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生家庭要播
好“爱”的种子

文学创作源于社会现实。《隐
秘的角落》中张东升和朱朝阳是
两个极度需要关爱和安全感的
人。由于原生家庭的破裂，渴望正
常父爱却又得不到的朱朝阳，心
理逐渐趋向阴暗。张东升的原生
家庭剧中没有提及，但从他扭曲
的心理推断，缺失爱应该是原生
家庭留给他的精神遗产。原生家
庭播下的不良种子，最终结出了
恶之果。

走出剧本，在现实社会中，因
原生家庭缺失爱而导致子女爱的
能力不健全，以至于影响新建家
庭和睦的现象也不鲜见。

蓉蓉的父亲是国家干部。女
大当嫁的年龄，蓉蓉认识了父母
皆是大学教授的鹏，双方家庭都
认为彼此算得上门当户对。恋爱
一年后，蓉蓉和鹏步入婚姻殿堂。
在众人眼里，小两口颜值匹配，家
庭环境优渥，日子过得应该很幸
福。然而，多年后，上初中的女儿
早恋，郁闷的蓉蓉找好友倾诉，在
谈到老公对她们母女的感情时，
她长叹一声说道：“如果可以重新
选择，我可能不会嫁给鹏。”

在蓉蓉看来，鹏是一个缺少
爱的能力的人。爱的能力不是与
生俱来的，而是需要原生家庭慢
慢培养。鹏的父母在各自的专业
领域都很优秀，鹏也很优秀，博士
毕业后在一所985高校任教。但他
们家人之间的感情却很淡漠，看
上去相敬如宾，彼此却很少交流，
极少一起说笑，家中的常态是一
人一个屋各忙各的。而在蓉蓉的
原生家庭，亲人间习惯性地相互
关照、嘘寒问暖。工作之余，父母
经常陪他们兄妹俩散步、逛街。回
到家的父亲，没有一点架子，说话
幽默风趣，一家人有时会没大没
小地嬉笑说闹。

刚结婚时，蓉蓉很不适应婆
婆家的气氛，但日子过长了，不适
应也要学着适应，娘家妈告诉她，
来自不同家庭的夫妻二人需要磨
合，蓉蓉认为妈妈说得有道理，所
以，她有意识地淡化自己的一些

“感觉”，不去苛求鹏的感情表达。
然而，她毕竟是女人，需要关心，
需要温暖，需要被呵护。再说磨合
是双方的，需要互相让步和彼此
适应。怀孕期间，有一次蓉蓉终于
忍不住朝着鹏发了飙。她历数鹏
的各种不是，诸如什么家务也不
做、从不关心她的冷暖、从不在意
她的感受等等。但鹏却十分冷静
地说：“我有比做家务更重要的事
情。你是健康的成年人，干吗老是
需要别人的关心和在意？”“因为
我们是夫妻，婚姻是需要爱的，关
心和在意是爱的表达。”蓉蓉瞪着
一双泪眼吼道。“你怎么知道我不
爱？不爱能和你结婚吗？”鹏着急

地分辩道。看着鹏红着脸很无辜
的样子，蓉蓉突然意识到，也许不
该责怪鹏，他似乎并没有感觉到
自己哪里做得不好。

有了女儿后，鹏自然也是高
兴的，但他很少陪孩子。有时他在
书房里忙工作，不懂事的女儿进
去围着他转，他还常常表现出不
耐烦的情绪。几次被训斥，女儿也
不再去找他。

心理学研究发现，养育女儿
的家庭，如果父亲能从孩子幼年
起多陪伴她、多对她表达父爱，就
能大大降低女孩进入青春期后早
恋的可能性。

原生家庭培养爱的能力并不
难，妻子端给疲惫丈夫的一杯热
茶，丈夫对忙碌的妻子道一声“辛
苦了”，人行道上丈夫让妻儿走在
自己的右边，下班回家爸爸给孩
子一个拥抱，一家人在一起玩个
成语接龙，妈妈手把手教孩子包
包饺子……长此以往，爱的小芽
就会在家的苗圃里茁壮成长。

蓉蓉说，被温暖的亲情滋养
过的人，才懂什么是爱，才具备爱
的能力，才知道怎么去爱别人。

单亲家庭，别让

爱畸形

没有孩子希望自己的父母离
婚，哪怕父母已毫无感情可言。在
孩子心里，父母都在，家就完整；
否则，残缺的家就失去了安全感。
然而，在追求个性解放的现代社
会，有多少父母能够仅为了孩子
而牺牲自己的幸福，维持无爱的
婚姻和家庭的完整？

在《隐秘的角落》中，朱朝阳
原本是一个活泼爱笑的男孩，因
为父母的离异而变得敏感、内向、
孤僻、自卑。他认为当初父母离婚
是因为自己不够好，所以便努力
学习，成为一个成绩优异的孩子。
他希望这样能引起父母对他的关
注，能换来父母多给他一些爱，但
他始终没有得到。母亲忙于工作，
常年疏于陪伴；父亲则将绝大部
分爱给予了再婚的家庭。可怜的
少年，在残缺的家庭和畸形爱的
环境里，又怎能培养出健康的心
理？

在朋友的心目中，小峰是个
硬汉形象，但每逢谈及与前妻生
的儿子，他都会黯然神伤，有时竟
然还掩面而泣。当初离婚，小峰没
能争取到孩子的抚养权，前妻提
出一次性付清孩子的抚养费，他
也想办法照做了。可他没想到，自
己该有的对孩子的探视权却被前
妻无端剥夺。在法院的干预下，他
虽然可以见儿子，但孩子的情绪
非常抵触，甚至张口骂他是大坏
蛋。如果没人教唆，3岁多的孩子
怎么会有这样激烈的情绪反应？
小峰心如刀绞，前妻到底要在孩
子幼小的心里种下多少仇恨？心
田里长着仇恨，能成长为一个健
康、阳光的孩子吗？小峰通过写信
的方式，将自己的担忧告诉前妻，
并希望她看在为孩子好的份上，
不要再这样教育他。但前妻回复
道：不用你瞎操心，我会好好爱孩
子的，我就是要教他爱憎分明，不
认你这个坏蛋爹！

结果正如小峰所担心的。孩
子上学后，他曾去找班主任了解
情况。班主任说孩子很聪明，但脾
气暴躁，戾气太重，对同学很不友
好。小峰听后，怅然若失。

与小峰的遭遇不同，玫玫和
小林离婚时约法三章，其中一章
就是她可以少要财产，但小林不
能让孩子缺失父爱。2岁孩子的抚
养权归玫玫，小林只要不出差，每
周至少来看孩子两次；将来上幼
儿园，还要帮着接送。小林答应了
前妻的要求，因为他同样不希望
孩子因为父母离异而产生自卑
感、被抛弃感和不安全感。虽然与
孩子母亲的婚姻不再，但他愿意
付出父爱，愿意多陪伴孩子，让孩
子尽可能多地感受到温暖和被呵
护。

单亲家庭又称缺损家庭，其
结构的不完整可能给孩子的心理
发育带来负面影响，这种家庭的
孩子往往有较高的心理失调现
象。基于此，离异的父母更应该理

智地处理好彼此的关系，平衡好
对孩子付出的爱；否则，缺失爱和
畸形爱，都将不利于孩子身心的
健康成长。

学习好的孩子，

你还好吗
《隐秘的角落》中，朱朝阳学

习成绩优异，但却性格孤僻，不合
群。当老师将这一情况告诉朝阳
妈妈时，她很不以为意，认为孩子
学习成绩一直是第一名就足够
了。也正是因为有这种认识，才会
导致她忽视孩子的心理健康，没
能给予孩子足够的母爱和精神关
照，最终造成朱朝阳一步步滑向
犯罪的深渊。

长期以来，由于各种社会因
素的影响，人们对“好孩子”的评
价标准往往过于强调“学习好”。
在家长心目中，孩子学习成绩好
是足以让他们头颅高昂、腰板笔
直的自豪之事；在老师心目中，学
生学习成绩好是可以让他们再接
再厉、甘于奉献的欣慰之事。很多
家长也会羡慕地把学习好的孩子
称作是“别人家的孩子”。可是，学
习好的孩子，未必是让家长省心
的好孩子。

彤的侄子从小到大都是学霸
级好学生，一家人为他付出了很
多，当然，也收获了很多赞美和骄
傲。可谁又能想到，这个“好孩子”
婚姻却很不顺，已离婚两次。至于
离婚的原因，第一任妻子说：“我
是给他当老婆的，不是给他当老
妈子的！”第二任妻子则不屑地甩
下三个字——— 巨婴男。

作为姑姑的彤很认可两位姑
娘说的话。彤的嫂子对儿子的照
顾无微不至，孩子也可以随便支
使她，“给我倒杯水来”“鸡蛋皮怎
么没剥”“鱼刺没挑干净啊”……
从小到大，侄子类似的话，彤听了
很多。她曾经劝过嫂子，但嫂子话
里有话地怼她：“学习好的孩子就
是招人疼，我愿意伺候他。”言外
之意是说彤的孩子学习不好，不
招人疼，没人愿意伺候他。彤不再
多言，但她确信侄子会被嫂子培
养成生活的低能儿。同时，她也相
信自己的教养方式是对的。彤一
直看重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而
不只是关注成绩的高低；很多事
情她会陪着孩子一起做，而不是
事事包办、处处代理；她特别注意
孩子的心理健康教育，她希望儿
子能成长为一名开朗、合群、积极
向上的阳光少年。

学习成绩固然重要，可一好
不能代百好，不能因此而忽视孩
子的品德教育、健康教育和生活
能力教育，因为这些因素关系到
人生之船是否行稳致远。

生命的茁壮成长离不开水和
光照。有好水的滋润，有暖阳的照
耀，生命的芳草地才能开出善花，
结出良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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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网剧
《隐秘的角落》持续引
发社会热议，该剧是一
部家庭悬疑剧，也是一
部社会问题剧。剧中人
物关系都很密切，包括
夫妻、亲子、兄妹、朋友
之间的关系。主要角色
是成年人张东升和未
成年人朱朝阳。在阳光
下，二人一个是外表温
文尔雅的教师，一个是
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
但在隐秘的角落，他们
一个是连环杀人案的
罪犯，一个正在一步步
走向犯罪的深渊。两朵
恶之花，是怎样被培
植、生长并怒放的？

每个人都会有自
己的原生家庭。与物质
需求相比，原生家庭给
予孩子的精神需求更
重要，这种精神需求就
是爱。爱有大小、强弱、
正误之分，不同的爱会
在孩子身上烙下不同
的印记，这一印记会刻
在他的性格里，会暴露
在他为人处世的三观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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