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婚恋心理

一位女士向我咨询， 说她与老
公都是二婚， 因为爱， 他们各自都
告别了前任， 毫无顾忌地走到了一
起。 婚后虽然俩人仍然是深深地相
爱着， 却经常吵架， 而且还吵得很
凶， 为此她老公多次表示活得太累，
甚至自伤称不想活了。 她自己也觉
得这样过下去太累， 明明两个人很
相爱，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会吵
架， 希望我能帮到她。

这位女士与前夫是同乡， 婚后
生育一儿， 她一直在家带儿子， 前
夫打工把钱都交给她， 生活还算宽
裕。 再婚后， 一是儿子不认她， 二
是老公与前妻有两个孩子， 加上房
贷， 经济压力非常大， 她觉得从钱
方面来说日子过得越来越差， 常常
为钱吵架； 再就是她觉得老公变得
太快。 刚认识时， 老公对她百依百
顺， 时时围着她转， 现在发信息半
天都不回， 她觉得老公不在乎她了，
为这事没少吵架。

详细了解后我给她分析， 其中
最主要的原因是她误解以为老公不
在乎她， 不那么爱她了。 爱的激情
与人体激素的分泌相关， 恋爱初始
是激素分泌最多的时候， 随后会慢
慢下降 ， 到婚后基本回归了本位 。
从她的自我介绍中， 她老公热度降
了 ， 但爱没有变 ， 如果没有了爱 ，
就承受不了这近乎折磨人的日子 。
谈恋爱的时候追到她是他的主要目
标， 结婚了挣钱养家又成了他的核
心任务， 所以就不再时时刻刻围着
她转了。 其次是再婚后的经济压力
与母子亲情的阻断， 让她心生悔意。
悔与怨使她动不动就生气发火， 吵
架就成了常态。 她告诉我， 老公经
常说她只看到别人的缺点， 没看到
自己的缺点。

最后， 我给她的建议： 一是心
态从恋爱模式转变到婚姻模式。 恋
爱模式就是感性模式， 是以感情与
激情为衡量指标的； 婚姻模式是理
性模式， 以感情与日常生活质量为
衡量指标的， 婚姻模式中， 不但要
有爱， 更要面对油盐酱醋柴等生活
的具体问题。 所以， 结婚后丈夫不
再是全围着她转， 还要想着怎么赚
钱养家与还债。 所以她要理解丈夫
的转变， 更要积极地支持与配合丈
夫赚钱把日子过好。 而且， 夫妻间
不管有多亲密， 都必须要有自己的
私密空间， 俗话说 “丈夫丈夫， 只
管得一丈”， 就是这个意思。 夫妻之
间对对方最基本的要求就是 “不出
轨不败家 ”， 任何一方若管控欲太
强， 就像有压迫就会反抗一样， 都
会引起对方的不满甚至是对抗。 二
是再婚夫妻都要少回头看， 多向前
看， 任何事情就怕对比， 而且在对
比中， 人们容易看到失去的， 而忽
略了得到的， 容易心生不满。 既然
选择了他， 就要坚定信心与他一起
克服婚姻与生活中遇到的困难， 相
亲相爱一路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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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耿于怀着过去和忐忑不安
着未来的人， 也常常挥霍无度着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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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关注

因为身边亲朋的意见高度一
致， 以致性格坚毅的何教授夫妇
不得不思忖， 这种领养是不是真
的冒着巨大的风险？ 事实上， 很
多领养家长有重重顾虑是自然
的， 第一是孩子的生父母背景堪
忧， 担心孩子的基因可能不够优
良； 有人担心孩子脾气暴躁， 性
格异常； 有人担心孩子的身份特
殊， 自我认同困难， 产生大量的
负性情绪和社交回避……

对领养家庭而言， 如何迈过
内心无数的心理顾虑， 顺利地养
育好养子女， 建立起亲密、 温暖、
接纳的亲子依恋， 可以考虑以下
几点建议：

首先是养父母要在心理做一
个全盘思考， 对未来一切可能
涉及到的问题都要详细地列出。

想想会存在哪些可能？ 会给
自己的家庭 、 生活和工作带来
哪些变化？ 这些结果是否在自己
可承受的范围？ 自己能否有足够
的心理能量和资源去应对这些
结果 ？ 即使不被孩子理解和接
纳， 也乐意收养这个孩子？ 收养
孩子的重大决策， 是否每位家庭
成员都支持这事情？ 如果有人反
对， 自己是否有把握去说服亲人
间的分歧？ 把这个孩子带回家，
全家是否做好了各项准备 ， 包
括要做出一些比较大的调整和
牺牲？

收养孩子是大事， 不要眼瞅
着孩子娇软可爱， 也不要被爱心
一时裹挟， 或者为了老有所依、
弥补儿女不双全等现实不完美，
冲动之余就收养了孩子， 随后又
觉得带孩子事多又辛劳， 忍不住
嫌弃、 冷遇甚至虐待孩子。 一定
要召开家庭会议， 认真听取每个
人的想法和理由， 协调好不同意
见， 让收养孩子成为一种家庭共
识。 否则儿童进入这个家庭后，
必然会感受到家庭内部不同力量
的牵扯， 活得胆战心惊， 变得小

心翼翼。
其次尽量走政府官方的领

养渠道， 减少法律壁垒。
对领养家庭而言， 养孩子必

须要获得官方认证才能消除身份
障碍及社会歧视， 才能享受全方
位的法律待遇。 民间收养涉及的
生存问题多多， 能否分享亲子关
系形成的医疗、 教育、 保险等资
源。 这些任何一条， 都会让养父
母感到心力憔悴， 加大了抚育的
难度， 降低了孩子的生活质量。

再次是家长要学点心理学
和教育学知识， 科学养育儿童。

领养的孩子如果年幼， 与养
父母更容易建立起情感依恋； 而
较大的孩子， 有着亲生父母的种
种记忆， 对养父母在心里上就难
以亲近。 他们不认为这是自己的
家， 更不会将其视为心理依靠。
在他们看来， 自己迫于生计寄人
篱下， 这会让他们内心变得敏感、
安全感降低、 胡思乱想、 害怕被
遗弃、 不敢提要求、 在意与养父
母的相处细节， 总是在寻找被重
视、 被宠爱的证据 。 从外
在来看， 他们性格偏内向，
不够大胆， 不爱发言 ； 情
绪比较沉闷， 喜欢一个人
独处， 大脑里有各种念头
和想法 ， 却不太爱表达 ；
在人际交往中显得比较谨
慎， 不主动亲近他人 ， 会
过多地依恋某个人 。 这种
心思厚重的孩子 ， 养育起
来比较费心。

最后， 家长要对亲子关
系、 孩子的未来发展和养老
等问题保持一种平常心。

收养是一种善行 ， 是
基于爱孩子和真心维护孩
子成长利益而做出的奉献。
通过养育孩子， 家长得到
了天伦之乐， 体验到了家
庭人际关系的情感支持。

收养不应看作是一种资源交
换 ， 比如拿孩子来满足未来养
老、 平衡夫妻无子的矛盾等。 更
不能将孩子作为自己未来生活的
保障， 比如从小就给孩子洗脑 ，
灌输自己养育他的艰辛， 要求孩
子承诺， 未来要挣钱给自己花 、
要给自己养老。 因为对孩子有高
期待 ， 家长甚至对孩子比较苛
求， 要求对方完全服从于自己 、
承担与年龄无法负担的家务、 考
最好的成绩来满足自己的虚荣
心、 长大后工资上交， 不允许对
方有自己的想法和行为， 更不能
在升学、 交朋友、 找工作、 买房
买车上不听从自己的意见。 有这
思想的人不在少数， 他们理直气
壮地对养子女进行情绪勒索， 构
成了他们一生难以偿还的情感债
务， 这种沉重的收养关系肯定不
能得以善终。

其实， 收养本身应该少一点
世俗功利的目的， 家长要怀着一
颗平常心， 做到无愧于心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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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做好哪些心理准备？
爱得深为何又吵得凶？收 养 孩 子

某理工大学的何教授夫妇
年轻时忙于工作， 一晃都四十
多岁了， 未生育孩子， 两人商
量着准备领养一个孩子。 亲
友各种言辞， 百般劝说， 但
两人主意已定。 后在当地福
利院， 经申请收养了一个女
婴。 养育孩子辛苦忙碌， 乐趣
也多， 随着亲子关系的增进，
何教授夫妇欣慰又担心， 别人
对自己的逆耳忠言， 是否会出
现——孩子知道身世后， 会
不会情绪崩溃？ 和他们夫妇
离心离德， 一门心思去找她
的亲爹亲妈？ 甚至恨他们，
发生激烈的家庭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