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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刘艳，心理
咨询师，一个对人性和
生命充满探索欲的人；
尤为关注青少年心理健
康、亲子关系与家庭教
育。如果你想成为心中
有爱、眼里有光的父母，
请来晚报“心灵茶座”小
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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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铁丝妈妈”
还是“绒布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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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淮

仲秋，走近大自然，山川田野大地阡
陌，抬眼高天流云蓝白色块，低头稻谷飘
香硕果凝脂，感受季节的馈赠时光的颂
歌，我们在岁月的乐章里，走来又走去，童
年的天真、青春的激情、中年的蹉跎，或将
步入老年的慢板旋律。

从成都平原来到攀西地区：天是那么
蓝，云是那么白，空气是那么清新，风里似
乎飘着草木香，河流里裹着花朵蜜。我与
闺蜜手拉着手，漫无目的地行走：愉快、舒
心、祥和，心底的喜悦氤氲在身前身后，挂
在我们的眼角眉梢。

正享受着自由自在的漫步，看芭蕉树
上累累的果实，苞谷们在田间排队站立，
青皮核桃东一个西一个或成双成对挂在
树上，青毛栗子在树丫上迎风摇摆，几只
短尾巴山雀叽叽喳喳，从这棵树跳上那棵
树，仿佛一直在追随着我们行走的脚步。
突然，闺蜜像发现南美新大陆似的突然松
开我的手，一下子跳了起来，两只手指着
前面：“看，快看，粉黛乱子草！”

顺着她手指的方向，一大片粉色云霞
粉色霓虹出现在前方。是的，一大片粉黛
乱子草。

草，最不值钱的生物，但，草又好像与
生俱来生活在地球上，与人类共生共存。
草，一岁一枯荣，春风来春天生，秋寂寥冬
枯萎。但粉黛乱子草，是不一样的草。它

们不是家常味道的本土产品，是从远天远
地的北美大草原，漂洋过海移栽、种植在
我国土地上的外来物种。作为新兴观赏
草类，它逐渐为人们所认识所鉴赏，颜值
之高让不少人倾倒。

作为一株草，或者几株草，一群草，它
们长途跋涉到异国他乡生根开花，没有水
土不服，没有过敏反应，这是幸运，也是命
运，更是时运。有着“万物各得其和以生，
各得其以养以成。”生物及生态平衡多元
多样性，动物植物，自由呼吸，和谐共生，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眼前的粉黛乱子草，粉粉的花序直
立，在“自古悲秋皆寂寞”的秋天开得蓬蓬
勃勃大大方方。像大家闺秀一样端庄有
礼，风来雨去，都是典雅高贵；又像邻家的
小家碧玉花姿绰约，一颦一笑，带着天然
风韵；还像天宫织女织就的锦缎羽衣，尺
幅方寸，璀璨夺目艳艳华美。

谁说这粉色单调单一？粉色象征可
爱、天真、甜美、温柔、梦幻、美好。粉色
是老少咸宜的色彩，小姑娘喜欢粉色是浪
漫，年轻人爱好粉色是青春，老年人看上
粉色是安适。童话故事里的公主，标配是
穿着一条粉色纱纱泡泡裙，让人们的目光
不由自主地围着她转。几十年前，我的第
一条裙子也是粉色的。当我穿上粉色的
裙子时，就有着公主般的骄傲和少女般的

娇俏。只是我们院子里有两只外衣颜色
鲜艳的火鸡，多半也是外来物种，它们对
我的粉色裙子特别感兴趣，只要我穿粉色
裙子走在院子里，必定围着我转来转去，
像是想与我媲美。我想，如果火鸡遇见粉
黛乱子草，会不会与草儿们一起舞蹈呢？

此时此刻，我与闺蜜在粉黛乱子草的
花海里，左一张照片，右一张摆拍，恨不能
把草的美丽和魅力与我们生命的年轮一
起定格在照片上，留在生活的海洋里。左
边小径走来一位抱着孩子的年轻母亲。
小朋友嘴里咿咿呀呀，对着粉黛乱子草手
舞足蹈，她对着母亲笑，对着我们笑，对着
草儿们笑，声音笑得“咯咯咯”的。爱美之
心人皆有之，看来，碎娃娃的审美能力也
是有的，母亲也笑了，对着娃娃笑，对着我
们笑，对着草儿们笑。母亲见我们用手机
拍照片，上前几步，请闺蜜为她与小朋友
拍合影。我站在闺蜜身旁，看着闺蜜在手
机的取景框里拍下母与子，镜框里的母亲
笑得那么甜美，小朋友张嘴呲牙，只长了
两颗牙的嘴上流着一滴口水，粉黛乱子草
铺陈在她们的身边，粉色的草，粉色的娃
娃，粉色的笑靥，人与草，融洽融合，美丽
美好。

粉黛乱子草是美丽的，母亲与孩子是
美丽的，生活也是美丽的。停下匆匆的脚
步，总能发现美丽，分享美丽。

几年前，当我开始学习心理学的时
候，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讲了心理学史上
的一个经典实验——恒河猴实验，实验结
果让我们全班同学都很震惊。

这个实验是这样的：实验人员将一群
刚出生不久的幼年恒河猴跟它们的妈妈
分开，再逐个放进笼子里，每个笼子里放
着两个“假猴子妈妈”：一个是用铁丝做
的，一个是用绒布做的。“铁丝妈妈”的胸
前挂着一个大大的奶瓶，小猴子能够轻易
地喝到美味的乳汁；而“绒布妈妈”的胸前
则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

老师问我们：“你们觉得小猴子会更
喜欢铁丝妈妈，还是绒布妈妈？”

我们都齐刷刷看好“铁丝妈妈”，老话
不是早就说了嘛，“有奶便是娘”！充足美
味的奶水，这不就是每一个生命体最喜欢
最需要的吗？

但是，实验结果却让我们大跌眼镜
——所有幼猴都自觉地爬到“绒布妈妈”
的怀里，抚摸她的身体，一待就是好几个
小时，只有当它们饿了，才会跑到“铁丝妈
妈”那里，大口吸奶，吃饱之后，马上又会

回到“绒布妈妈”身边。
恒河猴实验在 20 世纪上半叶也震惊

了整个心理学界。这个实验告诉我们，相
比于奶水，孩子内心更需要的是温暖、柔
和的肢体接触和陪伴。

后来，实验人员又让一半的笼子只保
留“铁丝妈妈”，一半的笼子只保留“绒布
妈妈”，当然，会给只有“绒布妈妈”陪伴的
幼猴定时喂奶。实验发现，“铁丝妈妈”的
幼猴均出现了严重抑郁、烦躁的症状，有
的甚至还有啃咬自己的自残行为。

“绒布妈妈”的幼猴虽然状况要好得
多，但是依然比不了正常母猴喂养带大的
幼猴，为什么呢？因为“绒布妈妈”不能跟
幼猴互动，幼猴无数次表达自己的爱意和
亲昵，却始终得不到任何回应。

这让我又想起了哈佛大学儿童发展中
心著名的三分钟“静止脸”实验。一位妈
妈和一个10个月大的孩子在一起玩耍，妈
妈笑吟吟地望着宝宝，眼睛和表情都充满
了温暖的宠爱，孩子也是一脸的开心。

突然，妈妈开始板着脸，面无表情。
孩子愣了一下，但很快去摸妈妈的脸，紧
张地望着妈妈，做很多动作想逗妈妈笑，
而妈妈始终一脸冷漠。随后，孩子大哭，
情绪崩溃。

这两个实验都告诉我们，孩子有丰富
的情绪和感知，如果把奶水比成物质条
件，那么要培养一个心理健康的孩子，仅
有物质条件是远远不够的，拥抱、陪伴、及
时互动这些情感交流才能滋养孩子的心
灵世界。

可惜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父母认为，
“我只要把最好的物质条件都给孩子了，
孩子就应该茁壮成长。”“现在的孩子比我
们小时候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要什么
买什么，为什么他们还会抑郁？”为什么
呢？或许孩子遇到的只是“铁丝妈妈”，有
充足的奶水，但却没有温柔的爱抚和陪
伴；又或许孩子遇到的只是“绒布妈妈”，
虽然一直陪着，但却经常不给孩子回应。

婴幼儿早期的心灵状态，都是混沌
的、脆弱的、分化的，他们需要在和妈妈等
养育者的互动中，逐渐发展出清晰的、坚
韧的、能适应复杂外部世界的心灵结构。
在这个心灵结构逐渐长成的过程中，情感
互动最为关键。

那些在青春期出现心理问题的孩子，
他们大多存在情感互动缺失。我有一个
16 岁的来访者，她从小就很胆小，内心总
是充满莫名的恐惧，怕黑，必须开灯睡觉，
不然就会不停地做噩梦，从梦中惊醒会大
喊大叫，这些让她备受困扰，也完全没有
办法住校。

我后来了解到，原来在她 1 岁到 3 岁
之间，爸爸妈妈忙着打拼事业，把她寄养
在乡下爷爷奶奶家，乡下的房子总是很昏
暗，奶奶也总是在凌晨四五点钟就起床去
干农活，她醒了之后大哭，也从来没有人
及时去安抚她。

虽然长大之后，她早已没有了这段记
忆，但是幼年时那些害怕的感受都深深地
被她的身体记住了，就像给她内心埋下了
一颗恐惧的种子，只要遇到类似的环境就
会激活内心的恐惧。

当这个孩子排斥住校时，爸爸妈妈完
全不能理解，认为孩子就是娇生惯养，依
赖性太重，同时考虑到，以后大学也要住
校，现在不克服不行，于是强迫孩子住校。

当寝室的灯关掉时，孩子不敢睡觉，
即便睡着了，也会被噩梦惊醒，同寝室的
同学都对此怨声载道，这些就是一连串的
连锁反应——人际关系出现问题、被孤
立、睡眠障碍、学业耽误、害怕去学校……
每一个出现心理问题的孩子，一定都是可
以溯源的。

父母既不能离开孩子，也不能机械化
地抚养孩子，必须用爱跟孩子互动，去看
见孩子、倾听孩子、回应孩子，让孩子活在
充满爱的关系中，而不是在仅有物质的照
料中成长。

要记住，情感互动永远胜过饮食照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