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 11 月，豆瓣出现了一个名为
“日常注重边界感”的小组，至今已迅
速聚集了八万多名成员。 小组简介对
于边界感的描述引用了《相处的艺术》

中：人与人之间，内心的自我界定。

在这里聚集着 “边界感” 焦虑人
群， 而且大多数是年轻人。 他们在这
里交流过年最不愿意回老家、 走亲戚
的原因； 倾诉平时面对那些令人恼火
的问题， 只想回怼“关你什么事”的烦
恼； 也有抱怨因为对方总在自己 “雷
点”上跳跃，而很难结交到朋友……当
下年轻人生活中关于 “边界感” 的烦
恼， 背后折射的是代际间的不同观念
和城乡间的不同文化。

最近， 刚拿到考研成绩的小王幸

运地进入了梦想的学校的复试， 她刚
刚告知父母这个消息， 就接到了好几
个远房亲戚的恭喜电话， 这令她尴尬
不已： 父母怎么可以不经她同意就把
她自己的事情和亲戚分享呢？ 更不用
说只是复试， 还没有被正式录取。

“小王的父母和大多数父母一
样， 对待子女缺乏边界感。” 上海大
学社会学院讲师陈伟表示， “他们内
心认为小王的成绩就是他们的成绩，

而且正如很多父母一样， 他们对成功
的标准比较单一， 孩子在学生时代比
绩点， 孩子进入社会比收入。”

陈伟表示， 对于小王这一代年轻
人来说， 成功的标准是多元的， 更是
取决于一个人如何定义自己的生活。

面临更激烈社会竞争压力的年轻一代，

很多人特别反感被父母拿来和 “别人家
孩子” 比较、 或是当作炫耀的资本。 不
停地被别人比较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这
时封锁自己的边界， 就不必被迫卷入竞
争。 “边界感” 有时其实是一种在代际
冲突中的自我保护。

成年子女对父母缺少“边界感”的行
为不愿意接受，那么对于未成年的孩子来
说， 有些父母总爱在朋友圈发孩子的丑
照，或在客人朋友面前谈论孩子的言行或
成绩，这也会引发孩子的不满和抗议。

“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他们很反感
自己‘黑历史’的曝光，这一代年轻人很
早就有了隐私和界限的概念。”同济大学
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刘翠莲

表示，生长于网络的 Z 世代对于传统的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父母在， 不远游”

等传统观念认同感并没有那么高。

“从农业文明转型的不仅仅有物质
层面的生产生活， 急剧变迁的社会规范
体现的是人们更深刻和广泛的精神层面
需求。 ”陈伟表示，在过去聚村而居的农
业文明时代， 所有人的生活发生在同一
个家族和村落， 每天密集的交往互动让
彼此间几乎是“透明人”，大家很自然地
知道对方的任何隐私， 不觉得需要关注
“边界感”。 “当下社会，分离的社会身份
让人们的交往从同质性变成了意识性，

在这种文化氛围中， 对别人的探究就会
产生警惕，这时就建立起了‘边界感’。 ”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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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储舒婷

亲子之间的爱
不是彼此消耗

《你好，李焕英》让我们重新审视母女关系

■朱睿臻 乔颖

其实， 早在 2016 年， 贾玲导演
的小品 《你好 ， 李焕英 》 就横空出
世， 打动了很多观众。 4 年后， 她把
这部 27 分钟的小品延伸成了 128 分
钟的电影。 采访中， 贾玲透露， 是想
通过拍电影， 来淡化自己曾经怀念母
亲的极端情绪 。 在影片的艺术处理
中， 贾玲极大程度还原了现实中母女
相处的场景 。 一次次直面自己的心
结， 当屏幕暗去， 贾玲也完成了与自
我内心的和解。

不过， 这部热门电影也让我们重
新审视母女关系， 尤其是母女相处之
间那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在剧中， 贾玲母亲嘴上说： “我
只要我的女儿健康快乐”， 可面对女
儿的调皮捣蛋， 还是说： “你啥时候
能让我长回脸 ？” 母亲发生车祸后 ，

玲儿在病床前哭着说： “我当你女儿
这么多年没让你高兴一回”。 母亲当
然是爱女儿的， 可 “望女成凤” 的思
想仍深深的刻在骨子里。 这个情节可
以说是彼此消耗型的中国式母女关系
的典型。 在现实生活中， 这样的例子
不占少数。

有人说， “望女成凤” 的烟花有
多灿烂， 女儿的一生就有多寂寥。 又
有人说， 当女儿的青春期遇到母亲的
“望女成凤” 情结时， 那实在是一个
“神采飞扬” 又 “兵荒马乱” 的阶段。

当然， 这些说法未免有些偏激。 但我
们依旧看到了在很多家庭， 父母会以
孩子的成绩、 工作、 收入、 地位等成
就而骄傲， 甚至作为自己的成就， 希
望孩子可以弥补自己以前的遗憾， 圆
了自己没能实现的梦 。 在他们的理
念里， 父母可以是普通的工薪阶层，

但培养的孩子必须是一个优秀的孩
子 。 这里涉及到的是 “亲子间的分
离个体化”。

孩子与父母的分离有着不同的阶
段， 生理上的分离从脐带剪断的一刻
开始， 物理 （距离） 上的分离从孩子
离家开始， 心理上的分离则需要有两
个独立的人格。 分离个体化不代表父
母与孩子之间没有了情感交流和联
结， 而是在有自己独立思想和空间的
前提下相互作用。 真正的爱是让孩子
做自己 ， “我爱你 ” 有时不代表拥
有， 也可能代表的是自由。

纪伯伦在诗中写道 ： “你的孩
子 ， 其实不是你们的孩子 ， 他们是
‘生命 ’ 对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 。

他们通过你来到这世界， 却并非因你
而来 ， 他们在你的身边 ， 却不属于
你。 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 却

不是你的想法，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
想。 你可以拼尽全力， 变得像他们一
样， 却不要让他们变得和你一样， 因
为生活不会后退， 也不在过去停留。”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 有种根深
蒂固的价值观： “我的孩子， 就是我
的孩子”。 以此为基础， 我们常常会
听到这种价值观念的种种变式： “我
自己的孩子 ， 我怎么教育别人管不
着”。 这首诗也许可以给予我们另外
一个角度来思考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
系， 诗中表达出孩子是独立的， 是与
父母平等的个体， 父母只能给孩子以
爱， 却不能代替他们思想、 灵魂的形
成。 这种养育观念是值得我们学习和
践行的， 在给予孩子足够的关爱和引
导的同时， 也要时刻提醒自己， 他们
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有着自己独立
的思想。

母亲对孩子的爱是世上最伟大的
爱， 每一个母亲都深深地爱着自己的
孩子 。 但是在爱的这片根基和土壤
上 ， 还充斥着更多具体和现实的东
西。 现代社会中的精英文化、 升学压
力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母亲的想法和
行为。 这种冲突和矛盾从某种程度上
来说， 具有我国传统文化特色， 我们
需要看清和接纳这一点， 不能因此否
认母亲对孩子最真挚的爱。

但是， 母亲也需要用更好的方式
来爱孩子， 而非 “以爱的名义来做伤
害孩子的事情”， 尤其在母女关系的
界限上。 要意识到母亲和孩子是两个
不同的个体， 有各自的人生和追求。

母亲不能把自己的期待， 未完成的人
生梦想 “强加” 给孩子， 让孩子替代
自己去完成 ， 孩子也有他自己的梦
想。 母亲的光荣由母亲去争取， 孩子
的荣耀由孩子去创造。 一旦母亲干涉
孩子过多， 孩子有可能无法真正做自
己， 内心在追求自我独立和身份认同
的同时， 却不得不受到良心的鞭策，

“我应该完成母亲的心愿， 我必须回
报母亲”。 产生压力、 内疚和愤怒的
复杂情绪 ， 严重阻碍了自我的健康
发展。

当我们每个人在学习高冷技术，

在模仿不煽情、 不失控、 不哭不闹不
出走的时候， 我们只不过是在把各种
场景刻录到磁盘里。 然后， 有一天，

我们在整理磁盘的时候， 发现了一部
“好剧” ———“在爱的名义下”。 剧中，

有这样一句话： 如果说爱孩子是每一
位母亲的本能， 那么学会如何爱孩子
则是每一位母亲的一生都应该不断学
习的功课。

（作者为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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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 ， 早在语言尚未发展的
婴幼儿时期 ， 每一个人就开始在家
庭养育中初步建立了 “边界感 ” 。

刘翠莲举例说 ， 当养育者距离太近
或介入过多时 ， 尽管婴儿不能说
话 ， 但他会通过打嗝 、 吐舌头 、 扭
动 、 哭闹等信号表达自己的不舒
服 。 然而 ， 有的家长往往接收不到
孩子的信号 ， 仍然拿玩具逗他 。 还
有的家长又距离太远 ， 看似在和孩

子说话却没有视线接触 ， 这样无
法 在 互 动 中 和 孩 子 建 立 连 接 ，

“边界感 ” 缺失的结果是孩子会感
到孤独 。

如何平衡亲子间的界限和亲密，

很多时候是贯穿一个人整个成长过程
的问题。

“一般来说 ， 孩子越小的时候
越需要保护 ， 随着年龄的增长 ， 家
长就要给他越来越大的空间 。 ” 刘

翠莲在心理咨询中碰到过不少因 “失
衡 ” 导致的亲子矛盾 ， 比较常见的是
侵入型和忽视型的家长 。 前者过度侵
入孩子的生活 ， 孩子在全家人围绕之
下 ， 一言一行都被重视和放大 ， 失去
了自己的空间 ， 无法自由地进行探索
或尝试 。

但是， 一味重视培养独立性却忽视
了孩子精神需求的所谓 “放养” 式教育
同样不利于成长。 比如那些父母不在身

边或工作忙碌、 被祖父母或保姆养大的
孩子， 往往在幼年时和父母关系疏离，

难以在遇到问题时形成良好的沟通 。

“在孩子遇到危险、 生病或困难的脆弱
时刻， 不管年纪多大都是需要父母在场
给予安抚、 支持和鼓励的。 在每个人生
的转折点， 亲子间的信任程度和关系质
量都在经受考验。 人的成长既需要空间
和自由 ， 也需要来自家庭的支持 、 鼓
励、 保护、 陪伴。” 她表示。

“在过度侵入式的关爱中长大，

有的人一方面反感过度干预的家长，

一方面又养成了坐享其成的惯性 。”

刘翠莲说。 有些孩子变成了对什么事
都无所谓， 没有青少年应该有的朝气
和活力， 甚至出现厌学、 沉迷游戏等
表现。 在和他人的交往中， 他们往往
也对别人的 “边界” 不敏感。 不过有
时也可能完全相反， 即变成特别在意
“边界感” 的人。

无论在家庭里还是日常的社会生
活中， 人们确实需要一些 “边界感”，

但令人担忧的是， 幼年没有建立起很
好的 “边界感”， 往往使得一些年轻
人因为害怕被触及 “底线” 而因噎废
食地选择封闭自己 ， 并进而倍感孤
独。 发达的网络满足了 “宅时代” 青
年人的娱乐、 交友等需求， 他们不愿
意在 “无效社交” 上浪费时间， 不少
人觉得在现实里认识新朋友、 谈恋爱
等维系亲密关系 “很麻烦”。 “人是
社会型的动物， 既拥有丰富的虚拟世
界、 内在世界， 同时在线下的人际交
往中也能得到支持， 这是比较理想的
状态。” 刘翠莲表示， 人在真实世界
中感知环境、 活动身体是必要的社会
活动。

去年， 陈伟在对都市青年进行社
会调查时发现， 很多人反而更愿意向
陌生人倾诉自己的心声， 因为平时缺
少可以交流的朋友。 “年轻人在注重
隐私、 自主性的同时， 没有必要过分
强调 ‘边界感’ 以至于使之成为阻碍
正常社交的篱笆。 更何况， 只有在和
不同人群的交往中， 才能更清晰地认

识到自己与他人的边界。” 他说。

正如年轻人总是很反感亲友打听
收入、 婚恋情况等隐私， 但之所以发
生这样的情况， 是因为很多时候， 大
家彼此不够熟悉， 想要表达关心却找
不到更深入的话题和入口。 “出于不
同的生活习惯， 处于不同的规范， 如
果彼此认知不同， 学会拒绝很重要。”

陈伟认为 ， “其实对方通常没有恶

意 ， 只是彼此对 ‘边界感 ’ 的认知不
同 。 这时 ， 学一点应运而生的 ‘糊弄
学’ ‘推辞学’ 也无伤大雅。” 陈伟建
议。 比如告诉对方 “等有了好消息一定
告诉你。”

陈伟鼓励年轻人走出去多进行一些
面对面的交流， 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寻找
懂得彼此的朋友， 而非完全介入别人的
生活。 参加遍布线下的读书会、 远足俱

乐部、 手工社团、 公益活动等等就是不
错的选择。

拥有共同的爱好是交到新朋友的常
见方式。 当然， 喜爱户外运动、 读书、

美食、 旅游的人可能属于不同的群体，

所以并非每次总是要和同一个朋友在一
起， 可以根据不同的社会角色选择和不
同的人交往， 只要大部分时候彼此互相
尊重就让人觉得舒服。

到 3月 16 日，电影《你好，李焕英》的票房已经
突破 52亿，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票房第二高的电影。这
部电影堪称“催泪弹”。女儿穿越回过去想改变母亲的
命运，最终却发现是母亲和女儿都穿越回来相互拯救，
戳中了大众的泪点，但是也让人重新审视亲子关系，
尤其是母女关系———

走出“边界感”焦虑，拥抱真实世界

边界意识从婴幼儿时期形成，养育者要平衡好亲子间的界限和亲密

不必因噎废食地封闭自己，面对面的交流没那么令人恐惧

周末回家的大学生吐槽， 父母未经同意就在早上七点敲开

自己的房间， 拉开窗帘唤醒他吃早餐； 过年回家的年轻人抱

怨， 亲戚、 邻居等借聚会对自己的收入、 情感 、 体重等进行

全方位 “关心” 和 “刺探”； 还有更多普通人平日里的不满，

剪头发时被理发师喋喋不休地推销办卡、 坐地铁时总有 “不

知好歹” 的人 “独占” 一根扶杆， 和同事吃饭， 没完没了地

被迫听对方的家庭矛盾……日常生活， 几乎每个人都在人际

交往中遇到过这类令人不那么愉快的经历， 这些场景谈不上

冒犯但却让人感到自己被 “入侵”， 更令人生气的是对方却不

以为然。 尤其是亲子之间， 被模糊的 “边界感”， 甚至带来成

年人对孩子的 “伤害”。

有形或无形的 “边界感”， 是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被

触碰的 “雷区”。 在如今的 90 后、 00 后中， 为了应付社交中

他人在自己的个人 “边界” 反复试探， 还诞生出了 “糊弄学”

“推辞学” 等等社交技巧。

“边界感” 被冒犯带来的人际交往中的不快为何日益广

泛， 甚至有人因此而焦虑不堪， 觉得自己的社交恐惧也来源

于此？ 有社会学专家认为， “边界感” 来自人们对独立自主

的追求和对隐私的保护。 还有心理学专家指出， “懂得人和

人之间的界限 ， 首先要理解别人的需求并做出相应的反应 。

而家庭养育正是形成和建立 ‘边界感’ 的第一步， 适度的界

限对于亲子关系来说尤为重要。”

年轻人的“边界感”焦虑，使得“糊弄学”“推辞学”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