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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儿童并非“天生”就拥有与其他人共同生活的能力，无法独自发现人类生活的法则。
他正在构建自我，为此需要成人的帮助；教育就是其构建自我的主要支柱。
因此，与今天人们通常的观念相反，爱孩子并不能只限于舔犊情深。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精神分析学家，克洛德·阿尔莫在本书中揭示：用感情来涵盖父母之爱的观念
对孩子、家长和整个社会都产生了严重后果。
对于父母之爱这个问题，她用自己一贯擅长的清晰语言奠定了一种真正思考的基础，并由此帮助所有
的父母明白爱孩子究竟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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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法国)克洛德·阿尔莫(Claude Halmos) 译者：王文新 李美平克洛德·阿尔莫（Claude Hal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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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谈就是生活》（Parler ,c'est vivre，NiL出版社，1997年）。
译者简介：王文新，文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法语系副教授，兼任教育部高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法语分委会、中国法语教学研究会秘书长，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法语专家委员会委员
，长年从事法语教学以及法语词汇学、翻译和教学法研究，发表有论文、教材和译著多种，曾获上外
教学十佳称号和上海教育发展基金会教学科研二等奖。
李美平，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大学法语语言文学专业，在湖北省三峡大学任教两年后考取上海外国语大
学攻读法语硕士学位，主攻翻译方向。
现任教于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本科法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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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关于父母之爱的错误观念过分突出爱是有问题的，尤其是因为这种做法伴随有一些错误观念。
的确，如果认真研究一下实际生活中人们关于孩子的言行，我们就会发现，所发生的一切都让人觉得
，这种不断被援引的爱在“集体思考缺失”中具有两个主要特征。
爱是永恒存在的第一个特征就是，爱永远存在于父母与孩子之间。
虽然人们从没有这么明确地表达过，但这一点实际支撑着所有的论说，而且不仅存在于我们习惯所称
的普通大众中。
比如，尤其在虐待案例中，当我们听法官、社会工作者甚至治疗专家（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或精
神病学专家）谈及把从家里领出来的孩子送回家的可能性时，就会发现，这这些专家可能会认为父母
太爱孩子或者会承认父母给孩子的爱还不够（例如比给他某位兄弟姐妹的爱要少），但他们几乎不接
受父母会根本不爱孩子这种说法。
除了几例被认为是不正常或凶恶的父母、由此构成与爱之规律相反的个案之外，这种事情对他们来说
是匪夷所闻的。
所有正常的父母都被认为是爱孩子的，反过来孩子也爱他们。
事实上，好像所有的人都不假思索地深信孩子一出生父母就会对他产生爱，深信爱是发自父母内心的
，就像母性动物本能地舔抚刚产下的幼崽一样。
这种将人的欲望几乎视同于哺乳动物本能的观点并不让人产生质疑。
爱总是有益的此外，作为爱过分突出化的第二种特征，人们似乎相信，这种被认为永远存在的爱对孩
子总是有益的，就像母乳对孩子永远有益一样。
这种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尤其是因为人们极少质问父母之爱的性质：爱？
就是⋯⋯爱。
这样的说辞水平也就相当于一首廉价歌曲里被人翻来覆去唱的几句词。
似乎相比其他方面，在这一方面质问人的感情尤其不当。
对父母之爱质的考量存在以下两种做法：丝毫不加以考量。
比如我们惊讶地看到，面对一些有严重偏差并由此证明父母与孩子关系存在问题的家庭，这么多专家
都没能提出一个再明显不过的问题，即：“他们爱自己的孩子。
这是一定的（或者可能吧⋯⋯）。
但是他们是如何爱孩子的呢？
”而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对父母与孩子关系的性质进行良性思考。
用一种往往仍属于道德判断范畴的方式进行考量。
人们会说父母爱孩子的方式不当，然而这种批评并不能让人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对孩子的爱不当，按照一般的理解，就是过分溺爱（这就重新回到了量的标准），或者是爱的方式有
悖道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对事情一味地予以谴责而不加以研究。
而这种谴责会产生一些自相矛盾的结果，因为谴责会带来排斥，从而使人们将那些以不当方式爱孩子
的父亲或母亲（如乱伦的父亲）划入坏父母之列，使他（她）和上文提到的不爱孩子的父母一样变成
一种能够反证爱之规律的例外。
根据爱之规律，父母之爱（或人们所认为的父母之爱）从整体上和本质上来说必然对孩子有益。
被精神分析实践所推翻的错误观念对儿童及其父母逐年累月的精神分析实践表明，上述两种观念，即
认为“爱是永恒存在”以及“爱总是有益”的观念是错误的。
爱不是永恒存在的父母与孩子之间，爱不是永恒存在的。
有些父母无法爱自己的孩子，并且与人们想让我们相信的相反，他们并非因此就是天生缺乏某种基本
器官的恶魔。
其实，在人类中，父母之爱不是自然产生的。
父母对子女的关系并不像动物那样是由本能编排好的，而是一个言语与欲望问题，而这种欲望可能因
个人经历而被阻断。
比如某些父母没有能力爱孩子，因为他们无法给予孩子他们自己都没有得到过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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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给予孩子爱，就要求父母本身有爱。
这只有在下列两种情况下才有可能：他们在童年时期享受过自己父母给予的爱；如果没有的话，也能
在今后的个人生活历程中意识到这种缺失。
缺失感终究代替不了已缺失的爱，但它能让当事人勾勒出缺失之处的轮廓，让他能够在内心最深处圈
出自己未曾得到的爱的位置，并由此把这个空位变成模具来制造给孩子的爱：“因为经历过被剥夺爱
的痛苦，我懂得父母之爱对孩子的意义。
这种爱，我会给你，我会给你别人未曾给过我的东西。
”不幸的是，那些在童年时没有享受过父母爱的成年人，并非所有人都能意识到自己过去生活中存在
的缺失。
确实，只有在小时候曾就自己的“生存情感状况”与其他孩子进行过比较并意识到自己的特殊，他们
才会产生这种意识（“我很清楚，我的伙伴儿伊夫与他父母的关系和我家完全不一样”）。
而且，这种意识的产生意味着巨大的痛苦。
不经历痛苦就不能发现自身存在的“缺失”⋯⋯因此，每个人都试图，至少是无意识地试图避免产生
这种意识，试图从脑海中抹去对空白和缺失的记忆，忘却自己未曾愈合的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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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光有爱还不够:帮助孩子构建自我》：为了长大成人，让生命绽放，孩子需要爱⋯⋯然而，光有爱还
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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