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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听过这样一句话：爱情无关乎年龄，无
关乎国界，无关乎身高。但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
在选择一个伴侣的时候，并不可能完全忽略这些
因素。

“我和男朋友交往一年多了，身边的亲朋好友
总是会对我发起灵魂拷问，到底图他什么？”在肖
肖（化名）看来，这些问题挺可笑的，当然是因为爱
他才会和他在一起。而大家这样问的原因在于，肖
肖找的男朋友比她大 16 岁，而且无论是学历还是
经济实力都不如她。尤其是肖肖的父母，对这段感
情是坚决反对。

肖肖今年26岁，男友42岁，两人都没有婚史，也
很珍惜婚姻。面对他人不礼貌的好奇，他们十分反
感，却又无可奈何。

为什么要选一个年龄如此悬殊的男友？肖肖坦
言，也许是因为自己父母一直关系不太好，父亲还
有些重男轻女，从小缺乏父爱，因而成年后更喜欢
成熟稳重的男人。“我一共谈过3段恋爱，前两次找
的男生也都比我大6岁以上，但最后都因为性格原
因分手了。”

肖肖跟男朋友是在社交软件上认识的，起初双
方都未料想到这段关系会发展成男女关系。他们像
普通网友一样，分享日常点滴，交流兴趣爱好。随
着时间推移，肖肖开始注意到对方身上的一些闪光
点——尽管他的学历并不高，但为人处世却异常可
靠。真正让肖肖对这个男人动心的是一次意外经
历。那天，由于工作需要，肖肖邀请了一些客户共
进晚餐，席间不慎饮酒过量。夜深人静时，她通过
聊天软件向他倾诉了自己的处境，没想到对方立刻
放下手头的事情，迅速赶来，不仅将肖肖安全护送
回家，还贴心地为她准备了解酒茶，这一举动深深
触动了她的心。

肖肖当时正处于创业阶段，面对事业上的挑战
与压力，她时常感到孤独无助。在男方的支持下，她
逐渐找到了克服困难的力量。每当遇到难题，男方总
能从旁观者的角度给出建议，帮助她理清思路。久而
久之，两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不知不觉中，他
们谈起了恋爱。

交往一年后，肖肖正式把男友带回家介绍给父
母认识。得知肖肖找的男朋友年纪比她大16岁，肖
肖父母第一时间站出来反对。他们一致认为，年龄差
那么大，自己女儿经济条件又比他好，明摆着他占了
女儿便宜。等肖肖42岁的时候，他都已经年近花甲，
简直就是给自己又找了个爹。

“我爸妈让我立马跟他断了联系，不要再处了，
但我就是不愿意，还因此跟爸妈吵了一架，这是我长
这么大第一次跟父母吵架，我气得哭了一个晚上。”
肖肖说，后来她也仔细想了想，明白了父母的苦心，
父母希望她找一个工作稳定的，年龄上不要相差太
大，但是感情这东西，不能按照固定标准去找，爱情
来了，喜欢上就是喜欢上了。“年龄大点更懂得疼人，
我就图他会照顾我。我也看到很多人年龄相差很大，
婚后照样能幸福。”肖肖说。

面对周围人的质疑，肖肖感到十分无奈。“他们
似乎更关心物质条件和社会地位，而忽略了情感本
身的价值。”肖肖说，在父母眼中，她的选择显得过于
理想化，甚至有些荒谬。但肖肖清楚，自己之所以爱
上这个男人，并非因为他拥有什么显赫的背景或丰
厚的财富，而是因为他在精神层面上给予的支持与
鼓励。真正的幸福来源于内心的满足，在他身边，肖
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温暖，这正是她所渴
望的爱情模样。

“我们现在已经谈了一年多了，感情特别稳
定。我想和他结婚，但是父母坚决反对，说他年龄
太大了，条件也不好，怎么也不同意，我该怎么
办？”肖肖很苦恼，“为何父母要用世俗的眼光评
判两颗彼此相爱的心？爱情本就不该被条条框框
所束缚。”

想和大16岁的男友结婚，
父母坚决反对怎么办？

家暴，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场

灾难。

近几年在国内外新闻中，包括精神

暴力内的家庭虐待事件层出不穷。家庭

暴力不仅给受害者带来身体上的伤害，

还会造成心理上的创伤。

11月14日下午，“义心卫她 拒绝

家暴”2024年义乌市反家庭暴力赋能培

训活动在市党群服务中心举行，来自各

镇（街道）妇联、村（社区）妇联以及婚调

室等200余名代表参加。

“自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简称《反家庭暴

力法》）实施以来，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

反对家庭暴力，表达对家暴‘零容忍’的

态度。但仍有不少人对于家暴、受害人以

及如何自我保护还存在较多的认知‘盲

区’。”培训期间，“家事和姐”工作室负责

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略英分享了

《反家暴基础知识及案例》，并呼吁“遇上

家暴，沉默不是解决之道，需要你们勇敢

站出来，寻求帮助”。

婚姻不仅考量爱情，也考量各种现实因素。16
岁的年龄差、经济条件的差异，都是大多数人眼中的
结婚障碍，现在忽略，不一定能将它消灭，等激情过
去，岁月流逝，这些障碍说不定又会跳出来，横亘在
你们之间。这或许就是父母反对、大多数人不看好的
原因。

婚姻从来不只是两个人的问题，而是两个家的
问题，如果你父母介意你男朋友年龄太大，那你需要
做的就是认真听父母的意见，毕竟对方都42岁了，
而你才26岁，父母担心你年轻懵懂被骗也是很正常
的。所以，这时你需要跟父母沟通，告诉他们自己真
实的想法，也告诉他们男友对你的心意，让父母知
道，你不是年轻糊涂，而是经过认真考虑后才做的决
定，这样父母可能会放下戒心，好好了解一下对方再
定论。不妨让男朋友经常来家里，多让他跟父母接
触，让父母多了解他的为人，让父母知道你跟着他能
过好，让父母看到希望，就不会再反对了。

恋爱过程中，父母的意见也很重要，需要考虑父
母的想法，如果这段感情得不到父母的祝福，那也是
会有遗憾的。如果你真的爱他很深，非君不嫁，那就
努力争取父母的同意，只有得到父母的同意，以后才
能更幸福，相信，经得起父母考验的爱情，往往都能
走得更长远。

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
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
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遭遇家暴后，受害人的内心会出现
不同程度的创伤，产生不同的压力，如果
创伤程度高，导致自我防卫受到破坏，会
连战斗或逃跑的能力都没有。经历重大
家暴创伤事件，可能会出现害怕、无助感
或恐怖感，甚至出现负面认知，对自己失
去信心和能力，对别人不信任，对世界充
满失望和悲情。这时候如何自我疗愈？杨
略英分享了几点建议。

1.心理干预与专业帮助
心理干预是自我疗愈的重要一步。

遭受家暴的一方可以通过心理咨询师的

帮助，逐步释放内心的压抑和恐惧，重建
内心的力量与自信。专业的心理咨询师
能够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帮助受害者
处理情绪创伤，重建生活自信。

2.提升自我与增强经济独立性
经济独立是摆脱家暴束缚的关键。

被家暴者应努力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和
知识水平，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这样不
仅可以为自己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还
能在必要时为自己和孩子创造一个更好
的生活环境。经济独立让被家暴者更有
底气，更有力量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权益。

3.建立社会支持网络
面对家暴，不应孤军奋战。建立一个强

大的社会支持网络是非常重要的，包括亲

友、同事、邻居以及专业的保护机构等。他
们可以在你需要的时候给予你帮助和支
持，让你在消除家暴的道路上不再孤单。

4.自我关怀与自我成长
自我关怀是治愈过程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遭受过家暴的需要学会照顾自
己的身心健康，培养积极的生活习惯，如
定期锻炼、健康饮食和充足睡眠。同时，
寻找个人兴趣和爱好，参与创造性活动
（如绘画、瑜伽等），也有助于释放情感，
促进自我成长。

5.重建安全感
重建安全感是心理治愈的重要一环。

可以通过学习应对技巧和自我保护策略来
增强自我防护意识。此外，建立一个安全的

生活环境，远离施暴者，寻求法律保护等措
施也能帮助受害者恢复对生活的掌控感。

6.法律援助与报警
面对家暴，勇敢发声，寻求法律援助是

非常必要的。应了解自身的合法权益，如离
婚、财产分割、子女抚养权等。同时，敢于报
警，让施暴者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遭遇家暴，如何自我疗愈？

龙龙（化名）和妻子结婚四年，挨了
三年的打。他一米八几的个子，身材还算
健壮，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样的一个壮
汉竟然被家暴。

“她总是翻我的手机，查我的行车轨
迹，不论男女，她都要盘问清楚与他的关
系。”起初，龙龙仅感受到妻子强烈的占
有欲，面对妻子的敏感，龙龙还一心觉得
这只是妻子在乎自己的表现。

然而，一切在一次出差时发生了变
化。龙龙因手机没电未能及时向妻子汇
报行踪，引起妻子的强烈不满。回家后，
妻子首次对他发火，并用护肤品的瓶子
击伤了龙龙。尽管事后妻子表达了歉意，
但龙龙心中总是隐隐不安。此后，妻子的

控制欲愈发强烈，限制龙龙的社交活动，
不允许他单独与朋友聚会。当龙龙试图
争取个人空间时，遭到妻子的身体攻击
——一记耳光。面对妻子的道歉，龙龙再
次选择了原谅。

随着时间推移，龙龙发现妻子的暴
力行为愈演愈烈。一次晚归后，他遭受
了妻子使用烟灰缸和拳脚的暴力袭击，
导致肋骨骨折。尽管每次暴力事件后，
妻子都会哭泣道歉，有时候甚至通过自
残博取龙龙的同情。不堪重负的龙龙尝
试向朋友和家人寻求帮助，却得到了

“打是亲骂是爱”“男人被管是福气”等
不理解的回应，这让他感到孤立无援，
但看着家中幼小的孩子，离婚的念头一

次又一次被打消。
“世上离婚男人不少，但因为被家暴

离婚的男人应当是极少数。”龙龙觉得丢
脸，无从跟身边的朋友说起，只好求助

“家事和姐”工作室，“我是不是太窝囊
了？离婚都不好意思说原因。”

对此，杨略英表示，家暴无性别之
分，被家暴并非可耻之事，而应该及时
求助。遭遇家暴时，不应因担心“家丑
外扬”而忍气吞声，有时候离婚是保护
自身权益的有效途径。家暴只有零次
与无数次，切勿为避免对方发怒而过
度谨慎，这会让施暴者误以为其行为
正当。面对任何形式的试探，包括所谓
的“没使劲”“轻轻推了一下”等，都不

可妥协，要坚决拒绝，表明自己的底
线。感情不应成为束缚自由的枷锁，尤
其是当对方通过自残表达情感时，这
往往反映了一种病态的占有欲而非真
爱。同样，不应以孩子为由容忍家暴，
这种行为势必会对孩子造成长期的心
理伤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
四十二条第三款：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
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遇到家暴，应立
即采取行动：开启手机录音或摄像头记
录，拨打 110 报警并要求警方出具出警
记录，同时前往医院验伤，获取医疗证
明。若遭受威胁或恐吓，可向法院申请保
护令，确保自身安全。

男性被家暴不敢离婚

前不久，陈奶奶（化名）因 14 岁的
孙子小明（化名）对母亲实施暴力而报
警求助。一直以来，小明母亲怕他不上
学，忍气吞声、小心翼翼，但结果却被小
明打骂。

据陈奶奶描述，小明因为玩网络
游戏的问题与母亲发生争执，不仅抢
夺手机，还动手打了母亲，甚至将她从
床上拖到地上拳打脚踢。奶奶上前劝
阻，小明情绪失控，甚至扬言父亲来了
也照打不误。

在“家事和姐”工作室的调解过程
中，奶奶详细讲述了小明的成长背景。小
明父亲常年在外做生意，从小由母亲抚
养长大，母亲对他极为溺爱，几乎有求必
应。从3岁起，小明就经常发脾气，且难

以控制，这时候父亲就会体罚小明，一打
了之。后来，每当父亲指出孩子错误、想
要管教时，母亲总会以儿子从小缺少父
爱而反驳父亲，最终夫妻因孩子教育问
题吵得不欢而散，这也导致了小明如今
的模样。

“小孩子调皮点是天性，但该立的规
矩还是得立，该批评的时候就得批评。”
早些年，面对陈奶奶的苦口婆心，小明妈
妈根本听不进去。

随着年龄增长，小明的脾气也越来
越火爆，一言不合就动手打人。面对小明
的极端行为，奶奶感到无助，认为母亲的
溺爱和父亲的体罚方式只会使问题更加
复杂，但她也不知道拿这个叛逆的孙子
如何是好。

“12到18岁是孩子的人格转折期和
成长期，自我的种子开始萌芽，伸出根
须，他需要通过与外界的互动来认识自
己和确认自己的边界，形成自己的三观。
打妈妈当然不对，然而任何一件坏事，其
对立面都有一个正向的需求。这样的孩
子通常都是生命力强大的孩子，只是这
股力量被扭曲了。”“家事和姐”工作室导
师建议，家长应带孩子到医院进行心理
测评和诊断，了解孩子的具体心理状况。
同时，家长需要学习家庭教育的相关知
识，提升自身的教育能力。家长的成长和
良好的沟通是家庭和谐稳定、孩子健康
成长的基础。家长应学会正确引导孩子，
建立健康的亲子关系，避免过度溺爱或
粗暴管教。

孩子对母亲施以暴力显然是违法
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

《反家庭暴力法》，家庭范围内的暴力行
为都是法律严格禁止的。当未成年人对
家庭成员实施暴力，导致身体损伤或心
灵创伤时，这不仅触犯了家庭暴力相关
条例，还侵犯了母亲的基本人权。针对不
同年龄段的未成年人，法律有不同的处
理方式：对于8周岁以下的儿童，由于他
们尚未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因此不需要
承担刑事责任，但家长或监护人必须承
担教育和矫正的责任。对于年满14周岁
但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如果其行为
构成犯罪，需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但鉴
于其未成年人的身份，法律通常会予以
适度减轻刑罚。

网瘾少年家暴母亲

“如果两个人并不属于合法夫妻关
系，只是同居关系，是否会受到《反家庭
暴力法》的保护？”在“家事和姐”工作室，
芳芳（化名）犹豫良久，向调解员道出自
己的难言之隐。

芳芳与男友相识于两年前，在一起
一个月后，芳芳发现自己怀孕了。当得知
芳芳怀孕的消息后，男友希望能尽快结
婚，芳芳提出了一个条件——需要50万
元的彩礼。对于男友家庭来说，这是一笔
巨额开支，难以一次性筹措，但男友每月

仍给芳芳和即将到来的孩子提供2万元
的生活费。因为彩礼的问题，两人一直没
有登记结婚。

屋漏偏逢连夜雨。当芳芳孩子降生
时，不幸被诊断出患有先天性遗传疾病。
与此同时，男友因投资失利亏了不少钱，
他提供给芳芳的生活费用因此大大缩
水。为了照顾好芳芳和孩子，男友母亲从
外地赶来义乌，可惜好景不长，婆媳矛盾
频发导致男友母亲选择离开。

“我的人生全给他毁了！”芳芳抱怨道，

如果当初不是男友坚持生下这个孩子，自
己也不会落到如此境地，既然男友给不了
自己想要的生活，她一气之下就把孩子带
回自己老家，直接上了她家的户口。

得知芳芳如此决绝，怒不可遏的男
友第一次动手打了芳芳。无法忍受的芳
芳随后叫来亲属，对正处于熟睡状态的
男友进行反击。

经过调解，芳芳与男友同意签署“解
除双方同居关系协议书”，并针对孩子的
抚养费和探视权做了约定。杨略英提醒，

很多人认为同居关系不算家人也不是亲
属，发生冲突不算家暴，考虑到恋爱、同
居等关系中发生的暴力行为，《反家庭暴
力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家庭成员以外共
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
本法规定执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九条专门就
恋爱、交友或者终止恋爱关系、离婚后，
纠缠、骚扰妇女的行为明确规定，可以向
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切不可
采取以暴制暴的方式解决。

未婚同居动手也算家暴

面对家暴，请用法律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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