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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女儿参加明年的艺考， 他们在北京租了
个房子方便女儿学习。没想到，这里却变成了他们
家的战场。 从早到晚，妈妈和女儿都在争吵，大到
今天坐什么车去上课， 小到早餐吃包子要不要再
喝一碗粥。 女儿开始胸闷气短，上不了课，带她去
医院，医生告诉爸爸，最好带女儿去看心理医生，
于是，他们决定过来见我。

我先问了孩子的症状。孩子说，她每天和妈妈
吵完架上课，心情很不好，老师做训练时就很难通
过，总是挨批。 而妈妈还特别不理解她，用每一件
事情去烦她。

妈妈听了感到很委屈，说每天都看女儿脸色，
吃什么穿什么，怎么走，怎么回来，一举一动都特
别用心。 可是，她还是各种不满意。

我决定先从女儿身上下手。
我问女孩，唱歌还用那么费事？孩子马上回应

我：“我开始也以为唱歌是件很容易的事， 谁知道
竟然要从如何喘气开始学， 我都喘了十七年的气
儿了，老师还总说我喘得不对。 ”孩子说得眼圈都
红了，妈妈却开始抱怨：“那时候让你考虑慎重，可
你不听。 ”

我及时地制止了妈妈， 孩子继续说：“妈妈不
理解我，还成天说我这个说我那个。”“我还不都是
为了你好。 ”妈妈总能插进话。

我开始挑战女孩，问她是“真想把唱歌当成一
辈子的事业，还是只是唱着玩玩的？ ”孩子想了一
会儿，说她喜欢唱歌。

“那对于演员来说，有个比学声乐专业课还重
要的课程。 ”这一下子激起了她的好奇心。

“那就是情绪管理。如果你现在走在一个去演
出的路上，被人撞了一下，人家没给你赔礼，反而
冲你大嚷了一顿，你还要不要去演出？ 如果去了，
你还会唱得跟平常一样好吗？ ”

女孩用亮亮的眼睛看着我，停了一会儿，说：
“我懂了，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让情绪影响
我的演出。 ”

我进一步启发她：“那怎么训练情绪呢？ ”
“那我就逐渐学会对自己的情绪负责，无论别

人做了什么，都要正确看待。 ”
我又进一步：“这个别人是谁？ 能是妈妈吗？ ”
她沉吟了一会儿，说：“除了自己，都是别人。”
我转身朝向妈妈，问她女儿多大啦？她马上回

答我，还有两个月就十七岁了。 我点点头说，还以
为还有两个月才七岁呢。 妈妈听出了我的弦外之
音：难道自己管女儿太多了？

其实，不是太多，是管的太小了。 如果像照顾
刚上学的小孩那样，把女儿管理得生活不能自理，
她也会配合妈妈，像个小孩子那样调皮捣蛋。

我问妈妈，如果不看着女儿，自己要干什么？
她小声说：“我真没事儿可干。 ”

我转头向爸爸：“可能你的任务更艰巨，你
要负责给妈妈找点事干， 并且去安慰她那颗孤
寂的心。 ”

管得太小，
女儿也变小了

□ 卢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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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这堂课，面对的班级有些特别，
任课老师们都说， 这个班的学生上课时的
状态是不闹也不吵，但就是不理你。

于是，课前几分钟，我让同学们做了个
热身运动，见大家慢慢地配合起来，我才宣
布今天的主题———再选你的父母。

“什么？”同学们开始七嘴八舌的议论。
一个男生站起来，“我父母都很好，再

选？ 我不明白！ ”
“我提两个问题，在座的同学，父母是

可以批评的吗？我们有像平辈那样，客观地
审视过自己父母的优劣吗？ ”

有一个女孩子举手，“我父母对我是很
民主、公平的。 ”

“可是父母是会伤人的， 家庭也会伤

人。 很多时候，因为父母给予我们太多物质
和精神上的供给， 我们会无理由地接受他
们，而分不清什么是教导，什么只是他们自
身的宣泄。 这个游戏其实是对你内心的一
个梳理和重塑。 做完这个游戏后，你们会对
父母有更深入的了解。 ”

有学生插话：比尔·盖茨。 学生哄笑。
“请同学在刚刚发的白纸上郑重地写

下你为自己再选父母的名字。 ”
“现在有同学愿意分享一下自己的感

想吗？ ”
一个平时有些叛逆的女孩子站起来：

“我想选的父母是，在我犯错的时候，不是
打骂， 而是讲道理， 我希望自己生活在民
主、前卫的家庭。 ”

“我以前一直对我的爸爸妈妈不满，觉
得他们不如谁的爸爸妈妈好， 可是今天让
我再选父母，我突然觉得我舍不得他们！ ”
女孩说的时候声音有些哽咽。

“我也是，我也没有再选，我刚开始想
写比尔·盖茨，因为我觉得爸爸有钱是件特
值得自豪的事。 ”

“开始以为这堂课没什么，不过和往常
一样是一个游戏，可是真的静下心来思考，
我觉得和爸爸妈妈之间有很多事情是需要
去调和的， 一直以为是爸爸妈妈在要求我
们，其实，我们做这个游戏的时候，不也是
在对父母提出要求。 ”

……
我为大家鼓掌。“是的，虽然我们对家

长有不满， 但是你们最后还是决定和他们
一起同甘共苦。 我想大家其实都明白，也许
很多东西都可以让我们重新选择， 而对父
母我们必须接受， 但是可以在我们心中重
新认识并复活。 ”

你的算计会影响到孩子
□ 啥么啥

女儿第一次外出远行是在
她 3岁那年，我们要坐 4 个小时
的火车去烟台。

车上人不少，还有几个站着
的。 一个中年男子走过来，没好
气儿地跟我说：“你家小孩干嘛
占个座位？ 起来，我坐。 ”

“我给孩子买了票，她有权
利坐在这。 ”我斩钉截铁地告诉
他。

“骗谁呢？ 国家规定，身高 1
米 2及以上的孩子才需要买票。
既然是免费午餐， 何必自掏腰
包？ ”他根本不信这么点儿的孩
子有票。

有时候我能遇到为了给孩
子省 1块钱，跟公交车司机争执
不休的爸爸妈妈。一直闹到司机
罢工，家长这才气哼哼地塞上 1
块钱，当然，还要埋怨孩子：你这
个笨蛋！意思是你站得那么直干
嘛？

孩子呢？尴尬，沉默，觉得自
己超过了 1米 2很可耻。

有人问了：“小样儿，你怎么
就知道孩子咋想的？ ”

我有经验啊！大学的某个寒
假坐火车回家，遇到一个给孩子
逃票的奇葩。 排队进站时，那孩
子一遍遍地在妈妈的指导下练
习微微下蹲的高难度动作。

检票员岂是吃素的！那个妈
妈被逮后， 跳起来跟人家吵，一
直吵到开车铃声响起，一直吵到
孩子哇哇大哭。 进站后，孩子小
心翼翼， 非常认真地问她：“妈
妈，你为什么不给我买张票？ ”

她哪能想到孩子竟不知道
她为什么这么做？ 使出狮吼功：

“我还不是为了省那俩钱？！ ”
“省那俩钱是什么意思？”孩

子不解地问。
妈妈答不上来，或是不好意

思说，憋得满脸通红。
孩子人精人精的，马上找了

一个台阶给妈妈下：“妈妈，我错
了，我以后少吃点饭，不长高，不
长大，你看行吗？ ”

我们还能当闺蜜吗
薇薇和小晴是一起长大的闺蜜，薇薇学习好，小晴能歌善舞。从

小学到初中，两人都是学校老师的宠儿，同学们羡慕的对象。两人平
时也是形影不离，不分彼此。初中毕业后，她们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县
城的重点高中。 缘份就是这般奇妙，在高中，她们又成了同班同学。

高中的生活远比初中精彩，当然，竞争也比初中更为“惨烈”。她
们所在的重点高中，聚集了全县各地的“精英”，人人都是百里挑一，
“学霸”众多，文艺骨干也不少，更有“家世显赫”的公子哥和大小姐
……曾经众星拱月的薇薇在人群里显得暗淡失色。

和薇薇的“落魄”不同，小晴过得如鱼得水，活跃在学校各种活
动中，学习成绩也进步了很多。进入青春期，本就漂亮的小晴出落得
愈发精致，走在学校里，总会引来男生的注目。

日子一天天过去，尽管薇薇拼命学习，成绩还是不见起色，她也
变得越来越不自信。 但小晴对薇薇的态度没有改变，一样大事小事
都拉着她一起，上课、吃饭、在校园里晃悠……走在漂亮朋友身边，
薇薇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丑小鸭。

烦心事一件接一件，薇薇偷偷喜欢了好久的隔壁班的“班草”，
有一天突然叫住她，塞给她一封信，就在她面红耳赤之际，“班草”扔
下一句“可以帮我转给小晴吗”就跑开了。

那些曾经的骄傲一下子崩塌了，薇薇紧紧攥着信，咬着嘴唇，心
里冒出了一丝仇恨，“再也不要做朋友了”，她这样想，可冷静下来，

又觉得自己的灵魂好龌龊。
（文 /余娅）

专家点拨（湖南省脑科医院心理医师 朱娟娟）：
巴尔扎克说过：“嫉妒者的痛苦比任何人遭受的痛苦更大，他自

己的不幸和别人的幸福都使他痛苦万分。 ”薇薇就在经历妒火中烧
的痛苦，这份痛似乎无法避免，因为它来自曾经的闺蜜小晴。

薇薇要不要和小晴继续做朋友？ 在我看来，少年时代的友谊非
常珍贵，千万不要被一丝嫉妒毁掉。 当下，薇薇最需要做的是，正确
看待自己的嫉妒心，化嫉妒为动力。

当嫉妒心萌芽时，不要盲目比较，静下心来从正反两方面分析
利害。 历史上如庞涓、周瑜等都深陷嫉妒深渊，做出一些诽谤、中伤
他人的事，结果葬送了自己的前途甚至断送了性命。所以，与其在嫉
妒中浪费大量光阴，不如客观地找出和小晴的差距，小晴或者要比
薇薇漂亮，可是薇薇也有自己的优点，友好、善良、亲切，不然，男生
怎么会托你来送信？

矫正嫉妒心理是一个自我修养不断提高的过程，随着年龄的增
长，我们会愈发明白，世界上本就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生活赋予
每个人的境遇也不尽相同。 坦然面对与闺蜜之间的差距，并努力寻
找你们共同的东西，才能让友谊之花常开。

那些自以为是的缺点
□ 裳裳

一家小有名气的写真店搞特价活动， 我们三
个好朋友禁不住诱惑跑去拍了一套。

拍照结束后， 店家为我们安排在同一个时间
选片子。

我们三个人，一直唧唧喳喳，品头论足，挑选
满意的片子似乎成了很难的事。 店员却一直很耐
心地等待着我们的举棋不定。

片子终于选完了， 在店员把我们不选的片子
删除的一刹那，我们的眼睛都掠过几分不舍。

店员微笑着说，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片子都是
很漂亮的， 可你们却总是注意那些微不足道的细
节，明明是为了突出你们的优点而拍，可你们偏偏
去注意自己的缺点。

我们三个人都笑了。
是啊，我们在看别人片子的时候，觉得哪一张

都很漂亮，可轮到自己，却首先注意自己的缺点是
不是在照片上体现出来。我们三个人，有人对自己
的牙齿不满意，所以露牙的片子不要，有的认为眼
睛大得比例失调，有的认为自己笑的时候嘴太大。

其实，如果我们不说，我们三个整日混在一起
的好朋友， 根本就没有发现过对方最害怕暴露的
缺点。

这让我想起心理学上的一个故事： 在非洲加
纳的库马西寄宿学校，一位老师走进了教室，他拿
出一张画有一个黑点的白纸， 问他的学生：“孩子
们，你们看到了什么？”学生们盯住黑点，拖着长音
异口同声地喊道：“一个黑点。”老师非常沮丧，“难
道你们谁也没看到这是一张白纸吗？ 眼光集中在
黑点上，黑点会越来越大。 ”

想想有些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快乐，为什么害
怕别人的眼神， 为什么以为别人对自己有不好的
评价， 就是因为我们像在看待白纸上的黑点一样
看待我们的缺点，我们努力地掩饰、装扮，一旦感
受到来自他人的不良评价， 就认为是自己那个最
突出的缺点造成的。

是的，就如同带着黑
点的白纸，那个带着无数
闪光点的我们，才是真正
的我们自己！

情感空间
再选你的父母

□ 李烨

心灵清吧 父母课堂

知心小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