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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心

看到过这样一段话：很多人
说自己婚姻不幸，其实是冤枉了
婚姻。大多数人不是婚姻不幸，只
是本来就过得不好，刚好结婚了，
于是婚姻就背了这个锅。

有些人自己一个人过不好，便
希望通过婚姻来获得幸福，然而他
们难免会失望。因为能拯救他们
的，从来不是婚姻，而是自己。

依靠别人的幸福，并不可靠

有人说，幸福就是找到一个
好的伴侣。可感情中最大的误区
是总想通过别人的爱来爱自己，
总想靠着别人来让自己幸福。

希望有人能给自己关心、耐
心和安心；希望自己那颗千疮百
孔的心，因此变得平整熨帖。然而
现实总是不能如愿，于是陷入抱
怨、指责、你争我吵当中。到最后
才能认清一个事实：伴侣也只是
个普普通通的人，无法让自己心
想事成。

作家埃克哈特·托利曾说：如
果你独自一人的时候感到不安，
你就会寻找一种爱情关系来掩盖
你的不安。可以肯定的是，在你与
别人的爱情关系中，你的不安又
会以其他形式重新出现，或者你
可能会认为你的伴侣应该对你的
不安负责。

说白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创伤、苦痛，以及需要成长的部
分，但婚姻是两个人成年人的结
合，不是婴儿的襁褓，不能成为填
补我们人生黑洞的补丁。

不要把婚姻当作避难所，放
弃寄托在伴侣身上的不切实际的
幻想，才是我们成长的起点。

不成熟的自己，很难遇见爱情

在自己人格相对成熟之后，才
更容易遇见对的感情和对的伴侣。

一位朋友说，她后悔太早结
婚。因为原生家庭的不幸福，她很
希望能早点拥有属于自己的家，

但经历过一段婚姻后，她发现：如
果自己没有更好的认知、没有幸
福的能力，不可能找到理想的家。

还有一位朋友，出生在一个
贫穷家庭，父母好吃懒做，又重男
轻女，明明她更优秀，父母却只偏
爱不争气的弟弟。原生家庭成了
她的负担，在她工作后，父母和弟
弟更是隔三岔五跟她要钱。不堪
重负的她非常渴望有人能替自己
分担。于是，在遇到男友后，她就
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每次家里
有事，都会找男友哭诉，期待对方
帮她解决问题。但让人唏嘘的是，
他们的感情也在这一次次的哭诉
中，慢慢耗竭了。

心理学家弗洛姆分析过两种
爱：幼稚的爱与成熟的爱。幼稚的
爱是“我爱你，因为我需要你”；成
熟的爱反过来，是“我需要你，因
为我爱你”。

如果一个人没有爱的能力，
只有不断索取的需求，又怎么能
给到他人真实的温暖呢？说到底，
真正能拥有爱情的，一定是人格
独立的人。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
不会变成别人的压力和负担，才
有能力给予，而非一味索取。

婚姻看似嫁给对方，实则嫁给自己

实际上，任何关系的本质都
是自己和自己的关系，一个人过
不好，两个人肯定也好不了。把所
有不幸归结于没找对人，表面上

找到了出路，但要知道，如果自己
没有幸福的能力，就算换再多人，
也无济于事。

很多人渴望通过伴侣改变生
活状态，却总是愿望落空，那是因
为他们自身就没有把日子过好的
能力和认知。

说白了，婚姻看似是嫁给对
方，实则嫁给自己。因为你会吸引
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人步入
婚姻，很大程度上由你来决定。

一个精神富足的人，拥有强
大的内心，从内而外散发的力量
会让自己更容易靠近幸福。而一
个内心虚弱的人，容易把婚姻当
成自己的全部，但越是在意，就越
爱走极端。

正如一句话所说：关系的目
的，并不是有一个能令你完整的
人，而是有一个你可以与他分享
你的完整的人。

只有自我完整、内心强大的
人，才会有获得幸福的本事，才能
在关系中，保有迎接困难和挑战
的能耐。即便遇到糟糕的伴侣，也
有随时离开的勇气；即便没有人
爱你，也不会过得太差。

说到底，幸福的钥匙永远都
在自己手中，能拯救你的人，也只
有自己。不要把人生的主动权交
给别人，婚姻最大的保证，不在于
伴侣如何，而在于你如何。面对婚
姻，永远保有游刃有余的能力，才
是一个人最大的底气。

（《中国妇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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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纯

我刚嫁到婆家时，就发现嫂
子对我不太友好。我们俩都是不
服输的个性，有点暗中较劲。婆
婆对嫂子评价倒是蛮好：“你嫂子
是刀子嘴豆腐心，人很好。”我心
里不认同，不过转念想，婆婆当着
我的面说嫂子好，肯定也会在嫂
子面前说我好。

不久后的一件事，让我很生
嫂子的气。那天是婆婆的生日，
我因为工作忙，把这事忘得一干
二净。婆婆打电话让我们回家聚
餐，我才想起来。嫂子连个电话
都不给我打，独自给婆婆买了个

很大的生日蛋糕，可我连生日礼
物都没准备。事后我跟婆婆吐槽
嫂子，婆婆说：“你嫂子做事比较
粗心，这次肯定是她忘了告诉
你。”我心里不服气，婆婆分明就
是“和稀泥”的态度。

我们住在城里，公婆跟嫂子
一家住在乡下。婆婆经常往城里
跑，每次她总会带一大袋子新鲜
蔬菜，对我说：“这些菜都是你嫂
子种的，让我给你带来！别看你
嫂子平时大大咧咧的，有时心可
细了，这些菜都是她用心挑的。
一会儿给你嫂子打个电话吧。”我
恍然明白了，婆婆这是在充当我
和嫂子之间的“黏合剂”呢。

后来的日子，我也经常给嫂
子买些小礼物，让婆婆捎回去。
我知道，婆婆在嫂子面前，一定
也是对我一顿猛夸。有婆婆在
我和嫂子之间的调和，我们的妯
娌关系越来越亲近。我们交心
之后，嫂子对我说，开始时她确
实有跟我较量的心理。后来，婆
婆总跟她说我这也好那也好，慢
慢交往起来，她发现果然如婆婆
所说……

如今婆婆跟我们一起住，嫂
子还在老家。那天我跟嫂子微信
视频，我们俩聊起来没完没了，婆
婆在一旁眉开眼笑。

（《快乐老人报》）

聪明婆婆是妯娌间的“黏合剂”

近日研究发现，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使用低
剂量的阿司匹林，可使Ⅱ型糖尿病风险降低15%。

研究者分析，Ⅱ型糖尿病是一种低度炎症反应
和免疫性疾病。作为经典的非甾体类抗炎药，阿司
匹林在老年人群中低剂量使用，可以潜在地抑制炎
症因子，间接起到改善糖代谢及胰岛细胞功能的作
用。不过，服用阿司匹林会增加出血性疾病及消化
道疾病风险。因此，目前的临床指南只建议老年人
在疾病治疗需要时，如心脏病发作后，才可以每天
服用规定剂量的阿司匹林。

这项研究结论为减少老年人“多病共存”现象
带来了新希望，也提示糖友，低剂量阿司匹林可能
不会对血糖产生不利影响。对于医生来说，需要掌
握好适应证与使用剂量，减少出血风险。

（《生命时报》）

阿司匹林帮老人防糖

□马海霞

那天，接到远房表姐的电话，她向我哭诉其不
幸的婚姻，说姐夫常年在外地工作，一年回来一次，
每次回来都和她吵架。她已隐忍多年，今年姐夫更
是变本加厉，一分钱也没给表姐。表姐一通说完表
姐夫的种种劣迹，告诉我，她要离婚。

我忙劝她，先不要着急离婚，不如找个机会好
好谈谈，把内心真实的感受告诉姐夫：若他不把工
资上交，不改变漠不关心的态度，那婚姻也无法继
续了。表姐赞同我的观点，以前都是姐夫数落表
姐，表姐不吭声，现在她要改变自己，向他摊牌。

我刚挂掉电话，同事李姐就反驳了我的观点，
她说男人的臭毛病都是女人惯的，远在外地，挣的
钱也不给老婆花，跟这种男人没啥好谈。他心里没
有了你，哪还有心情听你倾诉心声？依她看，没必
要和他离婚，从此对他电话不接，短信不回，QQ不
理，微信不看，把他当作空气。这叫欲擒故纵，你不
把他当回事了，他才会反思自己的错误。

我听李姐说完，觉得有道理，忙给表姐打电话，
重述了李姐的话，表姐说幸亏编的消息还没发。于
是，表姐说就按李姐说的做，不再联系他，他来电话
也不接。

我和李姐正在议论此事，同事晓兰打断了我们
的谈话，说婚姻里的事如果当事人都糊涂，需外人
来指点怎样去做时，往往不会起到好效果。“你表姐
自己的婚姻问题，别人说怎么做，她就怎么做，这肯
定是错误的，她应该有自己的主见与想法。”晓兰还
说，有一次和老公闹矛盾，心情烦闷，去找心理医生
咨询。心理医生告诉她，必须要讲实话，才能判断出
她婚姻的症结。她讲完后，听了心理医生的分析，觉
得并不准确，不是医生理论不够，而是她不可能把
婚姻里所有的东西都如实地说给人听，即使她全盘
托出，也会在诉说时带有自己的观点，影响医生的
判断，很难做到公正。最后，她冷静了1个月，按自
己的想法与思路对待婚姻，问题迎刃而解了。

看来，婚姻里的事情旁观者未必清，任何人都
不要在他人婚姻里当诸葛。如果有人对你倾诉婚姻
里的矛盾，只需倾听。自己的婚姻自己做主，伤透了
就放下，有贪恋就继续。对一个和自己朝夕相处多
年的另一半，好与不好，爱与不爱，冷暖自知，任何
外力促使做的决定，日后都有可能让自己后悔。

（《大众卫生报》）

只需倾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