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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关注

“彼得·潘” 是英国小说家詹姆
斯·巴里笔下的童话人物， 童话中的
彼得·潘是一个会飞的、 不愿长大、
也永远不会长大的小男孩。 而对于
现实生活中那些行事幼稚、 拒绝长
大、 “想永远扮演孩子而拒绝扮演
父母” 的人， 心理学家将其称为
“彼得·潘综合征” 患者。

26岁的时慧， 结婚 2个月没有
一点儿新婚的喜悦， 反而是各种闹
心、 各种累， 这都源于她嫁了个像
孩子一样的男人。 时慧的老公比她
大 4岁， 但这个 30 岁的男人心智、
行为都相当幼稚。 面对处处要人照
顾， 什么都不懂的老公， 时慧的压
力剧增。

时慧的老公是家中独子， 从小
过着“饭来张口、 衣来伸手” 的日
子。 时慧说， 公公比较强势， 老公
所有的一切， 比如工作、 新房的装
修等都是公公安排好的。 婆婆则更
不用说了， 对老公的照顾是事无巨
细。 每天， 公公婆婆会买好菜， 晚
上到新房烧了给小夫妻俩吃。 看着
老人这么操劳， 时慧实在过意不去，
于是主动承担了洗碗、 打扫等工作。
但她的老公每天吃完饭后， 就是坐
在电脑前打游戏。 脏衣服也只管往
洗衣机里一扔， 即便时慧帮他洗好
晾干， 放阳台 1个星期他都不会去
收衣服……“平时， 老公的衣服得
我给买； 外出吃饭， 菜得我点； 家
里的大小事， 都要我插手才能完
成。” 时慧表示， 这些事每天纠缠着
她， 让她压力很大。 “我也尝试过
让老公改变， 想着以后过二人世界，

可他好像很迷茫，
不知道该如何做。
我现在一想到回
家就觉得累”。

【心理点评】
彼得·潘综合征是
一种以突出的情
绪化 、 任性 ， 依
赖他人 、 生活自
理能力差 、 不敢
承担责任 、 不主
动关心他人 ， 难
以适应社会为综合表现的疾病， 核
心问题在于心理成熟障碍。 时慧的
老公正是这样的人。

身为独生子女的老公从来过着
公公主外， 婆婆主内的生活。 父母
任劳任怨， 承担所有责任、 义务。
结婚后， 老婆变成父母的接班人，
老公继续过着孩子般的生活———吃
喝玩乐， 继续做一个长不大的男孩。

从小的教养环境和父母过度代
劳的方式造就了时慧老公的彼得·潘
综合征， 因为他不需要长大， 也不
想长大。 改变老公， 首先需要改变
的是老公的父母。 建议家庭治疗，
让父母和老公能在治疗中逐渐发现
自己的行为问题， 从而做出适当的
改变。

另外， 有些女性在寻找伴侣的
时候很容易出现一种思想上的误区：
这个男人和父母关系好， 听话顺从，
那他就是个顾家的好男人， 对妻子
也会关心体贴。 其实成年人与父母
关系特别紧密， 有些情况下反而是
一种心理发展上的缺陷。 因为他们

不能很好地完成分离个体化， 最后
也无法成为独立成熟的个体。 就像
时慧的老公一样， 他依附着父母，
习惯于享受父母的照顾， 如同还未
长大的孩子。

很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 父母
与唯一的孩子之间容易形成特别紧密
的关联。 时慧和老公都是独生子女，
两人结婚组建家庭， 有一个很重要的
心理主题， 就是从自己的原生家庭中
分离出来， 建立夫妻两人的核心家
庭。 在这个心理过程中， 夫妻双方都
会渐渐改变自己原本在家庭中的角
色， 适应新的家庭角色， 承担各自的
责任。 如果在这个新家庭形成的过程
中， 夫妻双方或其中一方与原生家庭
的关系过于黏滞， 那么夫妻双方或其
中一方的父母就会过多参与到新家庭
的生活中， 夫妻两人的新角色就很难
形成， 两人也无法就新家庭的规则达
成一致。 这样的情况将会导致后续
一系列婚姻家庭问题。

广西南宁市人民医院
主任医师 李艳鸣

30 岁的男人幼稚得像个孩子？

可能是彼得·潘综合征 朋友凌约我喝茶， 还没坐下，
她就絮絮叨叨起来： “你说我对芬
多好， 可是你看她是怎么对我的，
我家里房子装修， 她不让我出去租
房子， 说她家房子大， 可以暂住一
些日子， 可是这才半月不到， 就嫌
我了。 姐， 芬当年生病时， 我俩可
是黑天白夜地照顾了她好几个月
呢， 你说说， 她还有良心没？” 我
示意芬坐下来， 平复一下自己的情
绪。

凌、 芬、 我， 我们三个是要好
的姐妹， 不同的是， 她们两个是死
党， 我和她们任何一个， 都是要好
的姐妹， 但没有她们之间那种亲
密。 “我觉得是你们俩太好了， 所
以才厌烦。” 我说。 凌惊讶地望着
我： “关系好才烦？ 我俩是死党
哩， 关系当然好了， 关系不好， 那
还算死党吗？”

“死党之间也不能关系太好。
你们俩， 太过亲密了， QQ 密码互
相都知道对方的， 还互相登陆， 搞
恶作剧， 还有支付宝账号， 密码也
都知道彼此的。 你去芬家住， 是不
是又和芬同床共枕， 把人家老公给
撵到客房了？” “太神了， 你怎么
知道的 ？ ” 我一本正经对凌说 ：
“好朋友也好， 死党也好， 并不一
定要好到恨不得变成一个人。 人和
人之间是需要一定的缝隙的， 就像
两棵树， 距离太近， 会影响彼此吸
收阳光。 在适当的距离内并肩而
立， 一同抵御风雨 ， 一同健壮生
长，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朋友。
你想想， 我说的对吗？”

凌轻轻啜饮着咖啡， 一会儿，
她点点头： “嗯， 你说得对。 就像
我们俩， 平时常常疏于联系， 但每
逢有喜事、 烦恼的事， 我总会想跟
你说说， 这种有距离的亲密仿佛更
让人感到愉快。”

亲疏有度 ， 才会使人感觉舒
服。 如果靠得太近， 有时反而体会
不到一些触动心灵的美。 “君子之
交淡如水”， 人与人的交往， 保持
适当的距离， 会相处得更融洽。 就
如席慕蓉所说： 友谊像花香， 淡一
点才好， 越淡才会越持久， 越淡才
会越使人留恋。

王举芳 (山东)

曾经看过这样一个视频： 有一
位讲师在压力管理的课堂上拿起一
杯水， 然后问听众： “各位认为这
杯水有多重？” 有人回答说 200 克，
也有人说是 500 克。

讲师说： “这杯水的重量并不
重要， 重要的是你能拿多久？ 拿 1
分钟， 各位一定会觉得没有问题；
拿 1 个小时， 可能会觉得手酸； 拿

1 天， 可能就得叫救护车了， 这杯
水的重量是不会变化的， 但你拿得
越久， 就会觉得越重。”

讲师接着说： “这就像我们承
担着生活的压力一样， 如果我们一
直把压力放在身上， 到最后， 我们
就会觉得压力越来越重而无法承
担。 所以， 我们必须学会适时地
‘放下’， 休息过后再拿起， 如此才

能拿得更久。”
学会适当的放下、 放松， 对我

们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 因
为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承担着生
活的压力， 这是上天所赐予我们的
责任， 我们必须承担。 若不想被压
力压垮， 就该学会放松自己的心情，
让自己可以得到休息， 整理好心情
再去承担。 李剑红 （黑龙江）

压力就像这杯水

亲密有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