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照说，孔姐应该是个好领导、好妻
子、好妈妈，因为她肯负责又有经验，
头脑清楚、行动利落，身边人说起这
些，也都一致好评。但偏偏，她带的部
门一副死气沉沉的样子，结婚快十年
的老公回家几乎不说话，刚上小学的
女儿有了小心事，宁可跟不说话的爸
爸嘀咕，也不告诉她。孔姐对此既痛
苦，又不解：“我这人，不管工作还是过
日子，从来没有二心。我全心全意地对
他们(员工、老公、女儿)，可他们一个个
都这样，他们这样对吗？”

“先别说‘对不对’，你了解他们
吗？”

“当然！”一听这个，孔姐立即瞪大
了眼睛，“员工都是我一手挑选培养
的，老公是相处了那么多年的，孩子更
甭提了，她从谁肚子里出来的？”

“那你和他们，是怎么相处的呢？”
孔姐更不解了：“当然是给他们最

好的——— 不光物质方面，还有最好的
做事方法、最好的选择决策——— 我是
爱他们的啊！”

可惜，这爱不是那么令人愉快。员
工说“反正方案怎么做，最后也得改成
她的套路，就那么着呗”，老公说“只要
我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她都来一句

‘不是这么回事’，真是够了”，女儿说
不出什么，眨巴着大眼睛，有点害怕地
看着妈妈。

原来，孔姐是个热衷于“纠正”的
人。不仅她，被我们认为“强势”的人
(具有一定能力而自恋程度较深的人)

往往都有这种习惯。“纠正者”在纠正
他人时，通常以爱为名(“给他们最好
的”或“我是为了你好”)，但其真实心
理潜台词却是“我比你，更懂你”。这句
潜台词中，包含着双重的人际认知谬
误：第一，认为每个人的心理活动都是
一样的，因而我可以轻易了解你、掌握
你；第二，你和我不同的地方，都是错
的，我见解高于你、方法优于你，所以
你应该毫无异议地以为正确标准。看，
多可怕，貌似爱心满满、责任感十足的
纠正，其中包含的却是对他人的低估、
对他人的压制。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长期处于“纠
正者”势力范围中的人们的处境：如果
是人际边界不清、暗示性高的人，他们
会在一次又一次接受纠正的过程中，
压抑或排除掉自己的真实想法、感受
或意图，变得茫然、无意义；如果是人
际边界相对清晰、暗示性低的人，则会
因为反复被否定、被压制而感到巨大
的痛苦；而无论哪一种人，自信都将受
到损耗，对事物也将不再热情如初。由
此，我们也就清楚了为什么孔姐的团
队缺乏活力、老公不愿交流、孩子默默
躲避——— 这是“被纠正者”的消极反抗
啊。

现在，“纠正者”自己也受到了消
极的影响。“我比你更懂你，你居然不
爱我”的工作与生活，对任何人都是
没有营养的。每个人都需要成长，成
长的目标，不是打造全知全能、永远
正确的形象，也不是让身边所有人乖
乖听命，走上与自己一致的道路，而
是，懂得自己的局限，接受个体的多
元，让自己与他人都拥有尽量多的发
展可能。

就像孔姐，在自己的套路之外，不
妨认真看看别人的方案，在说出“不是
这么回事”之前，可以好好听听“到底
是怎么回事”，谁敢说，那里面不会藏
着惊喜与精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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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后谁刷碗，睡觉打呼噜，双方洗漱顺序不同……

80后婚姻为何成为易碎品

┬蒋 硕
（婚姻心理咨询师、“青未了·心理
咨询工作室”专家顾问团成员)

┬张 泠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副教授、国家注册心理咨询师)

我比你，更懂你

我们常秉持着爱的名
义，阻碍他人与自我的成
长。试试看，消除爱的误
解，享受爱的愉快——

为刷碗，80后小夫妻

闹离婚
最近孙女士心情极差，因为结婚不

到三个月的儿子正在闹离婚。儿子、儿
媳都是80后，一对硕士，工作后相识、相
知、相恋。出双入对的两个人，曾是双方
父母最大的自豪和骄傲。然而，二人的
婚礼进行曲余音未消，柴米油盐酱醋茶
中的战火却已熊熊燃起。

一天下午，早下班的儿媳决定晚上
不回父母家吃饭，而是由自己主厨做一
顿。她使出浑身解数做了一桌丰盛的晚
餐，还准备了红酒、烛光，一心要给老公
一个浪漫的惊喜。结果如愿以偿，两人
都很高兴，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酒
足饭饱的小两口还躺在沙发上畅想了
一下未来。可是，接下来的乐章却跑了
调。儿媳指着杯盘狼藉的桌子说：“不做
梦了哈，你赶紧把桌子收拾一下，刷好
碗后再说！”“凭什么是我收拾桌子刷碗
啊？”儿子一听儿媳理所应当的语气，立
即顶了一句。“凭什么？你说凭什么？”儿
子的话让儿媳也不高兴了，她一跃从沙
发上坐起，“我辛辛苦苦地忙活了大半
天，你吃得挺恣儿是吧？吃完了刷个碗
不应该吗？还问‘凭什么’！”儿子也来了
气，一梗头坐起来，说：“刚结婚就算得
这么清？不做家务不做饭，我娶老婆干
什么？”儿媳一听火了，把抱枕一扔，说：

“敢情你娶老婆就是为了做饭做家务
的？那你找个保姆不就得了？我工作一
天，又赶着回来忙活大半天做饭，饭后
还得我刷碗，凭什么呀？”“凭什么我也
不刷，我在家从小到大就没刷过碗。”儿
子一甩手就准备出门。“我在家还没做
过饭呢，凭什么嫁给你就得什么都做？”
儿媳委屈得落了泪，“刚结婚就这样，以
后的日子还怎么过？”“爱过过，不爱过
散伙！”儿子头也不回地抛下这句话，甩
门而出。“散伙就散伙，谁怕谁？！”儿媳
声嘶力竭地冲着门喊道。

因为刷碗，新婚燕尔的小夫妻竟闹
到离婚，听起来让人啼笑皆非。但与孙
女士类似的遭遇在80后父母中并非少
数。而孩子们离婚的原因说起来又是那
样的不严肃、鸡毛蒜皮，诸如不习惯男
方睡觉打呼噜，对方刷牙洗脸的顺序与
自己不同，双方饮食习惯不一样等等。

那么，80后们婚姻易碎的主要原因
是什么呢？

都是儿童时期心理成

长发育缺失惹的祸
在心理学上，个体成年后出现的很

多问题，都要从童年经历上寻找原因。
观点采择能力是指儿童在成长过

程中，去“自我中心化”后，逐渐形成的
推断别人内部心理活动的能力。亲社会
行为是指人们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表
现出来的谦让、互助、共享以及平等合
作等有利社会的行为，主要包括利他行
为和助人行为。儿童观点采择能力的发
展，对其亲社会行为的形成具有极大的
促进作用。而个体的亲社会行为能力的
强弱，将直接影响日后的社会生活水平
的高低。但是，亲社会行为并非人一出
生就有，在6岁之前，儿童基本上是自我
中心化的。华师大李丹教授的“关于儿
童利他行为发展实验研究”结果显示，
在实际情景中，幼儿分食物时，将自己
认为最不好吃的、最不好玩的留给自己
的利他行为水平，中班和大班孩子分别
是5%和30%。行为主义者赫洛克曾论
述：“幼儿没有良知，也没有价值标准，
所以他的行为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不
道德的，而是没有道德，即在感觉上，它
们不受道德标准的指引。”由此看来，当
儿童个体的自我意识发展到一定水平
时，后天的人为教化和环境熏陶，对其
利他行为的养成至关重要。家长和教师
应该适时地对儿童进行一定的教育和
训练，引导帮助他们培养观点采择能
力，让孩子逐渐学会站在他人的立场上
看问题，自觉地体察他人的情绪，理解
他人的情感、需求，从而认识到别人的
处境，并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这样
才有助于儿童发展谦让、合作、援助、分
享等亲社会行为。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一直非常重
视儿童的启蒙教育。从“弟子规”“三字
经”到“四书五经”，无不在试图通过后
天的教化，实现温、良、恭、俭、让的人性
塑造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
会理想。然而，社会发展到上世纪八十
年代，特殊的时代背景促成了我国历史
上第一代独生子女的诞生。怎样保证这
代人身心健康地成长，无论家庭还是社
会，都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我国是
一个宗法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度，家族兴
旺是众所希冀的，而家族兴旺的一个重
要标志就是人丁兴旺。多子多福的文化
沿袭，让国人早已习惯于对儿女成群、
儿孙满堂的渴望。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
下，突然面对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
的规定，人们潜意识里最大的恐慌莫过
于子嗣香火自此就要细弱下去的现实。
于是，从独生子女诞生之日起，为了护
好这一细弱的“香火”，几代人开始共同

“围宠”养育心肝宝贝儿。昔日众多兄弟
姊妹大让着小、小敬着大的成长环境，
再也没了踪影，绝对“自我中心化”的

“小皇帝”一族横空出世。与此同时，他
们的成长年代，恰逢我国经济发展日新
月异的时期，日益提高的物质生活水
平，让他们有可能自幼就处在一个养尊
处优的生活环境之中，独吃独占，无人
相争。再加上这个时期，独生子女心理
健康教育的国家意识和社会资源都还
不足。于是，相当一部分80后在自我中
心化的安逸的成长环境中，度过童年，
又以缺失“观点采择能力”的状态走过
青春期，步入成年期，走进需要具备充
分的亲社会行为方有可能建造和谐、幸
福殿堂的婚姻之中。由此，婚姻伊始，只
顾自我感受，不会设身处地为对方着
想，缺少谦让、忍耐、宽容等行为，从而
引发双方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不仅独生
子女，个别在众多姐妹中娇生惯养长大
的独子，婚后生活多有不和谐，原因也
大抵如此。

婚姻是“合作社”“互
助组”，需要夫妻双方宽以
待人求同存异

岁月虽无法逆转，但只要找到问题
的症结，就总会有解决的办法。像孙女
士一样为儿女婚姻生活亮起红灯而苦
恼的父母，最忌讳的做法是一味袒护自
己的孩子，把不是都推向对方。要知道，
如果对方父母也这样做，那么这样的婚
姻就真能以“散伙”而告终。正确的做法
是：父母首先要反省自己在培养孩子成
长过程中的失误，比如孙女士，30岁的
儿子在家从未刷过碗，这恐怕是母亲教
子的失职。比如孙女士的爱人，儿子的

“不做家务、不做饭，我娶老婆干什么”
是否在以父亲为榜样？在认识到教子有
误之后，父母可与孩子开诚布公地沟通
交流，让子女认识到自己在原生家庭中
的“自我中心化”原本就是不对的，若是
把这种不成熟的行为带进新生家庭，就
只能招致婚姻的不和谐。其次，在父母
的引导下，年轻人也要勇于检讨自己的
不足。比如孙女士的亲家，可以帮助女
儿分析当晚的情景有无其他解决方法。
面对一个从未刷过碗的大男孩儿，若换
一种语气，换一种方法，约他一起收拾
饭桌，一起刷碗，两人的浪漫晚宴也许
就不会不欢而散。

离婚是把多刃剑，它既会伤夫妻双
方的元气，也会伤彼此家庭的元气，甚
至还会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婚姻是

“合作社”“互助组”，合作需要宽以待
人、求同存异、互敬互爱；互助需要体谅
对方、不计得失、风雨同行。谁都希望白
头偕老，但白头偕老不仅要“执子之
手”，更要“与子同心”。

⑥⑥

背
景

据不完全统
计，1979年，我国的
离婚率为4 . 7%。30
年后，这个数字已
超过20%，一些大城
市甚至超过30%。现
如今，据说每隔10
秒钟，就有一对夫
妻“分道扬镳”，其
中80后是“生力军”。
据一些研究机构的
小样本调查显示，
有些地方80后的离
婚人数竟接近其结
婚人数的50%。造成
这一现象的原因是
多方面的，其中最
不能忽视的一条就
是他们成长的心理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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