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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爸爸向你道歉

闫卫利

《洛阳晚报》
记者、国家二级
心理咨询师、国
家二级婚姻家庭
咨询师，主持《情
聊》版的采编工

作已有九个年头，见多识广，经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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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父母
怀着期待，把满腔的爱都给了孩子，但因
为方法不对，导致亲子关系疏离，彼此视
同陌路。

著名心理学家维吉尼亚·萨提亚认为，
人在自我、他人、情景的生存模型中发展出
几种沟通方式，分为指责型、讨好型、超理智
型、打岔型和表里一致型。

文中的旺，对儿子用的方式是指责型
和超理智型。他被惯性思维操控着，对儿
子的优点视而不见，单单拿着放大镜捕捉
缺点，一旦发现，就不断打压、指责，让孩子
立马改正。

指责型的人总觉得自己占理，对方若没
有按照他的想法行事，他就会愤怒地指责对
方，不考虑对方的感受，这样做只会破坏两
人的关系，让自己的期待落空。旺和他儿子
的关系现状就说明了这一点。

为了释放自己的焦虑，旺滔滔不绝地给
儿子讲道理。他讲的道理都无懈可击，但儿
子听得很压抑，他达不到目的，亲子关系还
搞得很紧张，最终很受挫。

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因为道理和逻
辑都是超理智的，而亲子关系需要用情感
来滋养。

所以，旺讲道理越多，亲子关系越紧张。
人是需要自省的，好在旺意识到自身的

问题，迈出了修复亲子关系的第一步。
如何修复？暖风医病草，一个人不管内

心有多少创伤，爱都是治愈这些创伤的良
药。无论多么正确的道理，在爱面前都显得
苍白无力。

第一，反思自己。面对自己的不足，觉
察自己言行的不当之处，并及时修正。

第二，针对爱指责的特点，时时自省，理
解他人的感受和渴望，尝试着收起指责，发
现他人的闪光点并赞美他。指责的言语要
脱口而出那一刻，按下暂停键，给自己一个
缓冲的时间，把要说的话先说给自己听，确
定没有杀伤力，再说出来。练习最初，如果
实在难受，很想表达出来，就找一个无人的
地方发泄吧。

第三，针对超理智、爱说教的特点，要尝
试着把情感的成分添加进去，多一些情感流
露。比如，儿子没来看自己，不要跟他讲孝
道，要多谈自己的感受：“儿子，爸爸心里很
难过，我很想你，很希望你能来看看我……”
感情流露多了，可让亲情回暖。

晚报公益心理咨询师

我爱看书，退休后，有了更多时间读书，从书中
学到了很多知识。我逐渐明白，要从儿子的角度看
问题。他有问题，批评点到为止，要多理解他、肯定
他，他才会有自信，才会进步，我们的亲子关系才能
和谐。

可是在儿子的成长过程中，我几乎没夸赞过他。
我甚至都不会对他笑，给他的全是指责和否定。

不仅是儿子，还有妻子，我也很少夸赞。
妻子勤劳能干，在我事业处于低谷时，她一个人

撑起了整个家。她很会做饭，把家收拾得井井有条，
但我很少夸她，总觉得跟家人不必说那些客套话。

妻子对我的怨气越来越多，以至于影响了我俩的
感情，虽然我俩都是善良、正直的人，但处不到一起，
索性分居，她跟儿子一起生活，我一个人生活。

现在回想我和妻子、儿子相处的那些年，我以为
凭着对家人的一腔爱，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其实
我错了，但没有人告诉我，我不能及时调整自己，导
致今天孤独无依的结局。如果当时有“家长培训
班”，能让我学习一些沟通技巧和方法，学会鼓励欣
赏他们，相信我的家也不会变成这样，我也不会落到
如此地步。

如果有更多的人意识到，为人父母是需要学习
的，我这样的悲剧也许可以避免。

我在信的结尾告诉儿子：“一切责任在我，解铃还
须系铃人，我必须面对这一切，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如果我们一家人还能在一起，我一定努力改变自己，
学会欣赏你和你妈妈。在此，爸爸诚恳向你道个歉。”

接下来，我还要给妻子写封信，告诉她，她在我心
目中有多优秀！

我总觉得，我懂的道理多，说的话都是正确的，儿
子要是不听，就是忤逆。

儿子是学习委员，有一次，老师委托他检查同学
的作业，他因此回家晚了10多分钟。我在家做好午
饭，左等右等不见人，很生气。儿子一进家门，我就劈
头盖脸地训斥他，尽管他辩驳了，我也明白他的理由
很充分，但我还是觉得他不应该晚回家。

我滔滔不绝地跟他讲道理：“你不按时回家就是
不对，既然你答应按时回家，就要做到，做不到就是
食言，你将来走到社会上，如果不守信用，就会寸步
难行……”

不知不觉中，我给他上了一个多小时的“思想政
治课”，他一直低着头，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不吭声。

后来，他抬起头用乞求的眼神看着我，弱弱地说：
“爸，我要赶紧去学校了，只剩10多分钟就上课了。”

我心里一紧，一看表，居然两点多了。儿子饭也
没吃，就去上学了。

我怔怔地站在原地，有些恍惚，问自己：“我说了
很长时间吗？怎么可能？我不过教育孩子几句，怎么
就到快上课的时间了？”

儿子到了青春期，总是绕着我走，我回家，他要么
躲进屋里，要么出去。我跟他讲道理，他要么跟没听
见一样，要么愤愤地瞪着我，甚至冲我发火。我们父
子俩很少坐在一起说贴心话。

那几天，我辗转不眠，儿子从小到大的点点
滴滴，浮现在我眼前。我越想越愧疚，越觉得对
不起儿子。

儿子小的时候，妻子工作忙，我有比较多的
时间照顾他。我没能圆大学梦，所以对儿子的
学习抓得比较紧，要求也比较严，希望他能出人
头地。

儿子上小学时，放学走出校园看到我，兴冲
冲地跑向我。我的目光却放在他含胸驼背的走
路姿势上，心里不快，开口第一句话就是：“走路
要注意姿势，男孩子要有阳刚之气，要昂首挺胸、
步履稳健，你这样子像啥？”回家的路上，我不断
纠正儿子的走路姿势，“挺胸！”“头抬起来！”“脖
子不要歪！”

多年以后，我回想起那一幕，才意识到，其实
儿子并不是真的含胸驼背，只是背上的书包很
重，不得不保持那样的姿势。而我说了他一路，
原本儿子脸上洋溢着笑，渐渐地，他从窘迫到面
无表情，再到沮丧、掉眼泪。

儿子学习一直很好，我觉得那是他分内的
事，从来没表扬过他，但他只要出一点小问题，我
就会揪住不放。

“亲爱的儿子辉（化名）：
咱家发生了一件大事。从表面上看，你在那

边上班忙忙碌碌，我在这边享受轻松的退休生
活，一切如常，可实际上，不知从何时起，我把儿
子弄丢了，同时使你失去了父亲。咱爷俩儿从心
理上拉开了距离，之间好像隔着一座山……”

“我非常后悔，当时我对你的教育太专制，对
亲子关系的处理几乎处于无知状态，我情商不
高，又没有参加过‘家长培训班’，今天的结果，似
乎是不可避免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我终于鼓足勇
气，给儿子写了一封长达六页的道歉信，准备这
两天给他送过去。

其实，我早就想写这封道歉信了，尤其是在
读了很多书，明白了许多道理后，我对儿子的愧
疚越来越深，但我一直没有勇气迈出这一步。

端午节那天，我去看望母亲。母亲说，辉头
天来过了，给她送了粽子，还买了一些营养品。
她夸赞辉孝顺，我心里却五味杂陈——儿子对他
奶奶孝顺，我很欣慰，但我和母亲的住处相距不
过几百米，儿子来看望他奶奶，却不看我，连个电
话也没打，这样的情形发生过很多次。

我给儿子打电话，问他为什么不来我这里，
他只冷冷地说了三个字：“不想去。”

我邀请儿子跟我一起出去走走，聊聊天。儿
子说：“我不想跟你一起出去，你只会批评我。”

旺满头白发，眼窝深陷，眼睛很有神，
神情严肃，思维严谨。旺和老伴儿长期分
居，儿子也很少跟他来往，他饱受孤独的
折磨。

讲起道理滔滔不绝

后悔没有多肯定他们

对儿子张口就指责

给儿子写了封道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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