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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儿子去打疫苗，远远便听到哭
声一片。儿子早已见惯了这种场面，
打针的时候，只哼哼了几下，便不再出
声。我抱着他在观察室里休息，里面
的大多数小朋友都已经安静下来。

这时候，一位奶奶抱着刚打完针
的孙子走了进来。与其说是抱着，不
如说是拖拽着更为准确。孩子哭闹得
太厉害，并且一个劲地扭着想要挣脱，
奶奶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将他勉强抱
了过来。孩子哭得撕心裂肺，奶奶刚
坐上凳子，孩子便从她手中滑落，一屁
股坐在了地上。老人起身，想要将他
拉起来，但孩子撑开双腿，在地上蹬来
蹬去，就是不配合，哭声也没有一点缓
和的意思。

老人变得有点急躁，朝孙子嚷嚷
着：“不就是打个针吗？又不疼，哭得
这么凶干什么？你看看人家小朋友，
哪个像你一样。你怎么这么爱哭？”可
是，这些话并没有让孩子停止哭泣，相
反，他哭得更厉害了，小身体都一抖一
抖地抽动着。

“你看看，人家这个比你还小的弟
弟都没哭，你羞不羞呀！”奶奶不理会
孙子的抗议，指了指我儿子继续说
道。我不知该如何回应，只好附和着
说上一句：“他也哭过，刚好呢！”

就在那位奶奶束手无策的时候，
一个小女孩过来了。她在小男孩身边
蹲了下来，然后撸起袖子，露出刚打过
针的胳膊。

“你看，谁说打针不疼了，这儿还
有个针眼呢，打针可疼了，对不对？”女
孩指着针眼让小男孩看。小男孩呆了
几秒后，从地上站了起来。他看着小
女孩的胳膊，又拍了拍自己的胳膊，嘴
里含糊不清地吐出一个字：“疼……”

“对，打针本来就有点疼，但这点
疼也不会让我们死掉啦！”

说着，他们已经互相拍起了对方
的胳膊，小男孩很快破涕为笑。

眼前的场景让我陷入了沉思。大
人们早已经历过比打针痛苦十倍百倍
的事情，区区一个小小的针眼，自然触
发不了多大的痛觉。但对于孩子来
说，他们还没有太多的疼痛记忆，自然
会陷入一个针眼的疼痛，哭泣不止。

孩子对疼痛和恐惧有着最原始的
知觉，我们不应该用大人“阅尽千帆”
的经历去否定孩子“初见云开”的感
觉，而应该像一个孩子一样去接纳孩
子，像一个孩子一样去陪伴孩子。

你早已不是替代品(六)

◎丁兆梅

萱妈有两个孩子：哥哥轩轩和
妹妹萱萱，轩轩幼时疑似自闭，长大
一些后竟然完全正常了；但妹妹却
出了问题，频繁地闹情绪。

厌学、蛮横、完全不讲道理，这
是萱萱的行为表现。无助、沮丧、充
满死亡焦虑，这才是萱萱的真实状
况。至于萱妈所说的“不好好阅读
写作”“不好好拉琴”“对哥哥像仇人
一样”都只是她面对死亡焦虑时的
本能和应激反应。基础不牢，地动
山摇。当一个孩子极度缺乏安全
感，当她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替代品
且已经失去了工具价值的时候，变
得优秀的信念就没有了支撑。失去
了内驱力的孩子怎么可能愿意去精
进技艺并走什么国际路线呢？出国
对她而言才不是什么好事，那意味
着长久而遥远的分离，意味着不安
全感进一步加深，意味着这个家庭
变得更加遥不可及。对萱萱而言，
尽管她没有办法明确无误地表达出
以上感受，但潜意识里这些信念会
一直存在并不断左右她的言行，所
以她才会胡搅蛮缠，才会不择手段
地跟家里人尤其是萱妈“作”，她就
是要让大家看见自己的感受，感知
自己的存在。

造成母女俩共生绞杀的原因终
于找到了。咨询师指导萱妈如何陪
伴萱萱走过这段时期：不用急着复
学，事实上也做不到；不用总是解
释，越解释越糟糕，现阶段萱萱最不
愿意看见那个特别自我、觉得一切
尽在掌控的妈妈；家人们要像容器
一样稳稳地接住孩子，让她看见大
家的爱，用诚意耐心地重新养育萱
萱一遍。这肯定很难，但值得去
做。从更高维度去看见孩子、抱持
孩子、宽容孩子、帮助孩子，直到成
全孩子，是大人们没有选择的选择。

从“是什么”到终于搞清楚“为

什么”，萱妈前后用了近一年的时
间，理智上才知道怎么做是最优选
择。最重要的是两件事：让萱萱真
正认同“自己如今早就不是替代
品”，以及学会放手、让萱萱练习“对
自己的未来负责”。这两样都不会
那么容易，也许还要用一年甚至更
长时间来达成。

其中显然萱妈要做的更多。首
先是接受因果，认清形势。萱萱的
状况似乎有些糟糕，但这一切不只
是孩子造成的，而是整个家庭的原
因，只是症状出现在孩子身上。至
于萱萱什么时候能够去上学、能够
如其他小孩一样融入集体，倒不用
过于焦虑。亲子关系修复了，萱萱
有安全感和力量感了，回归正常学
习生活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其次是允许，允许萱萱尽情表
达和宣泄，让她的能量流动起来，将
那些堵在潜意识里的暗黑能量疏导
出来。这个时间萱妈需要放低自
我、保持冷静和沉默，不指导、不抱
怨、不批评、不教育，不讲什么大道
理、不谈学业和未来。无论萱萱说
什么，那都是她最想表达的真实想
法；大人只需静静陪着，让她哭，让
她说，多多感受她的无助和恐惧，用
心体谅她的悲伤和愤怒……这样反
复多次的过程如同排毒，帮助萱萱
一次次缓解死亡焦虑，直到她慢慢
回归现实世界，逐步恢复正常感知。

当然，好了之后，也不要她一喊
难受大人就紧张，允许她有自己的
感受力，允许萱萱体验喜怒哀乐、爱
恶惧等正常情绪，不用老逗她开心
或试图转移她的注意力，而是让她
在生活中练习对自己的情绪负责。

再次是将各种信念具体化后进
行矫正。萱萱的核心信念就是潜意
识里始终认为自己是个替代品，妈
妈和家人不爱她。具体到生活中，

任何一点极其微小的事情都能让她
歇斯底里，这种时候解释是徒劳
的。以后再遇到类似情况，不妨直
接采用问话技术：你希望妈妈怎么
爱你呢？如果不要妈妈帮你，那么
你愿意爸爸为你做什么？或者你觉
得哥哥能为萱萱做些什么呢？温柔
而坚定地把问题抛给萱萱，让她感
受爱的流动、让她练习换位思考、让
她尝试解决问题、让她在具体行动
中体验和表达爱。家人放下身段，
多请教孩子、多给她选择，彼此交换
角色，尽量少当孩子的老师，多多让
这孩子成为家里其他人的老师，可
能效果完全不一样。

最后是继续坚定而温柔地陪伴
萱萱。这点其实一家人之前已经做
得很好了。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总会出现各
种问题，有四分之三的问题到下一
个周期会自动修复。例如轩轩当年
让一家人完全陷入绝望，后来不也
一点一点变好了吗？事实上，萱萱
的感知能力非常强，只是解析能力
还没跟上，随着身心的继续发育，她
终究会清楚家人对她的爱，明白自
己早就不是替代品，替代不了别人，
也没法被人替代。当下最紧要的，
依旧是家人尤其是萱妈的信任和陪
伴。萱妈的示弱和道歉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缓解萱萱的愤怒，但不宜滥
用，该拒绝的无理要求要及时拒绝；
萱妈也需要向萱萱适当表达自己的
感受，例如有委屈，也会感到难受和
无助等。

相信孩子的内在成长力，十二
到十四岁本就是人格转折期，不稳
定中存在着各种可能性。家长给予
孩子智慧真诚和无条件的陪伴，孩
子解开心结并回到正轨，就只是时
间问题。（本栏目由江苏省海安高级
中学供稿）

◎李冰

带孩子更需
同理心

◎王保利

你的眼睛真好看

——一个心理咨询师听到的故事

斜睨着明晃晃的尖尖针头，那
个小姑娘有节奏地嘤嘤起来。不用
说，她惧怕扎针。

“你的眼睛真好看……是不是，
阿姨扎得一点都不疼。”打针的护士

一句夸赞的话，让小姑娘开心起来，
恐惧仿佛也消融在甜甜的夸奖中。

我们小时候没有享受过这样的
待遇。刚上小学时，因伤风感冒到
医院打针，我自然也惧怕那针头，哭

着、躲着。打针的胖阿姨责怪道：
“谁跟你一样？胆小鬼！”至今，那蔑
视的目光还能闪现在眼前。

难怪有教育家特别强调：认可
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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