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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辩
和父母相爱相杀

这像是一则寓言故事：一只小猫每天给一家人送

一条死鱼，很长时间这家人都非常厌恶，直到有一天

这家的女儿才想起，她曾经在小猫奄奄一息时，给过

它一点点米饭。父母的行为有时也像这只小猫。出于

爱，他们常常送来他们认为子女需要的东西。吃的、

用的甚至是励志的心灵鸡汤。可是，很多时候，这些行

为却不能让子女欣然接受。让自己舒服还是让父母满

意，有时就变成了两难。

父母许多时候的确是用他们以为正确的方式爱我们，而我们并无恩于父母。孩子是一张白纸，他的

性格根源于父母，所以孩子和父母其实是同类人。当我们感到无法承受父母那样的爱，有时并非他们爱

的方式不对，而是他们的爱唤起了我们的焦虑和无助。比如父母提醒我们，恋爱、婚姻、生育。我们在此

时的为难，乃至反感应该责怪父母吗？当然不。他们只是不小心成为了报丧的乌鸦，成了我们发泄焦虑

的途径。错不在于他们的爱，而在于我们内心的困惑。既然如此，对于那些有恩于我们的人，何苦因为自

己内心的无助和困惑去拒绝他们。让他们满意，或者也是发现自己的一条途径。

为什么与父母的关系会不同于同事、朋友的关系？如果父母和我们之间非常特殊，那么他们对我们提

出一些超越同事、朋友等人际关系的要求，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爱我们，我们实在没有太多拒绝的理由。而

如果将父母也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来对待，他们对我们的爱或者其他行为，我们更应当努力使得他们满

意。因为他们是对我们有影响力的人、对我们有重要价值的人、让我们无法离开的人。生活中这样的人比

如我们的老板、未婚伴侣等，对于他们的要求我们有时委屈自己也会满足，那么面对父母为何不行？归根

结底，我们认为父母特殊，却又用普通朋友的要求来要求他们，这倒显得我们自己有些定位不清。

我肯定选择“让自己舒服”。因为前提设定是父母与子女之间，不是同事、朋友之间。父母做出一些

我们不需要的爱的举动，我们在尴尬之余必须想一想他们的动机何在。一般而言，肯定是出于爱护之

心。既然出于爱的行为最终却没落实到子女心里，反而造成不必要的困扰，那么我们就应该直言相告，当

然，相告的方式可以动动脑子用用心思，但确实需要准确传达给父母：爱意心领，是不是可以换个方

式？这样父母和子女之间还可以聊聊代沟产生的理解的不同。

父母的关系当然不同于同事、朋友，很多白天在职场上叱咤的高管，回到家里却对付不了自己的父

母公婆，原因就在于相爱的人才相杀，反而有更多难言之隐。所以为了从源头解决隐患，就应该在不舒服

的最初一刻直接陈述出理由。对，是理由，而不是泛滥开去的感受。虽然有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但爱的

方式不对头时，难道不可以直抒胸臆吗？让父母满意不是委曲求全，想到此前新闻里，留美女儿因为给不

出父亲要的高额钱款，竟和自己的丈夫一起，被父亲砍倒在血泊里，不能不扼腕：假如一开始她就告诉

父亲，自己无法满足他漫天要钱的心愿，是不是能避免这一场人伦悲剧呢？越是亲近的人，越需要说清自

己的内心想法。所谓“亲兄弟明算账”，古人金训，字字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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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别理我？
【文/薛政】

小 琳最 近 在 和 朋 友吐 槽 办 公室 里 那 群“ 拎不

清”的人。她自己本身就有一点儿“社恐”，顾名思义

也就是“社交恐惧”，不喜欢跟人走得太近乎。可是

呢，她的同事很喜欢把家长 里 短拿出来说。除此之

外，过来人的人生经验是免不了要拿出来分享的。

小琳本来以为打打太极，或是直接笑而不语，对

方自讨 没 趣，也 就 算了。但 之 后才发现 根本没 那么

简单。“哎呀小琳你怎么没听我说？”仿佛回到了小

学，上课不认真听讲的同学必然会被老师点名批评。

这件事情让她相当地焦虑，以至于都产生了要跳

槽的念头。她并不想成为任何人的知心大姐，但却莫

名其妙地成为了公司中人缘最好的人。当然，也许跟

她从来只是背后跟闺蜜吐槽，却不当面发作有很大的

干系吧。

在一个由患有“社交网络焦虑症”的人组成的网

站，小琳发现自己并不孤单。在这里，每天都会有人吐

槽自己硬着头皮应付的社交。有那么多人都把社交当

成了一项任务、甚至折磨，而不是我们生活中自然而

然的一部分。

心理分析：

费孝通曾经在 那本著名的《乡土中国》里面把

典型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定位为“差序格局”，也就是

说，人与人之间并没有特别分明的界限，都是可以通

过不断延伸下去的亲属关系给拧在一起。

关系的建立同时也意味着责任的建立，尤其是

亲属关系，我们都知道，古代中国一个村子的亲属都

是要互相扶持的。但这同时也意味着给关系中的人加

上了很多义务。在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依靠自己去

解决问题，对过于亲密的关系网的依赖度也越来越

低。但如果依然有人想把这些人拉近传统的关系形

态中，那么这些人自然会感受到很大的压力，而被迫

去倾听其他人的私事，恐怕只是最简单的一种压力形

式。

所以 产生焦虑也 不足为奇。一方面，你没 办法

撕破脸，目前还是有很多人缺乏距离意识；但另一方

面，你现代人的人际网络远比古代人丛杂，于是当过

多的人跟你建立太私密的关系，那也就意味着你面临

着过多的责任，这当然会给人带来焦虑感。

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如果没有勇气撕破脸，那

要么换一个外部的环境，要么改变自己，改变自己有

两种方式，一种是把自己变成同样的人，另一种就只

能保持内心的平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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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方观点:

 让父母满意

走走
专栏作家

▲反方观点:

 让自己舒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