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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夏 瑾

“妈宝男”是当下网络流行词语。根据知乎

网友们的定义，“妈宝男”一般指在妈妈的溺爱

下长大的男人。他们非常听妈妈的话，什么事情

都要问妈妈的意见，表面看是孝顺，实际却是懦

弱，没有主见，缺少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也没

有责任心。

在网友列举的几种不能嫁的男人中，“妈宝

男”与“出轨男”“家暴男”并列其中。由于“妈宝

男”在婚姻中不会去体谅妻子，不会分担家务，

不懂得规划生活，婚后仍然让妈妈干涉自己小

家庭的决策，例如经济支出，育儿方式等，因而

会导致婚姻关系出现严重问题。

“妈宝”的概念对于部分女性也同样适用，有

些被父母宠坏了的女孩，对妈妈过于依赖，不会独

立生活，没有自主思想，也被叫作“妈宝女”。

“妈宝男”是否与原生家庭教育有关？哪些

不良的养育方式容易造就男生形成“妈宝”的性

格特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中

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陈祉妍。

“妈宝男”与儿童成长

陈祉妍说，“妈宝”的性格特点可以从儿童

成长中找到原因。儿童会在成长中逐渐走出自

我中心，越来越能够换位思考，理解他人的感受

和需要，也越来越能够理解各种社会规范。

然而，心理的成长需要恰当的养育环境。健

康的家庭结构与秩序是保护儿童心理健康成长

的要素。其中不可忽视的是父母之间亲密的感

情联系。如果夫妻关系出现严重问题，女性可

能会把对丈夫的情感投射到孩子身上，会把在

丈夫那里得不到满足的情感需求转向孩子。于

是孩子被母亲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而丈夫则

位居其次。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仿佛拥有了特

权，缺乏管教和引导，进而对社会规则的遵从

和对自身局限性的认识都会出现偏差，成长也

会出现问题。

陈祉妍解释说，一个人在成长中，需要意识

到自己是既有优点又有缺点的一个综合体，是

这个世界上的普通人，才能完成走向成熟的过

程。但是迈向心理成熟的这一步，对于“妈宝男”

来说会很困难。在家庭这个小环境里，因为有母

亲的呵护，“妈宝男”会感觉如鱼得水；但是当他

步入社会时，就会感到困难重重。

什么样的家庭容易培养出“妈宝男”

“妈宝男”的形成与原生家庭有很大关系。

最常见的情况是，夫妻感情存在问题，女方在工

作、爱情、精神生活和孩子的关系之间出现失

衡，把生活中的很大权重放在孩子身上，孩子成

了全部寄托。母亲的角色压过了女性的其他角

色，女性的愿望和感情不是通过自己的生活，而

是通过孩子去实现和满足。

此外，还有部分女性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

把所有情感和期望都倾注在孩子身上，对孩子

缺乏全面的认识，对孩子的发展干预过多。这类

母亲在潜意识里或多或少都会希望孩子永远依

赖自己，因为她们依赖于从孩子和自己的亲密

关系中获得满足，会跟孩子在情感上有着强劲的

绑定。当孩子过于依赖母亲，便会失去成长和成

熟的机会，也就不能够真正独立地去面对世界。

陈祉妍指出，家长对孩子寄予积极的期望，

在很多方面给予孩子关心和帮助，重视与孩子

有深厚的情感，这些都是正常的行为。但家长应

该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不能因为孩子而失衡。生

活里不能只有孩子，还需要有其他重要的人，比

如自己的父母、亲密的朋友等。即使是单亲家

庭，家长也应该意识到，孩子不是自己生活中唯

一重要的人。

此外，家长还需要把自己的人生问题与孩

子区分开来，不要用孩子取得的成就去弥补自

己的人生遗憾，也不要用自己与孩子的关系，去

弥补自己人生中的情感缺失。“比如，当婚姻关

系出现问题时，家长需要做的是处理婚姻关系，

或是修补自己的婚姻，或是结束一个不幸的婚

姻，追求另外一段感情，而不是把自己没有被满

足的情感需要转嫁到孩子身上。家长需要首先

认识到自己的人生哪里出了问题，然后去面对

和处理这些问题。即使没有找到好的处理方式，

也要清楚地认识到是哪部分出现了问题，不要

假装看不见，回避这些问题，然后试图用孩子的

成长以及自己和孩子的关系去填补自己人生其

他方面的缺憾。”陈祉妍说。

溺爱的背后是恐惧

好的养育方式，是家长给予孩子健康的爱。

什么是健康的爱呢？陈祉妍说，健康的爱就

是爱和管教兼顾，对孩子既有关怀和照顾，也有

管教和引导，两方面缺一不可。

然而在现实中，有些家长难以平衡爱和管

教的关系，或是对孩子过分溺爱，或是管教过于

严厉。陈祉妍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家长对

孩子过于溺爱，只满足孩子的需要，而对孩子没

有管束和控制，其行为根源并非是对孩子爱得

过分，而是出自某种恐惧。“比如，孩子小时候生

过重病或者面临过生命危险，于是家长降低了

养育期望，觉得只要孩子活着就好，开心就好，

这其实是因为家长对过去的恐惧还没有消化；

还有的家长担心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家长，出

于内疚，或是对自己的怀疑，不敢做任何让孩子

不高兴的事。”陈祉妍说，“出于类似的种种原因，

我们有时会看到家长对孩子溺爱的表象，看到孩

子很能折腾，一旦要求不被满足，就会大发脾气，

而父母却会容忍孩子乱发脾气。这其实是因为父

母内心感到恐惧，他们对自己的家长身份不自信，

对自己能否教育好孩子有着担忧和怀疑。”

与溺爱孩子的父母相反，还有一些父母对孩

子管教过分严厉。陈祉妍分析，这些家长有的是自

己的情绪控制有问题，生活和工作中的压力让有

些家长产生了挫败感和愤怒感，而他们会通过管

教孩子去释放自己的这种负面情绪。有些父母则

是因为内心对孩子怀有嫉妒、愤怒等负面情绪，但

又不能直接表达出来，也不能自己消化掉，于是会

借管教之名发泄出来。陈祉妍指出，嫉妒孩子，是

父母经常会有的正常的心理现象，因为孩子拥有

很多父母不曾拥有也不可能再拥有的东西，比如

很多父母让孩子学钢琴而孩子不够用功时，他们

会批评孩子：“我小时候想学钢琴，但没有条件，你

现在有条件还不好好珍惜。”这其实就是家长内心

嫉妒孩子的情绪。

“所有的亲密关系里都有各种复杂的情绪，

包括各种消极的情绪，这些都是正常现象。”陈

祉妍说。

陈祉妍指出，爱和管教兼顾，对于孩子的健康

成长非常重要。过分溺爱会让孩子变得自私，以自

我为中心，没有爱别人的能力；而对孩子管教过于

严厉，完全不允许孩子有自己的判断和意愿，孩子

在长大之后很可能变得没有主见，缺乏责任心。

每个人都需要迈出独立的一步

在现实生活中，“妈宝男”可能并不会用这个

词语来形容自己，但他们会意识到自己的亲密关

系和人际关系有问题，或者自己在某些方面过于

幼稚。然而，只要与母亲保持紧密的关系，“妈宝

男”就不会主动迈出独立的一步。

在陈祉妍看来，“妈宝男”的成长需要几个关

键因素：首先是由于生活的变化而与妈妈的关系

拉远，这是“妈宝男”迈出独立的重要一步；其次是

“妈宝男”要开始承担责任，要自己面对和处理生

活中遇到的问题，并且能够去反思自己行为的后

果，而不是情绪化地去处理问题，不加思考就做出

反应；第三是保护性的因素，“妈宝男”在经历挫折

时，需要有家人和朋友的关心、支持和引导，为他提

供情感支持，帮助他反思自己的行为，为他提供有

针对性的帮助，让他不至于在挫败面前怀疑自我。

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关于如何看待自己，如

何看待世界，会经过很多层的蜕变。陈祉妍说，

“妈宝男”保留着原生家庭中妈妈灌输给他的世

界观，他对自己、家庭和世界的看法都是妈妈的

版本。而当妈妈的版本远离他，不再能影响他，

他用妈妈的版本解释不通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

会寻找新的版本。

其实这个过程不只是“妈宝男”需要经历的，

陈祉妍指出，每个人在青年时期都会经历这样一

个阶段。每个人最初看待世界的方式，都是透过父

母的眼睛，都带有主观偏差。而当一个人开始有了

自己独立的力量，心理真正成熟之后，他便不再认

同父母灌输给自己的一切，他会有自己不同的想

法，会发现新的看待世界的角度，会逐渐形成自己

的人生观，这就是一个人走向成熟的重要一步。

“妈宝男”需要摆脱的是母亲的影响，但其实

每个人都会受到自己原生家庭的影响。“当我们意

识到这一点，迈出独立的一步，学会尊重事实，调

整看待世界的角度，就会成为一个成熟的人。”陈

祉妍说。

当孩子过于依赖母亲，便会失去成长和成熟的机会，也就不能真正独立面对世界

如何避免把孩子养成“妈宝男”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曼玉

“90 后小伙长期吸烟熬夜心脏骤停”“研究

称吸电子烟伤心血管”“我国 50%的肺癌因吸烟

引起”“吸烟使老年人记忆力下降 41%”“过度吸

烟或可导致失明”⋯⋯输入关键词“吸烟”，你会

搜索出一连串触目惊心的数字和案例。

烟草对健康的危害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严

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

告，每 3 个吸烟者中就有 1 个死于吸烟相关疾

病，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非吸烟者短 10 年。国

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

2020》指出，我国吸烟人数超过 3 亿，2018 年，我

国 15 岁以上人群吸烟率为 26.6%。我国每年有

100 多万人因烟草失去生命，如果不采取有效

行 动 ，预 计 到 2030 年 将 增 至 每 年 200 万 人 ，到

2050 年增至每年 300 万人。

2019 年 7 月，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发

布《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明确提出

15 个重大行动，其中就包括控烟行动，提倡无

烟文化，关注青少年吸烟问题，鼓励企业、单位

出台室内全面无烟规定。该项行动目标为：到

2022 年和 2030 年，15 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分别低

于 24.5%和 20%；全面无烟法规保护的人口比例

分别达到 30%及以上和 80%及以上。

近年来，北京、上海、深圳、西安等很多城市实

施了公共场所控烟条例。今年 4 月，西安市人大教

科文卫委员会，对市政府提请审议的《西安市控制

吸烟条例（草案）》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委员会提出

的其中一个建议是，“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烟草烟

雾危害和二手烟危害等控制吸烟相关知识纳入中

小学健康教育课程，培养青少年的文明意识”。

今年 2 月，腾讯公司通过其官方微博宣布微

信表情“戒烟”，网友直呼“连微信表情都戒烟了”。

北京市控烟协会会长张建枢说，新浪、QQ、微信等

主流软件的表情包里有吸烟的表情，这些软件在日

常生活中使用频率非常高，每一次发送都会产生潜

移默化的影响，有诱导青少年吸烟的倾向。协会同

北京市网信办沟通，还给马化腾发过邮件，反映这

个问题，最终推动了各个平台下架吸烟表情包。

今年 3 月的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也积极

为推动控烟发声。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副所长何琳建议，保护青少

年远离电子烟，加快行业规范出台。全国人大代

表、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建议，国家层面

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尽快出台，严格按照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明确禁

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吸

烟，保护公众不受烟草烟雾危害。

在 7 月 16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国

家卫健委规划司司长毛群安表示，“我们在积极推

动国家层面立法，同时也要求各个地方结合实际

情况，出台控烟的法律法规。”毛群安同时表示，从

国家层面来说，推进立法、实施公共场所控烟还是

一个艰巨的任务。

尽管我国地方城市控烟立法已取得一定的成

效。但中国疾控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8
月，受到全面无烟立法保护的人口为全国人口数

的 14%。距 离 到 2022 年 实 现 全 国 无 烟 法 规 覆 盖

30%人口比例的目标差距甚远。如何推动控烟立

法，让《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之控烟行

动的目标落到实处？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副主任肖琳研

究员认为，全面无烟的法规应该具备两个要素：明

确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无烟；

执法主体明确，对个人或场所的违法行为有罚款

等处罚措施。

“大量的科学证据表明，二手烟会导致非吸烟者

生病、甚至死亡。通风、空气过滤和指定吸烟区等技

术手段都一再被证实不能防止非吸烟者接触烟草烟

雾。因此，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
简称《公约》）第 8条及其实施准则中明确要求，所有

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以及公共交通工具无

烟。我国签署了《公约》，在过去的十余年里一直致力

于推动无烟环境建设和无烟立法工作。”肖琳希望，

未来，我国能有更多的省（区、市）出台全面无烟的法

规，保护更多人免受烟草烟雾危害。同时，也希望国

家层面能够适时出台全面无烟法规。

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主任姜垣研

究员介绍，“中国每年有 40 万不吸烟者因为暴露

于二手烟环境死亡，而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北京

市全面无烟法规生效 25 个月，脑卒中住院减少了

18317 例，没有哪一项公共卫生政策能取得这样

的效果。”

姜垣强调，二手烟没有安全暴露水平，只有通

过符合“全面无烟环境立法”标准的法律法规，并

配合严格的执法，才能消除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的

二手烟，从而挽救更多生命。

我国虽已有十几个城市通过专门的无烟环境

立法，实现了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全面禁

烟，但是全国符合“全面无烟法规”保护人口比例

尚不足 15%，姜垣表示，“接下来需要在还没有通

过‘全面无烟法规’的直辖市、省会城市及国家计

划单列市大力推进全面无烟理念，促使这些重点

城市出台符合‘全面无烟法规’标准的无烟环境立

法；在已经出台法律法规却没有做到全面保护的

城市积极开展修法工作。除了良好的立法，严格的

执法也是实现健康中国目标的重要保障。”

推动全面无烟立法，让年轻人“放得下”，最好“不拿起”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陈 鼎

1991 年 ， 土 耳 其 《针 灸 实 施 条

例》 的颁布标志其正式承认中医针灸

疗法。目前，土耳其已建立针灸相关

学 会 ， 定 期 开 展 针 灸 教 育 培 训 。 然

而，中医药在土耳其的应用仍较为有

限 ， 土 耳 其 针 灸 疗 法 的 应 用 相 对 简

单，中药在土耳其仍受农业部管辖，

尚未被正式认可。针对这一情况，在

科技部国际培训项目“中医药临床实

践与研究进展高级研讨项目”的支持

下，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

究所赵静教授团队与土耳其医疗领域

相关专家，就中医药在土耳其的发展

与传播进行研究，并撰写相关文章，

建议在针灸推广过程中加强中医理论

的传播，促进中土中医药深入交流与

合作；明确两国中药质量标准差异，

合作开展中药研究；加大针对常见疾

病和难治疾病的中药的推广力度，以

促进中药在土耳其的发展。

法律、教育、科研助力
针灸发展

中医药在土耳其的运用以针灸为主。

20 世 纪 50 年 代 ，具 有 现 代 医 学 教 育

基 础 的 凯 伊·多 伊（Kayir Doy）医 生

在中国接受针灸培训后，于 60 年代在

土耳其驻法大使的邀请下，在伊斯坦

布尔开设第一个针灸诊所。1986 年，

努 采·齐 亚 尔（Nüzhet Ziyal）与 巴

哈·切利克（Baha Qelik）医生建立针

灸 协 会（Akupunktur Dernei），这

是土耳其首个针灸协会，同年伊斯坦

布尔也成立针灸协会，这标志着针灸

在土耳其开始发展。

1991 年 ， 土 耳 其 通 过 国 家 机 关

报发布第一版 《针灸实施条例》，该

法规的覆盖范围除电针和传统针刺疗

法外，还包括激光针刺；法规中要求

成立针灸高级委员会，用于对针灸执

业人员的认证及培训。

2002 年，《针刺疗法的私人保健

机构实施条例》 颁布，新法规废除针

灸 高 级 委 员 会 并 成 立 针 灸 科 学 委 员

会。2014 年至今，针灸疗法与其他

补充与替代疗法一同受《传统与补充

医疗实践法规》管控，此次法规的最大

改变，是将针灸的从业人员限定于医生及牙医。此外，针灸的临

床科研也受 2019 年发布的《传统与补充医疗临床试验实施细

则》管束。但针灸疗法至今未被纳入土耳其的医疗保险范畴。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与补充医疗实践法规》 和 《传统与

补充医疗临床试验实施细则》 也正式认可拔罐疗法。

土耳其的中医教育目前也仍以针灸为主。1996 年，特拉卡

亚大学邀请针灸学会对 25 名医生进行 420 小时的针灸培训，并

颁发结业证书，这是首次在土耳其举办的针灸培训课程。

2002 版 法 规 颁 布 后 ， 安 卡 拉 嘎 兹 大 学 、 嘎 然 帕 舍 医 学

院、伊斯坦布尔慕然尼亚教学研究医院等机构先后举办针灸学

习班。该类学习班每年两期，每期培养 25 位医师，医师完成

500 学时学习通过考核后，领取结业证书，有该证书可以开立

针灸诊所。

2014 年后，经过 6 年医学教育的全科医生可在接受相关

传统与补充疗法培训 3～5 年后正式执业。这些针对专业医生

的针灸培训促进了中医在土耳其的发展。

1982 年，我国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办了国际中草药讲

习班，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有土耳其代表参加的中药课

程。1995 年，在时任总统苏莱曼·德米雷尔的主持下，伊斯

坦布尔举办了“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国际针灸大会”。2007

年，世针联与中土友好协会在北京达成共识，以医疗、教学等

合作方式帮助土耳其中医针灸发展。2019 年，世界针联在土

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了国际针灸学术研讨会，大会以“针灸与

补充医学国际共识”为主题，吸引了来自 39 个国家和地区的

近千名医疗、教育等方面的专家学者。

建议加强中医理论传播，发挥中医药特色与优势

1991 年，针灸被土耳其正式认可后进入了相对较快发展

阶段。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也进一步规范了针灸科研及临床；

针灸学会和定期培训的开展，为针灸人才培养提供了保障。然

而，由于目前土耳其中医理论教育的缺乏，针灸疗法的实际应

用较为简单，无法运用中医理论处理复杂疾病。

为促进针灸在土耳其的发展，赵静团队提出两点建议：一

是在针灸资料的翻译过程中注重传播中医理论及内涵。例如

“气舍穴”的翻译，不仅要标明其国际编码，也要对其中文穴

位名称的意义“气之所舍”进行传达，使实践者在掌握针灸穴

位的同时，学习更多中医理论，加深理解。

二是在针灸临床运用与研究方面加强交流合作，共享成

果。如针对目前土耳其常用的妇科、男科疾病，共同开展针灸

研究；将国内最新研究与指南及时分享，从而加深土耳其医生

对常用疾病针灸治疗的理解，扩大针灸在慢性、复杂疾病在土

耳其的应用，达到进一步加强针灸推广的目的。

研究认为，中药在土耳其的发展可谓困难与机遇并存。一

方面，土耳其人对草药疗法接受度较高。在接受补充替代疗法

的人群中，59%会使用草药疗法，这为中药进入土耳其市场奠

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土耳其群众对中药了解不足，尤其在中

药的安全性、有效性以及现代发展与研究方面。与针灸不同，

中药在土耳其现阶段尚无立法及教育保障支持，不能作为药品

进入土耳其。

针对该国实际情况，赵静团队提出两点建议，首先，我国

中药遵循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土耳其使用的是 《欧洲药

典》。既往研究发现，二者对同一草药的质量要求有所差别，

质量检测方法也有差异，例如，《欧洲药典》 要求对柴胡粉末

的纤维特征进行描述，检测时要求色谱柱的型号，流动相的比

例等，因此在进行中药研发过程中，应参考 《欧洲药典》，明

确差异，为中药推广消除隐患。其次，经由丝绸之路的传播，

中土在传统药物上有很多重叠之处，因此两国可以基于此开展

合作研究。在合作过程中，加强土耳其医生对中医药认识的同

时，也可加强我国医生对土耳其传统药物及相关政策的了解，

为其他中药的推广做好准备。

同时，赵静团队还建议针对土耳其当地的高发疾病，发挥

中医药特色。研究表明，缺血性心脏病、脑卒中、肺癌是土耳

其人死亡的常见病因，而中医药对其治疗具有一定效果，并已

有相关科学研究成果及指南。此外，还可将土耳其当地高发且

西医疗效不佳的疾病作为中医于土耳其发展的切入点。如白塞

病最早被土耳其所报道，土耳其是其高发地区 （119.8 人/10

万人）。对此西医常使用免疫抑制剂进行治疗，但价格昂贵且

病情易反复。白塞病常归为中医狐惑病范畴，最早的记录可见

于 《金匮要略》，其中就已有方药 （甘草泻心汤） 治疗记载。

当前相关研究证实，使用中医辨证方药治疗白塞病的有效率较

高且复发率较低。基于此，两国可共同开展白塞病的相关研究

及治疗工作，推动中医药在临床上的应用。

中医药在土耳其

：

发挥特色

，加速传播与应用

中医药在海外

2017 年，山西太原美术馆一组关于“控烟”题材的高校毕业生美术作品，吸引了小朋友关注。 （资料图片）视觉中国供图

家长给孩子的健康的爱是既有关怀和照顾，也有管教和引导。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