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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紧密型家庭关系让我们享受更浓亲情的
同时，如何划清边界，如何让孩子拥有相对独立的人
格，子女成年后父母如何体面地淡出他们的生活已经
成为越来越多人关心的话题。更清晰的边界感是中国
未来亲子关系里父母和子女都要好好修学的一门重要
课程。

一、人格的形成和影响人格的因素
人格是心理特征的整合统一体，是一个相对稳定

的组织结构，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下影响着人的内隐和
外显行为的心理特征。人格的发展是遗传与环境两种

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一）生物遗传因素
遗传是人格不可缺少的影响因素。遗传因素对人

格的作用程度随人格特质的不同而异。通常在智力、
气质这些与生物因素相关较大的特质上，遗传的作用
较重要。而在价值、信念、性格等与社会因素关系紧
密的特质上，后天环境的作用更重要。

（二）社会文化因素
社会文化塑造了社会成员的人格特征，使其成员

的人格结构朝着相似的方向发展。社会文化对人格的

摘要：中华文化讲究集体主义，千百年来传承的是紧密的抱团式的家庭关系。儒家文化提倡顺从、和谐，
“听话”在我们传统文化中一直是美德，所以大多数的父母习惯了帮子女拿主意，能帮忙的帮忙，能包办的事
就包办。子女年纪小的时候如此，成年了还是如此。中国的儿女们享受了父母无微不至的关爱甚至奉献，远远
多于世界上其他地区。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及成年以后，一方面子女独立意识和需求本就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
在当代越来越国际化的环境下，有了更多接触西方个人价值至上文化的机会，很多子女还具备一定的海外经
历，对西方的独立、自主有了更多的认同感。东西方文化、代际差异已经让年轻一代在独立性，自我价值实现
方面有了越来越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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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因文化而异，这要看社会对顺应的要求是否严
格。影响力的强弱也要看行为的社会意义。社会文化
对人格具有塑造功能，这表现在不同文化的民族有其
固有的民族性格。

（三）家庭环境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成员间不仅有自然的

遗传因素，还有社会的遗传因素。这种社会的遗传因
素表现在父母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方式教育孩子，使他
们逐渐形成某些人格特质。研究人格的家庭成因，重
点在于探讨家庭的差异和教养方式对人格发展和人格
差异的影响。权威型教养方式下，孩子容易消极、被
动、依赖、服从、懦弱，做事缺乏主动性；在放纵型
的教养方式下，孩子多表现为任性、幼稚、自私、野
蛮、无礼、独立性差；在民主型的教养方式下，孩子
能形成一些积极的人格品质，如活泼、快乐、直爽、
自立、彬彬有礼，善于交往、富于合作等。此外还有
早期童年经验、学校教育因素、自然物理因素和自我
调控因素等。

所以，人格是先后天的合金，是遗传和环境交互
作用的结果。在人格的形成过程中，各个因素对人格
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不同的作用。遗传决定了人格发
展的可能性，环境决定了人格发展的现实性，其中教
育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自我调控系统是人格发展的内
部决定因素。

二、过度付出的父母会给孩子的成长，亲子关系
带来挑战

被父母保护得很好的孩子，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呢？父母360度全方位的包揽，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正常
的生活，对孩子来说真的是件好事吗？过度的爱会产
生下面几个负面影响。

（一）会让孩子难以独立
很多时候，不是孩子不独立，而是因为父母喜欢

包办一切，从而剥夺了孩子独立的机会。费斯廷格提
出的认知不协调理论，当各种认知因素之间出现“非
配合性”关系时，认知的主体就会产生不协调。这种
不协调会产生心理压力，促使个人去改变有关的观念
或行为，以减少或避免这种不协调。

当这些认知不协调发生时，孩子能独立面对吗？
或者至少知道如何寻求帮助吗？心理学上有一句名
言：“大人什么时候学会自私，孩子就什么时候长大
成人。”

（二）会让孩子产生强烈的愧疚感
因为孩子总觉得父母为自己付出这么多，自己却

不够优秀，心理上就会产生一种罪恶感。在我们社会
化的过程中，我们会高估别人对我们的关注程度，在
社会影响的作用下，通过社会比较形成自我评价，并
进行相应的印象管理。在面具效应的作用下，朝着更
符合社会期望的方向调整。

焦点效应：过分高估他人显眼的行为和外表，人
们往往会把自己看作一切的中心，并且直觉地高估别
人对我们的关注程度。同样，我们也会高估自己的社
交失误和公众心理疏忽。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我们
总是在向周围的观众表演。我们会进行“自我表露”

（自我表现），即我们想要向外在的观众（别人）和
内在的观众（自己）展现一种受赞许的形象。

社会影响：由于社会压力而发生的个人行为与态
度朝社会占优势的方向变化的过程，称作社会影响。
广义的社会影响包括人际相互作用与人际关系的影
响、群体影响和大社会的文化影响等多个方面。

社会比较：在现实生活中许多时候不存在社会评
价的绝对标准，这时人们就需要将自己与他人对比，
才能够形成明确的自我评价。这种将自身状态与他人
状态进行对比以获得明确自我评价的过程，就是社会
比较。

印象管理：是指一个人以一定方式去影响别人对
自己的印象的过程。它是一个人通过控制自我形象，
通过一定的方法去影响别人对于自己的印象，使别人
所形成的有关自己的印象符合自己期望的过程。

面具效应：即人们试图掩盖自己的不足，行为举
止也会更符合社会期望，这一现象被称为面具效应。
这段时间有个很热的事件：美国某学院中国留学生张
某，因自杀而去世。可能有人会问：张某是谁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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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媒体要报道他？因为他有个很特别的父亲。张某
的父亲，以前是某企业高管。张某一岁的时候，父亲
就和母亲离了婚，他从此跟着父亲生活。父亲为了照
顾好孩子，就辞去了高管的职务，然后开始“全职带
娃”。 这位父亲对儿子的付出很是让人惊叹：每天
变着法给孩子做饭，十几年来菜单没有重样；每天坚
持给儿子拍照，17年拍了20多万张；为了孩子学好英
语，他雕刻了 25 万个英文字母……

张某的父亲对他超乎常人的付出，他在内心里
一定充满感激，也是尽己所能回报父亲，希望成为父
亲的骄傲的。所以一直以来也很给力，成了传说中
“别人家的孩子”，一路优异，直至考进名校埃默里
大学。陌生的国度，生活、学业上的不适。他的学
业、学校表现还如原来一样拔尖吗？事件报道中并未
提及张某入校后的情况。但一个一直以来生活在别人
眼中，顶着光环的他，如果因为各种挑战导致学业下
滑，其他表现也受挫的话，他还能接受摘下面具后的
自己吗？他能不对父亲产生深深的愧疚吗？他能意识
到这些挑战可能只是暂时情况吗？他能在逆境中找到
更好的方案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因为他的独立性
还不足以支撑他。

（三）引发严重的家庭冲突
边界不清的亲子关系始于父母的过度付出。父母

的过度付出是亲子关系中的一大杀手。过度付出造成
子女无法形成完善、独立的人格，中国式亲子关系中
比比皆是的父母插手子女的生活，越俎代庖已经成为
困扰很多家庭的问题。当然也有很多子女过度插手父

母生活的例子，亦属边界不清，本文篇幅原因，暂不
多做探讨。

三、结语
一直喜欢《目送》里的这段话：“我慢慢地慢

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
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目送他的背影渐
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
在小路转弯的地方，他在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
追。”“不必追”虽然苍凉，但作为父母的我们必须
如此。一如心理学家克莱尔所说：“世界上所有的爱
都是为了相聚，只有一种爱是为了分离，那就是父母
对孩子的爱。”独立健康的人格是健康亲子关系的前
提。当我们在逐步成年、成长，被社会化的同时，愿
我们还能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保有自己的个性。

很多父母也是子女，愿我们能时时提醒自己亲
子关系中的边界。所有的决定都不是没有缘由，如何
选择，是各自的权利。当对方的决定与自己相左时，
作为外人，可以不赞成，但请尊重，至少保持沉默。
爱不是过度的保护和控制，而是尊重和平等、爱和自
由。真正的父母之爱，不是对孩子恒久的占有，而是
一场得体的退出。愿我们都努力在相互尊重，相互理
解、健康良性的亲子关系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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