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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语，你好！

现代女性的确不需要用婚姻来捆绑自己
的人生，我支持女性有自由选择婚姻的权利。
但是否有生子自由，我觉得是另外一个非常复
杂的问题。

因为婚姻权仅仅事关个人，而孩子事关另
外一个独立的生命，将一个孩子带大，需要广
泛而深入的社会支持系统。所以婚姻制度的
存在，对于抚养后代是有积极作用的，一个家
族中的各种角色，都能为孩子的成长提供丰富
的情感支撑。

在没有婚姻的情况下生孩子，所冒的风险
极大，要求母亲有充裕的经济条件，宽容的社
会环境，开明的亲人团队，在这些之上，更为要
紧的是，母亲个人有没有承担一个新生命的能
量。

很多时候，女人是因为莫名其妙的母性催
生着想要一个孩子，却忽视了抚养一个孩子所
需要付出的巨大艰辛，以及做一个单亲妈妈的
难度。我见过太多后悔了的单亲妈妈，包括我
的一位读者，男友是已婚人士，分手后，她怀孕
了，想生下孩子给这段感情留下一个纪念。我
当时劝她三思，这种如言情小说一般的浪漫情
结并不适合她，她却一心想着“要为我爱的人
生一个孩子”，背着父母生下儿子。

结果儿子生下来就多病，她无法出去工作，手头的积
蓄很快用光，无奈去找男友寻求资助，男友拒不承认，还
怪她破坏自己家庭，两个人闹得鸡飞狗跳，往日情分瓦
解，留下的只有恨。

有一些成功的单亲妈妈真的需要很多条件的匹配，
个人的能力与外界的支持缺一不可，幸存者偏差的例子，
并不值得推广。

在生孩子这件事情上有人喜欢赌，赌一个不喜欢孩
子的女人生出来就会爱孩子了，赌一个没有责任心的男
人生出孩子就会有责任感了，孩子是赌博的砝码吗？赌
输了怎么样？谁来赔偿孩子的损失？

承担教养一个孩子的使命是非常考验生命能量的，
如果履行不好这个职责，日子过得鸡飞狗跳，白白生出另
外一个命运的受害者，跟你一起受罪，还真不如一个人干
干净净地孤单。

从你目前的心态来看，是因为害怕过了生育期，或是
担心这辈子结不了婚，而冲动地要一个孩子，这种动机不
太令人乐观。这说明你依旧落在传统观念对于女性的束
缚当中，没了男人，也得守个孩子，如果女人不生孩子，人
生便不完整了。不结婚不是潇洒，而是无奈，为了避免人
生失败，生个孩子填补情感缺失，这样的妈妈会变成一个
什么样的妈妈？一位充满失望的母亲，一位需要孩子来
补偿自己人生缺憾的妈妈。

这样的妈妈会让孩子尚未出生便带着沉重的负担，
在自己的成长道路上Ta得承担双重角色，既要做一个孩
子，也要做一个母亲的替代性伴侣。这对孩子来说，相当
不公平，也相当沉重。

我想最好的生孩子理由是你想要成为一个母亲，而
不是为了随大流，觉得女人总得有一个孩子而成为一个
母亲。

著名记者法拉奇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做母亲并非是
一种交易，它甚至也不是一种义务，它仅仅是诸种权利中
的一种权利。”

如果你想通过孩子交换一些什么，想让孩子缓解自
己失败的婚恋，或者赡养自己未来的人生，都会让这场生
育变成一场交易。是交易，你便会计算得失，是交易，就
会有满盘皆输的可能。

前几天看到一段话非常喜欢，把这段话送给你。
你不应该把自己生活的核心放在别人身上，无论丈

夫还是孩子，他们都是人生的过客，无法标注出你生存的
意义。

这个世界并不会因为一个孩子没有来到便失去色
彩，同理，其实一个女人也不会因为不生孩子就失掉她的
独立性。你可以是妻子，可以是母亲，但这些头衔全都不
能湮灭你自己的存在，即使你不是妻子和母亲，你也是你
自己。一个完整的，不需要附加任何条件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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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珊

很多人是因为爱情而选择婚
姻，也有不少是或因父母催婚，或
因要生孩子，或因到了年纪就该结
婚……

其实，婚姻是一个充满挑战的
人生阶段的开始。我在重新思考
人生意义的时候，找到了两个维
度：一个是纵向的自我超越、自我
成长，另一个是横向的，与他人的
积极连接。

我自问，可不可以从这个角度
来思考婚姻呢？这个问题给我打
开了全新的思路。我发现，其实婚
姻本身就是一种连接，是我们能够
体验到的最亲密的连接形式，而这
种亲密感是其他连接和关系所无
法给予的。

在一生中，如果能够找到一个
人，我们彼此相伴，一起携手前行，
是一件十分美好幸福的事。

当然，拥有美好和谐的婚姻是
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可这不正是
婚姻的另一个意义所在？婚姻的
经营需要沟通，需要学习如何去
爱，需要学会尊重，学会宽容，这些
都是我们想要获得的成长。

从这个角度来说，好的婚姻绝
不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完美婚姻”，
而是彼此都愿意沟通，都渴望成
长，并且能够在一个个实际问题的
解决中，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和伴
侣。

事实上，我们不愿意走进婚姻
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害怕受伤。
这其实是典型的“外控者”思维，也
就是认为结果是注定的，自己对结
果没有任何掌控权。但感情能否

长久，婚姻能否持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
自己。

尽管激情是短暂的，但爱的感受是可以一
直存在的。只要我们懂得如何通过爱的行动
和言语，让彼此一直拥有被爱的感受，那么这
段感情就可以一直维持下去。

谁会舍得离开这种“被爱”的感觉呢？大
家之所以会选择离开，通常都是因为感受不到
爱。

也许曾经有过在爱的名义下相互折磨，让
彼此受伤。但回头想想，那些伤痛其实都是不
懂如何去爱的结果。

放下担心，相信爱情，让内心多一些憧憬
和期待，因为婚姻的幸福是掌握在自己手中。
我们愿意选择婚姻的理由，不是因为我需要，
而是因为我想要：想要遇到那个可以一起携手
成长的人，想要一起去感受爱情的美好；想要
学习如何去爱，去创造属于我们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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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就的婚姻”怎样改善？

把婚姻从“将就”中解脱，只能是从心而发，付诸行动，先改变自己的观点，再

改变自己的行动，找到对方真正需要的点，才可能赢得改善——

我快40岁了，大龄未婚未育，身边朋友劝
我放弃幻想赶紧生娃，再不生来不及了。

关于生小孩，我也想过，生命不可逆，生了就
要好好对待，要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如果我受不
了压力可能后悔、会把怨气撒在孩子身上……

我知道不能随便生，但是我年龄大了，身
体条件可能不能等到对的人再生，每次聊到这
个问题我都会焦虑。我一直在积极找对象，花
费很多时间，但感觉找个对的人遥遥无期。

心语

■ 芒来

年关将至，又是一波催婚狂潮来袭。
有人早早就开始为应对父母亲友的“花式
催婚”做起了攻略，也有人为了躲避催婚，
选择过年不回家。你会被催婚吗？你是
怎么理解催婚的？

一种转移社交焦虑的谈资

前几天与好友一起吃饭，34岁的她
担心再不结婚生娃，年迈时孤苦无依，越
说越起劲。我说：“无论如何，要尽快找个
人嫁掉！”话音刚落，我自己愣住了：我怎
么也开始催婚了？

单身时，我最烦催婚；时过境迁，没想
到我也开始催别人。这一切怎么发生的？

或许，好友其实也不见得迫切想要结
婚，而我也并不见得真的催促她结婚。眼
下，我们只关心我们发生交集的方式，如
何能让彼此感到舒服。换句话说，她的

“恨嫁”和我的“催婚”，可以转移尬聊带来
的焦虑。当我催她，我其实是假借已婚人
士的“优越感”缓解社交焦虑。但如果她
真的是恨嫁，我转而又感到抱歉：我可能
让她不愉快了。

我用催婚这种方式表达着：我其实很
想和你继续聊天，想要表达对你的关心。

无处安放的不安和恐惧

我有一位来访者，大龄未婚，父母整
天催她带男友回家，至于找什么样的男
友，父母没有具体要求。我了解过她的生
活环境，明白了父母催婚的真正原因。

父母都在农村，在他们那里年过25
岁还未婚的姑娘会被说闲话。“平平顺顺
活了50多年，突然就被看不起了。”这对
于一直生活在村里、眼里只有一亩三分地
的父母，打击不小。

催婚，是父母的“反抗”：你是我闺女，
必须要挺我，让我在村里抬得起头！所

以，当她问父母，结婚和我幸福，哪个更重
要？她的母亲果断回答：结婚！因此，当
父母明知你没做好结婚的准备，依然催
婚，其实是在表达：父母老了，越活越没盼
头了，你要让我们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感。

也有的父母会着急跳脚，为什么子女
就是无法理解自己“怕你老了没人照顾”
的心情？有个伴儿至少生病有人端茶递
水，孤独时有个人拌拌嘴。这背后，有着
对子女的牵挂，也有着对衰老和死亡的深
深恐惧。

无处安放的不安和恐惧，希望由子女
来解决和承担。这是因为父母自己无力
处理自己的感受，无法在心理层面将子女
视为一个可以为自己负责的独立个体，也
无力看到子女的真实感受和需求。

被催婚的子女，其实可能比谁都着
急。他们着急的不是“结婚”，而是“幸福
的生活”。他们或许清醒地理解了婚姻的
本质，关系的质量很重要。但他们也许还
尚未强大到能包容、消解父母的一切情
绪。即使子女妥协了，填补了父母的价值
感，但每个人只能活出自己，谁也没法为

别人的人生负责。
就像这位来访者对父母的呐喊：为了

满足你，随便找个人结婚，那谁来满足我？

催婚 关系的放大镜

催婚背后藏着诸多潜意识动力，面对
催婚，尤其是父母催婚，让人很难冷静。但
我们不得不承认：催婚中也藏着人情温度。

有一位来访者在北京打工，当他小
叔问他：“啥时候回来结婚？”他回：“谁像
你那么饥不择食。”一瞬间，叔侄之间亲
昵玩闹、插科打诨的画面涌到眼前。同
一句话如果换成关系普通的亲戚来问，
感觉可能就会完全不同。所以，或许我
们烦的不完全是催婚，而和催婚的那个
人有关。

关系融洽的亲子之间提到婚姻，父母
可能会觉得“儿孙自有儿孙福”，偶尔催催
婚也不会让子女太过于厌烦。

关系不融洽的家庭，哪怕不催婚，子
女吃饭漏了几粒米，父母都能数落上一
顿。何况催婚，就更加让子女难受跳脚

了。在关系糟糕的家庭，催婚就像炸弹，
一碰就炸，但越是这样的家庭，偏偏就越
是喜欢碰这颗炸弹。家庭关系越糟糕，父
母自我越枯竭，就越爱干涉孩子。催婚就
像放大镜，把家庭关系中那些融洽、不融
洽的部分都放大了。

那么，一些“有眼力见”的父母，知道
孩子跟自己感情生疏，可能就干脆不催
了，以退为进，修复关系。

少些催婚 多些温度

面对催婚带来的压力，机智的人可以
用很多方式化解。但我们可以做的，或许
也不仅限于此。被催婚的子女可以给自
己更多的自我觉察。

催婚为何让我们如此难受？可能是
它激活了过去那些不被看见、不被尊重的
痛苦记忆。曾经遭遇过的否定、指责、要
求和打压，伴随催婚的话语又卷土重来，
让人产生种种无法言说的情绪和感受。

这个时候，你需要抱抱自己，可以和
这些感受和情绪待一会。如果感觉沟通
无能、情绪激烈，你也可以尽快离开这个
场合，找能够理解自己的亲友聊一聊。

你也可以多问问自己，想要的生活究
竟是怎样的。你知道，自己可以既不被催
婚绑架，也不为了反抗而反抗，而是坚定
地奔赴属于自己的幸福。

如果遇见了朋友和同事催婚，也许可
以试着看见，穿越催婚的话题，彼此在投
射着怎样的焦虑和恐惧。也许，背后藏着
你的孤独，和对方笨拙的关心。

就像那首歌里唱的：“这世上没有真
正的感同身受”，一群价值观迥异、带着各
自伤痛的人聚在一起，感到不舒服的人，
并不只有你。即使不舒服，依然努力找话
题，何尝不是一种人情温度？

催婚可以像社交场合放的一阵烟，散
了就散了。但有些人情温度，也许会在你
的回忆中停留许久。

（作者系心理咨询师）

婚恋思悟思悟

■ 戴梦令

什么是“将就”？年龄到了，父母
催婚，不甘心又无力抗争，选择Ta不
过是当时没有更好的选项，所以将就
找了个人潦草度过此生……其实你
心底清楚，眼前这个人，是你当时最
实惠、最不费力气的选择。

“将就的婚姻”是你的自我选择

无论什么理由，婚姻都是你的选
择，都是你在那个时间段做出的最符
合你状态的选择，是择偶和结婚时的

“将就”，怎么婚后才发现是“将就”
呢？

其实，你眼中的“将就的婚姻”是
你内心的镜子。你眼中的世界，是你
内心的投射。美国心理学家马歇尔·
卢森堡说：“对他人的评价，实际上反
映了我们的需要和价值观。”

这里涉及一个心理学话题：内心
的投射。内心投射会缺乏客观性，如
果你爱你的配偶，由衷地认为你的配
偶虽然有很多不足，但瑕不掩瑜。可
如果你开始觉得“将就”，那么你从心
底已经开始嫌弃对方，你的行为会不
由自主地透露出嫌弃。对方也会通
过你的行为，接收到这些潜在的嫌弃
信息，配偶也会不开心，甚至也会开
始嫌弃你。

“将就”已是不利的婚姻状态

当你觉得“将就”时，便已是不利
的婚姻状态。

小彭总抱怨丈夫事业心不强、懒
惰、收入低。自从丈夫几年前跟朋友
合伙做生意亏本后，就一直沉寂。丈
夫如今薪水微薄，交完房贷就所剩无
几，家里的开支大部分是小彭支撑。

小彭平时工作加班晚，经常在单
位吃晚餐，回到家，却经常发现家里
碗都没洗。小彭憋一肚子火，但通常
也忍着，她想，将就着吧，等攒够了失
望再离开。

小彭来找我时，正是他们冷战
时。我分析了他们之间的交流方式，
发现小彭总是用期盼的目标去约束

丈夫，“要是你一年能够挣够10万，
我就没有这么累了。”还会把丈夫跟
别人比较，来激发丈夫的上进心：“谁
谁的丈夫怎么那么优秀……”小彭想
要改变丈夫，让丈夫意识到需要分担
家庭经济重担，可每次跟丈夫说完，
丈夫打鸡血后没几天，又回原形。

事实上，小彭说出来的话，句句
伤人。丈夫觉得小彭不尊重自己，努
力几天，内心的被羞辱感依然会让他
自暴自弃。

化“将就”为增进夫妻感情的台阶

“将就”的婚姻，不换人，就只能
换自己，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改变
自己“将就”的看法，只有改变，才可
能迎来关系的改善及丈夫的觉醒。

挖掘配偶的优点
我问小彭，丈夫有哪些优点，小

彭想了很久才说，他细心、靠谱、脾气
好、文采好，上大学时发表过不少文
章，可工作后，他进了建筑公司，就很
少写东西了。

由衷地夸奖配偶
我让小彭把丈夫从前的作品找

出来，跟丈夫一起翻看，同时和丈夫
聊聊，是不是不满意现在的工作状

态，有没有想过重新写文章。
小彭给我反馈，说丈夫特别感

慨，其实他一直不喜欢现在的工作，
也想在事业上做出成绩，可对现在的
工作一直找不到感觉。面对小彭也
很愧疚，只是行动上自己觉得有强烈
的无力感。

理解、接纳和辅助配偶
小彭发挥自己的长处，找了一些

关于运营公众号文章等职业分析和
数据，做成一份职业分析可行性报告
递给丈夫。当丈夫得知小彭整理这
些资料花了三天时间时，非常感动。

这些年，丈夫一直都想重新提
笔，可他知道要养家需要稳定的工
作，他不能贸然行动，所以他一直默
默地在建筑公司工作。小彭的可行
性报告正好给丈夫打开了一扇窗，让
他看到新的希望。有妻子的支持、理
解和接纳，丈夫觉得自己有劲儿了。

在工作之余的碎片时间里，他开
始写文章，并开了一个公众号。小彭
对丈夫文采的认可和欣赏是发自内
心的，推动了双方关系的连接。随着
文章不断被转载，丈夫的自信回来
了。

（作者系CIPC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

咨询师手记手记

催婚可以像社交场合放的一阵烟，或许也是TA想表达对你的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