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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树洞】

丁克先生突然想要孩子了，如何是好
树洞提问：

我和老公结婚已有十一
年，结婚时我们一起商量好过
丁克生活，如今老公年过四
十，我也三十六岁了，刚结婚
的那几年两家老人都逼着我
们要孩子，我老公站出来说是
他不想要，我很感动，我们一
起熬过了最难的那些年，现在
父母不再指望我们生孩子了，
可是老公后悔了，不知从什么
时候起，他开始喜欢孩子了，
虽然没有和我明说，可是话里
话外我都能听出他想要一个
孩子。

我已经习惯了二人世界，
这些年来觉得生活很幸福，我
不能接受自己在这个年龄生
孩子，可是看着老公整天那么
难受，我也很烦躁。我想请问，
面对这种情况我究竟应该自
私一点，只要老公不挑明我就
假装不知道，还是主动和他说
清楚？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心理专家
团：

面对先生呈现出的一些
迹象，你给自己快速地出好了
一道选择题，这让你进入了一

种两难境地，好像你做出怎样
的选择都不合适，无形之中就
把当初你们共同做出的决定
当成了自己一个人的事，在这
样的状态下，这个问题很难处
理好。

我想有一点使你很难接
受，当初结婚时，你们两个人
经过商量共同作出决定，可是
现在你先生开始动摇了，这会
让你感到有些慌张，你会想：
过丁克生活是我们当时说好
的呀，怎么老公突然就后悔了
呢？你无法理解是什么使你先
生的想法动摇了，关键是经过
这些年的生活，你感觉一直都
挺好，这就使你更加无法理
解。

当你无法理解他时，你就
会尝试着进行防御，你会选择
对你最有利的方式坚守自己
的“阵地”。你会想先生怎么可
以说话不算数，明明当初说好

一起过丁克生活，还能说变就
变吗？你可能还会想先生不如
当初爱你了，当初两家老人都
在施压要孩子的时候他可以
站出来“挡子弹”，现在老人都
不 再 管 了 ，他 反 而 来 劲 儿
了……其实这些想象都会成
为你理解先生的障碍。你越是
朝着这个方向去想，你和先生
就会离得越远。

想要调整，先从这些想象
中走出来，试着从情感的角度
理解先生呈现出的变化。如何
才能理解先生的变化？最重要
的就是对他的变化产生好奇，
你不一定要通过一次沟通就
和先生把这个问题说透，你可
以让他知道你已经留意到他
的变化。当然也可以问得更直
接：“十一年的丁克生活我很
幸福，你觉得怎么样？”这样的
沟通会让先生感觉到你是在
意他的，你们之间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拿出来一起讨论，想办
法解决。

当先生确认你不会指责
他，而是愿意从情感的角度去
理解他时，他会感到踏实，他
就不会似是而非地和你顾左
右而言他，两个人一起走过了
十一年，用你的话说，在双方
老人逼得最紧的时候你们都
熬过来了，还有什么坎儿是过
不去的呢？

当然你也可以从你们的
关系中跳出来，站在一个相对
客观的角度看待先生的变化。
一个男人二十多岁的想法和
四十多岁的想法可以不一样
吗？我想你先生的想法有所变
化应该是可以被你理解和接
纳的。

一个男人在二十多岁的
时候可能把婚姻生活想得很
简单，那时候他觉得只要能和
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生活就

是最大的幸福，至于有没有孩
子对他而言并不重要。可是随
着年龄的增长，他可能会认为
自己过去的想法不成熟。尤其
是经过不断打拼，当生活变得
越来越稳定，他可能会产生一
种冲动，这时想要一个孩子也
是人之常情。

作为妻子，你不能简单地
把这种现象理解成是先生说
话不算数。换种心态和先生沟
通，他会感到踏实许多，至少
他不会担心你指责他不遵守
约定。这也是你尝试着包容他
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想想当
年，先生面对双方父母施加的
压力，独自承担了下来，现在
他需要你在情感上去理解他、
支持他，你是否愿意放下担
心，先尝试着这样做呢？

最后我想提醒你，你先生
只是流露出了一些想要孩子
的迹象，迹象并不等同于真
相，你需要先尝试着放下猜测
和担心，通过积极沟通来确认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相信当年
你们面对外界的压力都可以
一起走过来，现在面对两个人
的关系中出现的分歧，要更有
信心才是。

本期专家：树辉
实战派心理咨询
师，树辉心理创
办人

□马海霞

大罗早就在闺密三人群里约我
和银儿，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计
划好几次，每次不是被疫情阻拦，就
是被工作、家庭拖住后腿，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说走就走始终停留在嘴
上。

前段时间三人终于约好，去内蒙
古旅游，但目的地出现疫情，行程化
为泡影，银儿也接到单位通知，最近
各地疫情有所抬头，建议休假员工非
必要不出省。

银儿和大罗心情一下低落到冰
点，两人在闺密群吐槽，眼下即便有
钱有闲，远方也成了奢望。

大罗最后拍板：“人是活的，不能
被疫情牵绊住。反正我和老公早打招
呼了，要休长假，出趟远门，让他厅堂
厨房兼顾，而且心早于脚步先行，强
硬收回，会受伤，会抑郁。”

银儿则说：“省内逛哪里，由大罗
定，只要离开家，哪里放飞不是飞。”

大罗列出了几个古村落的名字，
好嘛，这下银儿老公肯定放心，不仅
没出省，连县都没出去。“我俩先去这
几家古村落里住几天清净一下，然后
再展开周边区县游。”

大罗跟老公老郑撒谎，要和银儿
南下远游，玩几天待定，妻在外“夫
命”有所不受。银儿倒是跟“男舍友”
说了实话，但为了防止公婆说她躲近
处逃避家务，她和“男舍友”统一口
径，说她到远处旅游了。在银儿公婆
眼里，市内旅游都是一日游，待时间
久了，那不是旅游，那是离家出走。

家里安排妥当，大罗和银儿直奔
山区。到了旅店，两人把自带的零食
铺床头桌上，一人躺一床，一边吃一
边聊，聊得不想再聊了，便各自躺着
看书。

第二天睡到自然醒，起来到外面
吃点东西，吃饱喝足了，附近村庄走
走，看漫山红叶浸染，观一棵棵又高
又大的柿子树，红透了的柿子没人采

摘，像一树树的红灯笼点缀山间。路
上遇到一位放羊的大妈，大罗自来
熟，和大妈聊了半小时就聊成了忘年
交，大妈回家取来摘柿子的长杆子，
给大罗和银儿每人摘了一兜熟透了
的柿子。

晚上大罗发微信“馋”我，她和银
儿明儿早起赶乡集，割肉买鱼，去放
羊大妈家借灶台，做顿地道的农家
饭。

大罗和大妈唠嗑时已经摸清了
大妈家的情况，儿女都在城里打工，
就她一人留守老家，而且大妈热情好
客，保证不会拒她俩于门外。

中午时，她和银儿真吃上大妈做
的柴火饭，隔着手机屏，我仿佛闻到
了小时候过年的味道。大罗告诉我，
她刚把视频发给老郑看了，并且主动
坦白隐身处，她怕隐瞒行程，回家后
老郑将她“隔离”在外。

大罗和银儿在山里玩了两天，又
开启了周边区县旅行模式。

想起我们三人刚参加工作时，工
资低、荷包瘪是常态，只能到附近区
县逛逛，吃路边摊，看免费景，虽被钱
困着，去不了远方，但近处放风，也常
发现惬意风景。

后来，大家都被家庭和工作束缚
住，很少结伴出行了。如今看她俩玩
得不亦乐乎，我周六周日也加入了她
俩的队伍。白天随性而走，晚上三人
窝在旅店床上，话聊半夜，像穿越回
了年轻那会儿，虽未走远，心却一直
在路上。

对于旅行，梁实秋说，太阳下没
有新鲜事物，号称山川形胜，还不是
几堆石头一汪子水？但旅行究竟有很
大的乐趣在，因为旅行是一种逃
避——— 逃避人间的丑恶。

生活中负情绪积压多了，就需要
一场旅行来治愈，目的地在哪儿无所
谓，约几个谈得来的朋友，从烦闷的
日子里暂时抽离出来，换个环境，转
移一下情绪，心情能得到舒缓，便是
最好的旅行。

前方被堵，就地“移情”

【心之路】

□杨明明

开学之初，我让学生写日记，字
数、内容不限，我会定期抽查，给他们
修改和评价，看到优秀的日记，我也
会在全班面前读出来。学生写日记的
最大问题是流水账记事，空洞抒情。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决定给他们做
示范，每天在QQ空间里和他们一起
写日记。

当我宣布，可以在空间里看我写
的日记时，全班都沸腾了。“你们的日
记，老师会写评语，那你们看老师的
日记，也要……”“写评语。”他们眼神
烁烁，回答得很干脆。

当天晚上，空间里便留满了学生
的“足迹”。“老师，看您的日记，我怎
么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留言的是
个热衷写作却不得其法的女生。我立
即回复：“这就是我曾经和你们说过
的‘画面感’，脑中有细节，再用精准
的词汇描绘出来，就会产生这种效
果。”她发过来一个恍然大悟的表情。

“老师，我觉得您写的关于小儿
子哭闹的事情挺有趣，可以写得再具
体点。”众多褒赞声中，我看到了这句
直愣愣的质疑，顿时一喜，“慧眼如
炬！我正打算把这件事写成一篇散
文。”我给了他一个大大的赞，“写日
记不仅可以练笔，还能积累素材。”

“老师，我记得您说过。”“我也记
得”……七嘴八舌，不少人纷纷回应。

“老师，您发表的那篇文章竟然
改了十几遍，怪不得您总说‘好文章
是改出来的’。”“夜，很美；风，很冷。
但因为聊的是文学，我便觉得周身暖
和起来。我喜欢您这个句子中的景色
描写，字数不多，却很形象地衬托出
了您当时的喜悦。”“老师，您还喜欢
听歌啊？我发现写文章时插入歌词真
的挺nice。”

看着满屏的留言，我有种小丰收
的感觉。他们点评中涉及的写作技
巧，不少我都在课堂上讲过，但是，他
们听是听见，却不领会，现在，通过这

种“日记”的示范作用，相信会给他们
的写作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我拭目
以待。

次日。阳光氤氲中，我批阅学生
日记，清浅却分明的喜悦在心间汩汩
流淌，我的第一触感便是他们的内容
普遍丰富了，原本挤牙膏式的流水账
写法基本不见了。

“‘待她笑靥如花，笔墨山河入
画 ，金 戈 铁 马 且 不 敌 你 灼 灼 风
华……’这句歌词用来描述张树慧最
合适不过了。正所谓回眸一笑百媚
生，相识不及一年，我们却建立了深
厚的友谊。”写出这段话的是发现新
大陆般感叹着“插入歌词很nice”的灵
气女孩。

亮眼的景色描写也陡然多了起
来。“窗外，树叶被寒风吹落了一地，
飘飘洒洒地落在了地面，有留恋，也
有甘愿。”“天上飘来几朵纯净的云
朵，它们被均匀地涂抹在天空，像是
文艺复兴时期顶级的油画。”“傍晚的
夕阳美得让人移不开眼。一层浅白，
依次往上叠加暖橙色、金黄色，逐渐
又被浅蓝色、深蓝色代替。”

师生共写中，我的日记越写越起
劲，学生的日记越写越有质感。

更可喜的是，我发现，作文课上，
他们面对作文题目，不再皱眉叹气，
都会不约而同地悄然翻阅日记本，从
中寻找写作素材。

我不由想起特级教师王君说的
那段话：“教育的引导首先就是一种
示范。不用太多说教，你自己，本身就
是教育的一部分，教材的一部分。学
生在读书，更是在读你。你天然是学
生的无字之书。”

日记的力量

【亲子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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