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老人——把成年儿女当
成三岁小孩一样管，凡事都想操控。他们觉得自己
掏心掏肺全是为了下一代好，却招致儿女的逆反，甚
至被儿女“拉黑”。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温馨提示：作为父母，肯定
会关注孩子就业、婚恋之类的人生大事，然而操心≠
操控，父母根据自己的经验，给出相应的建议和提醒
即可，至于如何选择，还是要让孩子自己决定。毕
竟，这是他（她）的人生。

换个角度看，更能体现出孩子为自己“掌舵”的
意义：很多时候，父母的观点、经验其实已经与社会
发展趋势脱节了，如果硬要孩子听自己的，实际上等
于限制了孩子的发展。父母的这种“爱”带来的有可
能是“伤害”。而减少对儿女的掌控，实际上是给儿
女更大的成长空间。

减少对儿女的掌控，老年人应该更多地把注意
力收回到自己身上，关注自己的饮食起居、心理健
康，努力让自己的生活更丰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老有所为……这样的晚年会更加充实、快乐、精彩！

（《今晚报》）

爱操控的父母，被儿女"拉黑"

操心≠操控

患糖尿病风险较高的人通常会避免吃糖，一项
新研究表明，少吃盐也可能有助于预防Ⅱ型糖尿病。

研究人员近日在美国《梅奥诊所学报》上发表论
文说，他们调查了超过40万名成年人的盐摄入量，
在时间中位数接近12 年的随访中，参与者中逾1.3
万人患上Ⅱ型糖尿病。研究人员说，这表明高盐摄入
与患Ⅱ型糖尿病风险增加有关。

（新华社）

少吃盐或有助于预防糖尿病

近日，一对老夫妻竟将自己的儿子儿媳及两岁
多的孙女告上法庭，要求他们搬离自己名下的住房。

这起房产纠纷要从7年前说起。小顾与妻子小
王结婚时没条件买房，想把家里的房子卖掉置换条
件好一点的房子，可父母没同意，说是可以将自己名
下的一套房子重新装修后给他们当婚房，小顾也同
意了这一方案。此后，老顾夫妇一直与女儿住在一
起。后来老顾夫妇给儿子儿媳出了经适房的首付，
如今经适房已经装修好，他们想要住回自己的房子。

“当初说是可以一直住的，最多就是老人去世的
时候，分些房款给姐姐（即老人家的女儿）就行。”对
此，儿媳小王气愤不已。她认为公婆当初承诺给婚
房，现在又不让住了，觉得自己受骗上当了。老顾夫
妇与儿子儿媳协商搬回自己名下房屋遭拒，于是将
他们告上了法庭。

法官认为，该案适用的法律规定并不复杂。两
位老人对自己名下的不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
益和处分的权利。儿子儿媳对老人依法行使所有权
产生了妨害，应予排除。考虑到家事纠纷的特殊性，
为了今后祖孙三代家庭生活的和谐幸福，法官在释
明法律的基础上，强调互相尊重理解、加强理性沟
通、维护亲情关系的重要性，最终促成双方达成调
解，儿子儿媳自愿择期搬离房屋。 （《上海法治报》）

7年后父母要住回儿子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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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七

情绪成熟度比钱更影响关系

影响夫妻关系的第一个维度
是情绪成熟度，它比钱更能决定
婚姻满意度和夫妻感情。

很多夫妻刚进入婚姻时，很
甜蜜，但一碰到不开心的事就炸
了。我身边一对好朋友，结婚头
一年一直在为鸡毛蒜皮的事吵
架。丈夫给妻子做油泼面，最后
一步浇了生油。妻子炸了，觉得
怎么能浇生油呢？这怎么吃？丈
夫瞬间没了兴致，觉得自己满怀
爱心做的面，竟然被嫌弃了。两
个人不欢而散，几天都没说话。

因为很难识别自己的情绪，
只会把情绪发泄给对方，并让对
方来买单。这其实就是情绪不够
成熟的表现。

而我们的生活中，充满着各
种小事：孩子哇哇大哭，两个人都
累，谁去处理？生活习惯有差异，
如何从总是抱怨到互相接纳？忙
了一天回到家，还要应付满屋子
的家务，如何给伴侣睡前的温柔？

情绪成熟的人有三种特质：
1. 负责 既知道为自己的情

绪负责，也愿意为自己给他人造
成的情绪负责。如自己情绪很糟
糕，Ta会知道真正要为这个情绪
负责的人是自己。不会单纯地发
泄给周围人，也不会觉得他人要
为自己的情绪负责。

2. 有适应能力 指的是有能
力根据场景的变化调节自己的情
绪，控制自己在情绪中的行为反
应。这样的人不会无缘无故发
火，不会总是冲动误事，Ta知道哪
怕是处理情绪，也有合适的场景。

3. 付出 表现为在情感上除
了考虑自己的期望和要求，也会
同理他人感受。当伴侣出现负面
情绪时，情绪成熟的人不会视而
不见，而是会去主动关心对方，理
解对方的感受。

具体怎么做呢？同样是菜做
得不合口味，情绪成熟的妻子会
明白，对方没有让自己满意，不是
他故意的。她先肯定丈夫今天特
别用心，这个菜很难做，他准备了
很久。接着才说出自己的感受，
油太大了，可能她吃不了，但应该
会有人喜欢。

不过，这里还需要注意的一
点是，情绪成熟上共同成长很重
要，但并不代表夫妻成长的内容、
速度是一致的。

研究发现，男性的情绪成长
更多体现在“情绪自觉性”上。结

了婚的男性要更能够识别对方的
情绪、主动去关心伴侣的感受、承
担一些责任。而女性的成长更多
体现在“情绪稳定性”上，也就是
能在情绪冲动的时候学会调节自
己，让情绪处于更平稳的状态。

当一个丈夫学会更多体贴对
方的情绪，妻子学会独立调节自
己的情绪时，两个人的关系便能
朝一个更稳定的状态发展。

真正的成长是互相成就

很多人羡慕那种成双成对打
拼的夫妻，一起白手起家，一起干
事业，在精神上是伴侣，工作上也
是战友。

似乎共同的人生规划，才能
让彼此精神共同成长。但实际
上，比形式更重要的是：夫妻双方
是否都能朝着“过上有意义感的
生活”去奋斗？

你可能会觉得“意义感”这个
词很虚，但实际上它与我们每天
的生活息息相关。心理学家提
出，生活的意义感主要由四个维
度构成。目的性：知道自己真正
想做的是什么、想过的生活是怎
样的；重要性：认为自己所做的事
情是有价值的；自我效能感：觉得
自己擅长做某件事，能感到成就
感；连贯性：现在所做对未来是有
益处的。

当一个人在这四个方面都能
找到答案时，Ta每天就能活得精
神抖擞，而不是得过且过。但是
夫妻双方，如果只有一方找到意
义感，两个人就会出现精神鸿沟。

我刚辞职在家带孩子时，最
痛苦的就是没有意义感。看到丈
夫忙了一天回家，收获满满的样
子，我就特别沮丧。为什么我每
天只能面对一地鸡毛？

当我处在这种状态时，我们
经常是无法交流的。好在我们及
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开始有计划
地来探索我生活的意义感。

老公很支持我，帮助我规划
每天要做的事，并尽量早下班分
担家务和带孩子，让我有一些个
人的时间，做做兼职，见见各种朋
友。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生
活的目的性得到确认，自我效能
感也提升了。

所以结婚后，如果想在生活

意义感上共同进步，或许可以从
这几个问题开始思考：什么是我
真正喜欢、擅长的事？我如何支
持伴侣找到 Ta 喜欢、擅长的事？
当下有什么事情是对我们共同的
未来更有益处的？我们如何一起
完成？

真正的成长，不是各自飞翔，
而是互相成就。当我们愿意开始
思考这些问题，也愿意支持伴侣
时，我们的婚姻就会朝着一个良
性的方向发展。

共同成长有两个基础

很多朋友可能会说：“这些在
我们家太难做到了。”

朋友小玲说，每次她想学点
新的技能，老公就会怼回去：“学
这些就是费钱，一点儿用没有。”

“你也不可能靠它养家，还不如去
上班赚钱。”

确实，共同成长的基础是互
相尊重。如果夫妻两个人不能在
各自的决定上互相尊重，那么就
很难互相成就。

有研究者调查了 181 对长期
伴侣，发现由收入带来的相对权
利并不能影响婚姻质量，而个人
的决定被尊重的感觉，才是影响
婚姻质量的关键。换言之，一个
人可能没什么才华、事业也很平
淡，但如果 Ta 能在婚姻中被尊
重，就能与伴侣共同成长。

相反，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在
婚姻里总是被打压，也会慢慢失
去光彩。而这样的婚姻基础本身
就是不牢固的。

另一个基础是互惠。实际
上，婚姻中的共同成长存在一个

“短板效应”。如果一方停滞不
前，必定会影响两个人的共同前
进。

但如果走得快的那方愿意等
等另一半，看到另一半的进步对
自己的益处，自然就能更好地一
起走下去。这个过程，就是一个

“互惠过程”。
伴侣愿意理解对方、关心对

方，甚至在一定范围内调整一部
分自我。于是，Ta的爱就会发展
成对方的生活动力。只有当两个
人都愿意互相扶持往前走，这样
的成长才有益于整个家庭。

（《中国妇女报》）

互相成就
维持亲密关系的最低成本

有人说，“失衡”是导致婚姻
出现问题的原因，夫妻成长不同

步，婚姻必定会岌岌可危。但真的是这样吗？
所谓婚姻中共同成长，难道一定要是事

业上的势均力敌吗？做了一年多全职太太
后，我发现，婚姻中共同成长的关键并不在
这些外在条件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