呢？

原因分析：很多家长都像小C父母
一样，把孩子的学习看得十分重要，却
无视孩子其他方面的成长和发展，在孩子
的成长过程中给予孩子事无巨细的关照，
代替孩子安排一切，剥夺了孩子独自解决
问题、体验生活的权利和机会。最终导致
像小C一样，把学习看成了生活的全部，
除了学习什么都不会。这样的孩子一旦在
学习上达不到理想状态后，就会对生活失
去信心。同时父母过高期望，也让孩子倍
感压力，就像小C，觉得自己即使很努力
也达不到父母的要求，最终导致厌学。

另外，小C的厌学也和她自身完美、
强迫的个性有关。家长的过高要求，也会
导致孩子个性上过度追求完美，有些孩子
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很早就表现出一些强
迫行为，比如反复把自己认为写得不好的
字擦掉重写，比如孩子无论在什么情况
下，不写完作业就坚决不玩等。这种过分
追求完美的个性特点，容易导致孩子消耗
巨大的心理能力，早早地感到身心疲惫，

最终使孩子无力前行。

案例三：小D，高一男生，初三的时
候几乎没有上学，三天两头和家长闹矛
盾，但中考还考上了市重点，本以为事
情都平安过去了，没有想到，孩子高一
入学不到一个月又不去上学了，到现在
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是上网就
是睡觉，非常颓废。

原因分析：小D从小生活在一个“硝
烟弥漫”的家庭中，从记事起父母就经常
不断地争吵。这样家庭中的孩子，情绪、性
格、行为很容易出现问题，变得感情冷漠，
对他人缺乏信任，为人刻薄，脾气急躁，或
者性格内向、压抑、对外界事物丧失爱好。
父母关系不和，经常吵架，或者经常冷战，
孩子从父母那里没有习得良好的交往方
式和技巧，不会处理同学关系和师生关
系，在学校里体验到太多的孤独和落寞，
找不到集体归属感。

小D父母从小对孩子要求非常严格，
在这个争吵不断的家庭中，似乎唯一的希
望就是将来儿子能够出人头地，也只有孩
子考了好成绩的时候，父母才能露出难得
一见的笑容。童年的小D，几乎没有玩的
时间，也没有什么玩伴。像小D这样的孩
子，现实生活中不在少数。在同龄孩子都
疯玩的时候，这种孩子在父母的逼迫或者
在自己的逼迫下奔波在不同的辅导班或
者兴趣班，或者远离网络、电视、同伴，失
去了很多童年的玩乐。到了青春期，孩子
能够自我做主的时候，就会开始厌倦学
习，甚至停止学习，恶补自己童年的缺失。

孩子不上学，家长如何应对？

当孩子不愿意学习甚至对上学产
生恐惧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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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孩子不去上
学，家长到底该如何正确应对？

第一步，接纳孩子不上学的现状。
不管家长多么焦虑、恐惧或愤怒，

孩子一旦出现不上学的现象，就不是简
单的问题了。少则半年，多则一年两年，
家长对此必须要有充足的心理准备，把
自己的心放到最低，可以做这样的假设
和打算——— 孩子这一辈子再也走不进
校园了。连最坏的打算都打算到了，就

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了。有位厌学孩子
的父亲说：不能因为我们上了大学，就
逼着孩子也非得上大学。我现在想开
了，就算孩子将来去学汽车维修、去学
电焊，只要他能快快乐乐地生活，独立
照顾自己和自己的家，这就是他的成
功。等他一身臭汗下班回家，我依然会
拥抱他。现在越来越觉得我们要尊重孩
子的速度、节奏和选择，只给引导和帮
助，不给约束和管教。说实话这个过程
比较痛苦，但我相信这痛苦是来自于自
己对自己以往习惯做法的否定，我们的
成长才能带来孩子的成长。

第二步，让孩子接受专业的心理治
疗。只要家长能够说服孩子接受心理治
疗，就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高度
配合，不要期待几次心理治疗就可以解决
孩子的问题，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
寒，孩子一旦出现了不上学的严重退缩行
为，就绝对不是短期咨询可以解决的，10

次、20次甚至50次的治疗都是正常的。
第三步，如果孩子不接受心理治疗，

家长需要先放下孩子，做自我的成长，或
者夫妻一起做心理治疗，参加团体心理辅
导。因为问题孩子的背后一定是问题家
长，家长只有改变过去不当的认知模式、
关系模式、行为模式等，恰当地回应孩子，
孩子的问题才有改变的可能。

龙应台在给儿子安德烈的信中说：
假定说，横在你眼前的选择是到华尔街
做银行经理或者到动物园做照顾狮子、
河马的管理员，而你是一个喜欢动物研
究的人，我就完全不认为银行经理比较
有成就，或者狮子河马的管理员“平
庸”。每天为钱的数字起伏而紧张而斗
争，很可能不如每天给大象洗澡，给河
马刷牙。我也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
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就，而是因为，我
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
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
假使天下的父母在对待孩子读书的问
题上都能有此心态，想必厌学的孩子也
会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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