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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伴到黎明》心理嘉宾

别让过去的选择成为现在的负担
文 l 程立勋 

已经讲究了那么多年，就不能将就了

继续讲究还是无奈将就，又是一个需要我

们退回原点，想想婚姻目的的问题。婚姻无非

是为了别人，或者为了自己。

何谓为了别人的婚姻？眼看春节又要来

了，可在部分女性眼中，“春劫”也降临了。父母

双亲的期盼渴望，叔伯长辈的嘘寒问暖，朋友

同学的恩恩爱爱，这些外界的刺激使得女性更

加渴望将自己嫁出去，或者是为了报答一些恩

情，或者是为了缓解一些压力，或者是为了证

明一些什么。这样的婚姻都是为了别人的婚

姻。既然婚姻只是为了别人，你对其没有什么需

求，那就将就将就吧，别人的婚姻怎么过，你也

怎么过就好。

为了自己的婚姻又是什么？简单来说也就

四个字，“我要幸福”。实现了年幼时关于白马

王子的幻想是幸福；找到了那个灯火阑珊处志

同道合的ＴＡ是幸福；圆满了自身对于理想生

活的追求也是幸福。这样的婚姻是自己的婚

姻，既然是自己的婚姻，那需要讲究些什么，能

不能将就，就只有自己最清楚了。

对于那些曾经在打折促销时错过的东

西，实在用不着耿耿于怀，若真的喜欢，大不

了下次原价买回来就是了，总比再也买不到了

好。我的意思是，将就的婚姻对不起自己，但讲

究的婚姻有可能落空，怎么选都没有问题，可

千万别让过去的选择成为现在的负担。

无可，无不可
文 l 走走

讲究还是将就，无非看自己是不是承受得

起。承受得起寂寞（话不投机的寂寞，节假日病痛

中孤身的寂寞……），承受得起二三线直男癌价值

观，承受得起来自上一代的压力，承受得起谈恋爱

过程本身的麻烦等等。乐于享受单身生活的，就没

必要调整出一个将就的心态。有句话说得好，爱是

一种放大了的自由。说到底，要看自己的心是否真

的爱自由，自己的能力又能承担起多大的自由。

讲究，其实是一种奢侈的生活方式。除了吃穿

住用行，还要感情迸出火花，思想撞出共鸣，彼此

听懂对方的言外之音，有人在理解基础上支持自

己赞美自己。这些都得不到，自己一个人待着，至

少还能自我发展，不会无谓消耗。

当然也可以换一个角度。一个愿意将就乏味、

将就无语、将就瞬间的失落、将就情绪不在一个

频道，还能心如止水活得健康的人，内心是非常强

大的，强大到词典里没有“将就”一词，惟有“过日

子”一词。

讲究的人，将就的人，也都要去试。那个人肯

定不是唯一的，但是你需要的爱情的样式却是唯

一的。不去试，你无法感受到自己想要的爱情是什

么样子（知道和感受到，真的不一样）。

不过，折腾到老，时间磨去所有曾经在意过的

纤细的东西，或者说，已经不再需要用讨论哲学

的方式弄懂人生的意义，到了那时，讲究的人，将

就的人，大概也能殊途同归。

几乎九成大龄女性都有“恨嫁”的情绪，都希望有
一个美好的归宿，但正如刘若英的歌中唱的：“喜欢的
人不出现，出现的人不喜欢。”由于受生活方式、生活
环境和观念等因素的影响，有一 些单男单女们尽管在
不断努力，却总不能找到自己心中的那个TA。“既然已
经讲究了那么多年，就不能将就了”这种情绪也越发多
见。怎么讲究，又如何将就？大龄单身女性又该如何调
整好自己的心理呢？

无论是在社交网络平台上还是在即时通讯软

件上，总是可以看到“聊骚”的痕迹。人们忙里偷闲

的时候，发一两句打情骂俏的消息给自己中意的对

象，或者在对方的广播或朋友圈下面贴一些带有

暗示性的留言，似乎也是高强度工作之余的一种调

剂和放松。

原本似乎属于私人空间的两个人面对面的绵

绵情话正在大规模地渗透到公共领域之中。一个人

可以和不熟悉的、或许是刚认识没多久的人传送一

些让人脸红的文字，甚至是同时和几个人你来我往

一些让人浮想联翩的消息。而最让人吃惊的，可能

是这两个正在说话的人恐怕连对方的照片都没有

见过。

现代技术是不是真的已经冲破了理性的闸

门，把人们最原始的欲望大规模地释放了出来？还

是说，这只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现象？

网络语言的臆想
文 l 薛政

情绪猛于虎

Q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全职在家。大

部分的人都说我很温柔，老公也是

因为这个和我结婚的。我的确很擅

长照顾人，家事我都收拾得井井有

条。从小我就希望我能成为一个温柔贤惠的女

人，后来我也以这个标准要求自己，有矛盾时都

会考虑到别人的感受，以退让为主。

最近我感觉自己有点不大对劲，好像情绪特

别大，一点就着，而且压也压不住。前几天，小孩

子闹大孩子吵，忽然我就对着大儿子歇斯底里

一顿喊，儿子被吓到了，我也被吓到了。我不知道

怎么了？我忽然有些不认识我自己。生活并没有

变化，但是我是怎么了？

                               Lili

A
情绪每个人都会有，生而有之，没有

对错，但情绪管理却是需要后天学

习的。你的模式是习惯“考虑别人的

感受”“退让”，那么在冲突之中，你

自己的感受呢？你自己在哪里？如果我推测不错

的话，可能你从来不允许自己生气。我更好奇的

是这个不生气的背后是什么？是一个观点在束缚

着你，还是从小的家庭生活模式在影响着你。如

果，你认为生气是不好的，不对的，生气是失去仪

态不是一个好女孩的表现，那么束缚你不让你生

气的就是一个观点。

如果，从小的生活状态都让你以委屈自己“讨

好”的姿态生活，那么就是你原生家庭的模式在影

响你。所以，去看一看，那个更深的地方，是什么原

因让你把情绪压抑了这么久。

情绪是一种能量，这种能量不可能被消灭。好

的情绪会滋养生命力，坏的情绪会破坏生命力。情

绪这种东西要不被压抑，要不就被转化（即释

放）。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情绪，你的身体可能会有胃

肠道或内分泌以及皮肤系统的疾病。这是身体的智

慧，你想做一个任何时候都温柔的人，但你忽略了你

自己，你对自己是最不温柔的，身体会来提醒你。

生活没有变化，但你却变了。歇斯底里不是儿

子让你发怒，而是你被压抑太久的情绪垃圾桶爆

炸了。所以，如果不想以后都“一点就着”，那就多

关注自己的内在感受。当你有情绪时，尝试写日记、

找闺蜜倾诉、运动唱歌等都是很好的转化方法。如

果有一天，你成长到足够强大，能知道为别人而活

的“温柔”就是个P时，真的温柔才会降临。

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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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分析：

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乔姆斯基曾经提出过一个重要的问

题：我们通过感官获得的经验是非常有限、非常零散的，但是我们却能够从

中获取系统而连贯的知识，并以语言为媒介彼此交流，这到底是源自怎样

的心理机制呢？

乔姆斯基事实上抓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我们通常会认为，语言不过

是指涉着我们眼前所看到的对象，当我们说“杯子”的时候，指的无非就是桌子

上那个透明的圆柱体。可是事实上，杯子这个语词可以指涉的范围远超出我们

的经验，它可以指涉任何一个“杯子”，而有些杯子我们甚至一辈子都看不到。

因而，可以说，语言使我们的想象得到了无穷的延伸，但同时也使我们

的欲望得到了无穷的延伸。当我们在说那些“公开情话”时，我们恰恰是通

过语言将我们的欲望投射到一个想象的、绝对符合我们心意的对象，而这

个对象与现实世界中的那个人并不完全重合，只有这样，我们的欲望才能够

得到最大的满足，虽然这种满足是虚幻的。

因而，所谓的“聊骚”，精髓就在于对方是不可见的。正如法国作家罗兰•

巴特所言：“无时不在的我只有通过与总是不在的你的对峙才显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