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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被“爱”所“困”：父母
教养方式需要学习

贺春兰：有很多比我更年长些的朋
友，他们常常感慨说现在的“90后”、

“00后”不少年轻人对亲情表现得比较
冷漠。我认为可能要归因于应试教育背
景下，家长的过度关爱导致了孩子的

“过于自我”。但还是想从多方面继续追
问原因。我知道刘博士的职业是做家庭
治疗。很想知道，现实中因为家庭亲子
间情感冷漠这个问题向您诊疗的家长
多吗？

刘朝莹：说实话，在家庭治疗中很
少有人特别明确地提到类似问题。在国
内，家庭咨询、诊疗依然是一个还没有
被大众特别接受的事物，不到万不得已
人们不会去找心理咨询师。所以，现在
来找我们的其实主要是年轻的父母，他
们关心的问题，确实如您的文章所述，

“学习”“成绩”才是很多家长当前最刚
性的求助需求。

贺春兰：那在家庭治疗实践中，您
发现的可能造成孩子长大后在亲子互动
中冷漠的原因会是什么？

刘朝莹：这和父母养育孩子的方式
有很大关系。常见的教养方式有四种，
是根据关爱和要求两个纬度来区分的。
第一种是权威型，父母对孩子有高关
爱、也有高要求。也就是说，父母对孩
子的要求期待高，同时亲密程度也比较
高，这种常常是相对完美的。

第二种是专制型，属于低关爱、高
要求。父母对孩子的关爱比较低，要求
很高。家长们更关注孩子学业上的事情，
而对于孩子的情感、品质、人格等方面的
成长关注不够。如您在之前的文章中描述
的，家长高度聚焦孩子的学业成绩，成绩
好，就一好百好；而成绩不好，就比较发
愁。然而教育是要培养全人的，不是只有
学业这一项。

第三种是放任型，属于高关爱、低
要求。这可能会导致孩子在相对溺爱的
环境中，出现唯我独尊的性格状态。现
阶段我们谈到家庭教育时，常会听到

“做孩子的朋友”“跟孩子平等相处”等
类似说法。这种观念的无限延伸就是父
母在家庭中“权威感”的缺位。一味的
溺爱而少要求，孩子于是沉浸在自己的
世界里，自我被无限放大。

第四种是忽略型，也就是说父母
对孩子常常是低关爱也低要求。没有
要求也没有情感连接。也许这种教养
方式中的部分家长可能还没有做好成
为父母的准备，孩子得到的关注少，
亲子互动中也比较容易出现较为严重
的心理问题。

贺春兰：看来，做父母需要学习。
父母今天的教养方式会直接影响到孩子
未来的性格特点甚至影响到孩子成年后
和父母的互动关系。其实后面这三种比

较容易带来问题的教养模式在我国家庭
中也都还普遍存在，针对当前家教中常
因为家长对学业的过度关注而带来亲子
关系紧张焦虑的问题，您的建议？

刘朝莹：我要提醒的还是高关爱基
础上的高要求。首先，家长在教育、影
响孩子时，需要重视并建立密切的亲子
情感联系。所谓“亲其师信其道”，很
多时候不是家长对不对的问题，而是孩
子愿不愿意听的问题。所以我常会给家
长说，先处理一下关系，先让关系好起
来，再说对错。第二个建议是父母要带
领孩子平衡好压力与责任的关系。有时
候孩子遭受的压力其实我们做父母的都
能感受到，有些父母从外界感受到压力
后，马上就转给孩子：“你看人家那个孩
子背了多少诗词了”“他们家孩子学了多
少英语了”……其实，父母需要帮孩子
挡掉一部分压力，给孩子一个相对宽容
的成长空间，这是父母的责任。另一方
面，父母也需要带孩子去承担责任，比
如做家务，要让孩子体谅到父母的不容
易，在家庭中也要逐渐形成责任意识。

反哺：带着责任带着爱

朱英杰：作为“90后”，也许我可
以基于年轻一代的视角找到在亲子关系
上部分伙伴们冷漠的原因。我想其中一
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城市化进程中，伴随
着升学、就业，跨区域流动所造成的年
轻一代与父母，与原生家庭的距离越来
越远。这种距离既包括客观的物质距
离，也包括心理和精神距离。

贺春兰：看来我们在谈论这个问题
时，需要倾听年轻一代的声音。今天我
们这场对话，恰恰在有教育学和心理学
两个专业背景的“70后”“80后”和

“90后”间展开。我觉得英杰提出了一
个特别值得关注的具有时代性的普遍
问题。

不过我想当孩子长大，当父母年迈
时，确实可能在精神和物理距离上都和
父母渐行渐远，而孩子会越来越开始成
为家庭情感互动的主导者。这时候和父
母沟通，我们更多需要一种责任感。

刘朝莹：确实。有一句话叫“不养
儿不知父母恩”，当了家长之后，就会
知道有时候小孩聊的话题，其实家长也
没那么感兴趣。

朱英杰：孩子总会长大，家庭情感
互动到了需要我们年轻人主导的时候
了。出于爱和责任，我们青年一代需要
主动创设一些与父母沟通的机会。

刘朝莹：是的。所以说父母与子
女的情感联系，本质上是一种交替的
互相迁就。小孩聊的话题其实当爸爸
妈妈的也未必那么感兴趣，但是因为
他们爱孩子，就要陪着孩子聊，从里
面去找乐趣。当孩子大了，父母老
了，就像父母小时候哄我们一样，我
们也要哄老人。

与原生家庭和解：视父母为
一个普通人

贺春兰：我想英杰这个问题的背后
可能也还隐含着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很
多子女长大后不愿意或者说不知道如何
与父母相处。也许他们在早期与父母相
处中曾经留下了某种伤痕，需要与原生
家庭和解。

刘朝莹：是的。原生家庭带给我们
的体验可能并不完美。与原生家庭和解
也需要一个过程，和解很多时候需要基
于理解，孩子通常需要有一定的人生经
历之后，才会做到更多的理解。我在家庭
诊疗时有一句话，就是把父母当成一个普
通人，您想想你的父母在你这个年龄时是
不是已经当父母了，那么他们是怎么看待
世界的？他们要在这个年龄承担什么？你
可能就能理解，原来那个时候我的父母他
们真的顾及不了那么多，他本来就是个普
通人。我们很多时候把父母神化了，觉得
他们应该这样、应该那样。

贺春兰：神化了就会有一些苛责，
如果我们把他们当成普通人，我们也就
接纳了。

刘朝莹：是的，他们有他们的问
题，是因为他们也在成长中。而且他们
出现的问题也可能是他们的原生家庭带
来的，没有给他们那么多关爱，所以他
们也不太知道怎么去爱他的孩子。

我们父母那一代很少关注情感，大
家觉得吃饱就挺好的。不管你情绪到底
有没有波动，有波动就忍着。曾经，我

们的父母就是被这么对待的。所以和解
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开始能把父母放在他
所处的历史中去读懂他们。

回家寻根：听长辈讲讲昨天
的故事

朱英杰：我有一个体验是，伴随着家
中爷爷奶奶辈儿老人的离开，时不时地会
觉得整个大家庭的凝聚力都会受到影响。

刘朝莹：确实是，家有一老，如有一
宝。老人会把儿女子孙团结起来。同时，
生命是代代相传的，老人去世，爷爷奶奶
离开，父母就会成为老人，把自己的子孙
团结起来，生生不息。对一个人的成长来
说，父母和祖先是一个家庭的根。一棵树
有了根，才可以长得更茂盛。

贺春兰：家风的传承常常是通过家
庭的重要长者进行的。父母、祖辈的故
事里承载着我们生命的历史，我们的性
格甚至人格基因。春节将至，做父母
的，要有意识地带领孩子敬祖，春节要
祭祀祖先，带孩子以各种形式给长辈拜
年，这些都是增加凝聚力的活动。

朱英杰：所以我想与老人沟通，不
仅是哄老人开心，年轻人应该也可以有
很多“获得”。也就是说，除了责任驱
使外，在这样的沟通中我们能找到我们
自己的根。

贺春兰：说得好，如果我们有这个
意识，就能够更愉快地与父母长辈对
话。听他们讲讲昨天的故事，在他们的
故事里寻找我们自己的根。
（文字整理 朱英杰 实习生 刘懿莹）

最近与许多同事、朋友交谈，常
会谈到的就是现在一些年轻人比较

“自我中心，不太懂得关心他人”的
问题。常听到很多家长吐槽，说很多
孩子除了自己的事情，家里发生什么
大事都无动于衷，包括父母的健康问
题也漠不关心。对于这一现象，北京
大学钱理群教授曾提出一个词——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得到社会的普
遍认可并且经常被大家引用。我作为
一位学生的家长和教育学博士，长期
从事教育研究工作，我认为“精致的
利己主义者”，是指受过高等教育，
智商很高，但是在处理人际关系上，
表现出比较偏自我的倾向。对待亲
人，包括自己父母，表现出的是漠不
关心。少见感恩之心，一切给与都认
为是理所应当。我看到报道过的一个
最极端的例子是，甘肃一位大学生，
父母为了给他积攒大学的学费和生活
费，甚至悄悄出去卖血，但是他居然
用这个钱花天酒地。如今，在社会的
各个阶层，年轻人身上发生的类似事
情并不鲜见，朋友们说起来，都是唉
声叹气，唏嘘不已。

为什么在中国社会取得长足发
展，人们的经济条件大幅度改善，高
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绝大多数适
龄青年都能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
今天，孩子们会表现出如此情感冷漠
的问题呢？

多数人认为是独生子女政策导
致。家里只有一个孩子，国人又有望
子成龙的心理，因此孩子成为家庭的
中心，因此导致了孩子以自我为中
心，不懂得关心和爱护他人。教育工
作者认为是我们的学校教育出现了问
题，即一切以升学为目的，突出智
育，忽视德育所致。作为学生家长和
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经历，我认为除
了大家所说的这些之外，还有很重要
的一点是，过去，在孩子成长过程
中，我们忽视了对孩子人格形成的关
注，以致他们在一种没有制约，缺少
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中“野蛮生长”

了。这样在他们进入成年，甚至接受完
大学教育后，仍然没有学会如何处理与
他人的关系，包括在家里如何处理与父
母及其他亲近人的关系。这样的“人格
缺陷”不仅表现在他不懂得爱别人，甚
至他也不懂得如何爱自己，生活没有规
律，黑白颠倒等等。而孩子们自己对这
些毫无认识，如果家长批评，还会发生
剧烈冲突甚至发生极端事件。

上述这些事情，是现在中国社会相
当部分家庭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家长
们苦恼的事情。教育工作者应该予以更
多关注。反思起来，作为一个教育人，
过去我们有很多时间在关注宏观的教育
改革，而对具体的身边的孩子们的成
长、孩子人格的形成，关注得少了。

人需要通过教育完成社会化。其
中，人格的完善至关重要。传统中国这
一过程基本是在家庭中完成的。家庭教
育尤其是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孩子成长
过程，懂得如何尊重别人，如何爱自己
的亲人和周围的人，起到了非常大的作
用。现在多数家庭是独生子女，功利主
义的教育思想，使多数家庭只关心孩子
的学习成绩。对于如何做好自己的事
情，如整理自己内务，父母有病时要给
与关心，要积极参与集体活动等，很多
家长都不予鼓励和支持，长此以往，孩
子必然形成自我中心，一切以自己兴趣
和好恶进行了。这样他的人格必定是有
缺陷，在表面上，就会出现家长们吐槽
的那些现象。

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我们希望我
们的下一代能够成为充满爱心、知书达
理的人，那就必须从家庭开始，从现在
开始，注重孩子的人格培养，该让孩子
自己干的事情，一定要让孩子自己干。
从小培养孩子从周边的事情做起，从爱
周围的人做起，这样经过长期的培养和
训练，才能形成孩子健康的人格，才会
成为一个不仅身体健康，学习优异，而
且品行端正，热爱生活，能够正确处理
人际关系的人。这一过程说起来容易做
起来难，需要大家切实重视起来。

（作者为教育学教授、博士）

孩子们为什么冷漠
——一位教育工作者的反思

沙清

近日从一位朋友处得知，在我国人
文学界成就卓著、享有盛誉的柳鸣九先生
于2022年12月15日因病在京去世。

而就在昨晚，一个契机让我走近
柳先生的精神世界。家里新买了一本

《战争与和平》，这是上海三联书店出
版的《世界名著名译文库》中的一本，
我随手翻开。扉页上竟是主编柳鸣九
先生作的总序。看到先生这样的一段
话，被吸引并深为认同：

先生说：我想一个拥有13亿人口
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自称继承了世
界优秀文化遗产，并已在世界各地设
立孔子学院的中华大国，一个城镇化
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一个中产阶级
正在日益成长、发展、壮大的社会，是
完全需要这样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

“文库”的，这是我真挚的信念。如果
覆盖面极大的新闻媒介多宣传一些优
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从盈富
的财库中略微多拨点款在全国各地
修建更多的图书馆，多给它们增加一点
儿购书经费；如果我们的中产阶级宽敞
豪华的家宅里多几个人文书架（即使只
是为了装饰）；如果我们国民每逢佳节
不是提着“黄金月饼”与高档香烟走家
串户，而是以人文经典馈赠亲友的话，
那么，别说一个巨大的“文库”，哪怕有
十个八个巨型的“文库”，也会洛阳纸
贵、供不应求。这就是我的愿景，一个
并不奢求的愿景。

先生的这个倡导写于2013年元月，
距我看到已经有整整10年。遗憾的是
我看到的时候，先生已经于去年年末离

开人世。不过可以告慰先生的是，这样的
赠书行动于我已经开始。

因为家里有很多藏书，因为小时候
常常带女儿泡在图书馆，我们家成长起
来一个酷爱读书的孩子。最近她组建了
读书交流群，还每晚陪我们读书。渐渐
地，在女儿的陪伴中，我们逐渐可以从忙
乱的现实工作中抽离，被她重又拉回到
年轻时读书的状态。而且有了人生阅历
之后再读，和作者进行一次次或深或浅
的交流，便越发有继续读下去的兴趣了。

每每读到好书，也习惯性地多购上两
本，以随时准备分享给友人。心想一本好
书，送给友人，即使他或她只是顺手放在那
里，但没准明天，契机来了，就可能给他或
她打开一扇窗。何乐而不为呢？

柳先生说得极是。一个人口大国要

走向更美好和谐的幸福生活恐怕是需要
更多的好书来抚慰灵魂来修身养性的。
想必先生更可欣慰的是：倡导读书、建设
图书馆博物馆的行动已经在他生前成为
我国政府强有力主导的行动，全国政协
也掀起了读书活动。而在我身边，民间
自发的阅读行动也越来越多。

有感而发写这篇小文的时候，面前放
着好多本书，每打开一本，便似与一位圣
贤、一位朋友交流。和因为这篇序言与柳
先生相遇一样，大家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
阻隔，随时随地进行着“无边界交流”。

看来灵魂的沟通没有时空阻隔，只
是需要契机。

佳节至，收到了老家亲人们寄来的
腊鱼、豆皮等特产，女儿说：“我们回赠一
批书回去吧：老家的孩子们一定会随手
翻来，没准儿哪本书会引导他们走向远
方。就如我小时候一样。”女儿告诉我，
自己小时候曾踮着脚尖好奇地翻阅我们
的书柜……于是想起柳先生的那句话，
家里装修时放几个书柜吧，即使只是为
了装饰也是有意义的。

也以此小文纪念柳鸣九先生。

佳节至，选本好书送友人吧
贺春兰

春节是一家人团圆的日子。对家
有孩子的父母们来说，是个在陪伴中
以爱育爱的契机；而对成年子女来
说，则是一个表达关心表达爱的契
机：探望、聆听；自己动手为父母和
家人做一餐年夜饭；抑或是聚在一起
聊聊家长里短。

今天我们看到了很多家庭因为
早期亲子关系的问题所带来的系列
问题。而比家庭亲子间情感互动缺
失问题更严重的是尚无体验的年轻
家长对该问题的不以为然。“人只有
在想解决问题或有需求的时候，才会
去耐心寻找答案。”而在“成绩”“分
数”“升学”等指挥棒操纵下，不少年
轻的父母对家庭情感互动这个牵系
孩子人格成长和一生幸福的问题还
没有特别关注。然而，当家长们处于
年迈之际渴望得到来自子女的亲情
安慰时，常常会有深深的无力感。而
亲子之间的“述情障碍”其实也困扰
着不少年轻人。当父母年迈，亲子独
处，很多年轻人不知道该如何与生养
自己的亲人沟通。

但时代毕竟不同了，不论是逐渐
年迈的父母还是未来走向生活的孩
子，走出物质稀缺的年代，人们对美

好精神生活的期许已经和从前大不一
样。而其中亲情排在重要位置。近
日，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联合推出的
《2022 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 显示，
在受调查的抑郁症人群中，有68%的
患者认为引发抑郁症的主要原因是家
庭亲子关系；63%的学生患者在家庭
中感受到严苛/控制、忽视/缺乏关爱
和冲突/家暴；同时 33%的老年人认
为造成自己抑郁的原因是孤独感，而
78%的老年患者认为子女关怀是缓解
抑郁最有效的方式。由此可见，无论
对老人还是孩子，家庭中的情感互动
都是疏通情绪困扰、提升幸福感的一
剂良药。

很多人不知觉间参与营造的家庭气
候早已将深刻影响着两代人未来幸福的
种子种下。我们需要提醒年轻父母的
是：在对孩子的种种期待和要求之外，
我们还需要在日常暖暖的烟火生活中，
在碎碎念的彼此陪伴中，营造有爱有支
持亦有敬仰有传承的家庭气候。而对年
轻一代，我们则想说：父母其实曾经懵
懂，我们需要多一点倾听和超越。

一句话，春节，在一家人其乐融融的
餐桌上，在一次次走亲访友的拜访中，恰
是感悟亲情、以爱育爱的好时机。

春节，以爱育爱正当时
贺春兰 朱英杰

编者按：

本刊于2022年12月28日刊发在9版上的文章《今天围
着分数转，明天呢》 引发读者关注，很多读者致电编辑部
希望继续研讨。恰逢春节将至，一年一度的春节是中国人
最讲究亲情讲究团聚的节日，也是亲人间“表达关爱、感

悟亲情”的好时机。亲子互动中究竟哪些因素影响着子女和
父母的情感互动体验？今天子女对亲情冷漠的“果”是否因
为昨天家庭教育的“因”导致？年轻的父母需要注意什么？
已经成年的子女又可以有怎样的超越？

本期特邀有多年家庭治疗经验的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刘
朝莹博士与教育周刊两位编辑，共同开展一场代际对话。

过年回家过年回家：：好好陪伴好好爱好好陪伴好好爱
——一场关于亲子互动的代际对话

本报记者 贺春兰 见习记者 朱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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