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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洞提问：
我想请教一下，什么样的亲密

关系能够算健康的状态呢？我结婚
十年，孩子八岁，前阵子我们需要
长时间待在家里，我感觉先生对我
很挑剔，我怎么做他都不满意。我
和老公是大学同学，刚结婚时感情
很好，他懂得浪漫，也知道哄我开
心，我一直觉得自己挺幸福。可通
过前段时间的朝夕相处，我发现他
对我的要求好高啊，怎么做他都不
满意，这令我很苦恼，是不是我们
之间没有感情了，我要怎样调试自
己的心态呢？

齐鲁晚报心理专家团：
如果用一句话描述健康的亲

密关系，我会说：“两个人之间要有
爱，更要有尊重。”不是说“尊重”比

“爱”更重要，但彼此间的尊重是两
个人可以相爱的前提。

从描述中可以看出，你现在和
先生的关系有些微妙，你一直在努
力，但他似乎对这份努力视而不
见，总是盯着你做得不好的部分。
你很苦恼，甚至怀疑先生是否还爱
你。在咨询中我经常遇到这样的来
访者，虽然在亲密关系中一直很努
力，但无论怎样做，对方都能轻而
易举地否定自己，越想让对方满

意，对方就越变本加厉地要求自
己。

从心理学视角看，婚姻中呈现
的问题往往和童年经历有关，夫妻
间的状态多是在重复童年和父母
之间的关系模式。如果要解释清楚
这个问题，需要适度地追溯你的童
年经历。

因为不像面对面咨询，所以我
只提供一些线索，尝试用第一人称
描述一下这个过程：在“我”的童年
经历中，“我”一直被父母不断要
求，无论怎么做父母都不会满意，
所以在“我”貌似独立、进入婚姻
后，在潜意识里“我”会把爱人当成
自己的父母，继续把爱人的期待当
成自己努力的标准。弗洛伊德称之
为“强迫性重复”。

回到当下，如果一个人走进亲
密关系之后，还处于“强迫性重复”
之中，就会使你在爱人面前变得越
来越自卑，在这段关系中你很努
力，但对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表
现、对自己的状态没有基本的判断
力。就如同一个学生只会负责学
习、考试，每次考完试自己却没有
感觉，要等老师评定成绩一样。

然而，爱人毕竟不是老师，久
而久之他会形成一种错觉，即便你
已经很优秀了，他依然不会表现出

满意，他始终要装出一副不苟言笑
的样子，时刻提醒你：别骄傲，在某
些地方你表现得还不够好。

在这样的关系中你会变得越
来越自卑，总是挑剔你的爱人也会
变得越来越麻木。所以当感觉无论
自己怎么做总是达不到对方要求
时，你需要先停下来，看一看在这
段亲密关系中，彼此是否需要重建
一份尊重。

说得再清晰一点，在亲密关系
中，“怎么做对方都不满意”是一个
伪命题。这背后所隐含的意思是：

“请继续像当年父母挑剔我一样，
挑剔现在的我。这样我就可以继续
重复体验当年那份难受的感觉
了。”如果现在你的爱人就是这样
对你的，那他不过是迎合了你潜意
识里的这份需要而已。

你看，“强迫性重复”有这样一
个好处，它可以帮我们找到一种熟
悉感，从而营造出一种虚幻的安全
感，但与此同时，强迫性重复又有
一个坏处，那就是加重我们的自卑
感，让我们在亲密关系中无法获得
对方的尊重。

亲密关系中的爱和亲子关系
中的爱有着本质的区别：亲密关系
中的爱有一个前提是相对平等，彼
此都是独立的，相爱的前提是懂得

尊重彼此。亲子关系中，父母对孩
子的爱有一个前提，作为父母要有
能力敬畏生命，更要感谢孩子给了
自己体验做父母到底是一种怎样
感觉的机会。所以在亲子关系中父
母要承担更多责任，当这段关系出
现问题的时候，父母也要做出更多
努力。

健康的亲密关系是建立在彼
此有能力尊重对方的基础之上的。
如果怎么做也得不到爱人的肯定，
那要先停下来，让他尊重你，同时
自己肯定自己。一个人如果在亲密
关系中具备赢得尊重的能力，那自
然能够散发出足够的魅力吸引对
方，而且在尊重的基础上产生的爱
一定是健康的爱。

如果想获得健康的亲密关系，
请花些心思尝试赢得对方的尊重，
这本身就是在为这段关系努力，同
时也是为你走出“强迫性重复”、真
正走向独立而努力。

【情感树洞】

健康的亲密关系：有爱更要有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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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优

晚饭之后，望望窗外，
暮色越来越浓，忽然没了下
楼跑步的兴致，就在家陪陪
咪咪吧。

咪咪卧在沙发上，望着
我一言不发。很多时候，它
都这样，就那么静静地卧
着，目光追随着我。有时我
出门，它是这个姿势，我回
来，它依然是这个姿势。我
心里一阵愧疚：好孤独的
猫！无友无伴，无事可做，无
处可去，除了吃食饮水拉屎
撒尿，就是静坐，就是发呆，
就是睡觉。

当然，晨起例外。那时
候，它活跃得很，睡醒的孩
子似的，要玩要闹，要吃要
喝。我去卧室，它跟在脚边，
我去厕所，它蹲在门口，我
走来走去，它脚前脚后，绕
来绕去。我只好停下来，猫
条撕开，猫饼干倒出来。它
立即止步，美美地吃，两只
耳朵绷着，眼睛发亮，满脸
愉悦。其余大部分时间，我
丢下它忙自己的事。白天黑
夜，它独自一猫，睡觉、发
呆，在没有主人的屋子里
等，等钥匙扭动锁孔的声
响，等进门的呼唤和抚摸，
等随之而来的猫条饼干。

身为一只宠物猫，是不
是修了好大的福分，有香香
的猫条、暖暖的小窝，还有
单独的卫生间，客厅、卧室
随便出入，桌上床上来去自
由，主人的腿上身上想蹭就
蹭，即使蹲在主人头上也不
会受到呵斥。时不时地，还
有温暖的拥抱，温柔的抚
摸，温情的呼唤。

同样是猫，土猫的处境
就是天壤之别了。居无定
所，即使有窝，也粗陋潦草，
不过一个废弃的破筐烂篓，
一脚会被踢到犄角旮旯或
者院边树下，不避风日，衣

食不保，半边破碗装些残汤
剩水还常常空空如也。小小
年纪，就要磨爪子、练速度、
习本领，学谋生之道，要自
给自足。农人养猫，为的是
捕鼠防贼，哪有闲情逸致撸
猫遛狗？不被关注，受尽冷
落，常遭呵斥。如此种种，说
不完，道不尽，真是满腹心
酸，一肚委屈。做土猫，多辛
苦。

其实不然。土猫来去自
由，像风一样。东家走走，西
家瞧瞧，瓦屋柴堆，檐脊树
梢 ，花 丛 林 间 ，旷 野 陌
上……想去哪就去哪，广阔
的天地任它自由。抓耗子、
捉蝴蝶、逐飞鸟，踩一脚泥，
沾一身露，惹一鼻子香，甚
至可以逗逗狗干干架，追得
母鸡满院狂奔，扑得鸭子直
愣愣飞走。在斥骂和棍棒的
围剿下，哧溜哧溜爬上树，
或者腾空跃上屋顶，喵呜喵
呜，回头静看气急败坏的主
人收拾一地狼藉。惩罚又怎
样？没有猫食又怎样？只要
爪子还在，奔跑的力气还
有，肚子饿得实在不行了，
多跑几湾几家，总有耗子难
逃其爪，说不定还有额外奖
赏。即使耗子绝迹了，小河
里还有鱼，田野里还有青
蛙，飞鸟也有落地的时候。

这样的生活，悬念迭
起，活色生香，多么恣肆多
么畅快！再看看我家的宠猫
咪咪，唉！面对笼中的画眉
鸟，欧阳修无限怜惜：百啭
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
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
林间自在啼。

是的，没有什么比这更
重要的了。世间美好的东
西，大多暗中标好了价格，
除了阳光空气和雨水。想要
不劳而获，就要付出相应的
代价，或低廉，或高昂，或沉
重。如果来生为猫，你呢，做
宠猫还是土猫？

□白湖

前段时间，在看厚厚一本的《梵
高传》，边看边教育孩子：人要少走弯
路。谁知道女儿马上怼我：“多走点路
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为了论证少走
弯路的必要性，我试图给她讲梵高的
故事，没讲两句，她又马上阻止我：请
不要剧透！

看看，现在当一个苦口婆心的母
亲太难了。不仅如此，女儿还不依不
饶反问我：“你小时候要上网课吗？”
是哦，时代不同了，再依靠我有限的
认知去教育孩子，看来是行不通了。

立夏那天，刚好看到一个新通
知，以后中小学生劳动课要求有日常
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
那就不是现在假期里布置一个“我帮
妈妈做家务”的小视频这么简单了，
那是要真的从小培养孩子吃苦耐劳、
自立勤奋的习惯和精神了，自己做
饭、洗衣服、打扫卫生这是最起码的，
高年级的孩子还要求参加力所能及
的公益劳动和志愿服务，为他人服务
和帮助他人解决问题。

只要求孩子“读书好”已经是过
去式的单一认知了，一厢情愿按自己
的老一套去要求孩子“少走弯路”，小
家伙们也并不领情。原本这世界上就
没有什么笔直的道路，哪一条路不是
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么想，
我又在脑海里开始了新一轮的认知
更新，可抓狂的是，明明已经按着最
新的教育理念去好好讲道理了，好话
说了一箩筐，孩子为什么就不听呢？

朋友丽华更郁闷，一家人使出吃
奶的力气供孩子出国留学，去英国读
了四年昂贵的艺术管理，去年毕业，

一家人满心欢喜以为孩子会找一份
优越的工作，谁知道女儿一声不响跑
去非洲了，她听到消息后差点没失声
痛哭，感觉自己的一番心血全付诸东
流了。

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认知失
调”理论，讲的是人内心的信息相互
冲突，也就是人的认知水平与实际发
生的情况存在分歧，会导致不愉快的
情绪。我现在就处于“认知失调”的心
理状态，明明出发点是为孩子好，但

“熊孩子”偏偏要自己去撞南墙，理性
的我与感性的我动辄掐架，时而狂
喜，时而狂怒，已经是一个暴躁的矛
盾体了。丽华说，她也是。

来自权威部门、来自教育专家、
来自优秀的“别人家孩子”的信息实
在太多太多，这些新信息往往更新迭
代也快，同一件事，不同的人、不同的
立场，会给出完全不同的解答，这时
候，简直让人“认知混乱”。怎么办？恐
怕只能像小时候学的课文《小马过
河》，最终还是要靠小马自己去淌过
横亘在它面前的每一条河流。

科幻小说《三体》里有这样一段
对话：“我只是想和您讨论一种可能：
也许爱的萌芽在宇宙的其他地方也
存在，我们应该到处鼓励它的萌发和
成长。”“为此，我们可以冒险。对，可
以冒险。”这段对话引用到我们对孩
子的教育上，好像也适用。

也许做家长的，原本就不必时刻
扮起教育家的模样，好像什么都懂，
对孩子的未来指手画脚。家长应该提
供一种清醒的爱，及时松开手，鼓励
孩子走自己的人生道路，去冒险，去
探索更多的可能，同时，我们也一直
在路上，和孩子一起成长，一起面对

教育和生活上的挑战。
所谓的不走弯路，也只是为人父

母的一片痴心。“认知失调”所带来的
冲突，并不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
大，因为比起脑子里想的，我们的行
动力更胜于一切。再过十年二十年，
孩子大概也只是成长为比我们更强
一些的普通人而已，只有极少数的孩
子真正实现了人生逆袭，并且没有可
复制性。

所以，与其唠唠叨叨提醒孩子
少走弯路，不如鼓励孩子，这是你自
己的人生，好好享受你的人生，大胆
走你自己的路吧！就好比梵高，如果
他听从那位成功的画商弟弟的建
议，现世安稳，创作出符合商业要求
的画作来，可能就没有那个能画出
举世震惊的星空和向日葵的梵高
了。当然，这个例子并不十分恰当，
梵高是极致的天才，他的一生太过
疯狂。

但道理是一样的。要基于每一
个真实的个体去评估自己，没有人
比我们更了解自己、更了解孩子，每
一个人都有闪闪发光的一面，有积
极、努力的时候，也有偷懒、懈怠、拖
延的时候，会做一些愚蠢的事，但不
要因此高估自己或否定自己，这些
都是一个普通人一生中必然要经历
的过程。

畅销书作家江鹅在《俗女养成
记》中说：“不用别人的眼睛看自己，
就会有选项，天不会塌下来，把握有
限的今生，耸耸肩，挺这个既优秀又
普通的自己一把吧。”那么，就不要
再纠结了，先做好自己，这个优秀的
自己就是最好的榜样，胜过一切说
教和唠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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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越来
越多的人开始
关注自身的心
理健康与精神
追求。为了更好
地服务读者，齐
鲁晚报成立“心
理专家团”，邀请
心理专家解答
情感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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