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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關係中的協奏曲
林聰仁 *

    大偉是位事業有成的工程師，擁有眾人

眼中許多讓人欣羨的完美家庭元素 : 有一對

就讀明星學校的兒女，太太則是才貌兼具的

全職家管專責家裡的大小事，日常一切看來

都是那麼的美好；但是這對看似航行在穩定

婚姻航道上的超完美夫妻， 彼此關係卻在

近期上撞上了冰山，安排預約時段後後雙雙

出現在諮商室裡 ……

    筆者執業 20 多年期間協助過數百對由不

同型態、風格迥異的伴侶所組織成的婚姻關

係，累積以及觀察案例越多越察覺到 :即使

身在資訊隨手可得的現代社會，仍有大部分

的伴侶身處婚姻關係中，卻沒有意識到婚姻

關係是需要經營的。婚姻關係隨著時間演進，

關係的深度及廣度產生變化，與此同時，婚姻

關係同步需要提供養分滋養才能正面發展成

長；長時間忽略婚姻關係的經營，在不知不

覺中將使得伴侶間的關係，因為持續消耗而

不再親密，甚至反向滋長成為怨恨關係。

一、婚姻關係中的獨奏家 ?

    筆者在諮商進行時提供客觀視角，讓接

受協助的伴侶們檢視自己在婚姻關係中扮演

角色，往往讓某些個案第一時間內難以接受

：個案常會忿忿不平的提出以下反駁 :「我

專注工作賺錢還不是想讓家人過得更好，這

有什麼不對嗎 ?」、「我一直尋找求突破與

成長，但另一半不配合，不能體會我的鴻鵠

之志…」。此時筆者通常會梳理個案習慣性

思考模式，並以臨床經驗逐步協助個案理解

形成思考模式的路徑，同時協助個案換位思

考，逐步解析上述這些想法事實上僅能歸類

為單方面認為「自己很努力」。這類的個案

在婚姻關係扮演的角色，筆者常比喻類似音

樂會中的獨奏家，獨奏家專注自己高超技藝

的表現，也因需要獨自承擔成敗而壓力龐大，

但與此同時，常常忽略了伴侶或者其他家庭

成員的陪伴及付出，婚姻關係早已長時間處

在危險的平衡之中。

    在建立親密關係的歷程中，多數人習慣

性把婚姻當成彼此感情認定的終點，但忽略

了婚姻關係是跟著彼此生命歷程一直在往前

進展及延續的；常見的現象是，建立婚姻關

係的伴侶，在進入婚姻前或許會稍微意識或

者預期婚前婚後兩個人關係將有微妙的變化

；但婚後發生的所有的狀況卻在無意識中仍

然以剛建立親密關係時的標準來評價。舉例

來說，某些新婚沒多久就吵著要離婚的怨偶，

常見的狀況是覺得對方變了，變得對方不再

專注愛自己了。面對彼此的指責與抱怨，或

許大家都忽略了一個事實 :就是親密關係因

為婚姻這個在法律保障 (約束 )之下的約定，

注入更顯著的彼此關係確定因素，依循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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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因素的大前提，在往前走的過程中，伴

侶彼此關係中「質」的部分產生了巨大的改

變。初識時令人目眩神馳的「激情」明顯的

隨著時間逐漸消退，而對婚姻關係的恆常，

「承諾」的比重則相對越來越高。

    有些人看到了承諾，也看到了另一半持

續穩定的提供了很多支持，但就是逐漸喪失

對「愛」的感受；因為他仍停留在原地，希

望曾經的情感強度依舊，激情的消退讓他認

定這段關係已變質已跟原來的不一樣了。有

時候其中一方意識到進入婚姻的當下，多了

沉重的家庭責任而自己需要花費巨大心力努

力適應和承擔，但另一半在同樣進入婚姻的

歷程中則可能沒有這種體認。還有一種情況

通常讓人感到非常委屈以及難以接受的，就

是前面提到的個案常提出的控訴 :「我每天

都在為了家庭認真工作，到底我做錯了什麼

」。這類情況的個案往往忽略了伴侶的感受，

或者可以說忘了換位思考 : 若以其他觀察角

度來解釋「完全投入工作專心賺錢」這個自

覺的充分理由，可能是家庭關係發展過程中，

迴避家庭日常繁重責任的變形理由。筆者曾

協助過一些婚姻分工很明確，丈夫負責工作

賺錢，妻子負責處理家庭事務的案例，通常

一開始的分工看似普遍，先生全心專注在工

作，太太全心專注在家務上。隨著時間演進，

太太對先生的工作瞭解越來越有限，先生對

家庭活動也很少參與，不知不覺中，這樣的

關係就會慢慢產生一些變化。最常見的就是，

兩人越來越沒有共同話題。失去對話陷入沉

默中的婚姻，溫度會逐漸冷卻，久之讓彼此

感受不到家庭裡的溫暖，彼此間逐漸在不知

不覺中漸行漸遠。

    此外，在筆者的臨床經驗也不罕見的是，

當家庭經濟狀況穩定或者更上一層樓達到富

裕程度之後，先生認為自己的階段性任務已

達成了，這段關係已不需要他扮演的角色，

就可能會發展出另外一段關係；與此同時，

太太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尤其是當孩子讀了

大學進入所謂空巢期之後，家裡沒有那麼多

事情掛念了和丈夫又無話可講，情感需求怎

麼滿足？自然而然地就去外面尋找自己情感

的寄託了。

二、婚姻關係中不同階段的角色的認同及轉

    換

    前面提到，兩個人從愛情進展到婚姻關

係多了義務和責任，與之對應的就是角色的

轉換：從兒子、女兒變成先生、太太，從男

女朋友變成夫妻。然而，這一角色的轉變每

對伴侶組成都是個別性的，也因為這樣，並

不是所有人都能順利完成身份角色的認同及

轉換。

    我在臨床諮商中曾聆聽數則身兼母親以

及妻子角色的個案說，心理師您知道我家裡

有幾個孩子嗎？這時我會確認一下剛剛個案

描述的內容，咦，怎麼比原來訪談的資料多

一個小孩？這個多出來的孩子是誰呢？此時，

個案往往苦笑說，額外的孩子就是她的先生

。先生在工作上可圈可點，但生活幾乎不能

自理，先生在家裡全程扮演的是兒子的角色，

而且是永遠長不大的幼子，而太太則成了全

家人的媽媽，滿腹苦水及委屈誰能理解 ? 相

對應的另一種情況則是，在婚姻關係中，太

太退回到女兒的狀態，而先生則成為全家人

的爸爸。這種關係剛開始很甜蜜 :一個人找

到了安全感，另一個人則感覺到了被需要。

但時間久了，這種平衡往往會開始偏斜，因

為很少有人能夠單方面不停歇地付出和給予

。當伴侶感到疲憊、不想再扮演爸爸的角色

時，關係就失衡了。當然，也有人很幸運地

遇到了一個不知疲倦的「爸爸」，不僅賺錢

養家，還能幫太太安排好一切，太太就像個

永遠也長不大的小女孩。不幸的是，如果先

生因故離開，而太太早已習慣了接受的照顧，

錯失了角色功能的轉變，家庭生活就會陷入

全面性的失序與混亂。

    一般來說，自己原生家庭中的長輩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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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示範親密或婚姻關係呈現的方式，是大部

分人的初始參考依據；但人類行為上有趣的

現象是，有時候當我們會覺得原生家庭展現

的關係經營模式並不怎麼讓人愉快，就會努

力去做完全相反的事情。類似戒菸、減肥需

耗費大量心力一般，我們能深刻體會，當一

件事需要花力氣去隨時控制的時候，其實是

非常煎熬或消耗心理能量的。當努力經營一

個理想中的親密或婚姻關係，而這段關係是

要超越原生家庭的方式，這是在和我們的生

活習慣甚至是本能反應相對抗的一場持久戰

。如果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被另一

半看到了被讚許受到鼓舞，或許會促使自己

用更多的能量去堅持和調整。但相對而言，

如果正向回饋不足，例如另一半開口閉口就

說你和你爸 (媽 )一個樣，這就反而容易退

回到上一輩的互動模式，從而錯失彼此調整

溝通的機會。

三、婚姻關係中的協奏曲

    所以，筆者在諮商過程通常會不斷強調

婚姻是個共同體，優秀一定是整個家庭的優

秀，而不是一個人的優秀。如果說一方成長

得快，另一方沒有跟上來，婚姻關係一定會

出狀況。有時候，我會在諮商過程把婚姻及

家庭經營比喻成一場協奏曲的演奏，成功的

協奏曲由獨奏樂器和樂隊協同演奏，演繹出

既有對比又能相互交融的優美作品。在演奏

練習中，每個人都必須是往前走的，演奏練

習過程中，一定有人進步快有人進步慢，快

的帶領慢的，慢的向快的學習，互相聆聽以

及調整節奏，才能讓樂曲和諧又動聽。若用

獨奏的方式，演繹協奏曲，有一個人曲風特

別快，其他落單的都落在後面。走得快的那

個人會覺得很累，為什麼你們都不努力？落

在後面的人也覺得委屈，一方面為自己跟不

上而自責，另一方面感覺自己被拋棄了。這

樣樂團的演奏將永遠無法成功而面臨解散，

類比婚姻關係的模式也是如此。

    所以，進入婚姻關係是可以讓一個人更

成熟的過程，是一個最適合去調整自我的階

段。我們可以嘗試經常和自己對話 :我是怎

麼樣的一個人，有哪些優缺點？發現自己的

優勢，建立自信，發揮更多的正向能量；承

認自己的不足，學會示弱和求助，找到成長

的可能。我想要的關係是什麼樣的？我怎麼

做可以達到想要的狀態？如果另一半也有能

力做自我對話，可以跟他來共同討論對家庭

的期待。

    我們同時也需要常提醒自己用好奇的心

態來看待另一半。我為什麼會跟這個人在一

起？他有什麼優點是讓我很欣賞的，有哪些

地方是讓我不習慣的？有哪些地方是值得我

學習的？有哪些地方是我可以幫到他的？我

怎麼做才能夠讓他發揮得更好？太多的評價

通常無濟於事，對他的優勢多加稱讚，同時

協助他比較弱的能力進行提升，對於彼此關

係的升溫會有非常顯著的效果。

四、結語 :婚姻關係進行中的共同參與是跨

    文化的共通原則

    每段婚姻都有自己的課題要處理，更加

具體的做法也因人而異，但有一點是跨越不

同文化體系下共通的原則，那就是：婚姻是

兩個人的，需要共同參與一起進步，而不是

誰都不管或只有一方獨自承擔。共同參與不

意味著平均分配，而是建立在各自優勢上的

比例分配。太太擅長理財，所占比例就可以

高一些，80% 是太太規劃操作，20% 是先生共

同參與；先生擅長教育，決策主導所占比例

就可以調整到 70%，太太則承擔剩下的 30%。 

    綜合以上案例分享，在婚姻關係裡雙方

的誠心溝通以建立共同參與的共識，是營造

婚姻關係永續進展的重要基石。任何一人都

不能在這段關係裡坐享其成，也不能單方面

付出或索取，而是需要共同參與，不斷地在

發展自我以及建立彼此交集上達到平衡，只

有這樣，婚姻關係才能永續經營，伴侶間才

能儲備過得更幸福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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