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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以笔者所接触的一则家庭冷暴力的案例来分析家庭冷暴力的定义、特

点、危害及其原因，并就此提出笔者对家庭冷暴力的一些看法和建议，以及作为一个社

会工作者在解决家庭冷暴力问题时应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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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 

某夫妻，结婚四年，不知何时开始，夫妻两人一星期说的话不超过两三句，妻子

知道两人之间存在一些问题，想和丈夫做一些沟通，可是丈夫却永远一副拒人千里之外

的样子。每天下班后不是一个人占着电脑玩游戏就是躲在卧室看电视。妻子在忍无可忍

之下，一怒剪断了网线，自此以后，丈夫对妻子更是不理不睬的，有时压跟儿不理。有

一次，妻身体不舒服，想让丈夫开车送她，可丈夫却以一句“我没有空，自己打的

去”把发着高烧的妻子给打发了。当妻子从医院打完点滴回家丈夫连一句关心的话都没

有说。妻子觉的丈夫的冷漠就像一把刀，现在两个人吵架都成奢望，丈夫根本就不容

她。 

二、分析： 

1、家庭暴力的概念 

广义上的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中一方对另一方实施暴力的行为，其形式包括殴

打、罚跪、捆绑、拘禁等体罚形式，也包括威胁、恐吓、辱骂、等精神虐待。一般意义

上的家庭暴力是指丈夫对妻子的虐待。 

2、家庭冷暴力：家庭冷暴力是指漫骂、冷落、轻视、疏远、放任等行为俗称家庭冷暴

力。家庭冷暴力是一种精神上的伤害。一般发生在知识分子家庭。随着知识的不断提

升、素质的不断提高，冷暴力逐渐取代了身体攻击。冷暴力一般也称精神暴力。 

在上述的案例中，妻子所受的就是家庭冷暴力。丈夫的故意疏远、冷落，造成了妻子精

神上的严重伤害。 

从上述的案例中，笔者认为家庭冷暴力存在以下一些特点： 

1、冷酷：家庭冷暴力是对人的尊严、人格的一种严重践踏，受虐者所受的伤害是一种

心灵上的痛苦，身体上的攻击远比精神上的伤害要残酷的多，在上述的案例中，丈夫对

妻子的伤害是一种间接的、无声的精神攻击，更具冷酷性； 

2、暴戾：暴戾的直接表现是指双方言语上的漫骂。在上述的案例中，丈夫与妻子虽然

没有言语上的冲突，但是从家庭冷暴力的概念中却可以看出，言语上的刺激更多的表现

是一种暴戾。 

3、杀伤力：无论是何种形式的暴力，它的杀伤力不仅局限在夫妻双方本身，它也包括

了家里的子女、双方的父母。家庭冷暴力也不例外。家庭冷暴力另一直接的受伤害者是

子女。子女长期处于冷暴力的氛围之下，无论是其身心健康还是其学习成绩或是人际交

往都会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处于青春期的子女如果长期处于家庭冷暴力的氛围

下，容易患青春期障碍症； 

4、掩藏性：家庭冷暴力不同于身体上的攻击，人们可以从外表的变化直接看的出来，

家庭冷暴力中如果受暴者没有站出来诉说自己的处境，局外人是很难看出来的，本案例

如果妻子没有来寻求帮助，谁也不会知道她的处境。 

5、长期性：家庭冷暴力如果没有被外界所发现，那么它存在于夫妻双方之间必将是一



个长期的过程。 

以上的只是笔者对家庭冷暴力的一些直观上的认识，也是家庭冷暴力的一些直观

的特征。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清楚“冷、暴、力”这种深层次的从精神、心理上直接或

间接体现出来的暴力究竟表现在何出。许多人并不认为“在经济上限制妻子（或丈

夫）、对妻子（或丈夫）视若无人、辱骂妻子（或丈夫）等行为是家庭冷暴力”。在许

多人的传统意识当中，只有表现在身体上的直接攻击、外人看的出来的暴力行为才是家

庭暴力，这样就让许多人陷于了一个误区，也为家庭冷暴力的滋生创造了环境，为什么

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呢？它有哪些深层次上的原因呢？ 

1、社会根源： 

中国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夫权意识根深蒂固。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使男人有了

与生俱来的尊严，进而使他们相信许多的暴力形式是合法的。人一旦对某件事情认为是

合理时，那么他们就觉的可以不承担任何道德上的责任。这种男尊女卑的思想反映在女

人身上则使她们总感觉到低人一等。因此，诸多的妇女恪守的是一种“是也忍、非也

忍、耻也忍、辱也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忍文化”，而这种“忍文化”的直接

后果则是非但没有让施暴者反省，反而更助长了施暴者的施暴行为。在上述的案例中，

妻子的主动和解和沟通，丈夫却总是拘于千里之外。由此，家庭冷暴力在现实生活当中

也成为一种现实。 

从社会根源的分析，由此引出了一个问题：宽容与忍让是否真的能让自己的配偶

感到愧疚或反省呢？这也是许多受虐者对自己提出的问题。但遗憾的是，许多人在受虐

后对配偶的宽容与忍让非但没有让施暴者反醒，反而更助长了他们的施暴气焰。 

2、心理上的因素： 

在家庭冷暴力问题的处理当中，许多人都会认为这纯属家务事，所谓“家丑不可

外扬”，张扬出去会丢人现眼。也有许多人固守“清官难当家务事”的古训，认为这样

的事情是很难说的清楚的。另一方面，许多的受暴者之所以不敢投诉，是因为一投诉那

就意味着双方脸皮的撕破，夫妻之间的情份也就此断裂，再者万一处理不好也害怕招致

更冷、更暴、更有力度的报复。这也是许多受虐者在受到家庭冷暴力时保持沉默的一大

原因； 

3、学术的角度： 

《社会心理学》在挫折一节中曾提到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约翰.多拉德的“挫折-攻

击”的假说。约翰.多拉德认为，当个体遇到挫折时总会导致某种形式的攻击行为。后

来，一些学者在继承“挫折-攻击”的基础上，提出了“挫折-愤怒-攻击”学说，他们

认为，挫折产生愤怒，愤怒是攻击行为的一种准备。一般情况下，挫折只有在三种情况

下产生愤怒： 

a、个体想要达到某个有价值的目标受阻时； 

b、个体的惯例被打破未受到他人的尊重时； 

c、个体的自尊受到他人的损害时。 

在上述的案例中，根据“挫折-愤怒-攻击”学说，不难理解丈夫在妻子剪断网线

所做出的行为。妻子剪断网线，使丈夫感觉到自己玩游戏的惯例被打破，自己未受到妻

子是尊重。因此，在丈夫的心理产生了挫折感，继而愤怒，愤怒的后果导致了丈夫具有

了攻击行为，只不过丈夫的攻击行为方式不是直接作用到妻子的身上，丈夫的攻击行为

是一种间接的伤害。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产生家庭冷暴力也有文化上的原因。社会学家托马斯曾提出过著

名的“托马斯情境定理”。该定理认为，“如果人们把情境界定为现实的，那么在其结

果中它们就是现实的”。托马斯将情境解释为态度和价值观。他说：情境是给个人和群

体在活动中必然会遇到的一组价值与态度。人们的活动就是依据它进行的。而文化作为

一种历史的积淀和社会意识渗入到社会心理的深层。对个体的态度和价值的形成产生潜

移默化的影响。也就是特定的文化会产生特定的人类行为。中国几千年营造了一种“男

尊女卑”的特定情境。这种情境反映在男性身上，使男性有了与生俱来的尊严，使他们

相信许多的家庭暴力形式是合法的，而家庭冷暴力更使他们在道德层次上不负任何的道

德责任。 

三、怎样解决这一社会现实 

1、法律的角度：应明确界定家庭暴力行为及家庭冷暴力行为，健全反家庭暴力方面的

立法。以《婚姻法》、《宪法》为依据，制定相关的法律条文，通过法律手段，建立反

家庭暴力的应急机制和救助机制，追究施暴者的刑事责任，以法治暴； 

2、加强宣传力度，增强妇女的维权意识，让妇女充分认识到家庭暴力及冷暴力对自



身、对家庭、对子女、对亲人的危害，通过法律的途径保护自己应有的权利； 

3、利用社会舆论，对各种形式的暴力倾向予以舆论上的压力，借助各种渠道建立起妇

女保护网。 

四、社工介入 

由于家庭冷暴力具有掩藏性等特征，人们无法对它进行很好的法律约束和道德约

束，这也让施暴者找到了新的暴力方式。家庭冷暴力与整个社会的文明发展格格不入，

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家庭范围，可以说它已经引申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当问题成为一

个社会问题时，就需要集中全社会的力量去解决它，那么。作为一名社会工作者，该如

何切入了？该以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家庭冷暴力问题呢？ 

笔者本身也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作为一社会工作者，笔者认为应该： 

1、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为受虐者在寻求帮助时提供心理、法律上的援助，从心

理上改变受虐者的一些传统看法，重新树立新的独立人格精神，对妇女进行“自尊、自

信、自强、自立”的“四自”教育，提高妇女的自身素质。当受虐妇女向社会工作者求

助时，社会工作者应根据受虐妇女当时的心理制定出相应的心理援助预案，并在必要的

时候从法律的角度为受虐妇女提供法律上的支持； 

2、社会工作者是社会公正的维护者。家庭冷暴力的解决，需要制度、法律的保

证，但更有赖于社会的平等、自由、尊重、包容等各种精神的支持，这表现为一种关

怀。社会工作者在解决家庭冷暴力的时候，应更多的以维护社会公正为原则，以关怀为

目的，切实关心受虐者。受虐妇女遭遇家庭冷暴力，更多的是心灵上的痛苦，心灵上痛

苦需要社会工作者的真诚关怀去抚慰，因此，社会工作者所做的一切应以真诚的关怀为

基础。 

3、以社区为载体，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建立起一个反家庭暴力的应急机制和救助

机制的社区服务网络，在此网络中，社会工作者是一个资源的提供者。 

四、总结 

夫妻本是同命鸟，痛苦来时相扶持。夫妻之间应同甘共苦,和睦相处，互相扶持。

当然，家庭暴力问题是一个繁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家庭暴力问题的解决需要社会

的力量，需要充分调动社会资源，需要社会工作者运用自身的专业优势，为政府机关、

社会团体、社区、家庭、个人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这样，笔者完全相信家庭冷暴力问

题会得到一个好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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