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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鄭玄藏(大學講師)

我不管和同學或朋友交往，只要超過三

年，就不知不覺變得疏離起來，明明

一群人已經很熟悉了，在一起打

打鬧鬧熱絡得很，但我就是

會格格不入，不知如何是

好⋯⋯所以，我一直沒有

交往超過三年的好友！」

看著眼前滿臉淚痕、清秀無

辜的傾訴者，我也跟著掉入一種說不

清楚、講不明白的迷惘狀態中！

　　＊＊＊　＊＊＊　＊＊＊　

只要對方不跟我視訊，即使他有回我

「知道，我很好，很忙，過兩天再連絡」

之類的簡訊，我還是會發瘋似地一直「盧」

他，一定要他回視訊畫面給我才肯下線，搞

得他很氣、很煩，差點就要跟我分手，我明

知這樣不好，但⋯⋯

　

　＊＊＊　＊＊＊　＊＊＊　

可能是少子化的影響，在學校中似乎有

日益增多的同學主訴：被同學排斥、不知怎

麼能成為知心朋友？感覺自己存在感很低，

老是被背叛、遺棄之類，話題圍繞著有關

「人際關係的維持、衝突、修復、持續或結

束」等問題。

在談話過程中，與人交往三年左右，就

會莫名產生疏離感的女同學，在「原生家

庭」的經驗裡，三歲時父母離異，父親堅稱

是母親有外遇，將家裡的電話都裝竊聽器，

母親則堅稱是父親疑心過強，自己是清白

的、被冤枉了，讓她不知要相信哪一方？

直到如今，她仍不願與同學、朋友聊自己的

家庭關係，所以很宿命似的，與人交往就是

跨不過三年關卡。

另一位同學是家中獨子，上大學後發現

自己是同志，偏偏從小父母就把傳宗接代

的重任交託在他身上。他也想過要與異性

交往、結婚，但面對異性就是只能當作姐妹

淘，成為互相談心的知己而已；同性別者，

才是他的性愛對象。他很害怕在性行為過程

中染病，也很害怕被好不容易親密起來的伴

侶拋棄，更害怕父母知情後的反應⋯⋯，常

質疑自己是否值得被愛？連自己都不確定

「我喜歡這樣的自己嗎？」因為在生活中，

他必須時時戒備，避免說錯話被揭穿，面對

眾人無法接受的現實！

自我認同七大危機

青少年心理學家馬西亞(Marcia)在1980

年代就提出，每個人進入青春期都會面臨自

我認同的七個危機及課題：

我不喜歡這樣的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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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向前看或停頓不前：具備前瞻性

的時間觀，能體認自己必須頂住壓力與時俱

進；反之為混淆的時間觀，希望時間趕快過

去，難題也跟著過去，不斷拖延該完成的作

業等。

第二、自我肯定或自我懷疑：自我肯定

者有能力將自己對自我的了解與他人對自己

的看法加以統整，而能自在地作自己。自我

懷疑者則對自己的表現很敏感，不是過度自

大自戀就是疑神疑鬼，甚至完全不顧他人的

感受，造成不必要的尷尬與冷漠反應。

第三、角色嘗試或角色固著：能體會生

命中各種不同角色及相伴隨的期望與任務；

或是提早固著於某種角色，無法在不同的需

要下彈性調整，以致損害了生活的適應力。

第四、對未來任務的預期勝任：能在時

限內克服困難，完成答應別人或師長交付的

任務，並發展出持續一輩子的恆心與毅力；

或是變得無所事事，放著優異的能力不用，

整日閒蕩、散漫度日。

第五、對自己的性別角色認同：接受自

己是某種男性或女性；或是性別混淆，不確

定自己的性別、性對象，兩性相處上時感到

不自在。

第六、有獨立判斷的領導與服從：能勝

任領導角色，也能接受他人領導；或一味盲

從，會在威權要求下無法抗辯地做出違法或

傷人害己的事。

第七、人生信念的形成或喪失：開始選

擇自己的人生哲學（或信念、宗教信仰），

建立持續一生的內在支持；或喪失理想又對

社會強調的價值（如考名校、高成就等）懷

疑、鄙棄，造成生活沒有重心，一切都搖擺

不定。

掌握契機克服心魔

上述兩個例子，表面上是無法與人深入

交往，形成深刻、信任的知己（或親密）關

係，但實質上是遭遇到人生發展的危機。馬

西亞所提的七個自我認同的課題往往是環環

相扣的，一個環節有偏失，其他層面也跟著

混亂騷動起來。

這兩位年輕人願意跟我談的事，可能是

不會主動跟父母傾訴的，但父母的諒解、寬

容、支持，甚至必要時的道歉、調整，改變

對子女的舊期待，卻是他們能否克服心魔，

回復發展正軌的重要關鍵所在。

目前的心理諮商理論愈來愈重視個人生

命早期在原生家庭中的經驗，其中蘊涵的深

奧意義就在於這些經驗會影響我們對自己、

對他人的預設與反應，成為我們不知不覺的

人際關係模式以及情緒調節能力，這些能力

若在初始階段有所缺損，到了青少年階段就

會日益顯著的呈現出來，此時若能及時發現

不對勁，找到合適的老師、朋友或諮商人員

的協助，加上父母的支持及時間（很重要的

療癒因素）的浸潤，上述困擾是有機會調整

至自己與他人均覺得妥適的程度的。

您是否曾在本會的心靈、親職講座或教師研習上，因

為講師的一句話、一個例子、一則故事⋯⋯而茅塞

頓開？或因閱讀我們的叢書、刊物，讓您在教養子女

上、工作上、教學上得到了動能，生命得到了滋養？

歡迎來稿與大家分享您的觸動、體悟、學習，讓善的

力量無限延伸。

徵   文   啟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