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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今年的情人节没和

他在一起$ 元宵节又不知该和他过吗% 其实我也知

道&按照道理&应该和我家人过&团团圆圆$但我现在

心里装着一个人&他已经邀请我和他一起过了$我很

犹豫$ 老公是个好人&只是结婚这么几年&两个人之

间早就没有了浪漫和激情$ 我现在心里的他其实只

是偶遇&但他非常让我着迷&我觉得有些莫名其妙地

着迷&在别人眼里&他比我大很多&秃顶&大肚&完全

没有任何理由迷上他$

我后来想了想&我觉得和他在一起很安心&就像

和爸爸在一起&只是我小时候爸爸很严厉&我根本不

敢靠近$现在和他在一起时我自己觉得有些荒唐&怎

么会和一个比自己大许多的人有婚外恋% 他一直希

望我们的关系进一步发展&但我有些犹豫&我还看不

清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只是知道&我被卷进去了&每

天都会发短信'打电话&希望听到他的声音'看到他&

但同时也在自责和犹豫$我已经查过了&今年的元宵

节是我值班&所以我可以借口加班然后和他会面&反

正老公本来也不在意过这些节日$可是&我心里还是

有些忐忑&我这是怎么了%

$!谢谢你的来信和倾诉。我想问你：你爱的
真的是那个人，还只是在弥补小时候缺失的父爱？换
句话说，你爱的只是和自己心目当中那个和父亲形
象重叠的人？

爱情本身是可以跨越年龄的。但你现在有这么
多的犹豫、莫名其妙和荒唐感，可能不是爱情那么简
单。因你谈得非常简单，我没有更多信息，无法做更
深入分析，但有一点很确定：人们内在的问题会外化
在与他人的关系之中。
如果你在信中分析的情形是真的，那么你现在

迷恋的那个对象是与你本人心中的父亲形象有关，
而和他本人是谁无关。你需要做的，是先处理好自己
与父亲的关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处理好内在与父
亲的关系。这不一定是现实中的你与父亲的关系，而
是在你内心当中的父女关系。按精神分析的观点，其
实是要回到你童年与父亲的关系中，重新审视，塑造
新的联结。这一点在理论上说起来容易，但操作起来
需要非常精细，我们的潜意识并不是懂了理论就会
改变的，更何况有些方面你现在并没有意识到，你可
能需要借助心理咨询专业的帮助。
从你的来信来看，你之所以会在这个时间点上遭

遇这种困境，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你的婚姻处
于平淡期，而你渴望新鲜的体验；二是你目前正在思
考作为成人的你与父亲的关系。你需要了解，作为成
人，更应该把目光向内看，而不是目光向外看，指望环
境和他人来满足你内在的那些欲望和需求。如果你的
内心本身有一个无底洞，那不论别人付出多少爱给你，
你都不会有满足感。如果你不去关注内在那个无底洞，
你会很辛苦，即使这次灭了自己的婚外恋，下次不知又
会在什么时间、地点和情境里上演相似的脚本。
其实在中文翻译中，“情人节”与其本来含义有

语义上的误解，在西方“情人”的本意是指真心相爱
的人，包括婚姻中相爱的人，而在中文里，“情人”有
时指婚姻之外的男女关系。至于元宵节跟家人过应
该是情理之中的事。
祝你幸福！

男左女右
谈谈情 说说爱

把爱唤醒

严文华!心理学学者" 行走在心理学与生
活之间" 欢迎您把自己的问题和困惑发至#

!"#$%&'()*+,+-,./0123

"那些有代表性的
问题将在本专栏回复"

! ! ! !女怕嫁错郎，男怕娶错
妻。明明是一句古话，却在如
今格外适用。社会的发展似
乎并没能加固人们对婚姻的
信任感，反而亦步亦趋，甚至
让“恐婚”成了一种流行。那
么婚姻中我们到底害怕的是
什么呢？日前，百合网《#$%#
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
及子报告《北上广深的婚恋
故事》在京发布，一系列的调
查结果让人惊讶。报告显示，
“没有房子”和“没钱养家”以
及“付不起结婚费用”成为了
男性恐婚的主因，而女性则
更担心伴侣的情感背叛。我
们可以不去计较生物进化和
社会发展带来的性别差异，
但却需要讨论如何重塑婚姻
幸福感。

另一个有趣的报告结果
是，五成的单身男女在现实
生活中有异性知己。男性与
红颜知己分享感情，女性与
蓝颜知己分享工作。不愿结
婚，却又期待异性分享，这听
来有些微妙。显然，我们对情
感，对婚姻的心理需求从未
消退，让我们退缩的只是现
实的种种无奈。读懂 !"的
心似乎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
练习的两性功课。
理解他对现实的担心，给他更好的支

持与鼓励，让对方更有动力创造属于彼此
的婚姻财富；同时，感受她的担忧，给予更
多的体贴和关注，让她对你们的感情更有
信心，从而安全感十足。在两性情感中，我
们要做的不仅是锻炼自己内心的强大，还
应该责无旁贷地给予对方更多支撑。只有
当物质能量和内心能量都充足的时候，我
们才能冲破“恐婚”的围城。

! !过年是件开心事

儿&一大家子聚在一起吃年

夜饭&包饺子&别提多喜庆$可这

样的开心随着年龄增长却一点点

地消失了&特别是成家后$ 夫妻两个

大多是独生子女& 又没有三头六臂&

于是(回谁家)就成了件伤脑筋的事

儿$ 乘元宵节还未到&春节没团圆

的&这元宵一定要赶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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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老公已经结婚三年了，每年快过年的时
候，都要因为去谁家过春节而讨论一番，有时还闹
得不开心。

老公家在崇明，公公婆婆都是很传统的人，就
是那种养儿防老的心态，觉得女的嫁人了就该顺着
男的，加上我老公又是家中独子，所以每年过年都
希望我们能去崇明过年。但我父母也就我一个女
儿，平时店里忙，我很少能回家看看，难得过年给自
己放个假，也想回去好好陪陪他们，这一下子就两
难了。前面的三年，我们基本是一年去他家，一年去
我家，但今年老公说年后马上要出差，再回来可能
就要到 &月份了，所以希望我可以迁就一下这次去
崇明过年。但我们去年就是在崇明过的，今年本来
已经说好去我爸妈家，我都准备好了，老人家也都
盼着呢，如果临时变化，真不知道老人会怎么想。
以前觉得过年挺好，现在真是想想就烦，都说

夫妻相处在于经营，可我们连过年回家这么小的

事都会闹个矛盾，那天老公又催我说：“你赶紧跟
你爸妈说呀，我爸妈还等着呢。”我一听就生气了，
说：“就你爸妈重要啊，我爸妈还等着呢。”结果就
相互埋怨了几句，不欢而散了。今天他下班回来说：
“要不把你爸妈接到崇明，咱一起过年吧。”我想想
也好，毕竟他也是好心想过了，可是以后父母年纪
大了怎么办呢？总不能每次都让他们来回跑吧。

我 %'('年出生，父母算是中国比较早的一批
响应国家计划生育号召的。我跟太太结婚 (年，现
在儿子 )岁半了。其实交往的时候，甚至一直到有
孩子之前我们根本就没因为过年去谁家这事费过
心，因为她家不在上海，家里还有个姐姐，一直是
在父母跟前的，所以基本上每年过年都是在我爸
妈家过，平时休年假的时候再去她家看看，反正丈
母娘他们知道女儿跟我在一起也很放心，所以每
年春节都过得还挺顺利。
不过有了孩子这几年就稍微麻烦些，老人就

算不想见我们也想见孙子啊，毕竟是老想法嘛，觉
得春节应该一家团聚，小孩子满屋跑才有意思。我
们这辈人小时候都感受过过年的气氛，跟着哥哥
姐姐弟弟妹妹放鞭炮，抢着吃汤圆，现在的孩子就
没这福气了，一家就一个，以前是小孩儿围着大人
转，现在是大人围着孩子转。其实我也挺理解我老
婆的，毕竟她也常年不在父母身边，难得过年，父
母想见见也正常。还好我老婆比较体谅我，有时即
便不情愿也都最后听我安排，所以整体上没太因
为这个吵过，不过我也总希望可以有两全的方法。

｛泠汐话问答｝
(过年回家)听起来是个高兴的话题&但看起来

也有让人烦恼的时候$ 现在许多人平时忙着自己

的小家&容易忽略对双方父母的关心&于是将(过

年回家)当成了表达孝心的(救命稻草)&自然矛盾

就难以避免$其实跟身体的陪伴相比&老人们更在

乎的是心理的陪伴和关心$

不光春节&平时也可以多给家打打电话&听父母

发发牢骚*有时间回去看看&带点小礼物*记住父母的

生日&提前准备++特别是对另一半的父母&有时要

花比自己父母更多的心思$老人们感受到了你们的诚

意&去谁家过年也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 还有一点很

重要&永远记住&没有(你爸你妈)&只有(咱爸咱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