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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妈妈
更坚定做自己

■ 周睿

在某社交平台上，“做不被定义的妈

妈”这一话题曾获得超过1000万的讨论

量，当“90后”“00后”逐渐成为育儿主力，

新生代妈妈们开始撕掉刻板的“当妈标

签”，她们不再将妈妈定义为“牺牲奉献

式”角色，而是坚持“爱孩子，也要爱自

己”。

如今的妈妈们，是懂得悦己的。

玩具买自己喜欢的，零食要自己爱吃

的，连节假日怎么玩也首选能让自己

放松的方式……她们注重自我提升

和自我满足，让自己和“妈妈”这一新

的人生角色一同成长，而不是为了家

庭、为了孩子而放弃自我、消耗自

我。妈妈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或

缺的陪伴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妈妈

的人生价值仅限于养育孩子，并非

全身心扑在孩子身上才是合格的

妈妈。带娃和追求自我、拥抱兴趣

之间从来不是一道单选题，与其在

“为了孩子可以牺牲一切”的传统

观念中自我感动，不如多些松弛

感，多些与孩子彼此独立、共同成

长的信心。

事实上，妈妈的角色本就应

该是多元的。她们首先是独立的

个体，其次才是妈妈、妻子等角

色。她们可以是职场上的精英，

也可以是拥有各种特长的“斜杠

青年”；她们可以选择全职带娃，

同时拥有追求自我价值的权

利。我们不该以单一的标准来

定义“妈妈”，而应该看见她们在

多重身份之下的更多可能性。

追求自我价值的妈妈更能

激发孩子的自我意识和独立能

力。心理学研究表明，过度压

抑自我需求的妈妈，更容易陷

入焦虑和抑郁之中，这种情绪

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心理

健康。反之，那些内心充实、敢

于追求自我的妈妈，更能成为

孩子成长的榜样。让孩子看

到，妈妈在育儿与自我实现之

间找到平衡，有自己热爱的事业

和兴趣，他们会更容易理解“独

立”与“爱”并非对立，学会尊重

他人的价值，也能更勇敢地去追

求自己的梦想，探索属于自己的

精彩人生。

当然，妈妈们活出自我的同

时，也离不开家庭和社会的“托

举”。育儿是家庭成员共同的责

任，不该由妈妈独自承担，当带

娃也成为爸爸们的“日常”，妈妈

们才能在家庭中获得更多的支持

和追求自我价值的空间。当社会

不再以“完美妈妈”的模版来要求

女性，而是用更多元、更包容的眼

光看待女性的多样选择，赋予女性

更友好的成长和育儿环境，她们才

能在成为妈妈之后，依然拥有“定

义自己”的权利，才能跳出“母职牢

笼”，更有底气地宣告：爱自己和爱

孩子一样重要。

妈妈们不需要成为无所不能

的“超人”，最好的母爱，从来不是

燃烧自己照亮孩子，而是

让孩子看见，妈妈也在

努力活出自由而充

实的自己。

家教周刊

妈妈，既是一个幸福的身份，也是一个有点沉重的标签。因为想给孩子最好的爱，许多女性

努力成为符合家庭、社会期待的“好妈妈”，却在不知不觉间弄丢了自己。

好妈妈一定要自我牺牲式地爱孩子，任劳任怨地照料家庭吗？新时代的妈妈们更希望能撕

下“无私奉献”的标签，在家庭、事业、自我之间“寻求平衡”。这个母亲节，我们和3位育儿经历各

异的妈妈一起聊聊她们在母亲这个角色突围之路上做出的思考与探索。

向内生长向内生长向内生长 向外绽放向外绽放向外绽放
——3位新时代妈妈的角色突围之路

■ 本报记者 马晓冰 张文博

懵懂、挣扎、失衡
新手妈妈的转型之痛
生第一个孩子时，“95后”妈妈刘

慧琳还不满 25 岁，她时常感慨自己

在结婚生子两件事上，走了一条“传

统的老路”，“在大多数同龄人还在打

拼、探索时，我已经建立了家庭。”

早点稳定下来对刘慧琳而言并

不是一件坏事，只是她有时也会羡

慕别人自由、洒脱的生活状态。尤

其在成为妈妈以后，她再也无法凭

着灵光一现就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

旅行；属于个人的时间大幅缩减，接

二连三的琐事让她很难按照既定日

程完成健身与学习。“即使我们为迎

接新生命做了充分的准备，在孩子

出生后，我还是时常感到手足无

措。”

从被妈妈捧在手心里的“大孩

子”到成为一个孩子的妈妈，刘慧琳

直言，这段时间就像蜕了一层皮，身

心都经历了难以言表的改变。

在不知道什么是婚姻的时候就

进入了婚姻，在没想好如何负担生

命，自以为可以承载时就生了孩子。

“80后”单亲妈妈、作家彭小刀说：“我

们成长在‘什么年纪做什么事’的社

会环境中，对如何与人建立亲密关

系、对未来生活的想象都不够具体，

大多时间只是被动地跟着走。不像

现在的年轻人，可以凭心选择，活得

更洒脱、更自我。”

懵懵懂懂地成为妈妈，给彭小刀

带来了很多苦楚。养育的压力与责

任很难在家庭分工中均摊，彭小刀看

得到丈夫在外打拼的辛苦，而丈夫却

看不到她兼顾家庭与工作的努力。

“他总觉得我不顾家。”不辞辛苦的付

出，换来的却是家人的一句句否定，

多种负面的情感体验压得彼时的彭

小刀喘不过气来。她就像被困在了

生活里，在带孩子、找工作、做家务间

不停打转，缺少家人的支持也成为另

一种形式的折磨。

孩子的到来伴随着欣喜与感动，

同时也使存在于家庭关系中的潜在

问题表露无疑。新手爸妈需要花时

间去适应家长的角色，相互支撑以应

对生活的变化，仅仅有把日子过好的

决心是不够的，还需要双方步调一

致。

“孩子刚出生的那几年，我们之

间的关系并不好。我全身心地投入

妈妈的角色中，丈夫却还没适应爸爸

的角色，总是抱怨我把所有精力和关
注都给了孩子。”二胎妈妈杨川影表
示，“我们都在摸索和学习如何成为
合格的父母和伴侣，在这过程中经常
争吵。”

“消失的‘二人世界’、养育的经

济压力、学习照顾孩子，一系列的问

题让我感到烦躁，我觉得自己没有

力量和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情绪

上很难承受。”杨川影坦言，自己曾

将责任归咎于丈夫，产生过离婚的

念头。为了找回自己的爱好和生

活，她开始学习花艺。丈夫选择辞

去工作，在照顾家庭的同时自己创

业。“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一些问

题，但还是共同参与了孩子的成长

过程，为成为合格的父母一起努

力。”杨川影说。

主动改变、充实自我
寻找人生“新出口”

“刚做妈妈的我处于迷茫和混乱

的状态，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做很多

事情都力不从心。”杨川影回忆道，

“最严重的一次，我将孩子哄睡后，直

接给丈夫打电话说我没有办法继续

照顾孩子，我要离开。”她像着急呼吸

新鲜空气似的，一个人跑去看电影，

很晚才回家。

与丈夫之间深厚的感情以及对

孩子的爱支撑杨川影走过了情绪的

低潮期，但她还是时常在家庭关系中

感受到一种不协调。

“我热衷于阅读育儿书籍，注重

自我的学习与更新，孩子爸爸则更多

地继承了老一辈的教育方式。”杨川

影清晰地感受到正是夫妻间的育儿

观念存在差异，教育方式尚未完全磨

合成功，导致了这种不协调。“我不断

成长，丈夫似乎还在原地踏步，这引

发了我们的矛盾和争吵。”杨川影多

次将家庭教育相关的讲座、科普文章

转发给丈夫，但他通常不看。

令杨川影没想到的是，参加“智

慧家长领读者”读书会的经历，改变

了“不爱学习”的丈夫。与同是家长

的书友们一起分享、讨论的过程让他

沉浸其中、深入思考。他不仅一场不

落地和杨川影共同参加活动，还报名

做了“领读者”，在自己读懂的基础

上，尝试去启发他人。

“以前，我们像是在互相拉扯；

现在，我们更像是携手并进。”杨川

影细数家庭的向好转变，“他变得更

加理性、平和，愿意主动学习与成

长，在育儿观念、方法上也有了很大

的进步。现在，我们即使有争吵，也

是为了改善与解决问题，家庭氛围

更加温馨，在孩子的教育中也更有

默契了。”

如果不想让自己长期处于困顿

中，主动改变是最佳策略。而现实

中，并不是每一位自觉调整状态的妈

妈身边，都有一个愿意陪她一起改变

步调的爸爸。在彭小刀的婚姻中，从

饮食习惯到工作选择，她总是不断做

着妥协。由于丈夫经常出差与加班，

很多时候，她只能一个人承担养育孩

子的责任，彼此教育理念间的鸿沟也

不断加剧着他们之间的矛盾。

“一个随时处在崩溃边缘、没有

幸福感的妈妈，要怎样养育好她的孩

子呢？”挣扎过后，彭小刀选择结束这

段婚姻，把视线从家庭转向自我。离

婚对她而言，像搬开了压在头顶的巨

石，她开始通过阅读与写作修复伤

痕，让自己内在逐渐充实。

从家庭“出逃”，彭小刀开始学

习写作。学医出身的她做过早教老

师，在幼儿园当过校医，可她最向往

的事业还是写作。“最初成语都用不

利索，一开始我觉得这个梦想离我

很远。”离婚后，彭小刀报名参加了

何大草写作工坊，她在那里认识了

许多朋友，也重新认识了自己。“在

写下来的过程中，我不断探索自己

的想法，感受过去的人生在我心里

留下了什么，内心变得更加辽阔。”

彭小刀通过写作与自己对话，享受

创作中的忘我状态，她在学习的过

程中收获了自信，以“写作”为立身

之本，成为了一名文案编辑。

做“有选择”的妈妈
带孩子一起“走花路”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有选择的，

妈妈的人生也一样。”刘慧琳选择不

被“已婚已育”束缚，她把孩子扛在

肩头去看音乐节，和孩子一起津津

有味地看动画片，用自己的兴趣爱

好给孩子做“艺术”启蒙……“妈妈

的角色不是一个封印，当妈以后照

样可以做很多事，探索人生的各种

可能。”刘慧琳在与孩子的相处中，

渐渐爱上了做妈妈的感觉，她并不

觉得陪伴孩子是让渡了自己的时

间，反而觉得与孩子的相处是一种

奇妙、美好的体验。

“我还很年轻，生

她时正值‘人生的七点

半’。抚养孩子长大的

同时，我也在继续长大的

路上。妈妈的成长与孩子

的成长是两个课题，不能

用一个搪塞另一个。”刘慧

琳表示，“我妈妈给我的爱，

总是以‘愿意为了我牺牲一

切’为前缀。懂事以后，我一

直希望她能更爱自己。我们

冲突最激烈的时候，经常是因

为她‘好心帮倒忙’，我既生气

又心疼。所以，我不希望自己的

孩子被妈妈爱着的时候，还时常

感到亏欠妈妈。”

从写作工坊毕业，出版自己

的小说，现在的彭小刀又重新做

回了一名“陪读妈妈”。在她的口

中，自己是一个没能顾及孩子、自

私地逃离了“母职”的妈妈，可言语

间她谈及最多的仍是与孩子相处

的点滴以及重回孩子身边的观察

与感受。

彭小刀离婚后，孩子的抚养权

在前夫那儿，对方很快组建了新的

家庭，儿子便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直到孩子进入青春期，隔代养育无

法很好地帮助孩子解决身心发展

中的问题，彭小刀决定将儿子接回

身边。她每周会和儿子像朋友一

样谈心，回应、认同他的感受，搬到

儿子的学校旁租住，悉心照料他的

饮食起居。

“重新与儿子一起生活之初，我

发现自己内心充满了母爱，最大程度

上考虑孩子、满足孩子。内心的‘不平

等’在我的付出与他的回应间涌现，我

很快觉察到这并不是一种好的关系

状态。”彭小刀开始平衡自己的需求

与孩子的需求，然后再决定改变，将

重心放回自己身上，她发现，这让她

和孩子之间的相处更轻松了。

“既不沉浸于当母亲，也不逃脱

当母亲，我把自己摆在一个中正的

位置上。”彭小刀感慨，原来，先让自

己活成一个很好的大人，才更容易

做好一个妈妈。现在的她很清楚，

自己给孩子的爱不是自我感动式

的付出，而是以身作则的成长。

“成长不是为了成为更好的妈

妈，而是为了成为更自在、更真实

的人。”在杨川影看来，教育是一

个双向成长的过程，总想着单方

面地教育孩子，反而会错失向孩

子学习、相互促进的机会。“如何

平衡事业与家庭”也并非专属于

妈妈们的课题，爸爸们也需要共

同作答。拥有来自家人、社会

的支持，妈妈才能更安心地去

拓展自己生命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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