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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引言对一名儿童而言什么更重要？
他最需要什么？
今天大凡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心里都有确定的答案。
对于大多数同胞来说，事情的确很清楚： 对孩子最重要的就是——爱。
这种肯定的回答似乎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因为罕有人仅靠理性而做出这种回答。
成年人言称孩子需要爱，其实无意识中说的经常是他们自己。
他们或是在怀念一种自己过去历经磨难才得到的温情，或是在表达曾因缺乏爱而经历过的无法根除的
痛苦。
谈论童年的人向来都带着个人感情色彩。
相比其他方面，这方面的观念更能扎根于当事人自身经历的最深处。
表面上看似深思熟虑的科学或哲学立场往往隐藏着人们内心最痛苦的呐喊。
这种个人经历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尤其因为在其大部分变得无意识的情况下，当事人会忽视其存在。
他们从此会真诚地拒绝了解这种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左右着自己的思想；他们也不知道正是因为这种影
响，他们对别人任何讨论问题的尝试都产生表皮反应，甚至有时为迫使有异议者沉默而采取恐怖态度
：“怎么？
您竟然怀疑爱对孩子的必要性？
”讨论相应变得复杂了，而且会让人感到痛惜，因为将爱视为儿童主要食粮的思想不只存在于个人，
而且已经漫布整个社会。
爱已经成为衡量与父母—孩子关系有关的一切东西的主要标准，被人当作这种关系的起点和终点到处
援引，比如在官方声明、生活实践以及诸多社会讨论中。
很明显，支持这些说法的公理是： 孩子是“在爱的沐浴中”长大的。
此外这种公理也见诸于许多著述，而且人们势必要认识它，却鲜有质疑的声音。
我们会为此感到吃惊。
因为提出孩子是“在爱的沐浴中”长大的观点是一种巨大的倒退。
相对于一个世纪来精神分析实践带来的所有有关儿童的知识来说，这是罕有的退步。
精神分析实践首先让一些成人患者有机会发现他们痛苦的根源来自童年，其次通过直接对儿童开展的
工作，人们了解了他们的感受，从而揭示了一种儿童心理构建过程的存在及其复杂性。
没有一个孩子生下来就是全副武装好的。
没有一个孩子是带着一个健全的心理结构来到世间的。
孩子的成长要靠后天的构建。
在这个构建过程中父母起着决定性作用，我们不能把这个作用局限于一个“爱”字上，除非对它进行
缩减。
这一点其实人人都知道。
的确，在日常生活中，每当成年人提起他们童年的时候，我们不是屡屡听到类似下面的话吗：“我认
为（或者我确信）父母是爱我的。
”说完之后立即会补上一个“但是”（“我认为父母是爱我的，但是⋯⋯”）。
这个“但是”显然说明除了他们父母的爱（这一点任何时候都毋庸置疑），还存在问题。
这些问题的产生不是因为父母没有能力爱自己的孩子，而是因为他们面对孩子、面对孩子的自立、性
行为、欲望等无所适从。
我们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在自己童年时代对此有过体验），即使是对孩子抱有
无限爱意的父母，如果因自身经历而无法了解孩子需要他们了解的东西，也会给孩子带来痛苦（而父
母自己却对此浑然不知）。
另外我们也会注意到，在突出“爱”这个字眼时，社会的表现也很矛盾。
确实，一方面，社会不断在各种媒体中召集那些所谓的“心理学家”给父母提出如何处理与孩子关系
的建议，不断邀请这些心理学家参与各种对儿童和教育进行思考的组织机构，不懈地出版一些普及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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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名符其实的父母之道指南，想办法帮助人们学习为人父母之道、创办“父母学校”帮助父母们更
好地胜任某些人今后所称的“职业”。
与此同时，在很多重要领域，社会运行的方式都使人觉得在涉及父母与孩子关系时，“爱”是唯一被
考虑的标准。
这里存在一种差别，需要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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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父母之爱不能简化为单纯的感情
　　没有教育意蕴的爱，不是真正的父母之爱
　　法国当代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儿童问题专家克洛德?阿尔莫在这本重要的著作中告诉我们：儿童并
非“天生”就拥有与其他人共同生活的能力，也无法独自发现人类生活的法则。
成长的过程即构建自我的过程，为此需要成人的帮助，而教育正是构建自我的主要支柱。
因此，爱孩子决不能只限于舔犊情深。
用感情来涵盖父母之爱的观念对孩子、家长乃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了严重后果。
阿尔莫用自己一贯擅长的清晰语言，让所有的父母明白：爱孩子究竟意味着什么？
对一名儿童而言什么更重要？
儿童最需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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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克洛德·阿尔莫（Claude
Halmos），法国当代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儿童问题专家，在诊所和公共领域从事对成人和儿童的服务
工作已愈20年，著有《光有爱还不够》《童年重要的一步》《成长》《交谈就是生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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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爱的神话及其危害：现状说明
　第1章 关于父母之爱的错误观念　
　　爱是永恒存在的
　　爱总是有益的
　　被精神分析实践所推翻的错误观念
　　爱不是永恒存在的
　　爱并不总是有益的
　第2章 父母之爱： 未被鉴别之物　
　　父母之爱与“一般意义上的”爱的区别
　第3章 父母—孩子：知道爱意味着什么
　第4章 感情借口　
　　对爱的迷信产生的家庭影响
　　对爱的迷信产生的社会影响
第二部分　儿童： 爱的牺牲品
　第1章 爱：从缺失到膨胀　
　　爱的缺失
　　爱的产生
　　儿童的新地位
　　儿童的新形象
　　爱的膨胀
　　传统家庭结构的动摇
　　父亲作用的衰落
　　“自恋文化”及其影响
　　一种倒退？

　第2章 司法面前的儿童
　　旧王朝时代
　　1810年刑法典
　　“小火箭”监狱
　　日常生活
　　1850年8月5日法律
　　1912年7月22日法律
　　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未成年人司法： 1945年条例
　　未成年罪犯的受审过程
　第3章 未成年人司法被推翻： 受欺骗的儿童　
　　1945年条例的内在矛盾
　　司法判例
　　对1945年条例的否定
　　佩尔邦法律——未成年人司法的倒退
　　对镇压的无限眷恋
　　佩尔邦法的影响
　　这一切有爱吗？

　　当人们惩罚孩子、为父母开脱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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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倒错的法律
第三部分　教育： 孩子成长的驱动力
　第1章 被当今社会遗忘的角落： 教育
　　对教育的歪曲认识
　　镇压式教育的幽灵
　　“心理成长”
　　教育： 儿童成长的主要载体
　　成长游戏的规则
　　人们对教育准则的恐惧
　　“心理学”的误区
　　教育是对孩子与父母的保护
　　谁能提出准则？

　　精神分析学能给人们的教诲
　　讨论的重要性
　第2章 弗洛伊德之后的教育及其教育观　
　　唯乐原则
　　唯实原则
　　过渡的结果
　　思维的诞生
　　教育的作用
　第3章 弗朗索瓦兹?多尔多： 婴儿是怎样来到人世间的
　　成长阶段的跨越
　　“象征性阉割”
　第4章 当治疗与聆听不再合拍
　　症状是儿童所遇困难的表现
　　发生了什么事情？
谁是怎么想的？
谁在承受痛苦？

　　谁是谁？

　　治疗的可能性
　　父母： 精神治疗的有关一方
　　父母，治疗医师的合作者
　　父母与孩子承受同样的痛苦
　　有问题的“心理”工作
　　非“心理”治疗过程
　　对治疗方法进行反思
　　康复⋯⋯但以怎样的代价？

　　爱的理论与心理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
　　新的儿童疾病
结语
谢辞　　
参考书目　　
附录　父母之爱不能简化为单纯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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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3章 父母—孩子： 知道爱意味着什么我们已经提出了父母之爱与一般意义上的爱的不同之处，那么
现在能不能确定一些标准，说明什么样的爱才是名副其实的父母之爱呢？
如果说在这一方面没有完美典范的话（因为我们不能幻想一种完全排除占有和支配欲的父母之爱），
至少仍有一些可参照的标准，它们尽管很复杂，但也不是晦涩玄妙的，我们并不需要在一种特别的哲
学、伦理或意识形态中去寻找，只要在孩子身上就可以找到。
事实上，对孩子进行的精神分析实践已经证明父母之爱的质量与父母之爱的强度无关，而是与它的性
质有关。
只有当父母之爱对孩子有益时，只有孩子能够在父母爱的沐浴下健康成长与发展时，它才能被称为“
真正的爱”。
因此父母之爱只有满足下列两个条件才是真正的爱： 第一，父母为了孩子“长大”成人，在各方面都
能向孩子提供他所需要的物质；第二，在这么做的时候，父母尤其要清楚地意识到这些付出只是为了
有一天孩子能离开他们，依靠自己的翅膀自由地飞向另一片天空。
爱孩子，实际上就是持久地给孩子以教导、爱、帮助与温情。
这不是为了把他留在身边，而是为了让他能够渐行渐远，最终远离父母，在另外一个地方开始自己的
生活。
爱孩子，就是随着岁月流逝逐渐减少孩子对父母的依赖性，这既是从物质方面来说的（因为我们鼓励
孩子自立），也是从感情方面来说的。
因为爱孩子也是为了帮助他离开父母的庇护而越来越依恋别人，这是最为矛盾的事情之一。
要拒绝他将感情专一用于父母，以便为他打开世界之门。
因此，对父母来说，爱孩子并不是像其他爱一样任凭自己由感情支配。
父母不能随心所欲、跟着自己或者伴侣的感觉行事，而是要完成一项工作。
这项工作开始得很早，并且做的过程中始终伴有痛苦。
日复一日地答应孩子的要求、放手让他走向独立不一定是件容易的事，例如撒开手让他独自行走、让
他独自过马路、独自去上学、赴自己第一次“狂欢聚会”等。
父亲或母亲与另一方分享孩子，看到孩子与保姆、托儿所保育员、小学老师、初中老师等亲近，这也
不一定是件容易的事，尤其当孩子长大以后更是如此。
在孩子小的时候，尽管有上述化身，父母依然在孩子心中占有首要位置，然而事情后来就变得几乎无
法处理。
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不得不忍受孩子与越来越多的人缔结关系： 他们是其在社会上结交的成年人，
他们会吸引孩子，甚至让其着迷，包括男女朋友、恋人，之后还有情人、妻子、丈夫⋯⋯孩子也会喜
欢摆弄一些物品，热衷于一些活动。
因为父母必须接受孩子拥有让他们反感的口味，让他们痛惜的观点，以及他们视为不良的爱好。
当然，即使孩子不断长大（如果一切正常的话），他仍然爱着父母。
他始终都把父母置于自己心头、脑海和生命中某个重要位置。
但即使这个位置永远都是特别的，它也不再是首要和唯一的。
由此我们怎能不明白这样的道理： 父母与孩子之间真正的爱本质上与所有其他的爱截然不同，因为只
有在这种爱中，“施爱者”（父母）才会爱着一个不但永远不能为其完全拥有（乱伦禁忌使其不能占
有后者的身体，也不能占有他的思想，因为它必须找到自己的轨道），反而随着时间流逝日益不属于
他们的“对象”（孩子）。
我们怎能不明白： 在其他爱中，“施爱者”致力于留住爱的对象（这完全合法），相反，在父母对孩
子的爱中，父母却致力于失去后者（因为父母的爱正是孩子闯荡世界的盘缠）。
所以我们怎能不明白： 正是由于父母之爱与众不同，它才要求父母拥有与众不同的爱的经历，即必须
在依恋孩子的同时不断致力于与爱子分离，必须一直同时体验这种依恋与分离（许多父母并不否认这
一点，在求诊中经常以一种焦虑的形式表示出来，即想到要在做得过分或者不足这两种危险之间挣扎
时产生的焦虑）。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光有爱还不够>>

我们又怎能不明白： 爱孩子远不是件轻松自然的事，相反，它要求父母付出巨大的精神努力，因为他
们不能像在其他爱中那样享受拥有所爱对象的快乐，而应努力在失去中寻找到幸福。
这无疑是艰难的转变： 首先因为孩子不仅是父母选择之物，而且是他们真正塑造之物，他们给了孩子
生命，之后还要日复一日地维护这条生命，所以放手让其自立是世上最难的事。
其次是因为无法享受占有孩子的快乐（要给他生活的自由）意味着父母能够在对孩子的关系中找到另
一种形式的满足。
的确，任何人的付出都有回报。
实践证明，无论我们看到的现象多么令人不安，付出者只是表面上失去了所付出的东西，因为这种付
出总是为其带来一些回报，例如对受益者的权威，使其自我陶醉的善者形象等。
这对付出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如果付出者不幸因自身经历无法从奉献中得到任何这类回报的话，他只有一种办法得到补偿，
即从失望本身，以享受受虐或失落快感的形式得到补偿。
在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中，诸如“我为你牺牲了我自己”、“和你的伙伴出去吧，没关系，我们俩就独
自待在家里⋯⋯”这样的态度非常有害，对父母和孩子来说都是如此，它将毁掉父母的生活，并使孩
子成为父母的人质。
我们在接诊中会经常遇到一些成人因背负对父母的某种负罪感和某种虚幻的负债感而痛苦不已。
究其原因，他们一生从未有机会碰到一个成人向其解释，父母与孩子间的付出是正常的，孩子接受付
出并不属于什么过分的特权，而完全符合社会法则，所以他们就以为自己即使没有给父母带来折磨，
也是父母牺牲的罪魁祸首。
如何避免这种心理暗礁？
在什么条件下父母才能不因占有孩子而高兴，更不用在失落中寻找快乐呢？
对孩子及其家庭进行的精神分析实践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
为了实现上述过程，父母必须能够在两件事中获得深刻和真正的满足： 付出与传续。
换句话说，就是能够在付出时感到幸福，除了期望看到自己为之付出的孩子茁壮成长，别无他求；在
传续时也是如此。
他们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自己生前的时光，也是为了自己身后的岁月，因为孩子在下面这一点上是一个
特别的爱的对象： 父母预先知道，即使爱丝毫没有干涸，自己有一天也会因为死亡而与孩子分离，永
远看不到自己所播下的种子完全长大成材。
所以，父母必须能从这种自愿的不断失去中找到某种补偿，必须能在想到自己是孩子成长的源泉时真
正感到高兴，从而获得一种自我满足。
毫无疑问，这种满足类似于建筑师的自豪，他倾注自己全部知识和精力建造了一座能抵御岁月侵蚀、
风暴摧残的城郭，当他凝视自己的作品、确信它会在自己死后仍旧巍然屹立时，会感到自己的所有努
力都得到了回报。
在这么做的时候，父母还应该意识到自己处在家族世代相传的链条中，在那里占据一席之地，行使一
项职能，并且他们的孩子有朝一日也会行使这项职能：“我正为你做着我父亲曾经为我做过的事，就
像他自己的父亲曾经为他所做的那样。
有一天，你也会为你的孩子做这些事的。
”对于人类来说，这种传续的希望可能是仅有的能够补偿死亡命运的东西之一： 其生命将不可避免化
为虚无，任何生命都必然通向死亡。
然而这种希望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获得的，因为有些人由于童年的经历而无法得到。
确实，一名儿童无法独自领会世代相传的意义，这需要成人的帮忙。
他需要成人用话语向其解释这种传续是人与动物的基本区别之一。
因为，如果说一只狗死了就注定荡然无存的话（其后代不会对其留下任何记忆，更不用说传续什么）
，一个死去的人仍然会继续活在其后辈们的记忆中，他生前的一切都将铭刻在子孙们的意识和无意识
中，并将为后者谈论。
孩子还需要父母做出榜样。
的确，正是看到父母将他们从自己父母那里得到的东西传给他，孩子才懂得生命其实就像一场接力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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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代人都将接力棒交给下一代（他不仅是用思想，而且是用整个生命弄懂的，因为他正亲身经历
）。
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孩子才会感到自己平等地、理所当然地处于世代相传的过程中。
对一个人来说，如果上辈人没有向他进行解释、为他做出榜样，而且自身经历又没有使他意识到这种
缺失的话，他就会漂泊不定，悬浮在一个与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无法建立关联、注定处于静止状态的
时间中。
因为无法想象自己是家族链条上的一个链环，他只会觉得（至少无意识中如此）世界是由一个个相互
间没有真正联系的单子组成的集合，就像一种死寂的永恒之境，其中没有任何血脉延续的概念，所有
人（父母和孩子）都处于同一水平。
这丝毫不会妨碍他对孩子拥有感情，甚至也不影响他照顾孩子，但是他完全不会想到自己作为父母对
孩子拥有特别的传续义务，这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他甚至根本不会考虑这一点。
在我们接诊过程中，这种空白或缺失的后果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这既表现在象征方面，因为当事父母通常显得罕有能力向孩子提供其成长可能需要的帮助（他们的做
法仿佛是认为让孩子独自去发现一切是很正常的事：“您不用担心，生活会教会他一切的！
”），也表现在物质方面。
在物质这一点上，父母是否打算死后给子女留点什么，这个问题经常很有说服力，但不幸的是它极少
被人考虑，许多治疗者（错误地）认为它只与当事人的财富水平有关。
然而现实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关于遗产的考虑远不只是财富的问题，它经常比鸿篇大论更能说明父母与孩子关系的真实情况。
确实，在一些十分贫困的家庭里，父母会努力给孩子留下他们能留下的一切： 一点积蓄，甚至在别无
他物时，留下一些日常用品。
另外这些父母也认为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传授给孩子是正常的事（他们也是这么说的）： 生活规则，
技术知识，伦理道德，家族或国家的历史等。
有些父母就说他们从祖父或祖母那里继承下来的园艺手册、菜谱、铁锹或锯子在他们看来都是无价之
宝，这些已没有任何商业价值的物品对他们来说件件都代表着对他们生活一个完整方面的支撑⋯⋯相
反，其他一些社会地位高、更富有的父母好像一点也不担心他们死后将发生的事。
尽管他们拥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但他们并不考虑购置财产供孩子们在自己死后使用。
根据他们一贯的做法（并且他们对此毫无意识），他们仿佛在向全世界宣称：“在我死后，哪怕洪水
滔天！
”此外也不乏一些人在被问到这一点时真心诚意地回答：“最终说来，我就是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打
拼出来的！
为什么我的孩子们不能做同样的事呢？
他们的能力并不逊于我啊！
”这样的回答骇人听闻，尤其因为他们远未能理解这其中蕴含的暴力，也未能预料将由此重现的悲剧
，在自己曾成为这种悲剧的牺牲品之后，他们也将把孩子拖入其中。
一些父母走得更远。
他们模糊地感到需要一种依托，他们未曾从自己父母那里得到这种依托，于是就紧紧抓住孩子，把后
者当作一种可供其依靠的替代品。
有些父母的话就证明了这种辈分的颠倒，说他们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非但从未得到自己父母的支持，
反过来还要对后者履行类似父母的职责：“太不可思议了，他们不但不照顾我，反而还要我来照顾他
们。
这世界不是完全颠倒了嘛！
”讲述这种日常不幸的故事不胜枚举，如果还有必要，那么它们本身就足以证明父母之爱的特殊性和
极端复杂性。
正如我们在前文一直试图阐释的那样，父母之爱要求父母做出特别之举，即懂得离开、付出和传续，
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基本道理，早在《圣经》中就有记载。
的确，当所罗门王面对两名同时认一孩童为子的妇女通过判断来解决争议时，他正是这么说的： 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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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母亲不是为了得到孩子甘愿付出任何代价而不管孩子是死是活的那个女人，而是只要孩子能够活着
就不惜与孩子永远分别、不惜把孩子送给别人的那一位。
真正爱孩子的母亲宁肯孩子远离自己好好活着，也不想看到他在自己怀中死去。
通过这种判断，所罗门王想说的不正是父母仅靠追索血缘关系、仅靠确认自己的感情并不足以证明其
真正爱孩子吗？
这个真理，我们的社会好像已经将其遗忘了。
今天的社会不断地要求父母爱孩子，却没有对这种爱的性质和内容进行足够的思考（并因此提出足够
的要求），致使它只强调感情（最多掺入一点道德说教），由此制造了人们对父母之爱的一种误解，
其后果无论对父母还是对孩子来说都具有难以想象的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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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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