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文小宁

今年8月26日，福建省南安市公安
局发布通报称，34岁的福建南安梅山女
子小雯被公公杀害。

表面上是公公动的手，但实际上，婆
婆、老公、小姑子都是帮凶。一个34岁
的女子，死在婆家，除了她这个外来者，
所有人都是一家人。这家人，对内，团结
一致；对外，却将小雯视作“入侵者”，想
方设法排挤她、迫害她。婆婆一家和她
之间，仿佛永远隔着一层厚厚的铁板。
不管她怎么努力，始终都无法融入。这
场长达八年的排挤与迫害，本质是家庭
结构的僵化。而其中的核心冲突，是婆
媳矛盾。

婆媳矛盾的本质是新旧家庭的碰撞

美国著名家庭社会学家杜瓦尔，通
过姻亲关系研究发现：婆媳对彼此来说，
往往都是最讨厌的家庭成员，尤其是那
些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婆媳。

但事实上，婆媳并不全意味着矛盾
和冲突。一项研究调查了630户家庭，
其中有39.2%的儿媳认为自己与婆婆相
处融洽，仅有5.24%的儿媳认为婆媳关
系恶劣，剩下的都认为自己与婆婆关系
平淡。

对于那些关系恶劣的婆媳，她们之
间的敌意，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

婆媳是一段非自愿、非血缘的关系。
不同于有感情，有血缘关系的母

女，建立在姻亲关系之上的婆媳，具有
非自愿、非血缘的性质，因此，很可能将

彼此视作系统外围的不同“部分”，相互
排斥。

儿媳对婆婆的排斥在于“我选的是
你儿子，又不是你。”婆婆对儿媳的排斥
在于“是我儿子选的你，不是我选的你。”

小雯和丈夫是通过他人介绍相亲认
识的，闪婚闪育。婚前，她与丈夫相互了
解不多，更别说婆婆了。这种仓促的结
合，在日后相处暴露问题时，会更倾向于
采用外归因的方式，即：觉得一切都是对
方的错，自己是一个被动的受害者。

婆媳竞争着家庭掌权者的身份。
家庭权力上，婆媳俩也存在矛盾冲

突。婆婆和儿媳竞争着“亲属管理者”的
位置：谁拥有管理家庭关系的权利？谁
在这个家里有话语权、决策权？

在与婆婆的竞争中，小雯非常弱
势。婆婆在整个家庭一直都处于最核
心、权威的地位。公公对她无限迁就，丈
夫和小姑子对她的蛮横无理已成习惯，
熟视无睹。没有血亲基础，又缺乏主观
意愿，还存在利益冲突，婆媳关系自然难
以和睦。

儿媳想要组建新家庭，而婆婆妨碍
了新的家庭系统的形成；婆婆想要维系
旧家庭，而儿媳打破了稳定的原生家庭
系统。婆媳矛盾，实质就是一个原生家
庭与一个新生家庭猛烈碰撞的产物。

而一个强势、对儿媳充满敌意的婆
婆，背后往往是一个强大而僵化的原生
家庭，和始终无法分化出来的新生家庭。

僵化的原生家庭结构

僵化的家庭结构有3个主要特征：

包容性低：难以吸收、接纳新成员。
小雯的丈夫和公婆、小姑子一家人

非常紧密，而她属于外来入侵者。
分化性差：难以在原有结构上重组、

难以形成亚系统。
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家庭系统借

由亚系统来分化和执行功能。其中亚
系统，可分为：夫妻亚系统、亲子亚系
统。而夫妻亚系统相当于细胞的细胞
核，是决定家庭稳定和幸福感的核心
系统。

一对新婚夫妻的结合，是家庭生命
周期的开始，接下来，只有不断地磨合，
完成阶段性的发展，才能顺应家庭变化，
灵活调整互动模式。小雯结婚以后，一
直与公婆住在一起，从未和丈夫孩子拥
有过三人世界，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夫妻
亚系统。

等级结构森严：父母保持绝对权威
和控制地位。

小雯所在的传统大家庭，婆婆处于
家庭等级的最高层。这种等级结构包含
着许多默认的规则，如：“婆婆在这个家
庭结构中处于最高等级，婆婆的开心最
重要。”

结构派家庭治疗理论认为，这种藏
在互动模式里的规则，会强化原有的家
庭结构。也就是说，“互动模式—家庭规
则—家庭结构”会形成一个闭环。当大
家都遵循“以婆婆为大”的规则时，这个
家庭的互动模式就会是：家庭中的其他
人都要让着婆婆，哪怕自己憋气。而这
种互动模式，又加强了婆婆在家庭结构
中的绝对权威地位，其他人都是婆婆的
捍卫者。而儿媳，始终处于家庭结构中

的最底端。家庭结构僵化的后果，是对
弱势“外来者”变本加厉的压迫。

打破僵化结构，不做牺牲品

没有人想嫁入僵化家庭，但在婚前
却很难预知。如果你发现自己也难以融
入丈夫的原生家庭，婆媳矛盾很深，甚至
被暴力对待，不要犹豫，快逃！单靠个人
力量，跟一个顽固的家庭抗衡，很难。

如果程度较轻，只是沟通问题，还有
补救的余地，我们有3点建议：

1.打破原有互动模式，不再默默忍
受。

正如结构派家庭治疗理论所述，要
改变僵化家庭结构，需要改变家庭规则，
而家庭规则的改变则依赖于互动模式的
调整。同时，也有研究发现，儿媳对婆婆
的“默默忍受”其实是一种消极的应对方
式。一方面，一味地迁就会强化对方的
恶习；另一方面，将压抑的愤怒通过其他
形式发泄出来，比如迁怒于家庭其他人，
尤其是第三代。

这时，我们不妨换个方向：策略上，
采用缓和策略，间接、迂回地提出自己的
感受和需求。如，使用一些模糊限制语、
部分同意或疑问：“可能是”“或许是”“会
不会是”等。这样既能减少语言攻击带
来的伤害，也可以缓和彼此间的冲突矛
盾。语气上，使用缓和语气，不使用过激
情绪词，做到“就事论事”。

2.建立有清晰边界的亚系统，防止
原生家庭过度卷入。

系统家庭理论的奠基人鲍恩认为：
婚姻的基础应是以夫妻为核心的家庭系
统，而原生家庭的过度卷入会严重影响
到这一系统的建立与发展，危害婚姻质
量和生活满意度。

对于原生家庭和新生家庭，最合理
的互动应该是：界限清楚，不相干扰，同
时又彼此支持。你可以选择合适的时
间，与公婆开诚布公地讨论、商定家庭职
责和分工。尽量做到相互支持，但又不
过度依赖。同时，也要认清一个事实：对
于新婚夫妻而言，要有效拒绝原生家庭
的干扰，经济独立和自我照顾是两个非
常重要的因素。

3.求助家庭其他成员
研究发现，丈夫是姻亲关系中的关

键人物，因为他既是妻子的配偶也是婆
婆的儿子。丈夫的调解和支持会显著影
响到婆媳关系的质量。如果你觉得直接
和婆婆沟通非常困难，可以让丈夫去协
调、安抚。

（作者系北师大发展心理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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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茧婆媳矛盾背后的“僵化结构家庭”

至关重要的第三人
■ 唐芹

在“婆媳”这个微妙的关系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第三人“丈
夫”，那么，丈夫在其中要扮演怎样的角色？当妻子和母亲想法不
同时，丈夫该听谁的？

在家庭治疗理论中，家庭是存在内在结构的。当孩子未成年之
前，家庭内在存在两个很明显的结构等级：父母和子女。一个功能
良好的家庭里，父母可以与子女有很亲密的联结和互动，而最核心
的部分是夫妻亚系统。所以当丈夫处于双重角色时，作为夫妻亚系
统的角色是更为重要的角色，保护新家庭的角色也是更重要的。

那就不妨来看看婆媳争吵的是什么问题？假如是你自己新
组建家庭的相关问题，那么你和妻子是重要的夫妻亚系统，你需
要和你妻子一起来解决处理问题。要礼貌地告诉母亲，这是你自
己的事情，你们夫妻可以解决好。你需要守护好你的领地，设置
好你的界限。

设置界限，不代表你不爱你的母亲，要告诉她，需要她尊重你
新的生活选择，你们有新的生活方式，她尊重你，信任你们可以把
日子过好，就是最大的爱，你也不会因为新家庭而不爱父母，只是
生活在变化，人与人的关系也需要有新的调整。

老公自己没有主见和判断力，什么事都问
他妈。他妈说点啥，他听风就是雨，回家就和我
闹。我不但依靠不了他，还经常性承受来自他
的攻击和伤害，在这个家庭中，我感到缺乏支
持、孤立无援，我该怎么办？ 晓蓉

晓蓉，你好！
现实中这种男人非常多，别人家的两口子是过日

子的队友，你和老公却像互相防着的对手。怎么改变
这种状况？其实只需改变对婚姻的认知。

很多女性觉得，一个不靠谱的老公就是跟婆婆一
起欺负自己，是自己幸福的敌人。这种想法会进一步
形成妻子一人对抗老公和婆婆两个人，很可能导致更
严重的家庭问题。要改变这个认知，老公不是你的敌
人，相反，他是你的朋友。

《教父》里有句话：“我们要拉近和朋友的关系，但
要更加拉近和敌人的关系。”拉近和朋友的关系不用多
解释，拉近和敌人的关系是什么意思呢？敌人对你输
出的打击往往会抵消掉朋友对你的帮助，在前进的路
上，要想方设法削弱敌人的打击力量，这时知己知彼就
很重要。

想要“知彼”，就得了解敌人的想法和动向。在你
的情况中，老公的角色就可定位成“朋友”，婆婆的角色
就可定位成“敌方”。当然，婆婆不是真的敌人，但目前
她对你的婚姻没起好作用，我们暂时把她比作是敌方
角色。

具体分两步走：
第一步：维护朋友。
在咨询中，凡是深受婆婆挑唆困扰的女性，和老

公的交流互动都有很大的问题，不是平时缺乏走心的
交流，就是日常沟通不畅导致误会隔阂很深。

老公为什么遇到事喜欢向婆婆征求意见？因为
你没有把你的意见传达到位，你老公猜不透你是怎么
想的，他就胡乱揣测。平时一定多跟老公沟通，确保
他了解你的想法，不用再求助别人分析。

另一个诀窍是，平时说话多用“我们”，少用“我”
或“你”。“我们”能体现夫妻一心的同盟感，容易从心
底产生接纳与信任。

第二步：打入“敌人”内部。
很多女性跟婆婆打交道都凭本能，婆婆和善，我就多走动，婆婆

不友善，就尽量躲着。其实躲避交往更容易激发婆婆的攻击性。
平时老公去看婆婆时，你就跟着，主动张罗买一些东西，工作到

位了，谁能挑你的礼？即便婆婆再说你坏话，老公也信她，她对你们
婚姻的攻击力就被削弱。

老公没空时，你自己也去看看婆婆。和婆婆说说体己话。婆婆
爱聊什么你点头附和就好，她的寂寞和倾诉欲被你排解了，就没必
要再刻意针对你。

跟婆婆夸夸她儿子。人都喜欢听别人的认可和赞扬，当婆婆认
为你懂她欣赏她，她就不会再诋毁你。

请教婆婆一些问题。只要给她传达一种你需要她的智慧指导
你生活的感觉就行，这样的示弱可以给婆婆提供价值感，也让她觉
得你是自己人。

这几步并不难，你在原有的生活节奏上稍微改变一下策略，就
会有巨大的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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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萌

婆媳关系的实质是什么？婆媳矛盾
可以看作是一个原生家庭与一个新生家
庭碰撞的产物。两个原本没有任何关系
的女性，突然进入同一个圈子生活，都要
努力适应彼此的脾性和生活方式，这个
过程矛盾在所难免。直面卡点，方能见
招拆招。

直面关系的本质

卡点一：结婚三年，我3月份生孩
子，公公5月份去世，老公把婆婆接过
来。我不仅要面对新晋妈妈的慌乱，还
要面对婆媳相处的问题。起初，我们用
了大多数婆媳初期相处时的方法——忍
让法：

“好吧，就按你说的做。”但结果是：
“我忍你很久了，以为尊重你，你就会满
意！”“你以为我没忍，我想你们年轻人想
法不一样，就由着你们，可结果呢？”忍让
有多辛苦，爆发就有多激烈。

专家拆招：
在忍让无效的情况下，就需直面关

系的本质。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罗文娟
认为，关系变坏的本质是情感连接出了
问题，而婆媳关系特别容易卡在“魔鬼式
对话”的第一步：双方观念不同时，会认
为“问题不在我，而在你”。这就造成了
沟通困难，不是因为对方不好，而是因为
只要陷入这种对话，关系就不会好起来。

试着从这样的对话退回到“每个人
都有不同的需要，为自己的需要负责”。
儿媳的需要是“希望婆婆配合自己”，那
么就需要意识到这是自己的需要。婆婆
认为“我有自己的习惯，希望得到尊重”

这也是自己的需要。当双方意识到“没
有谁是错的”以及为自己的需要负责时，
自然会用“请求帮忙”的口气向对方表
达，而不是“你就应该这样”的口气，这样
就建立起了新的连接方式。

不预设对立

卡点二：小艾的婆婆退休前是一所
小学的校长，对自己对别人要求都高。
婚前，小艾就发愁与婆婆见面，婚后，她
对丈夫说：“千万别让你妈过来和我们一
起住，看到她我就害怕。”刚结婚时婆媳
相安无事，但孩子出生后，婆婆过来帮
忙，婆婆明显感受到小艾的排斥，她越排
斥婆婆就越想介入，委屈、抱怨、对峙
……婆媳关系变得难以调和。

专家拆招：
资深两性情感咨询师奥黛卡认为，

拥有怎样的关系，取决于我们自身的意
识和态度，往往，投射的敌意会反射回自
己身上。

我们在关系中预设了“对立”，这种
潜意识层面的敌意就会投射在关系中，
不自觉地在自身的言行中流露出不相信
对方、排斥对方的意思，进而让对方感受
到你的敌意，从而把敌意反射回你的身
上，不相信你、排斥你。如此，关系陷入
一种负向循环模式。其实我们完全可以
选择不活在关系的对立中。

1.接纳，但不受其束缚
想和他人建立更和美的关系，第一

步就要正确看待关系中的正反面，承认
关系的对立面。当意识到对立面是关系
的天然属性，关系出现冲突时，我们就不
会太把它当回事，也不会让它扩大化到
影响关系。接纳和允许对立面的存在，

我们便可以腾出更多空间去做有利于关
系的事，从而摆脱它的束缚。

2.包容差异，让正向挤占对立
人与人之间本来就存在差异，关系

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矛盾，如果选择
回避，那么潜伏在关系中的对立就会不
动声色地反作用于我们。

想要让关系走入正向循环，就没必
要介怀彼此的差异，选择包容和积极的
态度去处理对立面，才能让正向面逐渐
挤占对立面。关系也会在一个个问题被
解决的过程中，释放善意与和谐。

把公婆当客户

卡点三：菊跟老公是大学同学，儿
子七岁。菊家境一般，研究生毕业后在
一家央企工作，老公家里条件较好，在
公婆资助下，他们买了房和车，生活无
忧。

近几年，菊的父母年龄大了，想把老
家的房子卖了，来他们身边生活。可老
家房子不值钱，父母供菊上学就耗尽力
气，没有多少存款。菊打算出点钱，帮父
母买个小房子。但婆婆强烈反对，指责
菊的父母不仅没能力帮孩子，还反过来
加重孩子负担。菊觉得很悲哀，父母尽
全力供她上学，到头来自己竟什么都帮
不上他们。老公在婆婆面前没有话语
权，菊夹在中间很屈辱。

专家拆招：
菊与婆婆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落

差，婆婆认为支援他们买房买车，觉得自
己劳苦功高。而菊觉得婆婆不应该管她
家的事，看不起她父母。婆媳都是站在
自己的角度强调自己的道理。

情感分析师晚睡认为，这个案例是
比较典型的大家与小家的界限不清，小
两口独立性不够，他们的依赖性间接纵
容了婆婆的控制欲。

一是搞定老公。
在婆媳问题中有一个观点，“我只

在乎我在乎的人如何对待我”，这是一
个重要的生活准则，也是减少烦恼的技
巧。

如果老公支持理解你，愿意让你帮
助父母，就无须管婆婆怎么说。他们家
的事让他自己去摆平，婆婆的脸色全当
没看见，有闲工夫和婆婆置气，不如想
想怎么和老公沟通，帮助他早点独立。

二是把婆婆当客户或团队成员。
这个做法比前者更积极主动，对婆

婆好一点，让婆婆觉得自己的付出物有
所值，平时多点甜言蜜语，过节过年礼节
周到，即使再势利的父母，都希望儿女过
得好。心态放正，姿态放下，很多事都没
那么复杂。就当婆婆是一个难搞的客户
或团队成员，只有助力与合作，才不会让
你过多耗能。

咨询师手记手记

我们并不喜欢活在对立的关系中，只是疏忽了自己潜
意识中某些不良思维模式，只要我们愿意，也许一次温柔的
转变，就会反转婆媳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