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家庭心理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家庭心理学>>

13位ISBN编号：9787509104972

10位ISBN编号：7509104971

出版时间：2006-9

出版时间：第1版 (2006年9月1日)

作者：林昆辉

页数：20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家庭心理学>>

内容概要

　　本书围绕着家庭各成员之间的关系，从心理学视角阐述了爱情、婚姻、培养和教育子女、孝敬和
赡养老人等一系列家庭问题，以浅显易懂的心理学理论分析了家庭角色的微妙关系，列举了大量丰富
、生动的生活范例，是一本可以帮你了解自己及家人，钟爱自己及家人，解决家庭各种矛盾的心理学
参考书；适于心理医师及涉及家庭、婚姻、爱情等问题的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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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两性家庭观的调适男女两性源于生物的差异与文化的控制，发展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涯历程。
家庭，偏又把两个不同的生涯历程，融合或组合或并列在一起生活，甚至要求或期待成为一体。
很明显的，进入婚姻制度内的男女两性，各有各不同的家庭观。
夫妻对于男女两性家庭观的认知，决定了互相了解、原谅与宽容的空间。
用自己的家庭观，去怀疑或否决对方的言行，或者自怨自尤于自我认知与行为之间的挫败，都是当代
家庭常见的通病。
第一节　两性家庭观的差异每个女人对自己的原生家庭，自有其优劣好恶的评价，对于自己婚后自组
的家庭，更有一番深切的期待。
女人必须很清楚，她要的到底是什么？
男人呢？
男人结婚前和结婚后，要的是一样的吗？
一、女人生涯发展的终点--家庭在中国台湾文化中，女人一生所有的成就与荣耀，都归结于家庭。
家庭主妇如此，职业妇女也是如此。
照顾我的家庭，变成女人的天职。
幸福美满的家庭，变成女人一生努力的终极目标。
　　对女人而言，家就是我的家，家是我的。
我的家包括：我、我的孩子、我的老公、我的宠物、我的房子、我的车子、我的⋯⋯（图4-1）。
结婚之后，女人把她的世界，从原生家庭、职场、情人身上，移至自己的家庭。
并以自己的家庭为中心，把日常生活需要走动的地方串联起来，以骑摩托车可到，或公交车、出租车
可到为疆界，画出一个1～3公里的生活圈。
这个生活圈就是她的世界，超过这个疆界的，要老公载才去，或用电话联络就好（汽车是女人的翅膀
，有车的女人，她的世界将无限宽广）。
她还进一步把目光的焦点全部投射在老公身上，尤其在新婚未生子女的阶段。
守着我的家，守住我的老公，变成她生活的全部。
　　八爪鱼般服服帖帖的生活照顾，初期真让老公享尽艳福，日子一久，老公发现身陷罗网时，便奋
力挣脱而去。
于是天罗地网就开始撒向子女，然后紧紧密密地收网，终其一生为子女而活，为这个家而活。
女人，老是忘了我，忘了为我而活，而活在我的世界里，尤其是我的家与我的子女的世界里。
乍看之下，多么伟大动人的情操，多么圣洁感人的母爱啊！
可是，仔细一想，她不为自己而活，不用自己的生命向自己负责，却去要求子女的生命，用子女一生
的成败来向自己负责。
女人一结婚，这一生就好像结束了。
结婚以后，她的时间、她的空间，她会面临的人和事件，好像一切都变成了定数。
一开始，她努力去创造与维系家的定数与规律，而后她慢慢地发现她存在的价值就是守护这个定数与
规律。
　　有些外在条件，要求女人守住这个角色，但是可以满足女人身心灵的需求。
有些外在条件，强烈地压迫与摧毁女人的身心灵，却仍要求女人死守这个角色。
有时候，是她自己油尽烛灭，自己实在撑不下去了。
有时候，是她智慧熟成，自己对人生有新的抉择。
女人该不该、愿不愿、能不能扮演这个角色？
该不该、愿不愿、能不能挣脱这个角色？
到底该由谁决定呢？
该在乎谁？
又有谁能评断呢？
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女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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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是否能经由知识的学习，了解文化对女人生涯角色的制约，并有足够的能力与智慧，能够主体性
的觉察、抉择、发展与享受身为女人的一生，这才是最重要的。
愈是文明的文化，将提供更多的机会与空间，让女人拥有她自己以及自己的人生。
愈是文明的社会，将解放更多的风俗与制度，让女性不必为亲代或子代牺牲。
二、男人生涯发展的起点--家庭女人成家为了守着家，男人成家为的是离开家。
先成家，而后立业，男人不能守在家里，男人的世界在家外头。
家，是男人生涯发展的起点。
离家闯荡事业，拥有成功的事业，是男人的第一个天职。
事业与家庭两相得意，才是男人的终极目标。
对男人而言，家就是我家，我家包括：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的宠物、我的房子、我的车子、我的
⋯⋯。
　　家里只少一个人，就是我。
男人为我而活，女人为我的而活。
年轻人为我而活，年纪大的人为我的而活。
我家里没有我，男人没把自己算在家里。
女人一直无法谅解，男人回家为什么不能放松下来，好好关心家人、关心这个家，像女人一样享受家
的幸福感。
坐在客厅的那个男人，好像只有形体，灵魂不知道哪儿去了。
原来，家里的老公只是虚线，老公的心永远在家外头。
在哪里呢？
在家与世界的中间。
他就兀立在那里，坐在他的车子里，看着左手边的世界，又看着右手边的家。
他把自己停格在家与世界的中间，一个不是家也不是世界的地方（图4-2）。
车门一关、音乐一放，车里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空间，除了他没有别人，车子似乎是男人惟一拥有的地
方。
男人都知道，家不是他的，家是老婆的。
回到家，男人根本就无立足之地。
家里每个地方，都有老婆的头发，不管在哪个房间，都有人会闯进来。
就算没人闯进来，也会听到穿墙而来的声音“老公你在哪里？
”“你在那里干嘛？
”对男人而言，世界与职场是压力，家也是压力。
家累一直被用在男人身上，家是男人的勋章，家反映男人的成就。
每天处理完职场的大事，男人根本无法思考用什么心情回去处理家里的小事。
到了家门口，男人就得面对自己毕生至此的成就--我给老婆孩子住怎样的房子、看怎样的电视、过怎
样的生活。
下了班的男人，总在职场和家之间徘徊。
回了家的男人，总把心思抽离了家又回头伫立。
　　男人像本性孤独的一匹狼，他需要孤独，他需要自己独处以及独处的时间与空间。
家里无法独处，他就找尽借口到家外头独处。
出不了家的男人，就把形体放在家里，失魂。
常看到许多车停在某些公共空间的树下、岸边、路旁⋯⋯，车里都有一个若有所思的男人。
常看到许多男人，下班回家后又出门，定时定点打牌、打球、泡茶、钓鱼或小酌。
他们都不是在做当下的事，他们这么做都只为了孤独，都只为了不要在职场，也不要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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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中国台湾的第一本家庭心理学，全部的原创性知识，都是以当代中国台湾人的家庭为沃土，
所培育出来的“原生”技术。
适用于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之参考，可作为生命、家庭、两性、爱情、婚前等教育与人际关系课程的
教材，更适用于每个家庭主妇、每个担当家人角色的人，用来了解自己、家人与这个家，用来钟爱自
己、家人与这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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