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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对父母权威的态度渐变：顺从、反抗到认同 
——以《童话人格》为例 

蒋勤效 

（常州开放大学文经学院  江苏  常州  213000） 

摘要：父母的权威是保证父母能成功对孩子作出干预的重要因素，孩子对于父母权威的态度是一个渐变的过程。《童话人格》通
过典型童话故事对儿童的人格结构和情感价值取向进行分析，从而归纳出在儿童身上普遍存在的情结。而对父母权威的认识是其中
的一个重要部分，通过《狼来了》、《俄狄浦斯》、《西游记》和《狮子王》这四个故事显示出了从顺从到反抗再到认同的阶段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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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儿童权利公约》的界定，儿童指的是任何 18 周岁

以下的人，但在我们的社会普遍认识之中，儿童的年龄段为 0-14
岁。儿童在心理、智能、身体诸方面达到的水平与成人有着极大差
距，无法独立、完满地生活，因而依赖于亲人的照顾，尤其是以父
母最为主要，子女与父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了一个小型社会—
—家庭。 

皮亚杰认为,个体心理的社会化主要受到两种人际关系的交互
影响：一是同伴间以协作和合作为特征的同级平等的关系，主要是
同龄人或者同级别人之间的友谊关系；二是成人与儿童间以尊重和
单向服从为特征的权威约束关系,主要包括权威和领导关系，亲子关
系里也有着权威的影子。即便是在家庭之中，也存在着管理者与被
管理者，由于儿童在生活上高度依赖父母，父母就顺利成章地形成
了权威。权威就是对权力的一种自愿的服从和支持，父母权威简而
言之就是父母对子女作出决策、行为的影响力和约束力。 

童话是给儿童阅读的文学作品，所以有人会以为童话的创作是
以儿童的接受和审美为本位的。事实上，童话的创作者是成人，童
话的读者——儿童，最终也会长大成人。从此意义上而言，童话也
是成人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成人社会的准则委婉地灌输给儿童的
一种手段。《童话人格》则强化了我对于童话的这种认识，在作者
看来，童话中的人物不是凭空产生的，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或者历
史原型。而那些经典童话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就在于它们塑造的人
物应和了人们的情感和价值，人们能在生活中找到那些角色的影
子，或者说人格。 

人格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原意是面具。这里包含着两层意思：
一层，是在生活中像角色一样表演出的种种行为；第二层，是在这
个面具下隐藏的真实自我。 

人格也可以理解为个性，是每个人在面对生活、处理生活问题
时所表现出来一种心理倾向。童话故事之所以深受儿童喜爱，引起
他们心灵的共鸣，是因为它道出了儿童心灵的梦；童话故事之所以
也被成年人喜爱，是因为即使已经成年，但其人格心理中还深刻着
儿童时代的一切。 

全书共十六章，实际上讲了十四个经典的童话、小说案例，通
过对典型形象的分析，归纳这些角色上所蕴含的人类共同的心理倾
向，并用情结的形式来总结这些人格的心理特征。前四个故事主要
讲儿童随着年龄增长对于父母权威的反应，贾宝玉和托尔斯泰的故
事主要讲男性对待女性的态度、观念，书籍的后半部分则主要围绕
恋父情结来讲女性心理，穿插以处于困境中女性角色的奋斗故事，
来讲中西方共通的自强主题。我的文章主要选取《狼来了》、《俄狄
浦斯》、《西游记》和《狮子王》这四个故事以及《逆反心理》这一
章，来试着阐述儿童对于父母权威的态度变化过程。 

一、顺从 
自婴幼儿时期起，儿童就处于父母的绝对控制之下，父母对于

好孩子的评价指标就是听话，这一评价标准甚至有可能顺延至成
年。要使理性和心智都未发育完全的儿童乖乖听话，去完全按照父
母的意愿去做他们认为正确的事，父母的权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
用。所以，在这一时期，父母都会想方设法来建立自己的权威以便
于强化对儿童的管理，通常是使用奖惩措施，儿童的行为如果符合
父母的意愿，父母就会报以笑容、夸奖或者零食、糖果，从而对孩

子形成一种强化：以后也要这样做，就能得到奖励；相反，如果儿
童的行为违背了父母的心意，父母亲也就会采取一定的措施来让孩
子知晓父母的不满意，例如瞪眼、呵斥或者暴力，孩子得到不愉快
的体验，从而形成了一种负强化：以后绝对不能再这样做，就可不
被惩罚了。此时的父母在亲子关系中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 

童话故事也是父母树立权威的一种手段，而且，由于故事本身
是由亲子关系以外的人创作的，且对于儿童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往
往更具有说服力，更能使父母想要灌输的价值顺理成章地在儿童脑
海中扎根，《狼来了》的故事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不要说谎”是
《狼来了》故事的核心，也是父母所希望孩子拥有的一种品格。可
以说，每个儿童心中都有着潜在的说谎的冲动，尽管他们本人可能
并未察觉到这种倾向，但是，《狼来了》使他们在身临其境，在情
境中把自己替换成了那个放羊娃，无形中意识到自己有着与放羊娃
一般的危险，因而遏制了自身说谎的冲动。 

“在人类社会中，相当一些童话是劝喻性的，在告诫儿童哪些
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错误总带来相应的惩罚。对于一个遥远的、
轻易不犯的错误，再重的惩罚也不可怕。但对于一个时时可能犯并
且经常渴望犯的错误，‘被狼吃掉’的惩罚就显得触目惊心了。”所
以，父母用这一故事教导孩子不要说谎，尤其是不能对父母说谎，
父母的权威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巩固。在讲述其他故事的时候，父
母也给孩子提出了种种品质和道德上的要求，儿童则会以为父母具
备童话中的一切高贵品质，从而对父母无限崇拜，因而这一时期，
儿童对于父母的权威是顺从乃至于盲从。就像是《西游记》中天界
的律例和《狮子王》里狮群的制度，不容置疑高于一切的，普通人
只有膜拜的份。 

二、反抗 
随着子女的成长，在他们三至五岁的时候，对于父母的态度会

产生分化，儿子会抗拒父亲而与母亲更加亲密，女儿则会排斥母亲
而更依赖父亲，心理学家把发生在男童身上的这种现象称之为俄狄
浦斯情结，发生在女童身上的则被称为埃勒克特拉情结。这两种情
结，来源于儿童的占有欲。 

幼年儿童的性别意识已经萌芽，能知道父母的性别与自己是否
相同，但此时他们的伦理观念尚未成熟，还不明白婚姻和配偶的意
义。以男童为例，他知道母亲与自己的性别不同，因而会有意排斥，
比如不一起洗澡或者是不在一张床睡，但与此同时，又会遏制不住
地来接近母亲，把母亲看成自己的私有物。而父亲的存在意味着有
人要来与自己争夺母亲，竞争对手的出现促使男童对父亲产生了敌
意。对于女孩而言，也是如此。三至五岁儿童的俄狄普斯情结以及
埃勒克特拉情结通常结束于儿童与同性家长认同并抑制其性本能
的时候。但是，这种倾向依旧会留存下来，伴随着儿童的成长。与
此相对应的是儿童对父母权威的挑战。 

《狼来了》故事中的放羊娃，被主流社会孤立，一个人在山坡
上放羊，象征着儿童不被成年人理解的精神世界，“狼来了”的呼
喊，被看成是一种吸引外界关注的手段。“有的人一生都在制造痛
苦或者危险的故事以引发周边世界的关注。”放羊娃的谎言，可以
看成是对父母权威的反抗。他有自己的世界，渴望被关注。又或者
在谎言中，放羊娃通过愚弄成人而得到了快感。对于子女而言，欺
骗父母意味着亲子关系中的主导权落在了他的手里，他以为自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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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驱使父母乃至成人世界，父母的权威转移到了他的手里。 
如果孩子继续长大，随着理性和智慧的不断发展，他会逐渐发

现父母也会有错误，自己的想法反而是正确的，父母权威的高大形
象开始逐渐崩塌，孩子会越来越不能接受父母的安排。当初的放羊
娃只能用说谎来获得暂时的快慰，如今的孩子却能实打实地与父母
权威对抗，父母也不能对自己怎样，孩子会产生一种错误的成就感，
自我的权威意识开始膨胀，容不得别人找惹，这就是孩子叛逆心理
的一种表现。就像孙悟空的大闹天宫，他看不惯天庭的条条框框，
又依仗着自己的本事，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以为没人能奈何
自己，就想要获得无上的权威——坐上玉帝的位置，实际上就是对
家长权威的挑战。 

三、认同 
在《西游记》中，孙悟空大闹天宫的行为收到了佛祖的惩罚，

佛祖在这里有着父亲的意味。孙悟空与佛祖打赌，赌他能不能飞出
佛祖的手掌，当他一个筋斗云翻出以后，他以为自己想要跳出他人
掌控的努力成功了。在“天柱”上撒的一泡尿，是对既定权威的一
种嘲弄。可让孙悟空没想象到的是，他始终逃不出如来的手掌心，
之后被镇在了五指山下五百年来忏悔自己的所作所为。这一结果象
征着家长权威的胜利。 

“虎毒不食子”，惩罚不是目的，只是督促孩子改过的一种手
段。父爱是严格的，也是容易被误解的。但长时间的反省后，孩子
终究会明白长辈的心意，之后就会忏悔自己不懂事的所作所为，努
力去应和父亲的期望。在中国，这被称之为“浪子回头”。因而，
在经历了五百年的忏悔以后，孙悟空得到了新生。之后的他，不但
不在反抗天条，反而还主动地去维护天条的权威，并且在规则下不
懈努力来争取自身的脱胎换骨和圆满。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孩子对于
家长权威乃至于社会权威的再认识过程，他学会了遵从社会的规
则，并主动去获得社会的认可。 

此时的孩子已然认同了父母的权威，认同的过程包含着自己对
父母造成伤害的愧疚，正因为愧疚，才会想着去努力弥补对于父母
的亏欠。久而久之，青少年自己也与父母的权威同化了，《狮子王》
里的辛巴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对于辛巴而言，自己已经习惯了羁旅的生活，部落对自己而言

已不再熟悉，首领的位置也不是那么重要。他以为自己害死了父亲，
所以饱含愧疚。这里也许没有任何值得一争的遗产，有的只是一个
儿子的名分。父亲死后，自己因为对父亲的愧疚弃母亲而去，却又
忽视了对母亲的照顾，使得母亲生活困顿，辛巴对父母都有所亏欠。
正因如此，“曾经对抗、伤害过父亲的儿子，会以捍卫父亲的全部
忠诚补来偿自己的一切心理歉疚”。 

儿子的男性角色日益成熟，男性的主导意识与责任感也愈加强
烈。教导和保护母亲曾经是父亲特有的责任与权利，当母亲凡事要
和儿子商量，而儿子也惯于发布指导性意见时，儿子成长了。不知
不觉间，孩子会与父母的权威同化，并最终继承他们的权威。辛巴
继承了王位，也是继承了父亲的权威，并接过了保护母亲与家族的
责任。发展到这一程度时，孩子会再度认同父母的权威，但此时的
认同，不再是起初单纯的顺从，而是带有个人情感、理性的理解和
尊重。孩子会尊重父母，为他们的辛劳担忧，会主动去帮助父母承
担责任，但是，他们的行为具有很强的主体性，是一种自发、自觉
的回报或者担当。感恩，是最高程度的认同。 

总而言之，随着孩子的智慧心理的不断成长和社会角色的不断
丰富，父母的权威也经历了强化到削弱再到强化的过程，其主线是
孩提时代对父母唯命是从，再到对父母的做法提出质疑，进而反抗
父母的权威，最后是逐渐认同父母，并不知不觉间继承了长辈的权
威。这一历程的终点是对父母的理解与关爱，也是孩子走向成熟，
开始担负起属于自己的责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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