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爱暴力：献给那些在爱中挣扎�>>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爱暴力：献给那些在爱中挣扎的孩子及其父母们>>

13位ISBN编号：9787544737142

10位ISBN编号：7544737144

出版时间：2013-6

出版时间：译林出版社

作者：柏燕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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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暴力：献给那些在爱中挣扎�>>

前言

多年以来，我一直记得那个走进我咨询室的女人。
    她已经四十五岁，没有结婚，没有孩子。
她的母亲刚刚去世。
去世前，母亲对她说：“孩子，妈妈对不起你，是妈妈让你如此孤独。
妈妈错了。
妈妈爱你。
”    第一次咨询中，她表现出强烈的自杀倾向。
她向我讲述了她和母亲全部的故事，从小时候的相依为命，到长大后的对立、互相折磨，直到母亲去
世时她的痛不欲生。
她的人生，牢牢地与母亲捆绑在一起，而她，也将这一切定义为“爱”。
    她说：“这份爱，毁掉了我的一生。
”    我试图向她解释，现在说“一生”还为时过早，她还可以重新开始。
    可她不停地重复说：“太晚了。
”    万念俱灰，不过如此。
    这个案例，发生在我做心理咨询工作的初期。
我对它印象深刻，是因为我清楚地记得，自己面对那深深的绝望时的无助感。
    这种无助，逼得我不得不正视，一份“爱”可能会给它的承受者带来何等毁灭性的伤害。
    我还曾接待过一位男性来访者。
    他是一名钢琴老师。
因为钢琴，成绩平平的他考上了一所一类大学。
从他小时候起，父母就节衣缩食为他攒钱，让他好好学琴。
每次他想出去玩一会儿的时候，父母就会流露出失望的神情。
当他不肯练琴时，父母便会打他。
有一次把竹编的扫帚都给打散了。
    如今早已长大成人的他，在我面前反复强调：父母是深爱着他的，他们把大部分收入都拿给他学钢
琴、参加各种比赛，他们把好吃的都留给他，自己却从来不舍得吃。
    然而，他终于没能如父母所愿，成为著名的钢琴家。
现在的他，只是一所重点学校的钢琴老师。
他觉得非常内疚，于是他把所有的工资都上交给父母。
虽然已三十多岁，但他依然不会搬出去住，因为他怕父母孤独伤心。
没有女孩子愿意和他一起生活。
即便有女孩接受他的生活状态，表示喜欢他，他也无法和女孩建立起亲密的感情。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说，如果我爱上别人，就意味着对父母的背叛，我会因此无法原谅自己。
    还曾有一位中年“成功人士”，带着自己自杀过两次的儿子来接受咨询。
当着我的面，他痛斥儿子软弱、没出息。
他说，他是在父母的打骂中长大的，父母的严格要求让他成为一个成功的人。
于是他也以同样的方式教育儿子，想让他成为一个坚强的人，儿子却令他失望透顶。
    我承认，我必须控制自己的情绪才不会当面驳斥这位父亲，请他离开我的工作室。
我始终忘不了，当那位父亲对我数落儿子的种种不是时，坐在角落里的男孩那绝望的沉默。
    心理咨询或许是一项奇怪的工作，它总是让人去看事物的“背后”。
    大多数人不愿意正视的东西，心理工作者却必须直面，然后，尽己所能，提出解决之道。
    在多年的咨询生涯中，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受：每一个有心理问题的人，都认为自己是孤独的。
他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陷于同样的困境，为同样的问题痛不欲生。
    如果他们知道，有人承受着跟自己一样的痛苦，并且已经靠自己的力量掌握了解开这痛苦的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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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们来说，这会不会是一种帮助？
    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数都是承受着父母深重的爱而成长起来的。
父母总是将他们认为最好的提供给我们，用他们认为最好的方式对待我们，在我们身上寄予无限的期
望。
    可是，父母这样爱你，真的正确吗？
    父母保护你，不让你受到任何伤害，你能称之为暴虐吗？
    父母鞭策你，让你不断做到最好，你能称之为专制吗？
    父母帮助你，为你安排好了人生的每一步，你能称之为愚昧吗？
    父母将一切都给了你，你能称之为自私吗？
    可是，你感到快乐吗？
    父母是真的爱你，还是通过爱你达到爱他们自己的目的？
    如果你面对的是这样的一个残酷事实——你并没有被父母真正爱过，你该怎么办？
    你不敢想，因为你不愿意相信你自己没有被真正爱过。
但遗憾的是，你的灵魂一定知道，它很清醒。
    所以，你痛苦。
    所以，你放弃了快乐。
    这，就是爱的暴力。
    每一个孩子都会渴望得到父母的关爱，这从来都不是一种罪过。
每一个孩子都爱自己的父母，这从来无须怀疑。
    所以，你无法洞察自己身上的伤口，甚至拒绝承认伤害的存在。
    你和父母不断发生冲突，却又极度依赖父母，无法独立生活，一直痛苦不堪。
    于是你否定自己的人生，认定自己的不幸福、父母的痛苦，都是源于自己的无能，却不明白真正的
问题在何处。
    你想好好去爱你的伴侣、你的孩子，却愕然发现，你不知道怎样去爱他们。
你竭尽全力，希望以这份无私付出的爱去弥补自己曾经缺少的爱，可这份爱却被视为侵犯、视为控制
，给你爱的人带去了伤害。
    爱暴力，让人无法控诉，因为它以爱为名。
    爱暴力，让人无法拒绝，因为我们不敢面对失去爱的恐惧。
    可我必须大声说出我的观点，哪怕这样会招来责难。
    因为这么多年来，那个四十五岁女人“太晚了”的感叹，一直在我耳边回响。
    我想，如果她能知道得早一点，反抗得早一点，也许，人生真的会重新开始。
    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
    我想将它送给身上带有爱暴力隐形伤口的人们。
    每个人遭受的爱暴力千差万别，要想寻求解脱，也没有固定的模式。
但我希望，这本书能让读它的人，握住一把钥匙，或者，努力去寻找那把钥匙。
    更重要的是，即将或已经成为父母的我们，绝对不能将这种爱的暴力，再施加于我们的子女。
    让爱暴力的循环在我们的身上中断，让我们在治愈自己的同时，也治愈我们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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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最无私的父母，最有可能自私地吞噬子女的一生。

●情感心理专家柏燕谊揭开最隐秘心灵伤口，深刻检讨父母之爱
“这都是为你好。
” “不要骄傲！
你离最好还很远！
” “只要你成绩好，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孝顺。
”
我们大多数人都承受着父母最深重的爱成长起来， 父母保护我们，不让我们受到任何伤害； 不断鞭
策我们，让我们做到最好； 全心全意帮助 我们，为我们安排好人生的每一步； 将一切都无私奉献给
我们。

但是，我们没有感到幸福、快乐， 反而会在这份爱中苦苦挣扎，迷失自我。

这，就是爱的暴力。

在多年的咨询经验中，我见过许多被父母的爱毁掉一生的孩子，他们痛苦、绝望，却不敢承认这痛苦
来自何处。

要治愈伤痛，首先要面对伤痛。
 因此，认识爱暴力的过程，就是我们自我疗愈的过程。

【编辑推荐】
本书通过专业的心理分析辅以真实沉痛的案例，全面揭开爱暴力背后的真相，引导读者直面家庭带来
的伤痛，疗愈内心，挽救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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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柏燕谊，百诚释心咨询公司创办人，首席心理咨询师，畅销书作家。
现任中启心理咨询中心首席心理咨询师。
最受媒体推崇的情感分析师，被同行誉为“情感Ｘ光机”。
 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数十家电视台及时尚杂志特约心理专家和专栏作者。
　　曾出版两性畅销书《女人挖坑男人跳》《爱情很残酷，你要学点擒拿术》，职场关系畅销书《不
要自己坑自己》。
幸福生活的执行者，快乐生活的传播者。
　　电视媒体工作：　　CCTV－12《心理访谈》《热线》《夜线》栏目特约心理专家　　中国教育
频道《职场中国》《成长不烦恼》栏目特约心理专家　　北京电视台《第三调解室》《非常看法》《
生活广角》《经济法眼》《帮帮忙》《名人堂》《生活面对面》《七日七频道》《情感部落格》《谁
在说》《财经五连发》《天天理财》等栏目特约心理专家　　江西卫视《深度观察》栏目特约嘉宾　
　湖南卫视《听我非常道》栏目特约心理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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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爱是一种残酷的暴力⋯⋯⋯⋯⋯⋯⋯⋯⋯⋯1□推开第一扇门为什么父母给予我全部的关爱，
我却得不到快乐？
为什么无论怎么努力，我也不能让自己惶恐的心释然？
父母爱我吗，还是仅仅在利用我获得满足感、成就感？
当我感觉不到爱，是我的感觉出了问题，还是那份爱真的并不存在？
爱，怎么会如此伤害⋯⋯⋯⋯⋯⋯⋯⋯⋯⋯4爱，是感受不到，还是根本不存在⋯⋯⋯⋯⋯⋯⋯⋯⋯
⋯10面对“非爱”，报复不会带来解脱⋯⋯⋯⋯⋯⋯⋯⋯⋯⋯14怨恨的消逝，才是自由的开始⋯⋯⋯
⋯⋯⋯⋯⋯⋯⋯18□推开第二扇门妈妈爱我，需要我，她是一个那么柔弱的女人。
我想，没有她的日子会怎样？
不!我不允许自己这样想。
爱，是最残忍的捆绑⋯⋯⋯⋯⋯⋯⋯⋯⋯⋯26捆绑，有时是我们捆绑了自己⋯⋯⋯⋯⋯⋯⋯⋯⋯⋯32
确定靶目标，不在痛苦中纠结⋯⋯⋯⋯⋯⋯⋯⋯⋯⋯37换个角色，将爱松绑⋯⋯⋯⋯⋯⋯⋯⋯⋯⋯40
□推开第三扇门“这都是为你好”，这是父母最常说的一句话。
你从不曾怀疑这句话的真实性。
你竭尽全力，希望自己能“好”，你忘记了自己原本想过什么生活，只为了令他们满意⋯⋯直到你忽
然发现，你再也不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你终于忍不住质问：是为我好，还是为你自己好？
把控制说成爱，是世界上最大的谎言⋯⋯⋯⋯⋯⋯⋯⋯⋯⋯50控制，并不是强者的作为⋯⋯⋯⋯⋯⋯
⋯⋯⋯⋯55你是否赋予了他人控制你的权力⋯⋯⋯⋯⋯⋯⋯⋯⋯⋯59摆脱控制，需要智慧和技巧⋯⋯
⋯⋯⋯⋯⋯⋯⋯⋯62□推开第四扇门父母总是严格地要求你。
当你取得任何的成绩，他们都说：不要骄傲！
这不算什么！
你离最好还很远！
可你发现，无论如何你都达不到他们的期望。
你开始觉得自己无能，自己的不快乐，父母的不幸福，都是你的错。
你厌倦自己的生命，可为了父母，你必须坚持活着⋯⋯不是你的脸脏，是镜子上的污迹⋯⋯⋯⋯⋯⋯
⋯⋯⋯⋯72做一个美丽、快乐的人，是有罪的吗⋯⋯⋯⋯⋯⋯⋯⋯⋯⋯76父母改变了，我们才能幸福
吗⋯⋯⋯⋯⋯⋯⋯⋯⋯⋯81摆脱父母的评价，做自己情感的主宰⋯⋯⋯⋯⋯⋯⋯⋯⋯⋯87□推开第五
扇门你对别人说得最多的话是：不好意思，对不起，谢谢。
你最害怕给别人添麻烦。
你是一个好同事、好伙伴，但无法无法融入笑闹的人群，总是觉得寂寞。
你无法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就算你再爱，也说不出一声“请你别走”。
有的时候，你是否觉得，在你的一生中，从未被人温暖地爱过？
礼貌，有时候是最温柔的暴力⋯⋯⋯⋯⋯⋯⋯⋯⋯⋯98承认伤痛，是治疗伤痛的开始⋯⋯⋯⋯⋯⋯⋯
⋯⋯⋯102重新学习爱的能力，才是疗愈之途⋯⋯⋯⋯⋯⋯⋯⋯⋯⋯109□推开第六扇门父母对你说：
只要你成绩好，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孝顺。
可是“成绩好”的人生，就是成功的吗？
如果不是，那么，父母为什么要这样对你说？
你成绩好，可你觉得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这时候，你又能去指责谁？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吗⋯⋯⋯⋯⋯⋯⋯⋯⋯⋯120强行提纯的人生⋯⋯⋯⋯⋯⋯⋯⋯⋯⋯124
优等生，需要人生的补课⋯⋯⋯⋯⋯⋯⋯⋯⋯⋯128□推开第七扇门你曾经把婚姻当成离开父母的最好
理由。
你发誓，有了自己的家以后，绝对不会重蹈父母的覆辙。
可你却渐渐发现，父母的触角无孔不入，伴侣开始抱怨，阴影日渐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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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怕的，是你渐渐意识到，你在婚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像你最讨厌的那个人⋯⋯你的婚姻谁做
主⋯⋯⋯⋯⋯⋯⋯⋯⋯⋯138干涉你的婚姻，真的是“为你好”吗⋯⋯⋯⋯⋯⋯⋯⋯⋯⋯143世界上有
一种自由，是脱离父母⋯⋯⋯⋯⋯⋯⋯⋯⋯⋯146□推开第八扇门父母无条件地爱着你，满足你的一切
需求。
当你遇到任何挫折，他们都第一个出现，为你化解所有困难。
你幸福地长大，直到有一天，你忽然发现，这种过度的爱让你成为一个残缺的人。
可你始终没有勇气发问：你们到底是爱我，还是以这种方式爱着自己？
爱孩子，还是爱自己⋯⋯⋯⋯⋯⋯⋯⋯⋯⋯158溺爱，滋生于父母的焦虑⋯⋯⋯⋯⋯⋯⋯⋯⋯⋯163为
了爱，节制爱⋯⋯⋯⋯⋯⋯⋯⋯⋯⋯167□推开第九扇门你的成长中，一直有一份难以启齿的隐痛。
你无法像其他人一样，对异性产生自然而然的感情。
你知道这不是病，可你仍然感到巨大的压力和痛苦。
你的内心在追问：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
被制造的单性人生⋯⋯⋯⋯⋯⋯⋯⋯⋯⋯178父母爱得不当，干扰孩子的性别选择⋯⋯⋯⋯⋯⋯⋯⋯⋯
⋯184不是改变，而要接纳⋯⋯⋯⋯⋯⋯⋯⋯⋯⋯189后记：剔除暴力，只留爱⋯⋯⋯⋯⋯⋯⋯⋯⋯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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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云博被送来我的咨询室之前，我曾接待过一位女性，未辰。
她的母亲在前年二月自杀身亡。
未辰对我述说她与母亲的关系，话语中充满了内疚和痛悔。
她说：“我对不起妈妈，如果我没有那样伤害她，她就不会死。
我永远也无法弥补自己的罪过。
”    应该说，未辰的人生是从未降生就开始的。
她的母亲曾经是一位不错的小提琴独奏演员，后来因为排练时踏空，从舞台上摔下来，导致终生瘫痪
。
未辰是她冒着生命危险生下来的，一出生就肩负着母亲的全部梦想。
在未辰的记忆中，她不是在练琴，就是在奔赴练琴的路上。
上学对她来说，是母亲对她的奖励。
多少次，学校的老师找上门来。
未辰躲在门后，盼望着老师能够带她离开家。
但是每一次，老师都无功而返。
母亲坚称未辰是天才，不应该像其他平凡的孩子一样循规蹈矩地长大，也不需要学习那些无用的文化
课程，而应该将全部时间用在音乐上。
    一开始，未辰并未令母亲失望，她顺利地考上了音乐学院，师从著名的小提琴家。
学校将为她举行毕业音乐会，这对她是个极大的荣誉。
但是，前途光明的未辰，却在毕业前夕忽然结婚，结婚的对象只是一个普通的生意人，而且比未辰大
十几岁。
未辰的选择没有被母亲认可，两人大吵一架以后，未辰冲动地选择了离家出走。
    未辰发誓永远不会向母亲低头，可她万没想到母亲会自杀。
母亲的死改变了一切，未辰开始回忆起母亲培育自己的点点滴滴，回忆起与母亲度过的美好时光，回
忆起母亲对自己的期待，她痛不欲生。
    我问未辰：“你是否觉得，母亲的去世与你有关？
”    她承认自己是这样想。
    我再问：“如果你预见到母亲会因此而死，会不会改变自己当初的选择？
”    她说：“至少我会求她原谅我，而不是采取离家出走这种极端的方式。
”    “但你其实是无法预见到这个后果的，所以，你做了自己当时认为正确的事。
”    未辰犹豫了。
最后，她回答我说，其实她心里很清楚，母亲会因为这件事而绝望，但她当时的感受是，如果按照母
亲给她的人生规划一直生活下去，迟早有一天，她会自杀或者发疯。
    “为什么你当时会有这样极端的感受呢？
”    “因为我感觉，母亲并不爱我，只是利用我实现她自己的梦想而已。
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感觉愈发强烈。
我已经很努力地练琴，但只要稍微做得不好，就会被她痛斥。
我觉得自己没有任何尊严，而且永远也达不到她的要求，我感到绝望。
”    对自己未来的人生感到恐惧的未辰，选择了当时看来最简便的一种逃脱方式：结婚。
她向我坦承，自己并不是深深地爱上了那个男人，而仅仅是决定嫁给他而已。
嫁给他，意味着自己可以从母亲严酷的要求中逃出，进入一个稳定、舒适的环境，不会为生活担忧，
也不会再面对无止境的苛求，最主要的是自己可以从此获得自由。
    但是，母亲的死让未辰意识到，不管母亲爱不爱自己，如何对待自己，自己都深深地爱着母亲。
身处强烈痛苦中的她，无从弥补自己对母亲的愧疚，甚至迁怒于自己的丈夫。
在来进行心理治疗之前，她正式与丈夫分居。
虽然她对我说，两人分居的原因是因为性格不合，但在随后的探讨中，她承认，她潜意识里认定，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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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和自己一样，都是杀害母亲的刽子手。
    我对未辰的遭遇深感同情。
但我认为，她一味强调对母亲之死的愧疚，其实并不真实。
    我并不是指责未辰说谎。
我相信她对母亲的爱，相信她的内疚之情，但是，如果听任这种内疚掩盖了其他的情绪，这并不利于
她面对、处理失去母亲这一巨大的伤痛。
    我首先跟她强调，她毕业时结婚的决定，虽然未免鲁莽，却完全正当。
原因很简单，当时的她已经成年，有权决定自己的人生道路，有权决定自己的婚姻，亦有能力去承担
自己任何错误决定的后果。
    未辰反驳道：“可我妈妈为我付出了那么多，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生下我。
我当时的决定是自私的，伤透了她的心。
”    未辰对自我的攻击，看似是自责与检讨，其实是在逃避：一方面她需要为母亲的死伤痛欲绝，以
降低外界对她以及她对自己的指责，缓解内心的罪恶感；另外一方面，这种伤痛欲绝也是对自己无辜
地成为“凶手”的一种哀悼。
    更进一步说，在这种内疚与自我攻击的氛围中，她下意识地美化了自己与母亲的关系。
    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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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几度停笔，又几度鼓起勇气继续。
    这是我写得最辛苦，也最痛苦的一本书。
    作为心理工作者，不应该被来访者的情绪所干扰，否则就会受到“不专业”的质疑。
可是，当我在写作过程中梳理这些年接触到的案例，心情却始终不能平静，甚至会因为太过激动而潸
然泪下。
    我记得写到最后一章时，大概因为天气炎热，我感到烦闷不堪。
坐在电脑前，面对打开的Word文档，忽然恨不得将自己所写的全部文字都删去。
我对着客厅高声喊：“电视声别开那么大，烦死了！
”但话音刚落，我便猛然警醒，我问自己：“为什么，你会如此不安？
”    其实在我心里，一直都知道那个答案。
    其实，这并没有什么错，更不是什么耻辱！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多多少少携带着爱的伤痕。
在一生中，我们渴望爱，寻求爱，被爱祝福，也被爱伤害。
爱，携带着强大的生命能量，也带来毁灭的气息。
    如果，我们是与原本素昧平生的人坠人情网，那么，这份爱，我们会考虑、会选择、会懂得趋利避
害、会运用理性去控制，就算受伤，也能竭力地从中获得正面的体验和个人成长。
    但如果那份爱是来自父母，我们就不得不接受、不得不感激，而缺少了一份选择权，多了几分宿命
的味道。
    如果那份爱与我们自我成长的力量相悖，便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痛苦，那份痛苦无法与人分担，甚
至无法倾诉，因为我们的生命从父母的生命中来，否定父母便像杀死了自己。
    于是，便有了无法拒绝、无法控诉的“爱暴力”。
    十七岁的时候，我曾经有一只心爱的小鸟，它在我最孤独的时候陪伴我，给我带来了仅有的欢乐。
但最后，我亲手摔死了它，因为我觉得，它被关在笼子里而失去了飞翔的能力，实在太过痛苦，而我
唯一能帮助它的就是结束它的生命。
    在写完这本书时，我才真正敢于承认、面对：其实，我当时想结束的是我自己的生命。
    我心痛如绞，但又如释重负。
    我知道，所有的“爱暴力”的经历者，若想获得痊愈，要做的第一步，便是承认它，面对它。
    我面对了我自己。
这是我一个人的疗愈。
    作为心理工作者，最痛心也最不愿意看到的现象就是：曾经的被害者，却在漫长的岁月中将自己受
过的伤害合理化，与伤害纠缠不清，最终成为有心或无心的施暴者。
    就像曾经遭受过家庭暴力的男孩，更容易成为家庭暴力的实施者；曾经受过家庭暴力的女孩，却有
更大可能找一个具有暴力倾向的男友或丈夫，进而让自己的孩子，也陷入痛苦的家庭暴力循环中。
    明显的暴力受害者尚且如此，更何况是面对更为强大、更为隐蔽的“爱暴力”。
    有人将这样的现象称为“魔咒”，而心理工作者的义务就是将这“魔咒”打破。
    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翻阅了大量资料，也曾经彻夜地泡在论坛上，看着网友痛诉父母的帖子。
每个人的痛苦，都那样触目惊心。
但最后，一位网友的话真正打动了我，她说：    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谴责父母，不是为了表达愤
怒，不是为了博取同情。
而是希望曾经受到伤害、现在已经长大的孩子们，在看完这篇文章之后，能有勇气面对我们内心的伤
痕，化解对上一代的怨念，尽力自我修复，快乐生活。
也希望更多成为父母的人们，反省成长中受到的伤害，不要让它再伤害到我们的下一代。
  她说得太好了！
  我甚至觉得，我已经无须再写这篇后记，因为她已经代我说出了我的心声。
    爱，从来不是将自己的愿望强加给对方，从来不能强迫对方必须接受，更不是控制、利用、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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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单方面的依赖。
    爱，是尊重对方独立的人格，让他更有力量获得正面的成长。
    不论是在两性关系中，还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中，爱的要求始终未变。
    父母就算再爱子女，也要记住，子女不是你，而是他们自己。
    子女再爱父母，也要记住，你首先要做好自己，才有能力去审视、承担、回应父母的爱。
    因为我们相爱，所以，请远离暴力，留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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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通过专业的心理分析辅以真实沉痛的案例，全面揭开爱暴力背后的真相，引导读者直面家庭带来
的伤痛，疗愈内心，挽救亲情！
    ——柏燕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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