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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素华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
院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教授，

“青未了·心理咨询工作室”专家顾
问团成员)

40岁的冬梅精明能干，自己经
营着一家效益不错的公司。最近让
她特别烦恼的是上高三的儿子与她
非常对立，稍不顺心，就大喊大叫：

“这个家太冷了，我讨厌这个家！这
一切都是你造成的，我恨你！”

冬梅也承认她的家庭的确很沉
闷，特别是孩子住校后，她的空余时
间基本上是陪父母度过的，很晚才
回到自己家，然后直接进入自己的
房间。房间内沙发、电视齐全，她与
丈夫各居一室，几乎不做任何交流。

她从内心就瞧不上丈夫！对于
当初嫁给他的原因，她像是在讲别
人的事情一样说道：“当时看他老实
本分，也没有多想，只是觉得到了结
婚的年龄就该成家，免得父母操
心！”

“你当时爱他吗？你爱过他吗？”
我想做个澄清。

她沉思良久，缓慢地说道：“仔
细想一想，好像他在我的心中从没
有占据过很重要的位置。对于他，我
无所谓爱也无所谓恨。”

随着交流的深入，我有些吃惊
地发现，她的关注重心除了儿子，全
在娘家：父母、兄弟姐妹及他们的下
一代，她是娘家最忠诚的卫士；她是
整个大家庭的经济和精神支柱，处
于权威及核心的地位；最根本的是
她特别享受这种感觉；她潜意识里
并没有“出嫁”，而她的丈夫仅仅是
一个角色，她并不关注这个演员表
现得好与坏，只要有就可以了。

她有一个年长自己2岁的姐姐，
下有小1岁的妹妹和小3岁的弟弟，
父母比较疼爱的是其姐姐和弟弟，
而她成了“夹生饭”，父母很少关注
到她的需求。所以她从小就很要强，
认真做好父母交办的每一件事。12

岁便开始掌管父母做小生意的账
目，成了他们离不开的好帮手，为此
父母经常夸赞她的能干和听话。她
愈发忍辱负重，中专毕业后，先后干
过十余个工种，从不叫苦嫌累，一直
发展到现在，有了自己的公司，仍然
辛苦劳作，并把娘家的人都安排在
自己的公司里，让他们衣食无忧。她
终于成了父母的骄傲，成了整个家
庭离不开的人。

这又是一个为争父母之爱而极
端忠于家庭的子女，是多子女的家
庭中很容易出现的现象，只是冬梅
过于极端罢了。

看着陷入困惑和自责中的冬
梅，我与她一起寻找其人生经历中
的丰厚资源。原生家庭给她的人生
带来了困扰的同时，也培养了她奋
发上进、勤于思考、吃苦耐劳、直面
挫折、敢于担当、重视亲情、孝敬父
母等优秀品质。丈夫的坚守一方面
说明了对她的理解、接受和认同，另
一方面正是由于他为家庭的付
出——— 料理家务、照顾孩子，才使她
能安心做好自己的事业，而这些都
说明浓浓的爱意存在。

注入了心理能量的冬梅决心改
变自己，过好自己的后半生。但对于
如何增进夫妻感情，建立良好的亲
密关系却有些茫然，对此，我给了她
一些建议：一、用欣赏的眼光，寻找
丈夫的诸多优点；二、怀着感恩的
心，体会丈夫对自己的宽容、体贴和
照顾等；三、像放电影一样，一遍又
一遍地回想夫妻之间的恩爱场面，
增强亲密相处的自信心。

其实，无论男女都应按“五伦”
(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中人
际关系的排序待人做事，明确边界，
分清主次，才能拥有幸福人生。

将丈夫置之

“圈外”的女人

走进咨询室我心里有一团困惑，想请大
家帮我出出主意。我是济南郊区
人，家里有一套门面房，老爸老妈
在一楼开了个副食品超市，二楼
居家。我有三个姐姐，都出嫁了，
住的地方也不远，和爸妈的关系
都很好，经常回娘家走动。我自己
结婚也有11年了，两个孩子，大的
已经上小学了，小的只有几个月。
因为家里闹矛盾，我和我媳妇前
几年离过一次婚，但离婚后，谁也
舍不得谁，又藕断丝连来来往往
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决定复婚
了。

可是，复婚归复婚，家里的矛
盾还是搁那儿。我父亲脾气特别
扭，他就当众撂出一句话：“我们
家，有她也行，没她也行！”这个她
就是我媳妇。我媳妇脾气也不是
很好，女人嘛，喜欢哄着、顺着、夸
着。单单我们两口子，那什么都好
说，我媳妇也挺心疼我的，我下班
回家，洗脚水都能给我放好，可偏
偏她和我爸妈还有姐姐们合不
来，问她原因，媳妇满腹委屈地
说：“除你以外，你们一家人都拿
我当外人，能怨我吗？”

在这个问题上，我也一再和媳
妇解释了：我爸妈年纪大了，脾气是
有点古怪，咱们不和他们计较不行
吗？咱们两口子感情好好的不就行
了吗？我不把你当外人不就行了吗？
媳妇呢，她思想上就是转不过这个
弯，老憋屈着一股气，和我爸妈还有
姐姐们见面互相没话说，吃饭的时
候，也是爸妈和姐姐们拉呱拉得热
火朝天，媳妇端着饭碗和孩子坐一
边吃。我每次回家吃饭都觉得别扭，
一边是爸妈，一边是媳妇，怎么就这
么让人为难呢？

说起来，都是生活上的小事。
比如，超市里的账本，我爸妈会拿
出来给姐姐们过过目、对对数，平
常就锁在抽屉里，媳妇就觉得这
是拿她当外人；愁人的是，我爸妈
心里还真是把媳妇当了外人，家
里的收入，我知道，姐姐姐夫们知
道，唯独瞒着我媳妇。家里有什么
事商量，爸妈也是把我和姐姐们
叫到房间，其实，也就是一些人情
来往的事，可这么一回避，媳妇就
更觉得爸妈拿她当外人了。

有一次，我三舅的儿子闹着要
离婚，我妈又把我喊到一边去商量，
我就有点不耐烦，多大点事，当面说
就是了！我妈拽着我说：“你缺心眼
呀？这种事能当着她的面说吗？指不
定哪天她又和你离了！”我气不打一
处来，我说：“这辈子我是认定了我
媳妇，你们就少操点心！”我父亲听
了，马上来了脾气，说：“什么养儿防
老，我看是白搭！”然后，不管我做错
了什么，怨气都推到我媳妇那边。

私底下，我和我妈说，你也有闺
女，你闺女也有婆婆，要你闺女的婆
婆也成天不搭理姐姐，你当妈的心
里好受吗？我妈说：“那是，各人的闺
女各人疼，我疼我闺女有什么错？”
我说：“妈，你十分疼闺女，五分疼儿
媳不行吗？”我妈说：“心里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装模作样的事我做不
出来！”我老父亲更绝，打从我和我
媳妇复婚，他就没和我媳妇说过一
句话，也从来不喊我媳妇的名字。

白天，我在公司上班，像打仗似
的，来回路上就两个多小时，碰到堵
车，更累人；回到家里，还是像打仗
似的，爸妈和媳妇的意见永远不一
致。这不，上个星期又吵起来了。我
们家的房子刚好赶上拆迁，爸妈和
姐姐们早就商量好了，到时候要一
栋楼上两套房子，我和我媳妇住楼
上，爸妈住楼下，按说，这样也行，方
便照顾老人，但我媳妇说什么都不
愿意，她坚决要到市区买房子，说是
为了方便孩子上学，但谁都知道，她
就是不想和公婆住一块了。我爸妈
呢，也奇怪了，和媳妇住一块不顺
心，还非得要和我们住一块，这都是
怎么想的？

这段时间，媳妇天天和我闹
腾，说她现在心里都有阴影了，她
再也不想在家里过下去了，实在
分不了房子，她就把家让给老人，
她自己带着孩子出来租房子住。
哎呀，到底有什么办法能说服他
们？一家人怎么就不能和和睦睦
的生活在一起？为什么非得把媳
妇当外人呢？

一辉有句话说得挺让人感动：“这辈
子我是认定我媳妇了。”如果离婚复婚的
波折，能让人对伴侣的态度更坚定、对今
后的生活更用心，那也是一种宝贵的收
获。相信一辉非常珍惜他失而复得的婚
姻，也真的期待摆脱烦扰，“一家人和和
睦睦地生活在一起”。

不过，关于“一家人”以及“家”的概
念，我想与一辉商榷。也许，对它们的解
读，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一辉一再说，父母把媳妇当“外人”。
这恰恰反映出在一辉的心中，始终是以

“父母的家”为“家”的。这个“家”很大，
“一家人”不但包括父母、一辉、媳妇与孩
子，似乎还包括三个已婚的姐姐；“家”中
的事务、关系也很复杂，超市财务、拆迁
分房，连“三舅的儿子离婚”也要拿来商
量……这些都说不上错，其中可能有经
济的牵制，也有“人际界域模糊”的“常见
病”，加上中国人历来视“世代同堂”为
福，认为家永远只有一个，一辉作为父母

“养儿防老”的寄托，牵绊其中也很自然。
只是，以这样的“大家”为基准，媳妇的

“外人”身份无法摆脱，就算彼此投缘相
处甚欢，她也仍是“外来人口”而非血亲，
更何况一辉的媳妇还有“去而复回”的经
历，说不定在父母眼中连“外来人口”都
算不上，是“流动人口”呢！所以，“心里没
有”、“不说话”也好，“合不来”也罢，于
情，是有些冷酷，于理，却也没什么不通。
而在这样的“大家”里强求融合，不但困
难，也没有必要。

那该怎么办？办法只能着落在一辉
身上：如果真的珍惜婚姻、追求和睦，就
去建设一个没有“外人”的家吧，让你和
媳妇成为“男女主人”的家。这个家在心
理学或社会学中，叫作新生家庭，与“父
母的家”也即原生家庭相对。在原生家庭
中，无论我们年纪多大，都被锁定在“子
女”角色中，往往无力改变秩序或令现实
改观。新生家庭则要求丈夫与妻子二人
结合一体，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尽量脱离
对原生家庭的依赖，成为生活的主导。像

一辉这样，虽已结婚11年、有了两个孩
子，却还没有成为独立的“一家之主”，不
客气地说，恐怕也不能算是一个真正成
熟的男人。而一辉媳妇如果始终没机会
做自己家的“女主人”，那可比身为公婆
家的“外人”更可悲。他们还有两个孩子，
孩子也需要在父母和谐、秩序清晰、气氛
愉悦的家庭中成长，只有那样，才能学习
到将来如何建立自己健康的婚姻与家
庭。一辉与其为“把媳妇当外人”而烦恼，
不如抓紧时间“独立”，投入新家的建设，
这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更是
为了自己、媳妇、孩子，至少四个人长远
的人生。

当然，“独立”没那么容易，既需要物
质基础，也需要精神能量。一辉没有谈到
超市、拆迁房中具体的经济关系，如果能
在其中获得经济支持，也不错，但不要忘
记，当前更重要的是“摆脱依赖”，不要因
为看重利益而放弃独立。一辉自己有工
作，量入为出，总能支撑一份生活。不管
买房或租房，与“父母的家”保持一定距
离是必要的，考虑到一辉每天上班“来回
路上两个多小时”，这也是更符合实际的
选择(“两个多小时”也大可作为父母面
前不伤感情的理由)。精神方面，如果一
辉与父母之前的关系过于紧密，现在就
要适当调整。要记住自己的角色，首先应
该是一个独立、成熟的人，其次是一个丈
夫，然后才是父亲与儿子。当然，这绝不
是说不去尽孝。一辉可以和媳妇一起商
讨，在保障新家庭正常运转的同时，拿出
多少时间、费用，用什么样的方式照顾父
母、沟通感情，也可以和三个姐姐一起做
父母的工作，让他们明白“独立门户”和

“养儿防老”不矛盾，只是换一种更好的
方式而求得更和睦地相处。

社会要借助一个又一个新生家庭的
成长，获得健康的新细胞，维系运转、实
现提升。每个人也要在独立、成熟的过程
中完成自我与家庭、社会的责任。祝福一
辉和媳妇早日建成自己一个没有“外人”
的家，在那里找到真正的幸福。

营造一个

没有“外人”的家
□蒋 硕(婚姻心理咨询师、“青未了·心理咨询工作室”专家顾问团成员)

专家援助

爸爸妈妈愣愣把把儿儿媳媳
当当外外人人怎怎么么办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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