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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们的现在】2．与周围人保持距离的方法 

 

山村学园短期大学教授 斋藤浩子 

 

1）与周围人的交往 

 

小学生们的母亲是如何与周围人交往，在心理上又保持着怎样的距离呢？ 

 

能够深入交谈的知心朋友 

 

  图 2－1显示了小学生们的母亲与周围人深入交往的程度。我们将这种交往分成五

个层次，即"有知心朋友可以相当深入地商谈孩子的事情"、"如果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

有人可以交谈孩子的事情"、"与任何人都只交谈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跟任何人都只

是礼节性地打打招呼而已"和"尽可能不打照面"，并就此听取了母亲们的意见。 

 

  总的来看，30%的人表示可与"亲戚（不包括父母）"畅叙有关孩子的事情，视"孩子

班上同学的母亲"为知心朋友的也占了 30%，另有 20%和"邻居"深入交流孩子的事，可见

很多母亲都有关系亲密的朋友，这一点令我们略感意外。至于不涉及到严重问题的孩子

的事情，更多的母亲愿意与孩子班上同学的母亲交流，对这一时期的母亲们来说，孩子

朋友的母亲是很难得的朋友。尽管如此，也有 0.2%的母亲表示"和周围人尽可能不打照

面"，加上"礼节性地打打招呼"的人，共有 5.7%的母亲与周围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其

中，与亲戚和邻居保持一定距离的也分别达到了 13.1%和 16.2%。 

 

  那么，与周围人的交往是否受母亲职业的影响呢？通过调查发现，在与邻居的交往

方面，不同职业的母亲态度有所不同。专职主妇中 25.9%的人表示邻居中有可以深入交

谈孩子的事情的朋友，小时工母亲则为 18.8%，而全职工作的母亲和从事个体经营者的

母亲，这个比例则分别是 12.2%和 10.0%。这表明专职主妇和邻居的交往比从事其他职

业的母亲更深。 

 

受欺负的经验 

 

  母亲之间欺负"弱者"的现象曾被媒体大肆宣传，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为此，我们调

查了母亲们过去是否有过被欺负的经验，结果发现，11.4%的人曾在工作单位受到过欺

负，7.4%的人在孩子朋友的母亲中受到过欺负，另有 2.2%的人受到过邻居的欺负。 

  

能够共同谈论有关孩子的话题的多为孩子同班同学的母亲。不同职业的母亲在与邻居的交

往方面呈现出一定的差异，专职主妇比起从事其他职业的母亲，与周围人的关系更为密切。

另外，超过 10%的母亲曾经在工作单位受到过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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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朋友的戒心 

 

 

  在孩子们中间，对同学的戒心正在蔓延。母亲们之间有没有这个问题呢？ 

 

  观察母亲们日常的交往方式（见图 2－2），可以发现，最获得认可的就是"尽可能

不去谈论别人的家长里短"，有 83.6%的人回答"完全如此"和"基本如此"。其次，74.6%

的人表示完全或基本"不去涉足别人的家庭内部，以期与更多人愉快相处"，可见母亲们

非常注意在与人交往时保持一定的距离。另外，对于"有选择地交朋友"、"尽量迎合周

围人的意见，不要一味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与人交谈时很注意对方的反应"这三项，

也分别有 60%左右的人表示赞同。不难看出，母亲们在交友时，非常注意保持一定的距

离。 

 

 

 

 

 

 

在交友方面，母亲们大都力图保持一定的距离。83.6%的人表示尽可能不去谈论别人的家

长里短，74.6%的人表示不愿意涉足别人的家庭内部，希望与更多人愉快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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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父母、公婆的关系 

 

自己的父母和公婆 

 

 很多人在婚后仍与父母来往频繁，这究竟是作为成年女性尚未完全独立的象征呢？

还是婚后仍然重视母子亲情的日本式的美德？或者说，由于对育儿深感不安，所以父母

也许是值得依赖的坚强后盾。 

 

  那么，小学生们的母亲与自己的母亲和婆婆之间的关系究竟怎么样呢？图 2－3显

示，79.0%的人表示与自己的母亲"事无大小，均可畅所欲言"，只有 34.2%的人表示与婆

婆也能如此，所占比例不到自己母亲的一半。关于和婆婆的关系，半数以上即 52.8%的

人表示"只谈无关紧要的话题"。很明显，和婆婆相比，与自己母亲的心理距离更近。 

 

 

 

 

父母、公婆的援助 

 

小学生们的母亲通常从父母、公婆处得到一些什么样的资助呢？本次调查就不同住

的父母、公婆给予的资助进行了统计。资助主要分为 4类，即"金钱资助"、"物质资助

（赠送食品、衣物等）"、"一起谈山海经、听自己发牢骚"和"衷心欢迎自己去做客"。 

 

    4个项目中，"衷心欢迎自己去做客"得到的肯定回答最多，70%的人表示自己的父母

非常欢迎自己去，表示公婆非常欢迎自己去的也有近 50%。 

 

  关于赠送食品和衣物，近 80%的人表示经常或有时从自己的父母处获得这类援助，

也有超过 60%的人从公婆处获得此类援助。而对于谈山海经和倾听牢骚的回答则反应出

与自己父母的心理距离更近。将近 80%的人表示经常或有时和父母一起谈山海经或在父

小学生们的母亲中，很多人与自己的母亲无话不谈（79.0%的人如此回答），和婆婆却只

谈无关紧要的事情（52.8%）。虽然娘家的父母和公婆都"衷心欢迎自己去做客"，但是更

多的人认为在自己父母面前可以随意闲聊或发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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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面前发牢骚，而在公婆面前也会这么做的人还不到 40%。不管是自己的父母还是公婆，

很少有人每月固定地给予金钱援助，但是加上有时给予金钱资助的人，比例就显得不小，

有 30%的人从自己的父母处获得这类资助，从公婆处获得此类资助的也有 20%以上。获

得上述 4类援助的比例，自己父母均高于公婆处。 

 

4）何时感到父母、公婆是负担 

 

 

感到父母、公婆是负担 

 

  在育儿过程中，父母、公婆确实是值得信赖和依靠的，但是有时候，母亲们似乎也

会感到与父母、公婆相处是一种负担。为此，我们就"有否感到与公婆或自己的父母相

处是一种负担"作了调查（见图 2－5）。 

 

  结果，10.2%的人认为与公婆相处很有负担，而认为与自己的父母相处很有负担的

只占被调查总数的 2.7%。加上比较有负担的人，共有 40%的人曾经感到与公婆相处有负

担，13.7%的人曾经感到与自己的父母相处有负担。 

 

 

 

何时感到负担 

 

那么，母亲们通常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感到与父母、公婆相处是负担呢？为此，我们

就以下六种情况征求了所有被调查者的意见，即父母或公婆"干预孙辈的事情"、"干预

小夫妻间的事"、"干预女儿或儿媳的事"、"因老辈的家庭问题在女儿或儿媳面前发牢骚

"、"乱给财物"以及"希望得到经济上的资助"。同时，对于不和父母同住的调查对象，

还就以下三种情况进行了提问，即"频频打来电话"、"经常让小辈回家"和"提出同住的

希望"。图 2－6就这九种情况将"完全如此"和"基本如此"相加的比率自高而低地纵向列

出，另外，同一个项目中上面一排数字代表与公婆相处时的负担感，下面一排数字代表

与父母相处时的负担感。 

接受调查的母亲们普遍认为：比起自己的父母，与公婆相处更令人感到是一种负担，特别

是在他们干预自己孩子的事情时。但是，总体来说，接受父母、公婆的精神和物质的援助

越多，母亲的精神负担就越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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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与公婆相处时和与自己的父母相处时都会感到负担，但总的来说，与公婆相处

更令母亲们感到负担。最令母亲们感到不满的是父母或公婆"干预孙辈的事情"，分别有

33.8%的人和 22.4%的人对公婆和父母干预孙辈的事表示不满。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确实常

常会对管教孙辈的方式提出自己的意见、进行干预。但是，对孩子的母亲来说自己的父

母对管教孩子指手画脚尚且令人感到不快，公婆随便插嘴就更令人反感了。接受调查的

母亲们还表示，除了 "干预孙辈的事情"以外，公婆对小夫妻间的事情指手画脚也令人

感到负担（22%的人如此回答）。对自己的父母过问小夫妻间的事情感到不快的人很少，

只有 11.0%，但是有 21.9%的人对父母干预自己的事情感到不快。另外，父母或公婆因

老辈的家庭问题而在女儿或儿媳面前发牢骚也令较多人感到负担。母亲们对于其他几种

情况并未感到有何负担。综上所述，母亲们对于父母或公婆过多干预自己家庭的事感到

不满。 

 

 

＊所示数据指感到负担很大和比较大的总和 

 

接受的资助与负担感 

 

  接下来看一下接受父母、公婆的援助与负担感的关系。 

 

  图 2－7显示了父母、公婆赠送食品、衣物的频率与相处时的负担感的关系。

上面一排数据代表从公婆处获得的援助，下面一排数据代表从父母处获得的援助。

从该图表中可以看出，获得援助越少，感到负担的程度就越高。也许母亲们都期望

获得更多的资助。 

 

  图 2－8显示了父母、公婆听自己谈山海经或发牢骚的频率与相处时的负担感

的关系。显而易见的是，越是没有人听自己谈山海经或发牢骚，也就是说越是缺乏

这种精神上的支撑，就越容易感到彼此相处是一种负担。 

 

  图 2－9显示了父母、公婆衷心欢迎自己去做客的程度与母亲的负担感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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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这一图表也反应了一个基本倾向，即越是缺乏衷心欢迎自己回去之类的精神

上的援助，就越容易感到负担。 

 

  从统计中还发现，援助的种类不同，母亲们的负担感也会相应地产生变化。父

母、公婆从精神上给予援助或赠送食品、衣物等能够减轻母亲们的负担感。相反，

金钱接济与母亲们的负担感之间似乎并无直接的关系。 

 

总结∶与父母、公婆的关系 

 

  至此，我们以父母、公婆的资助和母亲们的负担感为中心分析了母亲们与父母、

公婆的关系。那么，母亲们究竟是怎么看待自己和父母的关系以及丈夫家的母子关

系的呢？ 

 

  图 2－10 列出了自己家的母子关系以及丈夫家的母子关系的统计结果。首先，

对于自己和母亲之间的关系，35.2%的人认为是一种"相互独立，保持一定距离的成

年人之间的关系"，30.1%的人认为双方互为"值得信赖的好朋友"，22.7%的人认为"

母亲是自己的依靠"，另有 10.7%的人认为"自己是母亲的依靠"。 

 

  对于丈夫与其母亲的关系，半数以上即 55.4%的人认为是一种"相互独立，保持

一定距离的成年人之间的关系"，25.5%的人认为"丈夫的母亲依赖于丈夫"，只有 6.7%

的人认为"丈夫依靠他的母亲"。出人意料的是，社会上经常说的那种有恋母情节的

儿子好像并不多。 

 

  另外，儿子与母亲似乎较难成为互相依赖的好朋友，只有 8.1%的人认为自己的

丈夫与其母亲处于这样一种关系。 

 

 

 

6 
 

http://www.crn.net.cn/


                                                                 儿童研究网  www.crn.net.cn 

 

 

 

 
 

 

更多精彩调查，请参考儿童研究网 www.crn.net.cn 的“调查资料”专栏 ↓ 

http://www.crn.net.cn/research/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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