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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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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黄宏的小品《开锁》里面有一句经典台
词：“中年夫妻亲一口，噩梦能做好几宿”，引
得观众们哄堂大笑。

对很多人而言，这只是一个笑话。但是对
年近不惑的晓晓（化名）而言，这就是她当下
婚姻的真实写照。

国庆期间，37岁的晓晓在朋友圈晒出全
家出游的照片，她紧紧地依偎在老公潘子（化
名）的怀里，幸福感爆棚。她收到了几十个点
赞，有人吐槽她大晚上虐狗，有人催她赶紧生
二胎，还有人请教她婚姻保鲜秘籍，她也热情
地一一回复。

然而，晓晓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和丈夫不
会生二胎了，因为他们已经分床睡多年，夫妻
感情平淡得像白开水。原来，晓晓生完女儿以
后，潘子嫌女儿吵到他睡觉，加上那段时间工
作压力大，所以在回家之后，一忍不住就会把
脾气都发泄在妻子身上。那段时间，夫妻俩基
本是两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吵着吵着潘子
就搬出了卧室，这一分居就是5年。

现在，6岁的女儿已经学会了独睡，在晓
晓的要求下，潘子搬回来睡。那一夜，他们两
个都没有睡好，好不容易可以睡在一起，竟是
心如止水。夫妻俩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后半
夜潘子睡着打起了呼噜，吵得晓晓心烦意乱。
她换了另一个房间，很快就安然入睡了。

“人到中年，已经无法靠近彼此，感觉呼
吸都是油腻的。”晓晓一脸无奈，却也习惯了这种寡淡无味的生
活。分床睡觉多年，似乎并没有影响两个人的和谐相处。出门时，
他们好像达到了某种默契，潘子会帮晓晓开门提包，晓晓会帮潘
子整理衣服。在朋友们眼里，他们就是幸福的一家三口，如果不
是经常被朋友催生，他们都忘了已经分居很久了。

这对大家眼中的模范夫妻，实际却与丧偶无异，婚姻中暗藏
着危机。在丈夫出轨前，晓晓自以为或许中年夫妻都这样，谁不
是一边分床睡，一边秀恩爱呢？也许一辈子就这么蹉跎过去了。
她并没有想过离婚。

分床睡的 5 年时间，却让潘子对妻子的情感，从原本的愧
疚，慢慢演变成一种厌恶和嫌弃。渐渐地，潘子在单位加班的时
间越来越长，应酬越来越多，夫妻俩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潘子
心里清楚，自己是在刻意躲着妻子，不想与她产生正面冲突，避
免和她再有任何交流。

出门在外走亲访友时，他们夫妻俩仍然刻意假装恩爱，在人
前强颜欢笑。但一回到家，关上门，立刻就恢复一片死寂，除了聊
些孩子的话题，两人几乎没有任何交集。潘子常常自嘲：“白天假
装秀恩爱，晚上同床不值得。”

夫妻俩虽同处一室却形同陌路，这种丧偶式婚姻让潘子心
生绝望，也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更年轻漂亮的姑娘走进了他的
生活，让他沉闷的生活有了一道光亮，因此萌生出了和妻子离婚
的念头。

“我净身出户，只要你同意离婚，我什么都答应你。”可是不管
潘子怎么妥协，甚至离家出走，晓晓始终不肯离婚，甚至最后不惜
把事情闹大，直接闹到了潘子的工作单位里去。事后，潘子受到降
级处分，那个女孩最终去了其他城市，这段婚外情也不了了之。

因为出轨的事，潘子和晓晓闹了很久。可让潘子没想到的
是，妻子在经过这件事之后，居然又主动搬到了他睡觉的房间，
与他同床。可他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却半点都高兴不起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看见她就觉得烦。也许是从我出轨的
那一刻开始，就已经不爱她了，既然不爱，那我们就没有任何同
床的必要。”潘子认为，与其同床共枕看着难受，倒不如彻底分开
互不打扰，好歹还能过得清静一点。

而晓晓却开始沉浸在朋友圈里，各种营造家庭幸福的氛围，
制造夫妻相亲相爱的假象……

◎记者手记＞＞＞
人到中年，男人为什么拒绝和妻子同床？这个问题的答案其

实很简单，说穿了也不过三个字，那就是“厌倦了”。
导致这种厌倦的原因有很多，也许是夫妻在一起相处太久，

没了新鲜感，熬不过柴米油盐的平淡生活。又或许是夫妻彼此不
能相互理解，如男人生活压力日益沉重，精神状态不好，妻子不
能体谅对方。

常言道，夫妻吵架床头吵床尾和。年轻时，夫妻俩精力旺盛，
怎么吵都吵不散。可步入中年，进入“更年期”以后，夫妻双方的
心理、精神都会变得非常脆弱，只要一场争吵，就可能让多年的
恩爱烟消云散。所以，很多夫妻才会在步入中年之后选择分居，
把原本美好的家庭变成苍凉的丧偶式婚姻。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对夫妻是不吵架的，只是在中年之
后，争吵的后遗症会更加明显。在这段最难熬的时期，夫妻俩只
有彼此包容体谅，守望相助，才能避免矛盾激发甚至恶化，安安
稳稳地过好日子。也希望每个男人都能明白，女人随着年龄的增
长，内心也会更加脆弱敏感，对自己愈发不自信，甚至做出一些
看似不可理喻的行为，可她已经把最美好的前半生都托付给这
个家庭，你现在最该做的，就是好好珍惜，对她更好一点。

夫妻同心，就没有过不去的坎。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人
到
中
年
，心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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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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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

问：两个月前我刚结婚，新婚期间就怀了宝宝。怀孕后，很长
一段时间都无法适应，逐渐出现心情不好，想了各种办法都开心
不起来。以前感兴趣的事情，现在也不感兴趣了，时有哭泣，多思
多虑。因前期做生意亏损等经济原因认为自己不应该这么早就
有宝宝，宝宝的“突然出现”打乱了自己的计划，事业也被迫终止
了。新婚期间跟公公婆婆一起住，一段时间相处下来，两方之间
的生活习惯、生活观念不适应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而且，最近
感觉老公也不关心自己，遇到事情老公都是站在他父母那边，感
到自己孤立无援，有时会想宝宝流产掉自己会好一些。对于老公
的不能理解，感觉自己很委屈。我该怎么办？

市妇保院心理咨询师答：这种情况可以给予认知行为干预
治疗。目前您可以认识到自己跟老公的相处、沟通模式出现问
题，知道自己脾气不好，也知道这些问题都是自己跟老公之间
的，特别在意老公对自己的态度。这种情况需要试着改善跟老公
的相处方式，多点时间跟老公沟通交流。家人特别是老公也要多
予以心理上的支持，多关心，改变与你的相处模式，夫妻间加强
沟通交流，加强随访观察。如果情况进一步加重，建议去正规医
院的精神科进行诊断，必要时随诊。

新婚怀上了宝宝，
出现产前焦虑怎么办？

“医生，我心跳得好厉害，感觉要
从嘴巴里跳出来了！”

这两天，丁奶奶发现自己心跳加
速且伴有胸口疼，她如临大敌，来到了
市区的医院看病。

早晨 7 点去的医院，一整天的时
间，先后去了内科、神经科、肿瘤科，做
了3个彩超、一个磁共振，以及其他多
项化验，医生明确地告诉她心脏没事，
可老人坚持让医生给她输液。

因为当地的医院没有查出问题，
不放心的丁奶奶又辗转去了杭州上海
等医院就医，愣是没有查出问题，开了
一些维生素等保健品回家。可是每到
午夜梦回，丁奶奶的心又开始快速地
跳动起来，“我觉得自己这次真的要走
了。”说罢，她起身写下一封又一封的
绝笔书，整天处于焦虑的状态。

生活中，还有一些老人过分关注
各种健康讲座，知道得多了，难免有老
人对号入座，怀疑是不是哪里出了毛

病。有些人甚至多次挂专家门诊、反复
化验检查，虽然各项指标都正常，他们
却很不满意，坚信自己有“病”。实际
上，这些人都是患上了一种叫“疑病
症”的心理疾病。

赵海燕介绍，“老年疑病症”就是
以怀疑自己患病为主要特征的一种神
经性的人格障碍。尤其是高龄老人，甚
至会出现因担心“死亡将至”而胡乱求
医用药的情况。若再加上疾病，有些老
年人就会产生忧愁、烦恼、恐惧心理。
对于患疑病症的老人，首先，家人要理
解患者所经受的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痛
苦，不要觉得他们是没病装病，就故意
冷淡他们。其次，家人也不要将他们当
成重病人，这样反而会加重患者的“病
人角色”，最好跟他们商量，看看是否
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最后，可以告
诉老人，这也是一种病，但不是身体上
的疾病，让病人渐渐懂得自己的病根
在哪，也能缓解疑病症。

警惕“老年疑病症”

又到九九重阳日，老人节里话“爱老”

关爱老人，只有读懂老人心

▢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今年的10月25日是重阳节。重阳节又称“重九

节”“茱萸节”，1989年，重阳节被定为老人节，成为尊

老、敬老、爱老的节日。

也许你已经准备了心仪的礼物要送给长辈；也

许你打算陪伴父母登高赏秋、组织家庭聚会；也许

你在遥远的异乡，只能打电话遥寄相思……我们常

常在重阳节这天，选择用各种方式向身边的老人表

达我们的感激之情，可是你真的了解他们的心理需

求吗？

“其实，老年人需要更多心灵上的关爱。”国家二

级心理咨询师、义乌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科副主任

赵海燕表示，随着老龄人口的不断增加，老年人的精

神和心理问题将越来越突出，但社会上重视躯体健

康、忽视心理健康的现象普遍存在，导致老年人的心

理健康状况很不乐观。关爱老人，只有读懂老人心，

才能最贴他们的心。

65 岁的林奶奶前段时间一直
失眠胸闷，儿子带她奔波于各大医
院，一直没能确诊。后经医生提醒，
老人有轻度抑郁，而这病，还得从老
人带孙子说起。

林奶奶说，自从带了孙子后，她
恨不得能有“三头六臂”，可以把孙
子带到最好……可由于育儿观念上
的冲突，婆媳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让
林奶奶一肚子委屈。当儿子儿媳提
起和林奶奶因为带孩子的矛盾时，
也是一脸无奈。

“每次带孩子的问题上有分歧
时，我妈的口头禅总是‘我们当年都
是这么把你带大的’。”在林奶奶的
儿子心里，一直都觉得是自己的亲
妈，没关系的，所以平时说话也没注
意方式和方法。如今想来，妈妈这么
辛苦帮自己带孩子，还得了抑郁症，
实在是悔不当初。

可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彻
底激化了婆媳之间的矛盾。孩子进
入青春期后，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
学习成绩一落千丈，甚至开始疏远
自己的父母。这让林奶奶的儿媳十
分崩溃，于是将矛头指向了林奶奶，

“我就说是你太宠溺孩子了，孩子不
听话打不得骂不得，现在好了，孩子
就是被你这样给惯坏了！”

“我带孩子尽心尽力，结果还
吃力不讨好，想起来这胸口就痛得
厉害！”饭桌上，林奶奶越说越激
动，痛斥自己的儿子有了媳妇忘了
娘，气得血压飙升。她想狠心不管
孙子，但又担心没有自己的照顾，
孙子吃不好穿不暖，毕竟儿子夫妻
俩工作太忙……

老人给子女帮忙带孩子，出发
点是为了帮子女减轻负担，但两代
人在养育孩子的方式方法上有很多
不同的地方，难免会产生分歧，老人
好心带娃却带出了家庭矛盾，这样
费力不讨好的情况还十分普遍。

“实际上，不少老人疼爱孙辈
的程度远远超过疼爱自己的儿女，
什么都帮孩子做，这不利于孩子独
立性的培养，但一味指责老人，赢
了理便会输了亲情。”赵海燕说，我
们要明白老人的出发点和我们做
父母的一样，都是为了孩子好。所
以，一旦出现育儿观念上的分歧，
不要急于争辩，在大家心情都好的
时候，再坐在一起聊一聊。作为晚
辈，应该多给予老人肯定，认可他
们为这个家庭的付出，要清楚，很
多的时候老人已经帮子女承担了
养育的责任，而教育孩子，应该是
父母的义务。

老人因带孩子患上了抑郁症

老方退休前，原来在单位是个
领导，平日里人际往来、呼朋唤友好
不热闹。逢年过节有不少人会来家
里坐坐，喝喝茶，偶尔嘬上两杯小
酒，下棋聊天，生活好不惬意。

但是自从老方从单位退休，家
里来的人就少了，刚开始老方还挺
自在，想着终于有点个人时间。可时
间一长，老方心里开始有些失落，

“平常走动最积极的那个小陈，还有
那个常常来下棋的小李，怎么最近
都不来了呢？”

越寻思老方心里越别扭，很快，
他就不爱出门了，也更爱发脾气了，
遇上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就大动干
戈，愤愤不平，每到过节时情绪更是
低落。最近，家人还发现他经常在家
里找东西，似乎犯了健忘症，遂带他
到医院就诊，结果被诊断为老年痴
呆症早期。

赵海燕指出，很多从领导岗位
退休的老人,其突然从繁忙的工作
中退下来，出现失落、焦虑、抑郁、悲

哀等消极情绪，而他们往往又争强
好胜、性格固执，最容易出现“离退
休综合征”，他们也是老年性痴呆的
高危人群。这种心理障碍往往引起
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明显下降、反
应迟滞、不愿与人交往等，这些都加
速脑的衰老，是诱发老年痴呆的重
要原因。

“不善交际的人也容易引发离
退休障碍，这些老年人经常感到孤
独、苦闷，烦恼无处倾诉，情感需要
得不到满足；相反，老年人如果人
际交往广，又善于结交新朋友，心
境就会变得比较开阔，心情开朗，
消极情绪就不易出现。”赵海燕提
醒，如患上老年痴呆，治疗越早越
好，早控制才能达到防止病情发展
的目的，如果病情处于中晚期才被
发现，一般就“无药可救”了。同时，
增加退休后的社会活动，积极发展
个人兴趣爱好，通过生活方式和药
物的治疗及早避免，是预防老年痴
呆的关键。

“离退休综合征”诱发老年痴呆

重阳节来临，做子女的在忙碌中
除了惯常给老人买些礼物，从关心老
人内心的角度又应该做些什么？新形
势下的孝顺又包含什么新内容呢？记
者就此采访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义乌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科副主任赵
海燕。

1. 多陪伴老人
“重阳节登高”是一个延续千年的

习俗，它并不是老祖宗心血来潮设立
的，而是中华文明长时间提炼出来的
生活智慧。赵海燕坦言，老年人处于

“人生秋季”，在每年秋风萧瑟时特别
容易触景伤怀，心生抑郁，而重阳节有
秋季登高的风俗，正好能让老人活动
身体，呼吸高处的清新空气，并产生老
当益壮的感觉，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
都能产生很大的正能量。因此，秋季登
高对老人来说是很有意义而且很重要
的活动，年轻人应该在秋风渐起时多
陪陪老人，找机会帮他们走出家门，多
运动，多接触自然，老人的心情也会好
许多。

2. 告诉老人“你很重要”
许多老人在退休之后退出了事业

舞台，会心生一种“被边缘化”的感觉，
再加上体力和思维能力不断衰退，自

卑感会越来越强，甚至自闭后患上老
年痴呆。赵海燕提醒年轻人，在和家中
老人相处时，一定要不断肯定老人。有
些老人关心孩子的生活和工作问题，
想帮着出点主意，但孩子却不以为然
或者很不耐烦，说老人什么都不懂，让
老人不要操心，这会严重地挫伤老人
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觉得自己不受重
视。正确的做法是将这些问题讲给老
人听，再聆听老人的解决办法，让老人
产生成就感。

3. 帮老人创造环境
都说“家是港湾”，对老人来讲居

家是长期身处的环境，家庭无疑是他
们互动最多的场所，因此家庭气氛是
不是和谐对老人心情的影响也很大。
如果家庭氛围和谐、有强大的支持作
用，老人的心境也会相对好。反之，如
果家里面总是各种冲突争吵或者是子
女在外无人陪伴，老人就更容易孤独
伤神。

与此同时，可以丰富老人业余生
活，根据身体条件和兴趣爱好，把老人
的生活内容安排得充实些，如练书法、
种花草、养禽鸟、读书报、看影视剧等，
这样既可舒展心情，又能珍惜时光，使
生活更有意义。

我们能为老人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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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师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