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河刚过了个生日，看着收到的
一堆礼物哭笑不得：金花戒指、水晶
手串、羊绒围巾、护肤套装、茶叶茶
具、皮面本子……东西都不便宜，却
让她怀疑人生：莫非自己的盛世美颜
和高冷审美都是自恋，在别人眼里，
不过是个低俗中年？

还好老公送的东西没这么叫人
嫌弃：钱。也是因为多年磨合，省了麻
烦。但看着手机里的转账记录，也有
点怅然若失，觉得没什么趣味。

“我是不是还有点‘作’呢？”星河
怪不好意思地问。说起来礼物这事老
生常谈，女人遇到这事多少要“作”一

“作”，对外人也就罢了，亲密的人，总
在这时看出亲密的品质，难免有憾。

“礼物嘛，也分上中下三品，和亲
密关系一样。”星河这样说，并且不怕
俗气地用刚上市的iPhone7作为例子：

“ 先 说 下 品 — —— 我 想 要 个
iPhone7，我不说，让你猜，你猜不着，
买了三星或别的杂牌，或者根本没买
手机，买了不相干的东西，和我需求、
品位完全不搭界的东西，我就生气，
你也生气，觉得咱俩这关系真没劲。”

“ 再 说 中 品 — —— 我 想 要 个
iPhone7，你说好，买吧，我付钱。”

“上品呢，是这样——— 我想要个
iPhone7，还没说，你已经买了，知道我
喜欢哪个颜色，了解我需要多大内
存，同时还想到我喜欢日本漆器，特
意找到了高莳绘的壳，还想到我常出
差，多买一套充电头和电源线方便放
行李箱里，还想到我有洁癖，多买几
张膜用脏了好换……当然，送货时间
刚好是我在的时候。”

这样的总结令人莞尔，好像真的
很自恋，还很理想主义。但想一想，并
没错，亲密关系确实也可以用这样的
层次划分：

下品——— 彼此不了解，又不能正
面表达，用封闭、幼稚、自我中心的方
式相处，一味要求对方，感到难以满
足；

中品——— 能正面表达，具有彼此
满足的能力，避免了物质和精神资源
的损耗，但很像“公事公办”，缺乏情
感色彩，当然也没有“溢价”的惊喜；

上品——— 彼此了解，愿意为彼此
投入，尊重对方的需求和喜好，只满
足，不批判(比如对洁癖)。

“但这很难。”星河说，“我和老公
算很好了，不也才到‘中品’吗？更好
的境界，我说得出，却不知怎么做得
到。”

这大概是很多人的困惑。礼物只
是小事，亲密关系的建设才是恒久命
题。想拥有一段“上品关系”？你得做
到这些：

首先，寻找与你匹配的人，不仅
仅是“买得起iPhone7”这种匹配，还有
审美、消费观、表达方式、生活模式的
一致(同时具有个性的差异)。如果做
不到这一点，在不平等的基础上，抱
着“改造”或“施舍”的愿望去构建关
系，结局往往是巨大的失望。

其次，保持彼此探索的热情，相
信并容许对方身上有你未知的部分，
相信对方值得你付出时间与精神去
了解，在了解的同时保有边界。

再者，去满足对方，而不是感动
自己。记得那条“小伙亲手为女友制
作木梳遭嫌弃”的新闻吗？那真的不
是什么虚荣作祟，而是一厢情愿的下
场。我们其实应该乐于见到这样“不
被绑架”的故事，以此提示我们去学
习真正对他人的尊重。

所有这些，都是平等的。在关系
中，我们率先去尝试这样做，才能得
到同样的亲密伴侣，而体会到互动的
乐趣，关系才会不断延伸。那时，我们
都会获得最上品的礼物：满足，成长，
以“我们”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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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儿大不由娘，我闺女今年
已经26岁了，按说，我是不该管她的
事了。可是，孩子再大，她也是我亲
生的骨肉，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
一步一步往火坑里跳啊！

说起来，我这孩子哪都好，就是
太执拗。当初，喜欢她的男孩子也不
是没有，她偏偏就看中了她的一个
高中同学，大学毕业后，两个人瞒着
家长，谈了两年，被我们发现了，那
男孩子才第一次上我们家门。

第一印象就不好，我们家还有
爷爷奶奶，那小伙子来吃饭，来晚了
不说，还空着手，一点礼数也没有。
后来，一拉呱，才知道他的父母在他
小时候就离异了，而他父亲另组家
庭结婚生子，他就没人管了。

后来，我们也多方打听，他们家
的家庭关系还真是复杂，那男孩子
就一个奶奶跟他最亲，那奶奶张口
闭口说他前儿媳的不是。那男孩子
呢，大概受家庭影响，从小不好好读
书，老师也管不了，上了个三本，混
了个文凭，也没什么正式工作。

我们家呢，都在企业里，工资不
算高，但一家子几代人，安安稳稳，尤
其是我闺女，简简单单的一个孩子，
一点歪歪肠子也没有，跟人家就不是
一路人。我们就都劝闺女，咱们还是
算了，重新再找一个合适的男孩子。
可是，怎么说，我那孩子她都听不进
去，她就认定了他，说他对她挺好的，
两个人是真心相爱。没办法，我们做
家长的只好默认了，唉，只要他真心
对我孩子好，我们也不强求别的了。

这不，春天订了婚，说好了十
月份结婚。六月份，男孩子家买了
一个二手房，正装修着，闹矛盾了，
说是怀疑我闺女和单位的一个男
同事关系不正常，我闺女就跟他解
释，她都要结婚了，怎么可能和同
事有什么关系？他不信，翻来覆去
地找我闺女吵，后来，提出一个条
件，要我闺女辞职。

这算怎么回事呢？现在大学毕
业生那么多，找一份安稳的工作容
易吗？你就为了你的疑心，让我闺女
辞职，那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怎么
过？谈来谈去，这个事就谈崩了，给
他打电话，他也不接，我闺女回到家
里哭了好几场。

我们做家长的看在眼里，疼在
心里。就约了双方家长一块吃饭，商
量这个婚事到底怎么办？要准备结
婚呢，就慎重一些，别再为了一点小
事成天吵吵嚷嚷的；要老这么怀疑
来怀疑去，干脆好聚好散，互相别耽
搁。我们这话不算过分吧？那男孩子
脾气倒大了，说，“我本来就不想结
婚，你们把订金和订婚戒指还给我，
干脆退婚！”

这一下子，是把我们的心都寒
透了，这是什么孩子啊？婚姻在他眼
里就是儿戏，说散就散，还这么红口
白牙地当面要订金和戒指，一点余
地也不留，太绝情了！我们那个气
啊，就没法说了。

可是，这个男孩一转背，又来勾
搭我闺女，偷着瞒着约我闺女出去
玩，我们真是恨得牙痒痒，这孩子到
底是什么人啊？你说你是想和我闺
女复合吗？他也不说。你说你是耍着
玩吧，我闺女都快27岁了，她一个姑
娘家怎么耗得起？最气的是我这个
傻闺女，人家一个电话就叫出去了，
这样下去算什么呀？

前些天，我闺女还专门从网上
找了个心理咨询公司，人家提建议
说，你要多和那男孩子交流，不能提
复合的事，你一提他就会跑了，你要
慢慢感动他，给他时间，这期间，除
非你怀孕了，他才可能娶你。

我听了，气得都差没背过气去，
这不是让我闺女往火坑里跳吗？那
傻孩子要真就这么稀里糊涂怀孕
了，以后遭的罪还有完吗？唉，我该
怎么劝我这孩子回头呢？

┬蒋硕 心理咨询师、婚姻咨询师、
赛林纳心理咨询中心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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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联的第一句话说得挺明白
的：儿大不由娘。俗话还说：女大不
中留，留来留去结冤仇。红联为女儿
着急上火，真是有些怨声载道了。往
往女生认为的真爱，在父母看来，就
不那么完美，父母总会从多方面考
虑和权衡，所以，遭遇父母反对的婚
恋，不在少数。

在红联眼中，女儿的男友哪哪
都不好。第一印象不好，没有礼数；
家境不好，家庭关系复杂；读书不
好，混了个文凭；工作不好，没什么
正式工作。再看自己的女儿呢。“我
这孩子哪都好，就是太执拗了”；“简
简单单的一个孩子，一点歪歪肠子
也没有”；自己的家庭呢，几代人安
安稳稳。所以说，自己家闺女跟对方
就不是一路人。

言为心声，已经看出红联有失偏
颇。将心比心，自家孩子是宝，不代表
别人家孩子是草。再有，姑娘大了，家
长应给予充分的信任，焦急的态度会
传递给孩子，给她无形的压力，催生
她的逆反心理。这段磕磕绊绊的恋爱
中，男方的种种不是，作为母亲的红
联有认知，红联的姑娘也会有自己的
看法。年轻人闹别扭了，父母会是倾
诉对象，母亲听到抱怨，及时提供情
感帮助，但要保持清醒，不能一味地
向着自家孩子。劝孩子冷静分析，而
不是替孩子争气出头。凡事想着替孩
子争个高下，不仅伤害对方也会伤害
自己的孩子，伤及两人感情。

在后来发生的矛盾中，做家长
的直接出面，商量这个婚事怎么办，
甚至越俎代庖，说“要准备结婚呢，
就慎重一些，别再为了一点小事成
天吵吵嚷嚷的；要老这么怀疑来怀
疑去，干脆好聚好散，互相别耽搁。”
红联自认为，这话并不过分。道理没
错，可在双方家宴的场合，作为家长
直接把这话撂对方脸上，不是有可
能激发更大的矛盾吗？激怒在先，男
孩子马上表达了更为过分的态度：

退婚，退还订金和订婚戒指！
话不投机半句多，分析话语的

是非完全没什么意义。关键是，恋爱
婚姻，是人生大事，但说到底，是儿
女自己的事。父母有的只是建议权，
决定权则在儿女本身。在这个案例
中，母亲且耐心，女儿当反思。一波三
折、吵吵闹闹，也是磨合和成长的过
程，能不能走到一起是缘分，但成长
是每个人自己的经历。心理学上有个
很重要的概念叫“边界”, 家长模糊
了与成人孩子的边界，参与多、代办
多，实际上,这样的家长本身人格还不
够完善,也需要自我反省并进行行为
上的调整。年轻人之间出现问题，父
母应该处于旁观者的角色，动不动就
亲自上阵只会乱上加乱，小事变大
事，原本简单的事情也变得复杂。孩
子夹在中间难做人，也不利于问题
的真正解决。红联可以跟女儿多举
些实例，少讲道理，易于孩子接受。
同时，摆正位置，建议而不越位，尊
重女儿的最终决定权。

至于女孩子年纪大了，经不起
折腾。大可不必这样想，只有该结婚
的感情，没有该结婚的年龄。比起早
一点步入婚姻殿堂，母亲不是更希
望女儿婚姻幸福吗？

红联的女儿也确实要好好反思
一下。恋爱容易冲昏头脑，有些问题
在爱的蒙蔽下觉不出是问题，甚至还
会被看成是优点。婚姻大事，需要慎
重考虑和理性思考，随心选择固然重
要，征询一下父母、长辈或者同龄朋
友的建议，听听不同意见，对判断对
方是否适合相携一生也是有益的。母
亲的话更不妨听一听，母亲不仅仅阅
历深、见识多，还是这世上最爱自己
的人。

无法改变别人不如改变自己。母
亲、女儿各自退回到自己的边界内，
母亲放下过分的干扰和担忧，女儿独
立成熟地处理自己的感情，彼此信任
有效沟通，事情还是会有所改观的。

母亲且耐心 女儿当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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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援助】

□舒 天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青未了·心理咨询工作室”特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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