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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围绕子女升学问题展开
的《小别离》，片中的三个家庭，
生活中似曾相识。不同阶层的
父母，都能找到他们“独特”
的方式伤害自己的孩子。

有钱和上流之间

差了 1 个名校的孩子

白手起家的爸爸张亮忠做
了一系列跻身上流社会的努力，
儿子张小宇则是重要的一环。小
宇和后妈蒂娜矛盾不断，张亮忠
发现把儿子送出国“是条路子”：
既能让他不面对国内的中考、高
考，还能摆脱目前的家庭矛盾。

小宇却觉得，“你只是想把
我送走。”张亮忠觉得：你们总是
起冲突，我才想让你走。他并没
有意识到这种方法有什么问题。

很多人都会以为，富裕人家
的孩子有什么好抱怨的？很多

“含着金钥匙长大”的孩子，连说
一句“不快乐”都会被喷矫情。

一些有钱的父母最渴望的是
“面子”。他们对知识分子的情感十
分矛盾——— 有时他们蔑视知识分
子，但又对知识精英的身份怀有一
种崇敬和渴望。他们的孩子，就背
负上了“提升家族门楣”的重任。

“妈妈，我不是你努力塑造

的那个乖女儿”

方朵朵是一个典型的中产
阶级家庭的孩子。这个家庭最大
的矛盾，在严厉的妈妈和乖巧的
女儿之间。妈妈将中考视为一场
没有硝烟的战争，不允许女儿的
成绩有一点点偏差。

在这个家庭里，成绩是拥有
奖赏的唯一前提。童文洁希望凡
事都能在期望和掌控之中。这种
控制欲的背后是强烈的依赖心

理。在孩子与父母
之间，爱与理解本该是
平等的、相互的，但在童文洁那
里变成了控制和依赖。

没有人想做一个提线木偶。
朵朵曾在生气时喊：你别认我这
个女儿。其实，与其说董文洁做
这一切是为了朵朵，不如说是她
有一种自己无法控制的焦虑感：
她虽然知道孩子的教育不应该
只看成绩，但在严酷的教育制度
下，孩子的未来容不得有风险的
尝试，她不希望孩子从这场竞争

中滑落到社会的底层。

“孩子，你还不知道工薪在

社会上有多苦”

金琴琴家是普通的工薪阶
层。妈妈吴佳妮有对改变命运的
强烈渴求。但琴琴成绩好，能应付
国内考试；家里的条件又难以支
持国外的开销，她本不用出国。

然而，吴佳妮将自己近乎
强迫性的渴望投射到了女儿
身上。她甚至想用过继等方
式来送琴琴出国。知足常乐
的丈夫在吴佳妮的眼中就
是个不求上进的人，两人在

孩子的教育上常争吵，还问
孩子：“我们离婚你跟谁。”在这

场关于琴琴前途的较量中，琴琴
从来没有被征求过意见。

他们都想从孩子身上索取
本应该由他们自己去获取的东
西，他们都把自己想要的东西，
强加到孩子身上——— 我想要的，
你一定也想要。

其实，孩子要的不多，他们只
需要感受到自己的情感被尊重、
意愿被聆听，自己的意愿被包含
在了决定过程中，即使最终会遵
从父母的决定。据Knowyourself

男人的沉默是女人最大
的惩罚。有调查发现：男人每
天的说话量只有女人的三分
之一，大多用在了朋友圈中
和工作中，留给太太的只剩
下可怜的 15 分钟。所以，很多
时候，真不是男人故意不讲
话，是他们比起女人，的确不
擅长讲话。

无视这种差别，就可能
导致女人越说越多、越说越
激动，男人越来越沉默、越来
越烦躁的恶性循环。

男人就像充电电池———
他们需要空间找回自己；男
人就像工具箱——— 他们需要
搞 定 问 题 ；男 人 像 周 润
发——— 他们想当英雄而不是
loser ；男人像钢铁侠——— 他
们崇尚冰冷坚硬。

男性世界强调理性、沉
着，他们的审美崇尚过滤掉
那些“没用的”哼哼唧唧。女
人则天性柔软、敏锐、注重细
节，她们在沟通中分享的最
多的就是情绪和感受。这样
的错位就造成一个局面：当
妻子们滔滔不绝地倾吐着自
己的心声时，丈夫们的表情
是一脸懵逼的：“她要表达什
么？她想要什么？我 get 不到
她的点啊！”于是，他们就只
好不语。

而且，还有一个秘密是，
男人制造血清素的速度比女
人快一半！血清素是一种让
我们感到岁月静好而不会易
怒忧郁的物质，所以，在你因
为吵架还气得半死的时候，
你老公的血清素水平已经刷
刷上来了，情绪没了，他自然
就扭头呼呼大睡了。

女人首先要做的，是觉
察并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还
要学着清晰地、有条理、有重
点地说出自己的感受，明确
告诉对方，你需要什么。

其实最能打破男人沉默
的，大概就是他们自己了。当
你展示出自己的吸引力、显
露出你解决问题的能力、表
现出你强大的一面的时候，
男人自然会想靠近你，与你
过过招。 据心之助

你常常会听闻类似的故事：
年迈夫妇生死相伴，一人追随另
一人而去。这被称为“守寡效
应”，是“社会关系影响健康的最
佳证据例子”。曾有研究表明，配
偶身亡过后的三个月内，另一配
偶身亡的概率为30%至90%。配偶
的死亡是健康的一大威胁，它会
导致死亡率的上升。

在丧亲后迅速过世可能是
由于悲伤所引发的强烈生理波
动。丧偶过后的头号死亡杀手是
心脏病和猝死，这被称为“心碎
综合症”，它是应激性心肌病的
俗称。“战或逃”激素会引发胸痛
和突发性心脏衰竭。这种症状总
是跟随创伤性的精神损失而来，
例如配偶、父母、孩子的死亡，其
主要影响对象是女性。据煎蛋网

别把自己的愿望压给孩子

冷知识

年迈夫妻生死相伴

性情解码

男人为何总是沉默热剧“心”解

乘客吴女士：我的父亲非常
重男轻女。尽管我有个可爱的女
儿，但是他还是不满意。我也想
生个儿子让他高兴啊，可是有什
么办法。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
极了他，在外是老好人，到了家
里像个大家长。这也影响了我在
外交朋友，总觉得自己太刻意，
又太想要朋友。现在我觉得见到
父母很有压力所以不想去，但是
我也知道他们年纪大了应该多
陪陪他们。其实，爸爸也很疼爱
我，小时候生病半夜送我去医
院，为了给我改善伙食，冒着酷
暑去买我爱吃的菜。

近心：投胎是个技术活，我
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和出身，
这件事情在天不在人，所以你大
可不必为有一个让你头疼的父

亲而挂怀。你意识到自己的行为
像极了他，也就是你认识到了这
个“社会性遗传的结果”。

心理学里讲，无论父亲的行
为多么让人难以接受，但做女儿
的，在“潜意识”里总会认同父
亲。就好像你能看到不少女性找
的另一半跟自己的父亲何其相
似一样。父亲重男轻女是父亲的
问题，但是你如此渴望父亲的
爱，却用“控制”“讨好”的方式来
索取。尽管并没有起到什么作
用，但是你却乐此不疲地重复
着，这是你的问题，你并不了解
爱的意义。所有人都期待能够得
到别人的爱，甚至用讨好、威逼、
控制的模式向他人索取爱，但往
往搞得两败俱伤。

你和父亲之间不是有没有

爱的问题，而是爱的方式出现了
问题。父亲在你生病的时候半夜
送你去医院、为了给你改善伙食
冒着酷暑去买菜，这都是父亲爱
你的表现，他爱你是毫无疑问
的。问题在于你要得到更多的
爱，所以才有了这么多的冲突和
不满，这是一种“情感勒索”。

在你跟朋友交往的过程中，
也显得“用力过猛”，“太刻意，又
太想要朋友”会滋生人际关系中
的“控制”，你在家里的行为模式
让你走出家门也延续了这种讨
好和控制。

检验真爱的标准是奉献而不
是索取，想获得爱的唯一方式就
是奉献爱，同时放弃控制感。不期
待回报地付出便不会有抱怨，和
平的人际关系也会随之而来。

“讨好”“控制”要不来父爱近心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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