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李歪歪

我跟很多人一样，对浪漫爱情的感知是
从“一见钟情”开始的。相信存在一个“the
one”在人群中等着你。遇到了就会一拍即
合，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但不久前看到一个故事：一对在大学期
间初恋的情侣，临到毕业，他们觉得“许诺终
生”太早，就设置了一个“5年之约”。他们互
相约定：把下一次约会定在5年之后。这段
时间里，他们可以去不同的城市发展，接触不
同的人，5年之后再见面，考虑要不要跟对方
在一起。故事的结局很美满，5年后，他们如
约出现在图书馆，现在已经结婚35年。

这让我想到美国人类学家海伦·费舍尔
提出的一个概念：预承诺阶段。她认为，当
今的单身人士对于“给出承诺”这件事变得
越来越谨慎。在进入婚姻这样的排他性关
系之前，Ta 们会设置一个“预承诺阶
段”——拉长相处的进度，更多地了解对方，
再判断这是不是自己想要的关系。

越来越谨慎“给出承诺”

一项数据显示，现在的单身男女对“给

出承诺”这件事越来越谨慎了：他们越来越
慎重地做出“重承诺”，如婚姻；在结婚前，他
们会留出更多时间了解对方；他们在心理上
和经济上为恋爱做更多的准备，“慢恋”成了
一种流行趋势……

对于这些变化，常见的一个解读角度
是：我们遇到了“亲密危机”。这种解读把

“预承诺”理解为一种“承诺恐惧”，这背后，
是人们对建立真正的亲密缺乏信心。

对此，费舍尔认为：“预承诺”和“慢恋”
并不能说明年轻人不看重爱情，反而说明他
们对爱情比上一代人更加认真——为了保
证把自己认真的感情投注给值得的对象，他
们需要一个更加精细的筛选机制。

“预承诺“背后三个关系的真相

“预承诺”的流行，是因为人们对这几个
“关系的真相”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1.对一些人来说，了解一个人本就需要
很长时间。

确认那个人是不是要跟你共度一生的
“the one”，需要的时间可能比我们以为的
还要多。

费舍尔曾做过一个调查，她询问了十几
对已婚30多年且幸福美满的夫妻：“当你们
走进教堂时，你确认对方就是那个人吗？”有
一半人的回答是“不确定”。

一个更大的样本研究可能会解释这一
点：费舍尔和同事对100多个正在热恋中的
人进行了大脑扫描，发现那些恋爱时间小于
或等于8个月的人，大脑中跟强烈爱情感觉
相关的区域活动频繁。而那些恋爱时间更
长的人，大脑中跟深度依恋有关的区域出现
了新的活动。这意味着，我们的大脑可以快
速坠入爱河——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见钟
情”那么容易让人产生激情，但深度依恋，则
需要更长的时间。

2.过早给出承诺，可能会付出不必要的
“关系成本”。

我们不是在否定承诺，在一段经过确
认的亲密关系中，承诺会让你对关系更有
信心，对另一半更满意，在关系遇到困难时
更愿意做出建设性的改变，更专一。但这
些好处的前提是：这本身是一段适合你的
关系。如果不是，承诺可能会带来额外的

“关系成本”。
费舍尔发现，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一

夜情对象变成了长期承诺的伴侣。一个原
因是，性爱会触发大脑中关于爱情的感觉，
而这会造成“他就是我的Mr right”的错
觉，从而给出承诺——即便这不是自己真正
想要的关系。

3.花更多时间了解彼此的人，会拥有更
稳定的亲密关系。

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家保罗·阿马托
在研究中发现，推迟婚姻大大提高了婚姻的
平均质量。相对于二十几岁的早婚，晚婚更
具粘合力，因为夫妻会更加步调一致；年龄
较大结婚的夫妻考虑离婚和婚姻出问题的
可能性都较小。

费舍尔在收集了3万多人与当前求爱
和婚姻趋势相关的数据后发现，与匆忙结婚

的人相比，婚前约会三年或更长时间的人离
婚的可能性要低39%。从这个角度讲，推迟
承诺，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做出承诺。这背
后，反映的是人们爱情观的变化：爱情不再
是一个需要“纵身一跃”的危险动作，它是一
个需要认真筛选、面试评估、反复确认，然后
才能确定的契约关系。

“预承诺”的正确打开方式

要让“预承诺”对你的关系产生积极的
作用，要注意这两个方面：

对于“预承诺”阶段，双方都知情同意。
陈愉在她的畅销书《30岁前别结婚》

中，曾提出过一个“用猎头思维找到Mr.
right”的方法，也许可以帮我们更好地理解

“预承诺”。
在她看来，一家公司要为某个职位找到

一个合适的人选，尚且需要大量筛选和多次
面试，更何况是一个要跟你共度一生的人？

“家庭”这个公司，要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
需要更加积极的筛选过程。在做出承诺之
前，至少需要两个阶段：跟很多人约会的阶
段和只跟一个人约会的阶段。在很多人之
中筛选你认为适合的人选，再进入一段排他
性的关系。

但这么做的前提是：你们双方都知道，
这是“可以跟很多人date”的阶段，并且都同
意这样的设置。而不要让别人误以为，自己
是你的“唯一”。

究竟为什么推迟承诺？动机很重要。
同样是推迟承诺，“预承诺”是为了更认

真地评估关系，但承诺恐惧却更多跟回避倾
向相关。

这背后是对关系的不同认知，为了更好
承诺的“预承诺”者对关系的认知总体是积
极的，当确认这是自己想要的之后，也会积
极地推进；而承诺恐惧却不同，他们害怕的
是“承诺”本身，这可能会让他们错失一段适
合自己的关系。

如果对方推迟承诺的表现让你感到困
惑，沟通和确认这个行为背后的动因是重
要的。

警惕进入一段“不对等承诺”关系。
相比双方知情同意的“预承诺”，双方在

承诺程度上的不对等会更容易伤害一段关
系。

在一段承诺不对等的关系中，投入程度
更多的一方会感到更多的沮丧和挫败。有
研究发现，那些在结婚前认为自己比伴侣更
忠诚的人，婚姻质量更低。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喜欢“重承诺”的
人，没有必要去要求自己接受“轻承诺”——
你需要的是找到一个同样能给出“重承诺”
的人。

同理，如果你认可“慢恋”的理念，找到
那个跟你有同样节奏的人，很重要。

“预承诺”不是否认承诺在亲密关系
中的重要性，而是提供了这样一个选择：
我们可以让那个承诺来得晚一点，以确认
自己珍贵的感情会投注给那个真正值得
的人。

（作者系心理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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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洪芬

一个相熟多年的朋友
前几天接连向我吐槽，从
公婆到老公，甚至孩子。
她说，现在这种日子，她快
撑不下去了。

一问，发现事由很简
单。朋友早年恋爱时，恋
情不被婆家认同，于是从
没进这个家门始，她便对
公婆怀揣一肚子怨气。后
来两个人终于冲破难关步
入婚姻，朋友长吁一口气
的同时，心里一直想，不管
以后世事如何变迁，她都
不会原谅他们。

早有人说过，嫁给一
个人，便是嫁给这个人所
处的整个家庭。结婚后，
即使不和公婆住在一起，
偶尔的交集总避免不了。
可想而知，朋友带着这种
怨气生活，家庭关系自然
处理得一团糟。她看不惯
婆婆的一切，有事没事两
人便要争吵几句，吵完了
还得让老公表明立场。终
于有一次，在孩子的教育
问题上，她和婆婆再次发
生争执，家庭大战随即爆
发。老公从未对她发这么
大脾气，连孩子也站在了

她的对立面。
她越想越生气，和老公结婚十年

来，俩人联手打拼，从一无所有，到现
在的有房有车，有儿有女，这其间的
苦和累，她容易吗？老公不体贴她也
就算了，居然还朝她发脾气？

我安慰她说：“是，你不容易，你
劳苦功高。不过，有一件事你绝对做
错了。其实不管婚前婆婆对你怎样，
你都不应该把怨恨带到婚姻中。都
说‘退一步海阔天空’，你婆媳关系处
理不好，就跟考试挂科一样，势必影
响整个局势。”

一段好的婚姻，离不开几大要素
的成全，如好的婆媳关系、感情深厚
的夫妻，如果把婚姻比作一场考试，
那么这几项显然就是我们的必考科
目。很多女性婚后都把自己的小家
经营得温暖美好，却忽略了对婆媳关
系的经营。偏见、怨恨、漠视、争吵像
一柄柄利刃，在伤害婆媳关系的同
时，其实也不可避免地伤害夫妻感情
和亲子关系。

体验过在考试时某门功课挂科
的感觉吧？无论其他几门功课如何
优秀，就因有一门功课不及格，于是
心情压抑，终日惴惴，甚至所有的学
习日常都受其牵制。婚姻中，任何一
个要素处理不好，便和这一样的感
觉。别在婚姻里挂科，尤其别在婆媳
关系里让自己扣分，唯有如此，温馨
的日子才会如影随形。

都说夫妻间最重要的是信任，
刚刚结婚一个月，老公就背着我买
房，还写了婆婆的名字。我是在他
电脑上无意发现了这份购房合同。
在此之前，他从没告诉我有买房的
想法。结婚前，我还问他要不要买
房子，他还说计划三年左右再买。
发现后，我问他为什么买房这么大
的事要瞒着我。我说买房子是个好
事，你要是早点说我手上的钱也可
以拿出来，为什么要隐瞒呢？他说，
是他妈妈不让告诉我，也没打算用
我的钱。我很生气，这么做就是防
着我，没把我当一家人看。我跟他
们开始冷战。

几天后，公公为了缓和气氛，就
劝我说，反正他们只有一个儿子，房
子早晚都是我们的，叫我别太在
意。我说既然早晚都是我们的，那
就签个协议吧。对我来说是个安
慰，对于我们小家庭来说也是一个
保障，而且以后我们有钱了也不会
要这套房子，我们自己买，两套都给
你们养老收租都行。

结果，我和老公找婆婆签字时，
婆婆直接把协议撕了，指着我鼻子
说，是我逼她要他们的房产。还说，
我们家小门小户，根本配不上他儿
子……我气炸了，老公站在旁边一
句话不说。现在我和老公已经搬出
来住，但我心里很难受。我当初嫁
给他什么都没图，可在他心里，我始
终比不上他父母的分量。这段婚姻
刚开始就这样，还能走到头吗？

阿丽

阿丽，你好！
你后面说过，你们有了钱会自己买一套房，不

要婆婆的房子，我推测：买房的钱应该都是你公婆
出的，并且他们也没打算要你们分担一分钱。既
然买房的钱都是他们出的，那么瞒着你购买一套
房子，虽然从情感上让你不舒服，但在法律层面，
他们没有任何问题。

是的，从买房这件事情上看，你婆婆确实还没
有把你当做一家人，但是，你又反过来逼着她签协
议，又何尝是把她当一家人呢。人与人之间的信
任是相互的。究竟是因为她不信任你，导致你不
信任她，还是你不信任她，导致她不信任你？抑或
一开始就相互不信任导致了今天的局面？我觉
得，应该是最后一种情况吧。

我不知道你要签的协议是什么内容，但从婆
婆后来撕毁协议，指着你的鼻子说，是你要他们的
房产，可以推断这个协议的基本内容，无非是说这
个房子属于你们夫妻，那就当然也有你的一份了。

为什么一定要明确这个房子也有你的一份？
难道你公婆百年之后，他们所有的房产不是都归
你们继承吗？可见，你对你们的婚姻没有信心，担
心婚姻破裂时，你会吃亏。而你的婆婆之所以瞒
着你购买房产，也同样是对你们的婚姻缺乏信心，
担心你们离婚时，他们的财产受到损失。

这样说来，你和婆婆其实都出于同样的心
理。既然你和婆婆都出自同样的心理，都无可厚
非，并且你和老公都已经搬出来住了，那么，这件
事情就完全可以不再重提了。

现在，你们急需解决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如
何经营好你们的婚姻，二是如何建立起婆媳之间
的信任。而这两点又是相互影响的。如果你们的
婚姻经营不好，你们的婆媳关系就很难改善；而如
果你们婆媳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你们的婚姻也
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善。

经营好婚姻，夫妻之间一定要学会沟通，要相
互欣赏。更为关键的是：要时刻记住婚姻的誓言，
风雨同舟，患难与共。

婆媳关系的改善不是一天两天能实现的，但
是，你需要记住一点：不要在老公面前跟婆婆比分
量。从亲情的角度，你永远比不过你的婆婆，但
是，只要你们的婚姻有情有爱，你的婆婆就会慢慢
地变得不再那么强势了。

幸福度高的婚姻父母参与度低

爱并没有错，错的是毫无界限感与分寸感。父母介入太多的婚姻，注定会问题重

重，因为这种做法，会从根本上破坏新生家庭的平衡与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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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婉兮

父母总有操不完的心，他们的焦虑烦
忧，几乎贯穿为人父母后的整个余生。即使
儿女成家了，他们的心也系在小家庭的饥寒
冷暖和欢喜悲忧上，总忍不住要去小两口的
生活里巡视指点，唠唠叨叨。底色是爱，但
也掺杂着无法宣之于口的掌控欲和操纵欲。

爱没有错，错的是无界限感

小妮的烦恼有多半来自于婆婆的多管
闲事。婆婆是小学教师，大半辈子都在教小
孩子做人做事，时常有好为人师的冲动。三
天两头上门来视察指导，生怕两个年轻人的
日子过不好。

小妮做的是销售，婆婆认为不稳定，所
以一有空便谆谆教诲：“还是体制内好，趁着
年轻赶紧去考公务员！”平日里的唠叨就更
不用说了，要节约水电、要早点生孩子、要把
心收回来，踏踏实实地扑在家务上。

小妮烦不胜烦，但本着尊重差异和息事
宁人的原则，总是随口应和两声。可孩子出
生后，婆媳矛盾全面爆发。

那一次，已是初夏时分，晚饭时小妮看
到孩子额头冒汗，便打算给他脱掉小棉衣。
婆婆赶忙上前阻止：“这样会受寒感冒的！”

小妮解释：“这样捂着未见得就好，育儿
书上说……”

“说啥？说啥？”婆婆双手护住孙子，声
音瞬间高了八度，“我带大了一儿一女一个

外孙，教育也搞了大半辈子，难道经验不比
书管用？”

小妮见婆婆如此强势蛮横，新仇旧恨忽
然就有点刹不住。她“啪”一声摔了筷子：

“跟我结婚的是你儿子，不是你！凭什么一
直指指点点？”

战火一点就熊熊燃起，婆婆哭天喊地问
儿子：“我只是想为你们尽点力，难道爱也错
了吗？”

爱并没有错，错的是毫无界限感与分寸
感。父母介入太多的婚姻，注定会问题重
重，因为这种做法，会从根本上破坏新生家
庭的平衡与生长。

父母参与度低的婚姻幸福

心理学家武志红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
“巨婴的一大心理特征
就是‘共生’，这意味着
没有界限。所以中国的
很多小家庭乐于啃老，
认为父母的钱就是自己
的。老人也喜欢干涉子
女的生活。”

所以，许多婆婆喜
欢以爱之名，在家庭内
部行驶至高无上的决定
权和任免权。从家务分
配入手、然后批评消费
习惯、干预生育计划、介
入夫妻感情，最终导致

婆媳失和。根源都在于长辈超出范围的指
点和干涉。

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比起子女自己作主
的婚姻，父母插手的婚姻和谐度低、争执也
更多。

所谓的拎得清看得透，也无非是洞悉了
生命个体的成长规律，将人生的选择权与主
动权都归还给个体本身。因为父母终将离
去，子女终将成熟。放手，其实也是另一个
层面上的负责。

人们之所以把结婚称为“成家”，是因为
婚姻中的两个人要脱离原生家庭而组建再
生家庭。结婚就是把一对年轻男女推进“家
庭”这个大熔炉，用爱做燃料、以生活为锻
造，炼就两个人经营人生、创造幸福的意识
和能力。这就是婚姻最本质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