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顺从与反抗: 青少年的自我认同及其整合
———社会工作对平权型亲子关系的倡导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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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 4 个有关成长困境青少年的家庭社会工作案例，运用自我认同、精神分析和权力关

系的理论，分析家庭关系类型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影响。本研究分析发现，所谓的问题青少年正是处于成长

困境中的青少年，他们在父权制家庭关系中形成了矛盾的自我，并用消极反抗来表达自我。研究认为，青少年

在强势父亲的客体化询唤下变成了服从式的主体; 不在场的父权更具有隐藏性。沉默的母亲则产生了青少年

否定性的自我。积极的家庭社会工作实践是通过重建家庭关系，树立青少年自主意识、自我尊严和自我承诺

的积极自我。平权型家庭关系理念的推广对家庭和谐建设和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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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2021 年 5 月，第一个有关中国少年儿童精神

疾病患病率的流调报告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该研究综合考虑地理分区、经济发展和城乡因素，

对北京、辽宁、江苏、湖南、四川五个省( 市) 的儿

童、青少年进行了多级整群分层随机抽样调查，共

计样本为 73992 名年龄在 6 至 16 岁的参与者。

调查结果显示: 在 6 至 16 岁的在校学生中，儿童、

青少年的精神障碍总患病率为 17. 5%，其中，流

行程度最高的精神障碍包括: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占 6. 4%、焦 虑 障 碍 占 4. 7%，对 立 违 抗 障 碍 占

3. 6%、抑郁障碍占 3. 0%、抽动障碍占 2. 5%。半

数精神问题在 14 岁之前已初露端倪，而在 24 岁

之前，这些问题中的 75% 已经显露出来。该调查

还发现，性别之间的精神疾病患病率统计有显著

差异，男性组的精神疾病的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

长而降低，女性组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城乡

间没有差异。总之，儿童、青少年精神疾病的患病

率达到了中国有史以来最高值。①从青少年社会

工作的视角看，对青少年精神疾病的定义要慎之

又慎，要警惕将青少年遭遇的各种困境病理化，同

时也要加强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积极干预性研究

和实践工作。

有研究用“问题青少年”的概念来讨论青少

年的越轨与犯罪行为，期望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

方式深入探索问题青少年的发生机理和机制。②

“问题青少年”是站在社会视角所作的命名。青

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往往会遭遇诸多成长困境，本

文将其称为“成长困境青少年”，即青春期因多种

原因在心理、认知和行为方面遇到困难的青少年。

青少年社会工作的目的是激发青少年自我发展和

自我成长的潜能，帮助处于成长困境中的青少年

成长，其特点是以青少年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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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是青少年自我形成的关键期，处于这

一年龄阶段的青少年，生理逐渐成熟、心理正在发

育，对世界充满好奇，有着强烈的求知欲。青春期

又是青少年的自我成长期，要求自我独立，同时又

充满矛盾与风险; 他们要为承担社会责任做准备，

但又没有正式的社会角色和经济能力。因此，出

现青春期危机是一种常态。所谓青春期危机是指

青少年在遇到挫折时出现的无所适从、逃避、越轨

甚至自杀等多种心理失调和社会关系失调的现

象。社会关系因素，特别是青少年所处的家庭关

系、师生关系、伙伴关系等多重社会关系，是青春

期危机产生和解除的重要因素。因此要从社会学

的层面理解和认识当今青少年的身心成长问题，

并在社会工作的实践中进行积极的干预。

在现代性的视角下，青少年问题常常被视为

年轻一代在个体化转变过程中呈现出的不适应状

态。但更应当看到，个体化过程作为一个必然的

社会现象，它是发生在具体的社会情景中的。作

为个体的青少年的自我的生成也是发生在家庭系

统和学校系统等传统权威体制中的，这是一个艰

难且艰巨的过程。多种研究表明，家庭中的亲子

关系是影响青少年自我认同的重要因素。中国正

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之中，家庭中

的传统文化与观念正面临价值观念的挑战，且在

人口转变和社会变迁等因素的影响下，家庭结构、

家庭功能和家庭关系类型也随之发生相应的改

变。变化中家庭代际间价值观念和认知的矛盾冲

突可能是作用于青少年的身心成长与自我认同的

关键因素。本文以亲子关系为切入点，关注问题

青少年自我的形成与特点，从家庭社会工作的案

例出发，运用自我认同、精神分析和权力关系的理

论，透视青春期危机的特点，分析青少年矛盾性自

我认同的形成机制，指出通过平权型家庭关系的

重建对青少年自主意识和自我尊严的形成具有重

要意义。

文献回顾

对青少年自我认同的研究有诸多视角。埃里

克森在《童年与社会》中指出，自我认同中的“基

本信任对基本不信任”的主题构成了生活的核心

问题，真正的核心冲突是母亲和父亲角色之间的

冲突。人类的救赎有赖于充满人性的母性和父性

关怀达到平衡和成熟。③本文首先回顾家庭关系

对青少年自我认同的相关研究文献。

关于抚育模式和抚育模式转型的研究。西方

社会经历了一个从传统父母亲控制的抚育向现代

抚育的转变过程。传统的抚育方式有两个特点，

一是在规范与自由之间建立恰当的关系; 二是父

母在抚育过程中的权力一直被视为是不言而喻和

不容置疑的事实。现代抚育表现为对个人自由的

重视。从 20 世纪初开始，陪伴式的家庭模式日渐

成为主流，私领域的情感民主成为理想的亲密关

系情境，这不仅是对两性关系的文化期待，也是对

亲子关系的要求。父母的权威不再被视为天经地

义，而成为被反思、被质疑的对象。对美国家庭教

育的研究发现，与父辈相比，当代的父母们发现他

们越来越处在规范与自由、权威与天性的内在张

力中，养育子女不再像以往那样是自然而然、顺理

成章的事，而是涉及多重因素考量的文化事项。
父母不得不运用权威，同时又要掩盖权威。④在民

主化转型的过程中，父母们常常处于矛盾状态，一

方面父母对于控制孩子在道德上感到不正确; 另

一方面，父母仍然是抚育子女的主要责任方，社会

要求父母要按标准完成抚育责任。“消失的父

亲、焦虑的母亲和失控的孩子”的状况在全球范

围内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而建设共担养育责任

的平等关系也具有普遍意义。⑤

对中国抚育模式的研究呈现出对社会转型的

关注。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指出，家庭的首要

功能在于为社会培养合格的成员，要为社会解决

“个人有生死，社会须持续”的问题，由此建立双

系抚育。⑥周飞舟则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是

“一体本位”，一体的思想源于“一本”的思想意

识，即以父母为本，一体是指“父子一体”“母子一

体”。这与西方社会的父母角色的冲突观念完全

不同，这种深层的社会意识构成以“孝”为本的社

会伦理体系。⑦由此，中国家庭教养的传统表现为

要求儿童奉行一套“成人中心”的价值体系，不仅

主张成人在儿童生活中具有优先地位，也主张成

人拥有管教儿童的绝对权威。但祖父母和母亲们

也给予了孩童很多的关爱和照护。⑧

随着人口变迁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中国社会

的抚育模式也发生了重要变化。2020 年第 7 次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一个家庭平均只有 2.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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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庭规模大大缩小。人口再生产功能持续下

降，总和生育率仅为 1. 3。低生育率的现实表明，

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已经由“重生”转向

“重养”，“重养”带来的过度育儿、密集母职减损

了生儿育女的幸福感和满足感。⑨这种变化并非

如西方社会那样，缘于养育的民主化，而是代际间

重心的转移，即向着以孩子为中心的转变。在教

养的家庭分工上，母亲在育儿中的作用和意义被

高度强化。随着教育竞争的持续加剧，一种以孩

子为中心，母亲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的“密

集型育儿”方式成为当代家庭教养方式的主流趋

势，主要表现为重视孩子的成就价值、强调母亲的

教育职责。这种教育方式在各个阶层均有不同程

度的卷入。⑩有学者从情感投入、价值判断与行动

逻辑的差异分辨出现实生活中四种家庭教养实践

模式: 恩威并施型、谨慎规划型、丛林法则型与束

手无策型。瑏瑡不少研究注意到在城乡之间和阶层

之间存在着教养模式的差异。我国农村家庭或低

阶层家庭更可能采取放纵或专制型教养方式; 而

城市或高阶层的家庭更倾向于使用权威或民主型

的教养方式。瑏瑢

青少年社会工作需要站在青少年立场上的研

究。高万红通过情感、权力和人际沟通三个维度

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亲子关系进行了分析，认

为青少年的抑郁症是其应对压力的一种方式，其

形成机制是青少年在个体发展中的人格缺点、人
际关系( 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 和社会

转型过程中遭遇的各种压力综合作用的结果。青

少年抑郁症患者在亲子关系当中经历了“非亲

化”和“多重失去”的过程，由此形成了青少年抑

郁症患 者 的 亲 子 关 系 与 抑 郁 症 之 间 的 双 向 作

用。瑏瑣法国学者对抑郁症的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

抑郁症来自于无限欲求与有限自我的张力，它是

个体对抗被动个体化的自卫机能的显现。瑏瑤

总之，各类研究虽然看到了社会转型带来的

抚育关系的变化及其对青少年自我身份认同的潜

在影响，但研究缺少综合性的视角，即父母和青少

年构成的亲子关系是处于不断变动之中的，关于

变动的关系对人们心灵的作用，研究还不够多; 民

主化进程对青少年自我身份认同的意义，也缺乏

应有的关注。同时，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研究

结论还需要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加以讨论; 更为

重要的是，社会工作实务需要建设性的思想、意见

和方法。本文将从家庭系统理论出发，从精神分析

的视角关注父母与子女的权力关系，思考这种权力

关系在怎样的意义上作用于青少年的自我认同。

研究的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

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家庭成员之间是相互依

存的系统。同时，家庭又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受

到社会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家庭中父母的思

想、感受与行为会反映在家庭环境中，经由垂直的

亲子关系影响到孩子的价值观、情绪和人际关系

的互动模式，父亲和母亲身为引导者与陪伴者是

重要的他人。家庭也是一个自我矫正的系统，家

庭成员的改变将会影响其他成员。家庭危机会破

坏家庭的内部平衡，但是在危机过后，家庭会重新

调整自己的规则、行为和互动模式，产生新的关系

模式。瑏瑥这将指导本研究思考家庭系统改变的可

能性。

青少年的自我是在家庭系统和社会系统中生

成的，但父母是最重要的他人。埃里克森认为，文

化和文化差异塑造了个体的发展。个人与社会相

互渗透，个体的心灵是在特定文化背景的要求以

及价值判断中产生和形成的。个体在生活中寻找

意义和连续性的努力又影响文化和历史的变化。

传统的精神分析观点认为本能驱力是心灵的原材

料，通过外界社会力量的塑造和打磨形成心灵。
埃里克森则认为是文化和历史赋予人类心灵以生

命，他认为自我与驱力一样，经历了一系列的阶段

与危机，这些危机在基本信任缺乏、自主性与羞耻

和怀疑、主动与内疚、勤奋与自卑、认同与角色混

乱、亲密与孤独、繁衍与停滞、自我整合与绝望之

间寻找出路，在应对危机中自我得以建立、破坏或

毁灭。瑏瑦这启示本研究始终关注一个问题，即在中

国特有的以孝为中心的权威式父子关系中，当亲

子关系缺乏基本信任时，青少年的身心反应是怎

样的。同时，本研究也注意到，这一代青少年已然

是在互联网的多元信息轰炸下成长起来的，那么

技术条件对他们的身心成长具有何种影响。

在传统的抚育关系中，亲子关系是父代具有

全面的合法权力，是教养关系的核心。本研究用

“权力的精神生活”的概念讨论青少年主体如何

在服从、抵抗和重新指称中产生。“一个人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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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服从于一种权力，一种意味着根本的依赖的

服从，才可占据这种自主权的形象。”瑏瑧亲子关系

中的权力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突显的存在，青少

年的主体性在服从的过程中被唤醒，经过询唤，主

体得以产生。从青少年的立场出发，本研究可拓

展由福柯、阿尔杜塞和巴特勒讨论的主体性的矛

盾性，分析中国传统父权制的家庭关系对青少年

生成分裂的自我的意义。
研究样本为 2018 年以来本人进行的付费( 费

用是每小时 500 元，一般一次为 1 个半小时至 2
个小时) 亲子关系咨询。在咨询过程中，我发现

了 4 个典型的案例，他们的共性是存在着父权制

的家庭关系模式，强权型的父亲与子女之间形成

亲子间统治—顺从的关系，同时，母亲矛盾性的角

色具有重要的符号意义，导致青少年形成矛盾、怀
疑和分裂的自我。因此，问题青少年形成的关键

并非缘于青少年自身，而是其所处的家庭系统; 通

过改善父权制的家庭关系，建立个性独立、有尊

严、能协商的平权型的家庭关系，将会鼓励问题青

少年找到积极的、内在一致的、有尊严的自我。

这些案主全部为女性，以妈妈为主，皆是为了

“儿子的学习”问题而来求助。这些家庭都生活

在大中城市。儿子的学习危机主要表现为青春期

的男孩子不想读书、逃学、厌学、打游戏甚至自杀

等行为。其基本情况如表 1。

表 1 样本基本情况( 皆为化名)

编号
案主的

家庭角色
亲子情况 相关问题

1 王刚妈妈 王刚，男，16 岁，高一 逃学去打游戏

2 刘西妈妈 刘西，男，18 岁，高三 计划自杀

3 张新妈妈
和已婚姐姐

张新，男，19 岁，
国外大学预科

出国读高中，一直没有通过
大学入学考试，抑郁症，有
过自杀行为

4 李勤妈妈 李勤，男，15 岁，初三
可保送重点高中，现表示不
再上学

成长困境青少年: 矛盾的自我认同与形成机制

( 一) 案例分析: 成长困境青少年的境遇

案例 1: 逃学的高中生

王刚妈妈是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受过大学

教育。王刚家非常重视对王刚的培养，妈妈也很

重视陪伴孩子。在学业上，王刚的表现一直不错，

学钢琴，考到了 7 级。但是因为中考失利，差 3 分

没有进入到当地的重点高中。对此，王刚爸爸很

不满意，为了儿子继续读好一点的高中，花了高额

的费用，借读到了市里一所声誉很好的中学的特

殊班。班里孩子大都是离录取线差几分而花钱来

上学的。自打进入高中后，王刚就非常不喜欢这

个班，还经常逃学。在期末考试中，有两门课没有

考及格。妈妈表示，这个班的老师不怎么管学生。

为了强迫王刚去上课，家里雇了人陪他到学校，但

没有想到的是，陪伴的人一走，他也离开学校，到

网吧打游戏去了。王刚的妈妈非常着急，“不知

道孩子的未来怎么办”。
王刚的诉求很简单，就是不要在这所重点中

学借读，还是回到原来的学校，虽然不是重点学

校，但同学们都熟悉和成绩相当。

王刚爸爸的态度很坚决，说花了那么多钱，就

一定要在这里学下去，要坚持到高考。孩子不去

上学是妈妈的问题，妈妈要想办法让孩子去上学!

当问及爸爸是否会和孩子好好交流的问题

时，妈妈表示，爸爸从来不管孩子的事儿。妈妈说

自打生育了王刚之后，她与丈夫就处于分居状态。
丈夫忙于工作，有着很大的企业，几乎没有休息

日。实际上，孩子是在婆婆身边长大的，妈妈白天

上班，晚上回婆婆家。

王刚的心声是: “我自己并不是厌学，只是不

适应这个学校，而且特别反感父亲说的话，父亲的

话是:‘我不需要你有怎样的成绩或分数，你只需

要坐着听课就行，这有什么压力?’坐着听课身体

上是没压力啊，那心里就没有吗? 我是借读的，成

绩不如人家，我能没压力? 如果说我真的没压力，

我至于请假嘛，你看我初中请过几次假? 为什么

没有几次，很简单，有许多人和我水平相当，这样

有良性竞争。在原来的学校，大家水平差不多，压

力与喜悦并存，但在这儿只有压力，我请个假释放

一下有什么问题!”

王刚还表示:“我是用手机用到了凌晨，但绝

大部分是看球赛。知道为什么凌晨看球赛吗? 因

为欧洲和我们差了十几个小时，那么为什么要凌

晨看呢? 只有一个原因: 解压。做自己喜欢的事

才能真正释放自己，我熬夜看个球赛甚至比睡了

一觉更舒服。课上一堆东西我消化不了就用手机

搜，自己学习，可你们非要把这理解为沉迷手机，

我能受得了? 总之，借读不是对每个人都有用，如

果我在原来的学校就绝对没有以上这些事，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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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比现在好，但又能怎样呢? 只有你们理解了，

我才能想上课。”

案例 2: 计划自杀的高三学生

刘西妈妈在一次打扫卫生时，看到了儿子的

日记，日记里写着各种自杀计划。妈妈吓坏了，她

表示，偷看孩子的日记，知道这样不合适，因此不

敢跟儿子讨论相关问题。妈妈是个受过大学教

育、有着稳定工作的女性。刘西学习一直非常优

异，在重点学校读高三。刘西妈妈从来没有想到

过儿子想自杀，而且一点不像开玩笑，因为她感受

到儿子是在准备着。具体的问题大致有三个方

面。第一，他们夫妻感情不算太好，妈妈一直忍

着，一切听父亲的。因为妈妈觉得也没有什么好

争的，就听他的吧。儿子一直以父亲为榜样，因为

父亲是个事业上很成功的人。但最近父亲遇到一

些问题，变得很焦躁。为了孩子上学，他们在离学

校比较近的地方租了房子，但爸爸并没有和他们

住在一起。父母见面时常常会发生口角。在妈妈

和爸爸冲突的过程中，儿子对妈妈非常不满，认为

妈妈过于软弱，太迁就爸爸了。在儿子眼里，妈妈

的人生是失败的人生。第二，在高二的时候，儿子

认为不知道什么原因和老师产生了矛盾，一直认

为老师处处跟他过不去，在这个关系中，自己就像

是妈妈，软弱、无力，任人宰割。这是他非常不喜

欢，也是不想要的人生。第三，就是恋爱问题。他

认为自己有虐恋的倾向，虐待爱的人才会有性快

感。因为特别喜欢一个女孩，但又知道自己的性

偏好，因此觉得自己的一生也不会遇到爱情，会终

生不快乐。因此，这样的人生是自己不想要的，还

是自杀吧，只是采用怎样的自杀方式是个问题。

案例 3: 一个不想出国的高中生

首先是张新的姐姐来求助的。春节期间，在

国外读书的弟弟回国了。到快要开学的时候，弟

弟跟姐姐说，他真的不想出国了，要出国他会死

的。张新说，跟他一起出国的同学，有的回国了，

有的考进大学了，现在在国外一个朋友都没有。

他的英语不行，过不了关，进不了大学，因为他根

本就不想学英语。到了国外就是天天吃饭睡觉，

出国的头三个月，体重增加了 20 公斤。这样的日

子没法过。有一次开着车，直接就撞墙了。他说，

他就是冲动，才一头撞到墙上的。后来，朋友劝他

看医生，诊断为抑郁症，开始吃药。他说，他不能

出国了，出去就想死。他希望自己能够留在国内，

跟着父亲学做生意。但是父母不相信他有病，觉

得这只是他想留在国内的借口。张新爸爸的要求

很简单，花了那么多钱，怎么也要读个学位回来。

张新的爸爸是个成功的企业家，他认为身边朋友

的孩子都到国外“镀金”了，自己的孩子怎么也应

当拿个文凭回来。张新妈妈说，“大概从小学五

年级起，他就开始说谎，拿别人的考试成绩当成自

己的，他说生病就是吓唬人。”

姐姐在求助的过程中揭示了家庭环境的问

题:“父亲一直是我心中的英雄，我很爱他。但在

读大学时，妈妈经常会打电话与我哭诉和爸爸吵

架，原因是怀疑父亲有外遇。我一边安慰母亲，一

边相信父亲很爱我的母亲。因为母亲一直没有工

作，我甚至怀疑母亲太多疑。但是后来我知道父

亲真的有小三、小四存在，才发现父亲虽然爱这个

家，但是他太男权了，他主宰一切，包括我们的命

运。他安排我的工作。他安排弟弟出国，那他就

必须出国，我觉得弟弟太可怜了。我看到他吃药，

看他哭。我要弟弟留下来，其实弟弟和叔叔一起

学习做生意会很好，但父亲觉得这样他很丢人。”

案例 4: 不想保送高中的初三学生

李勤妈妈是个艺术工作者，有自己的事业。
儿子学习成绩优异，以他的成绩可以免试进入当

地重点高中。但是她说，不知道为什么，儿子表示

他不想读书了，想出去看世界，想自己养活自己。

笔者一再追问李勤妈妈“最近有什么事发生了”
“一定有事情吧”，妈妈才说:“家里是出现了点问

题。我发现丈夫在外面不仅有其他女人，还有个

孩子，而且孩子已经上小学了。我一直不知道，只

以为丈夫工作忙，不回家很正常。但没想过他在

外面有个家。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一直忍着，想

孩子上了大学我再离婚。总想着再忍忍。可能是

儿子知道了这事。反正是他变了。他表示不再上

学，要离开。”

李勤爸爸也是事业有成，他对儿子充满期待，

并不想离婚。因此，李勤妈妈决定为了孩子忍受

一下丈夫的背叛。她告诉笔者，最近儿子知道了

这件事，然后他就提出不上学了，想要离开这里，

自己打工去。

总结这 4 个案例，可以发现: 第一，这 4 个青

少年皆遇到了人生大事，处于青春期的成长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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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他们不是“问题青少年”，而是特别需要理

解、倾听、共情、讨论他们前途和获得支持的青少

年。第二，他们的共同点是处于父权制的家庭关

系中，他们都有一位事业有成的父亲，虽然父亲在

亲子抚育中常常是不在场的，但却对儿子的人生

做出被社会认为可能是最好的安排。在父权制家

庭关系中，父母关系紧张，但母亲皆对丈夫的权威

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且父亲一直是家庭经济的重

要来源。第三，在父亲的安排下，这几个青少年的

表现是顺从的，但又在服从的过程中做出了各种

反抗，这些反抗是消极的，以逃学、退学、自杀、抑

郁等为主要特征。这反映出青少年自我的矛盾

性，他们在顺从与反抗之间经历着痛苦的挣扎，甚

至存在着分裂的自我。“分裂的自我”常常被认

为是疯狂的代名词，瑏瑨本文选用矛盾的自我以减

少其病理化的面相，但走向自杀的青少年确是有

着某种程度的分裂的自我。
求助的母亲们皆没有讨论家庭关系的问题，

只有那位陪母亲来的姐姐清醒地意识到“父母亲

的关系有问题，父母不了解孩子，他们只是一味地

想要孩子按自己的要求去学习”。在母亲的眼

中，自己的孩子有了问题，她们渴望有“妙方”能

立即解决孩子的问题。由此可以看出青春期成长

困境中的青少年是如何变成了“问题青少年”。
( 二) 青少年顺从的自我: 询唤中主体性的生产

从青少年的立场出发，思考青少年矛盾的自

我，必然要关注其主体性。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

4 个案例中的亲子关系都是以父母为中心的模

式。当父母对孩子的行为发出客体化的询唤时，

青少年在询唤中发现了自我，发现了自己的诉求

和主体的存在。这令人想起巴金在 20 世纪 30 年

代写的小说《家》，年轻人为了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而痛苦，而这种痛苦正是主体不断反思、觉醒和成

长的代名词。

案例 1 中的王刚，父亲的质问是“我不需要你

有怎样的成绩或分数，你只需要坐着听课就行，这

有什么压力?”这种询唤有效地促成了青少年反

思和反叛性的自我意识。在“我”与“你”之间权

力的边界通过话语提醒青少年要在顺从与反抗之

间做出二元对立的选择，这两个选择都是权力的

表现形式。与现代民主化的平权家庭关系相反，

在这一传统的父权制关系中父母具有自上而下的

权力合法性，呈现了父权对子代的控制。
朱蒂斯·巴特勒将阿尔杜塞的询唤理论和福

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相结合，指出当人们在追求

“自己”是谁，即自己作为主体的构成时，人们必

须依赖另外一个人的权力，这个权力习惯性地被

想象为一种来自外部的、压迫主体的东西，是使主

体屈从、下置并降级为一种较低等的东西。如果

人们认为权力同时形成了主体，并提供了它存在

的条件和欲望的轨道，那么权力就不单单是人们

要对抗的东西，同时也是人们要依靠的东西。服

从意味着被权力屈从的过程，同时也是成为一个

主体的过程。当王刚不得不顺从父亲到一所重点

中学借读时，他作为“主体”是屈从于父亲权力

的。但这一屈从亦蕴育了反抗。正如尼采在《论

道德 的 谱 系》中 所 说，压 抑 ( repression ) 和 管 制

( regulation) 不仅形成了良心和内疚的重叠现象，

而且良心和内疚对主体的形成、存留和延续都是

必要的。起初作为外在的、对主体进行压制出现

的权力，是使主体进入屈从状态的权力，都采用了

一种构成主体的自我认同的精神形式。这是一种

自我的开启。瑏瑩因此，父亲的权威既生产了儿子顺

从的主体，同时也生产了反抗的主体。青少年在

被客体化的询唤过程中，开创了自己的权力空间，

但在顺从的前提下，反抗常常是消极的，如逃避、

抑郁和自杀。在询唤中，权力被成功地指认和服

从，作为服从的主体，权力对青少年产生的影响是

无所不在的，深入到人的身体和灵魂。借读重点

中学或出国留学，在他人眼中是难得与美好，对于

服从的主体则是无时无刻不在的羞耻。巴特勒从

精神分析的，角度提出这样的问题: “如果我们在

无意识的层面上发现一种对服从的依恋，什么样

的抵抗会从这样的依恋中被制造出来?”瑐瑠其结果

是复杂的。但是在上述案例中，特别是在第 1 和

第 3 个案例中，可以看到服从与反抗的反复过程。

青少年被重新规范化，被再次要求服从，且是被贬

损的对象。这两个案例中的父亲都表示，儿子学

习成绩怎样并不重要，但是“要把书读下来，学业

要完成”。青少年在家长做出的选择中实践着重

复性的服从，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学会了对服从的

依恋，并在权力的创伤中存活。
( 三) 发现之二: 父亲不在场的家庭父权制

现当代社会，各种话语总是谈及在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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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父亲消失的“丧偶式育儿”，视其为密集母职或

矮化母亲角色的现实。瑐瑡然而更应该关注到的是，

父亲的不在场并不意味着父权的消失，父亲不在

场的父权制家庭关系往往更具有隐蔽性。

父权制家庭关系也可称为家长制家庭，它是

人类历史上普遍存在过的一种家庭关系类型。在

现代民主化进程中，这一家庭关系正向着伙伴型

家庭关系转变。瑐瑢父权制首先是一种意识形态，以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和等级化劳动性别分

工为基础，它分别将男人和女人的活动空间作为

工作场所和家庭。因此，男人 /父亲们将更多的时

间花在工作上，有更多的机会和时间参与政治与

市场的公共活动; 女性则承担照料孩子、做饭等各

类与人的再生产相关的工作，更多的时间花在家

人和孩子身上。在现实生活中，父权制是弥散的。

在父权制家庭关系中，父亲在家庭中享有家庭财

产的支配权、家务管理权、对子女的惩戒权等。

在这 4 个案例中，家庭关系的特点是典型的

父权制，其存在的条件之一是父亲事业有成。更

为重要的是，成功的父亲都是或曾经是孩子心目

中的英雄和榜样，是自己未来想成为的人。因此

青少年矛盾的或分裂的自我存在于父权制家庭关

系的日常生活中，且父权制的存续具有再生产性。

人们常常看到的是夫妻间父权制的劳动性别分

工，但很少看到代际间延续的父权制家庭关系。

当面对父亲———物质生活的重要提供者和学

业方案的决策者时，青少年的内心是矛盾的，在尊

君畏父的文化传统中，顺从还具有重要的伦理意

义，孝顺是孝以顺为先。因此，在日益民主化和信

息化的情境中成长的青少年对自我与自主有着明

确的主张，但面对自己向往和羡慕的父权时，只能

是服从，且其反抗注定是无力的或内化为身体的。

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弑父的渴望是普遍的，

这使得良心的结构包含了自我为中心和反社会的

本能。瑐瑣有学者认为，如果西方文化是一种“弑父

的文化”的话，中国文化就不妨被称为“杀子的文

化”，这是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瑐瑤可见家庭父

权制以代际方式传递。
( 四) 母亲的符号象征意义: 青少年否定性的

自我

中国文化重视“严父慈母”，母亲是孩子与父

亲之间的一面挡箭牌，使孩子无须去面对与严父

的决裂和自身成长的问题。因此，中国人即使与

父亲对抗，甚至出现弑父的倾向，也不见得是真正

的成长，因为总有母胎可以回归，这种现象甚至可

称为“母胎化倾向”。瑐瑥

在 4 个案例中，母亲的形象都是温顺的，对父

亲的权威只有不满和沉默，没有反抗。同时，母亲

对孩子的学业又是焦虑的，会不断重复父亲的话。

如询唤带来的自我发现一样，孩子在母亲身上看

到了未来的自己，体会到像母亲一样地顺从并不

是自己想要的。这为儿子的自我认同带来了矛盾

与分裂，要么认同父亲的权威，那等同于将自己确

认为顺从的、令人无法忍受的母亲形象; 要么是无

力的反抗，因此反抗变得消极和自我毁灭，通过自

我毁灭达到了毁灭父权的目的。

在家庭系统中，父权制统治发挥作用不仅是

依靠强权的父亲本身，还有顺从于父权的母亲。

在一个不断平权化的现代社会中，传统母亲的形

象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她们为自己的孩子做

出各种牺牲，容忍丈夫总以工作第一为名的抛弃，

容忍丈夫的出轨，容忍丈夫对“是你没有教育好

孩子”的指责。另一方面，她们对孩子有各种专

制性的要求，承习和复制了丈夫对妻子的等级化

要求。一位顺从、隐忍和强势的母亲，对青春期的

孩子来说投射的是失去自尊的形象。母亲作为隐

性的父权统治的代言人呈现出子代不得不接受的

爱的权威。

青少年矛盾的自我意味着他们会以父亲为榜

样，认同父亲权威，并渴望成为一个强势的、能够

主宰自己命运的人。一旦他们在同辈关系、师生

关系、学业成绩等方面遇到挫折，便会迅速地承认

父亲对自我的否定态度，认同自己做不成强者，但

又否认认同母亲的“弱者”的命运。在青少年二

元对立的观念中，做不成强势的父亲必然是做顺

从的母亲那样的人，顺从对他们来说就是自我否

定性。青少年分裂的自我是在自我界定中生成

的。父母作为重要的他人通过“客我”与“主我”
的询唤使青少年体验到顺从与反抗的矛盾性，自

律性的积极自我被这种矛盾性消解。事实上，青

少年生活在多重权力关系中，他们要顺从的不仅

有父母的权威，还有老师的权威和高考的制度性

权威。无力反抗和无法顺从的出路可能就是身体

化的消极反应了。如案例 3，在国外求学的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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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依然处于父权权威之下，其无法自立以及无亲

人朋友支持的情况，使问题青少年的自我不断退

缩、脆弱化，甚至要不断对抗自我的崩溃。此时任

何的倾听、共情和支持都是他们渴望的。

重建家庭关系: 倡导平权型亲子关系

面对青少年自我的矛盾性，其解决的办法和

出路何在? 青少年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和学

校社会工作应从何处入手? 有研究认为，父权制

的家庭关系必然产生青少年对于父权的认知与弱

势者的自毁式的反抗。因此青少年社会工作和家

庭社会工作的关键是改变对家庭关系模式的认

知，倡导一种平权型的家庭关系，使家庭中每个成

员之间形成可以相互支持的有尊严的关系。反抗

行动不是要毁灭家庭关系，而是重建家庭关系。

案例 4 是相对简单的家庭系统问题，当身为

母亲的自己遇到了丈夫的出轨和婚外生育时，她

认为容忍丈夫的行为才会不影响孩子的学业。为

此，笔者与李勤妈妈讨论了三个问题: 第一，你忍

受不幸福婚姻的动力是什么呢? 第二，你为孩子

忍受不幸福的婚姻和孩子讨论过吗? 第三，你想

过孩子的感受吗? 你觉得儿子是成年人吗? 你把

他当作过平等的成人吗? 你觉得为了孩子你忍受

不幸福的婚姻，孩子会同意吗?

三个月后，李勤妈妈带着鲜花来找我，满脸喜

气。她说: “儿 子 免 试 进 入 重 点 高 中 继 续 读 书

了!”李勤妈妈说: “我和儿子讨论了我的婚姻。

他认同了我的婚姻是失败的，儿子非常赞同我离

婚。我觉得我收入不低，完全可以独立生活，并养

活儿子。没想到，他赞同我争取财产，他认为，我

应当争取财产，那是我们应当得到的。”李勤妈妈

一再表示，“和儿子讨论得很好，没有想到儿子那

么成熟”。李勤妈妈没有想到的是，她自身为儿

子树立了一个改变的榜样。当妈妈能够以尊重子

女想法的态度来和孩子讨论问题时，已经是在实

践平等的关系了。这种具有包容、理解与支持性

的家庭关系一经产生，双方都是充满惊喜的; 儿子

甚至和妈妈表示，他不玩游戏了，要考上一所好大

学气气爸爸，“告诉爸爸没有他，我们也能够过得

很好”。母子之间相互信任和有尊严的新生活开

始得如此简单。道理是不言自明的，那就是母亲

的实践行动改变了人们对关系类型的认知，在人

与人的关系中，不是只有服从的关系，还有平等与

支持的关系。平等与支持的关系是建立在信任和

自主基础上的，由此青少年有尊严的、自我负责

的、可承诺的生活得以展现。

案例 1 的解决方案是帮助王刚和王刚妈妈找

到自身价值。王刚妈妈第一次认识到自己与丈夫

的长期分居和疏于交流是有问题的，她开始思考

自己想要怎样的生活，并慢慢接受儿子应当有自

己的生活和选择。王刚不再逃学，因为他不去上

学了。他回到奶奶身边，每天给奶奶炒菜做饭，他

感受到的美好生活就是奶奶夸自己做的饭好吃;

他在计划重新开始自己的学业。父亲依然是个阴

影，但奶奶给了孩子很重要的存在感。让青春期

的孩子的自我愿望得到表达和倾听，是解决问题

的最佳方案之一。
有学者提出实现助人自助有三种主要的服务

逻辑，就是使案主具有反思、批判和反身性。反思

注重个人在认识层面对其自身经验以及相关场景

的回顾和检视，它以行动经验为服务维度; 批判关

注个人生活的社会文化场景，通过对人际权力和

社会结构等社会文化脉络的批判，培养孩子的自

主意识和能力; 反身性则以社会位置动态关联中

的自主意识和能力的培养为目标，对其进行审视

和超越。瑐瑦母亲们具有很强的反思能力，在咨询过

程中，她们很快地检视了夫妻关系的问题，承认自

己一忍再忍的生活习惯，尽管很难对父权的文化

和相关的权力机制提出批判，但都承认丈夫是大

男子主义者。但对于母亲来说，反身性是双重的。

一方面，她们需要认识到自己的顺从忍让和外强

中干式的强势对待子女的态度难以建立起亲子信

任; 另一方面，她们需要认识到改变父权制的家庭

关系才是根本解决青少年身心健康问题的关键，

尽管这还有艰难的道路要走。因为对诸多家长而

言，他们就成长在父权制的家庭文化中，他们的生

活经验就是男外女内、男强女弱，因此须给其时

间，使其从一点一滴的实践行动开始作出改变。
首先就是母亲们开始面对和表达自己内在的需

求。当独立自主和平等表达获得正向的行动经验

时，助人自助的目标就得以实现了。因此，第一步

的工作常常是要求母亲能够听到孩子的声音，鼓

励青少年说出自己的想法，无论其想法是自己多

么不能忍受的，也要听完，然后一起分析孩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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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很快，她们就能领悟到尊重的重要性。
这本质上是一个知识的生产过程，是当事人参与

和实践的知识生产。

但是让父亲们改变观念与行为，这一努力相

当不理想。这也使人们清醒地意识到，父权制家

庭关系的历史性特征和再生产的能力，它需要更

多的平等关系的积极经验进入到日常生活中。

理论讨论: 尊重儿童青少年主体地位

面对问题青少年，首先要有系统、综合和整合

的理论视角，要在社会系统和家庭系统中思考和

关心青少年的身心健康。2021 年 9 月国务院印

发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2021—2030) 》在“基本

原则”中多次强调了儿童参与。其中第 5 条明确

规定“坚持鼓励儿童参与。尊重儿童主体地位，

鼓励和支持儿童参与家庭、社会和文化生活，创造

有利于儿童参与的社会环境。”多年来，这是首次

明确提出有关“儿童主体地位”的概念。尊重儿

童的主体对于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具有重要意

义，这也是家庭社会工作和青少年社会工作应当

遵循的基本理念。

本文通过对 4 位求助问题青少年的家庭所进

行的系统分析，展现了家庭关系中的权力维度。

青少年问题的解决要在家庭社会工作服务中开拓

平权型的亲子关系实践，建立积极的、包容性的、

肯定儿童青少年内在自我和自尊的亲子关系。本

研究倡导用代际平权之方法，重建家庭 /亲子关系

中的权力关系，帮助儿童、青少年建立有内在尊严

的精神世界，将矛盾的自我建成内外价值统一的、

不惧怕挫折的、有反思能力的自我。本研究可在

相关理论领域进行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特别是

要深刻反思中国文化中等级权威式教育的多个面

相，如师生关系，从青少年道德发展的层面思考纵

向的权威等级关系与民主化的平权关系的复杂性

和转型条件。有学者用儿童学习“表现好”这一

事例分析中国教育文化的特点，解析“取悦权威”
现象的道德演化基础。瑐瑧这一思考正呼应了“表现

差”的符号意义及其呈现出的反抗权威的主体性

成长。总之，建立个人的自主性原则是解决青少

年问题的关键，换言之，就是要相信青少年能够拥

有在其社会生活的环境中自由和独立行动的能

力。这或许就是吉登斯意义上的“自我实现的政

治”，瑐瑨是社会发展可预期的拥有平等关系的未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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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edience and Ｒesistance: Adolescent Self － identity
and Integration: Creative Practice of Equal Ｒights

in Social Work of Family Ｒelationship

Tong Xin

Abstract : Based on the family social work practice，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the type of fami-
ly relationship impact on the adolescents self － identifies． Using the theories of self － identity，Psy-
choanalysis and power，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so － called problem teenagers are those who espe-
cially need help． They form separation self － identity to express their existence with negative resist-
ances in the patriarchal family relationship． On the one hand，the patriarchal father produces the
teenagers’subject of obedience by the objectified inquiry; On the other hand，the symbolic meaning
of mother’s obedience and tolerance to patriarchy strengthens teenagers’negative self － identity．
The practice of family social work is to establish teenagers’positive self － identity with autonomy，

dignity and commitment by rebuilding equal rights family relations． The promotion of equal rights
family relation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families and the healthy
growth of teenagers．

Key words: adolescent; patriarchy type of family relationship; separation self － identity; equal
rights type of family relationship

621

顺从与反抗: 青少年的自我认同及其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