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办公室里
的3个女人很快搭起了“戏台”。七
说八说，话题转向压岁钱。小刘说
她公婆出手很大方，连续几年给孩
子的压岁钱都是一个整数———
10000元。小马说人比人气死人，她
公婆太抠门儿，才给孙子1000元压
岁钱，惹得孩子很不高兴，因为这
点钱不敢和同学比。见小宋不接
话，两人异口同声问道：“宋姐，你
呢？”“两百！”小宋两手敲着键盘，
平静地答道。“两百？”二人惊愕无
比。“有没有搞错？咱们仨你嫁得最
好，姐夫家不是很有钱吗？”小刘一
脸的困惑。“有钱又怎样？有钱就得
炫富、攀比、惯孩子？”“不是……”
小马一时语塞。“那你家孩子不嫌
少吗？”小刘同样不解小宋的淡定。

“家长不嫌少，孩子就不会嫌少。”
小宋微笑着说。

春节拜年给压岁钱是汉民族
的习俗。相传钱可以压住年关侵害
孩子的鬼祟，护佑平安。因“祟”与

“岁”谐音，“压岁钱”由此而生。最
早的压岁钱出现于汉代，但不是通
用货币，而是铸成钱币状的饰物，
上面刻有龙凤龟鱼等吉祥图案以
及诸如“天下太平”“驱殃除凶”等
吉祥语。唐代的春节是立春日，宫
廷里开始盛行散钱之风，长辈希望
这些钱成为孩子辟邪驱魔的护身
符。宋元后，正月初一为春节，原来
立春日散钱的风俗演变为给压岁
钱并开始在民间流行。明清时，赐
给孩子的压岁钱多用红绳串成龙
形，以表吉祥。民国时，给孩子的压
岁钱是用红纸包起的100文铜元，
其寓意为“长命百岁”。改用纸币
后，长辈喜欢用号码相连的新纸币
给孩子做压岁钱，取“新年新气象”

“好事连连”之意。
由此看来，自古长辈给压岁钱

的初衷是期望孩子平安、健康、如
意，钱不在多少，贵在一片心意、一
份祝福。然而，此习俗发展到今日，
在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现实生
活中，“压岁钱”本所承载的情意、
祝福和感恩成分逐渐淡化，一些家
长甚至将其视作炫富、攀比的工
具。殊不知家长的这种心理会潜移
默化地影响正处于三观发展形成
期的孩子。在物质教化和铜臭熏染
下，孩子从小就学着聚焦于钱的实
用性而追逐其多寡，全然不顾所蕴
含的传统文化意义。不知不觉中，
唯利是图意识得以培养。孩子们为
得压岁钱而走亲戚而拜年，钱多则
喜，钱少则怨。其实，孩子的喜和怨
是受家长影响的，正如小宋所说

“家长不嫌少，孩子就不会嫌少”。
小刘说公婆“出手很大方”，这表明
她对孩子得到的压岁钱数目相当
满意；小马说公婆“太抠门儿”，这
表明她认为孩子得到的压岁钱太
少。以她们这样的心态影响、教育
孩子，培养出见钱眼开甚至是见利
忘义的后代也不足为奇。

小宋说给儿子两百元的压岁
钱是她向公婆提出来的。公婆欣赏
儿媳的教子方式，并在行动上积极
配合。当儿子问她为什么自己收到
的压岁钱没有别的小朋友多时，小
宋说：“压岁钱表达的是长辈对孩
子的一种期望和祝福，钱多钱少所
表达的意愿是相同的。两百的寓意
就很好，‘两’代表好事成双；‘百’
是指长命百岁。”小宋还告诉孩子，
长辈给的压岁钱是要珍藏心底去
感恩的，而不是用来和别人攀比
的。

不要让压岁钱

变了味

我有一位闺蜜，叫雨莎，人很优
秀，也很强势。雨莎的家庭条件很不
错，可是，雨莎说，她父母的婚姻很
不幸。似乎是她爸爸在外面有喜欢
的人，她妈死活不放手，为了孩子，
大约也为了面子，倒是一直没离婚，
但名存实亡的婚姻不但给两个大人
带来痛苦，也给雨莎造成了无可挽
回的心理阴霾。

我大学毕业后，就顺利地和男
朋友结婚了。但是雨莎，感情上一直
是空白，后来，又考研，毕业参加工
作后，又一直跳槽，到了30出头，还
没有男朋友。她爸妈这时候才着急
了，轮番给她介绍对象。

快35了，雨莎才在网上谈了一
个男朋友，她第一次把景明带到我
们面前，我真的大跌眼镜。雨莎哪怕
都35了，还很漂亮时髦，又是公司高
管，家庭条件也很优越，学历又高，
走哪儿都算白富美，可景明，从头到
脚，哪儿哪儿都太一般般了。

当时，反对的人太多了，雨莎都
不听，尤其她爸妈，死活不同意。雨
莎就一直拖着没结婚，直到她过40
岁生日，她爸妈在家里，一边给她点
生日蜡烛，一边抹着眼泪说，“以后，
你爱跟谁结婚就跟谁结婚，我们管
不了了！”

也是景明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40岁的雨莎终于嫁给了景明。婚礼
很简单，但雨莎说她很满意，因为她
嫁的老公，是全心全意爱她。那两
年，他们的婚姻倒也还不错，景明是
真爱雨莎，什么都顺着她，事事包容
她。老实说，雨莎强势起来，还真不
好说话，她呢，前一刻可以笑容如
花，后一刻可能就急风暴雨，但景明
都是笑笑，从不计较。

直到他们有了孩子，问题日积
月累，越来越深，终于大爆发了。为
的也就是鸡毛蒜皮的事，两个人都
执拗地不低头。我找雨莎，雨莎说，

“他变了！结婚之前他伪装得太好
了！真面目终于露出来了！”景明说，

“我真的是太累了！家里有一个小孩
子，还有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大孩
子！小孩子你还能跟她讲讲道理，大
孩子她说不讲道理就不讲道理，太
可怕了！”

劝来劝去，俩人还是各执己见。
我想，夫妻吵架，也许不用外人掺
和，过一阵子，自己就好了。结果，几
个月过去了，这两人还是谁也不松
口，谁也不低头，还越闹越僵了。雨
莎妈妈干脆给我打电话说，“你是她
最好的朋友，你帮我劝劝她吧，不能
这么闹下去了，对孩子也不好啊！”

我这也是发愁啊，雨莎太强势
了，她亲妈的话她都听不进去，她能
听得进我的话吗？我是很想帮她，可
我怎么帮呢？

前两天，我又约了雨莎一起出
来喝茶，我还没开口，雨莎就一个劲
流眼泪，把妆都哭花了，她这个人多
争强好胜啊，在茶楼里，当着那么多
陌生人的面，这样失态，还是第一
次。一包面巾纸都快擦完了，雨莎才
红着眼睛说，“为了他，我已经卑微
到尘埃里了，他还想怎么样？”

过后，我给景明打电话，景明也
说，“我是一个大男人，我不能一辈
子就这么忍气吞声活下去吧？我再
爱她，再迁就她，也有一个底线吧？”

毕竟，日子是他们俩在过，我也
没有在现场，我真的没法想象，他们
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
普通人的婚姻里有这样那样的矛
盾、冲突，不是很正常吗？他们之间
的僵局怎么就打不破呢？

那天，我也问了两个人的态度，
好像也都不希望离婚，也想努力走
下去，可是，老这么冷战下去怎么行
呢？两个人也交流过，可是交流的效
果并不好。雨莎说她很害怕，他们会
退行到她父母的婚姻模式里去，这
该怎么办呢？

┬张 泠（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
院副教授、国家注册心理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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嫣红这样的闺蜜还是很难得
的，她关心雨莎、认同雨莎、想帮助
雨莎，也知道人际边界所在———

“毕竟，日子是他们俩在过”。确实，
婚姻内情复杂，闺蜜再亲密，也不
能替人体验和成长。嫣红该怎么帮
雨莎呢？最好的方式就是：助人自
助。

这四个字，恰恰也是心理咨询
的宗旨。人们常误解其含义，以为
是“帮助别人和帮助自己”，而实际
上，这四个字的意思是“帮助人获
得自我帮助的能力”。雨莎虽已是40
多岁的成年人，也仍需要自我发
现、自我成长，从而真正解决问题、
发展自己的人生；而作为闺蜜，嫣
红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尝试，帮助
雨莎去获得成长的能力。
一、重新认识“可能存在的问题”

婚姻是两个个体的组合，任何
关系问题，都是以个体问题为根源
的。雨莎的婚姻也一样，不能仅从
表面去调解，而要通过雨莎自身
的观念修正、情绪调谐、应对风
格调整来解决。从嫣红的叙述
中，我们看到雨莎可能存在几方
面的问题：

其一，原生家庭模式与负性记
忆的影响。父母的婚姻对子女有示
范作用，我们都期待自己在幸福的
原生家庭中成长，顺理成章地建立
幸福的新生家庭，但这并不现实，
因为父母也是人，也会有各种各样
的问题。但，父母的问题、原生家庭
中的阴霾，一定要笼罩子女的婚姻
吗？不。环境总是不圆满的，但人，是
可以改变、发展的。没有人要求雨
莎去复制父母的婚姻模式，但雨莎
潜意识中可能存在的“宿命感”和
与之相关的消极心态，却可能切实
影响她的择偶、恋爱、婚姻生活。过
分强调既往模式或记忆，会抑制自
身能力的成长。雨莎应该从模式和
记忆的阴影中走出来，用积极的态
度和开放的观念，去寻求新的可
能。

其二，共生基础或共生能力不
足。婚姻是一种共生关系，需要两
人在一致目标和共同规划下，不断
投入、磨合，逐渐达成资源、性情、生
活方式的和谐。雨莎的婚姻不但远
未实现“和谐共生”的状态，甚至很
多基本条件也没有达到对等或适
应。雨莎需要理性地重新审视这段
婚姻，也需要重新培养共生能力。

不论这段婚姻存续与否，这种理性
与能力，都是幸福的必需。

其三，性格或人格特质中的不
利因素。“强势”也好、“执拗”也罢，
如果对关系或个人发展形成阻碍，
这些性格或人格特质就是不利的。
雨莎应该也能感受到性格冲突带
来的困扰。只有对这些产生冲突的
不利特质进行深入剖析和矫正，才
能纾解困扰。同时，无论改善旧关
系，还是建立新关系，都要以性格
或人格的优化为基础，这也是个体
心理健康的要求。
二、鼓励闺蜜寻求专业帮助

必须强调，前面谈到的问题都
只是“可能存在的”，我们无法通过
间接信息对问题作出精确判断，也
无法通过间接关系去改变个体。所
以，要解决雨莎的问题，最好的方
式还是雨莎本人来进行心理咨询
和婚姻咨询(必要时，景明也应一道
参与)，比起闺蜜的“劝来劝去”或父
母的忧心着急，这才是最有效的方
式。过去，人们不了解专业咨询的
方式与意义，可能有所顾虑或排
斥，但随着行业发展和人们意识水
平的提高，接受咨询已经成为越来
越自然的事。由咨询师运用专业理
念与技术，帮助个体觉察自我、解
决问题、实现成长，这是自我尊重
的表现，也是健康生活的保障。

但是，任何咨询都秉承“不求
不帮”原则，如果雨莎本人没有求
助的意愿和改变的决心，再专业的
咨询师也无法实现帮助。所以，嫣
红(以及雨莎的父母)能做得最恰当
的事，就是帮助雨莎建立这种意
愿，并选择适合方向、能力适合的
心理咨询师或心理服务机构。如果
能做到这两点，不但可以最大化保
障问题解决，也能避免嫣红卷入闺
蜜的困扰，承担不必要的人际关系
负累。
三、过好自己的婚姻与生活

嫣红这样的闺蜜，在心理学中
称为“社会支持系统”，人们在彼此
支持中互动成长，这是积极而重要
的。个体所发挥出的“支持力”如何，
与个体自身的人格完善度和生活
品质有关，所以，嫣红除了帮助雨
莎认识问题、寻求专业帮助，更重
要的是过好自己的生活，这也是一
种帮助。

祝福嫣红和雨莎，都能用自己
的方式去成长，去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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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自助，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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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