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特别是儿子，上大学后跟父
母的关系一下子变“疏远”，让很多父
母不适应。尤其是赶上节日，父母渴
望与孩子有情感交流，可是孩子却有
自己的安排，家长“求而不得”，于是产
生深深的孤独与失落。

既然是家长对现状感觉到“难
受”，那么解决方案就应从家长入手。
首先，建议家长不要贴标签。给孩子
贴上“白眼狼”之类的标签，只会让亲
子关系向更加疏离的方向发展。其
次，要意识到，孩子跟父母的距离是变
化的。在刚上大学这一阶段，很多孩
子有一种强烈的想独立的念头，于是
刻意跟父母拉开距离；过几年，随着心
智成熟、责任感增强，他们会跟父母走
得近一些。再次，父母要主动转移自
己的情感关注点。自从有了孩子，父
母尤其是母亲，往往把绝大部分注意
力都放在了孩子身上。随着孩子离家
上大学，母亲面临着自我调整，把关注
点转到自己的生活上。

换个角度想想，孩子的“疏离感”
恰恰说明他能够独当一面，反映出父
母对孩子的适应力等方面的培养是成
功的。至于父母心里千丝万缕的不
舍，该放手就放手吧！ （《今晚报》）

放手也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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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学家Thomas Habib认
为，如何对待伴侣的“退行”，是亲密
关系能否继续的关键。

经过多年的治疗实践，Habib 发
现，最有益于亲密关系的退行模式是
彼此交换做小孩。这是一种基于灵
活角色和相互尊重的某种形式的伙
伴关系。

这意味着你能够不贪恋婴儿般
依赖他人的愿望，不迷失在对方给予
的没有压力的、爱与信任的环境中。
允许自己退行的同时，也守住作为成
年爱人的身份和责任。

当你们都可以自由地、有意识地
表现出孩子气时，这种关系就达到了
Habib所认为的初恋。一切都可以表
达，无论是快乐、需要，还是伤害和发
脾气，只要它们在明确的范围内，并
有一个充满爱的、负责任的成人角色
的伴侣来照顾和见证。

尽情做一回小孩，是创伤修复的

开始。
心理咨询师张传利认为：“恋爱

与婚姻这样的亲密关系，经常是一个
人结构性问题的‘照妖镜’。结构性
的问题每个人都有，但程度会有所不
同，往往隐藏在人格结构的很深处。”

在心理咨询中，也常有来访者发
生“退行”。心理治疗师往往将治疗
性退行视为创伤修复的契机。

一篇研究曾刊登了两个案例：一
位是患有抑郁症的中年男性，从小被
父母暗示有病，并一再被警告要远离
自己思想的黑暗。另一位是年轻的
已婚女性，成长于一个对情感疏离，
禁止表达情绪的家庭。

随着治疗的深入，这两位来访者
都把曾经在父母身上体验到的深刻
感受带到了与治疗师的关系中，仿佛
治疗师就是父母的翻版。但治疗师
的言语、行为和态度，却传递着一种
无条件的接纳，能够容许Ta的退行，

并稳稳地和Ta的儿童自我状态待在
一起，不拒绝，也不会为了自己的情
绪而利用Ta。

来访者在治疗师的见证下，安全
地做回小孩，通过治疗获得了全新的
关系体验。其中一位来访者这样描
述自己的体验：有你陪我走过我的疯
狂，这让我感到安心和治愈，对我来
说非常重要。

外界总是苛求我们快速成为一
个脱离孩子气的人，一个凡事不麻烦
别人的人，一个没有脆弱的强者。所
以我们只好将内心的“小孩”关起来，
蛰居在我们的潜意识中，等着遇到一
个灵魂伴侣、亲密朋友、合适又专业
的心理咨询师时，再跳出来，大声说
出曾经未被满足的需求。

希望我们都能遇到一段治愈性
的关系。没有尽情做过小孩的人，是
没有办法成为大人的。

（《中国妇女报》）

好的亲密关系：彼此“轮流做小孩，互相做父母”

□邓育秦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
是年。”童年的记忆里，最难以忘怀的
还是那饥寒岁月里醇厚香甜的腊八
饭。对我而言，每年的腊八饭是必不
可少的，早先是吃母亲做的，后来是
吃婆母做的，现在则是自己做。

晋南一带过腊八节，家家户户都
吃煮有小米和各种豆类的面条，类似

“和子饭”，当地叫“腊八饭”。而万荣
的腊八饭，由八种豆类熬粥而成，豇
豆的红，绿豆的绿，小米和黄豆的黄，
把一锅饭染成酱红色，加上面条和豆
腐及白菜、胡萝卜、粉条、肉炖成的臊
子，可谓色香味俱佳。腊八饭有小米
的米香，豆类的豆香，白菜和香菜的
菜香，吃起来别有风味，是晋南人节
日情有独钟的美食。

母亲常说，“穷年不穷节”，到啥
节吃啥饭，没有稠的有稀的，没有好
的有赖的，腊八一到，一顿腊八饭还
是要吃的。于是，腊八前一天晚上，母
亲便忙着泡米泡豆子，切菜切豆腐，
取好粉条舀好面，然后才去睡觉。第
二天当我放学回家后，香喷喷的腊八
饭已经摆在餐桌上了，至于后面的制
作流程，在外求学的我却一概不知。

真正学会做腊八饭，还是出嫁后
跟着婆母学的。腊八前一天晚上，婆
母准备好所有的食材，第二天一大早
梳洗打扫完毕，就挂着蓝色咔叽布围
裙和好面，然后往锅里添足水，坐在
暗红色的板凳上往灶膛里添柴生火，
让我把淘好的豆子和米倒进水里，任
它们在锅里翻滚。随着风箱“嗵啪嗵
拉”的响声和锅里“咕嘟咕嘟”的冒泡
声，豆粒在黏稠的液体中透着亮光，
煞是好看。接着婆母开始擀面，不一
会儿，面团就变成薄薄的、圆圆的、大
锅盖似的面片了。再用擀面杖卷起
来，一层一层折叠好，“咔咔咔”手起
刀落，一根根如韭菜般柔细的面条，
便像流水一样从刀口下涌出来，好看
极了。婆母把切好的面条抖落到锅
里，盛出来，再浇上提前熬好的“腊八
臊子”，一碗色香味形俱佳的腊八饭
就上桌了。看一眼赏心悦目，闻一下
满口生津，吃起来别有风味，醇香可

口又让人回味。寂寥的冬日，一家人
围坐一堂，袅袅的热气里弥漫着甜丝
丝、香喷喷的味道，屋外的寒气早被
腊八饭的香味赶到九霄云外去了。

岁月是一把杀人刀，不经意间，
婆母已两鬓花白，硬朗的身板也被生
命的年轮压弯了，变得有些佝偻。那
年煤气中毒以后，婆母彻底变了样，
弯腰驼背，碎步移挪，不爱洗澡，和衣
而睡，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常常把被
子顶到头上当衣服穿，把里裤穿到外
裤外边，原来的干练利索荡然无存。

第一次给婆母洗澡的情形恍若
昨日。我说：“嬷，给你洗个澡吧。”婆
母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提高了嗓门
问道：“什么，给我洗澡？不用，不用，
我自己会洗。”

我说：“你站都站不稳还洗澡
呢？别推辞了，我给你洗。”她非常难
为情，被我扶到卫生间，坐在椅子上，
背对着我，双手护胸，我好说歹说，婆
母才松开双手。

望着婆母弯曲的脊梁，抚摸着婆
母松弛的皮肤，我潸然泪下，忽然觉
得婆母变得十分柔弱，她需要关怀，
需要依靠，需要照顾，需要呵护。婆母
从小丧父，公爹去世那年，她才四十
五岁，又没有女儿，有病的儿子尚且
需要我来照顾，哪有能力管她？母亲
在世时经常嘱咐我要善待婆母，我一
直牢记在心。此刻我深深感到肩上担
子的沉重，心想，无论生活如何艰辛，

都不能让婆母受委屈，一定要让她老
人家安享晚年。

我轻轻扒开洗发液泡沫下婆母
稀疏的白发，用不太熟练的手法，小
心地为她擦拭身子，没想到，她竟然
逐渐放松，后来还抬起双臂配合我，
让我轻轻地搓洗腋下。洗着洗着，我
突然分辨不出亲情的方向，仿佛眼前
衰老的婆母是我娇宠的婴儿，我的心
里弥漫着温柔的爱。到后来，再给婆
母洗澡洗发就顺理成章了。

我跟婆母同吃一锅饭，共睡一盘
炕，给她洗澡、洗衣服、拆洗被褥、剪
指甲，尽心尽力地照顾她。我们就像
一对相依为命的母女，谁也离不开
谁，不见我的影子，婆母就到处寻找，
不停地喊着我的名字；我看不见婆
母，心里也不踏实，生怕她有个闪失。
我在你心中，你在我心上，走进了彼
此的内心世界。

然而，这种温馨和谐的场面却中
止于五年前的腊月初八。那天与我相
依相伴了半个世纪，被我叫了五十年

“嬷”的九旬婆母，突然撒手人寰，悄
无声息地离开了她牵肠挂肚的儿孙，
离开了她心心念念的亲人。

从此，腊八节也成了婆母的忌
日，每年这一天，我都会学着婆母的
样子做腊八饭，不仅以这样的方式怀
念婆母，也让我的孩子们在今后的阳
光与风雨中，懂得珍惜、懂得满足、懂
得付出与感恩。

腊八节里思婆母
“我辛苦帮她带孩子，反而带出仇

来了！”65岁的谭女士最近一肚子怨气，
因为外孙女只和她亲，女儿“每天阴阳
怪气的”。因为祖孙关系好导致家庭出
现摩擦的情况，不少老人都遇到过。

针对隔代争宠现象，部分父母表
示，孩子只亲祖辈不亲自己，的确有点
难受，不过“也能理解”。也有部分家长
觉得，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老人的
带娃方式有问题。

“我工作忙，婆婆总对孩子说我
‘不顾家’，弄得孩子跟我一点都不
亲。”张女士说，虽然婆婆照顾孩子很
用心，但说话让人很不舒服。与张女士
不同，吴女士和老公常年在外工作，但
她和儿子的感情非常好，“这完全是我
婆婆教得好”“为让我和孩子没有距离
感，婆婆每天提醒孩子和我视频……”

专家表示，孩子亲祖辈的现象很
常见，作为父母没必要较真。孩子不亲
父母不代表不爱父母，而是祖辈陪伴
的时间更久，对他们的生活更了解，所
以，他们对祖辈的依恋性更强。这种现
象等到孩子15岁左右就会逐渐消失。

祖辈再疼孙辈也要掌握分寸，不
要觉得孩子是自己带大的就该和自己
最亲，尤其不要说“你爸妈不要你了”
之类的话。当父母长期不在孩子身边，
祖辈要告诉孩子，父母是最爱他的，帮
忙建立亲子依恋关系。父母也要体谅
老人带孩子的辛苦，同时创造条件增
加陪伴孩子的时间。 （《洛阳晚报》）

祖孙关系好 妈妈吃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