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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玩转心理学
20年挽回1500多桩婚姻

张玉是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云南路人民法庭庭
长，20年来专注于婚姻家事和少年审判工作。天天和诉
讼离婚的夫妻打交道，她经常会被身边的同事、朋友问
道：“你还相信婚姻吗？”张玉的回答是肯定的，她不仅相
信，而且二十年如一日坚持帮助被婚姻伤害的当事人重
拾信念。诉讼离婚是婚姻破裂的最后一步，张玉20年
来精准把握婚姻家事纠纷症结，已经拽回1500多对走

到 末 路 的 夫 妻 。
近日，记者走进云
南路法庭，听张玉
讲述婚姻家事和
未成年保护的司
法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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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小学二年纪的馨馨在云南路法庭玩沙盘游戏
时，没有选择女孩普遍喜欢的娃娃类玩偶，而是选择了
战斗类玩偶。“潜意识里馨馨认为女性比较弱，她渴望
做强者。”张玉告诉记者，馨馨爸爸妈妈离婚后，她跟着
爸爸生活，但是目前的生活很糟糕，需要有所改变。

两年前，馨馨的父母协议离婚，考虑到住房、户口
和上学，双方约定女儿跟着爸爸生活。爸爸后来再
婚，馨馨也进入青春期，自己的想法也不善于跟爸爸
沟通。张玉把沙盘游戏里馨馨的表现告诉她的父亲，
他表示，六一儿童节给馨馨买纱裙子她从来不穿，只
穿短裤，这也印证了张玉的判断。“一些成年女性，偏
向男性化打扮，要从她们的童年遭遇找根源，这是一
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张玉和馨馨父母进行了多次谈
话，提醒他们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抚养关系必须及
时调整，把离婚对孩子的影响降到最低。之后，馨馨
父亲不再执念于闺女必须跟他过，决定馨馨周一到周
五跟妈妈生活，周六周日和爸爸团聚。

馨馨玩沙盘游戏投射出的内心世界被张玉精确
捕捉，成为化解这起儿童抚养纠纷的起点。“沙盘游戏
是国际上很流行的心理治疗方法，儿童通过选择玩偶
的种类、色系以及在沙盘上的摆放方式可以看出其心
理状态。成年人因婚姻家事纠纷来到法庭，往往只说
对自己有利的话，而儿童内心不设防，通过沙盘游戏
能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进而对家庭和闹离婚的夫妻
有更客观的把握。”张玉告诉记者，少年家事审判团
队均为三级心理咨询师，配合沙盘游戏，能准确发现
每个家庭的矛盾点在哪里。这也是云南路法庭婚姻
家事纠纷案件调解结案率达到95%的秘诀。

张玉审了20多年的婚姻家事案，在她看来，夫妻离婚
争夺孩子抚养权是好事，说明夫妻双方都有责任心、不推卸
责任，孩子长大了也会明白虽然爸爸妈妈分开了，但是他们
都很爱自己。但从务实的角度看，刚进入青春期的孩子，最
好还是女孩跟着妈妈生活，男孩跟着爸爸生活 。

用沙盘游戏
打开当事人心扉

处理了20年的婚姻家事纠纷，如果有
什么案件让她印象深刻，莫过于 20 年前
一位父亲打离婚官司，20 年后儿子王伟

（化名）重蹈覆辙的案子。当事人王伟婚
后没有善待妻子，妻子到法院起诉离婚，
他们育有一个上小学的男孩。“妻子说王
伟‘就跟他爸当年一样’，再说起其父母
的名字，我脑海为之一震，这不就是我刚
参加工作时审判的一起离婚案吗？”张玉
表示，20 年前王伟父亲没有善待其母亲
导致离婚，当时他还未成年。如今，父母
婚姻的剧情在儿子身上重演。“父母当年
婚 姻 的 不 幸 ，在 潜 意 识 里 伤 害 到 了 王
伟。”张玉说道，王伟曾向她倾诉，最不想
提及的就是父母的离婚。然而，他却活
成了当初最不想成为的人。

“这起案子，其实可以看出王伟的妻
子为了孩子，想挽救婚姻。而王伟则陷入
痛苦的状态，他很爱儿子，希望孩子在温
馨的家庭中健康成长，但又不确定日后是
否能善待妻子。”张玉表示，挽救这个家庭
需要打开王伟的精神枷锁，他要在放弃孩
子和改变自己之间作出正确选择，这需要
时间。这起案件目前仍在调解中。

“来诉讼离婚的，其实有一定比例不
想离婚，女性占比比较大，她们已经无法
忍受当下的生活，却又无力改变，但为了
孩子仍对家庭抱有希望，想以诉讼的方式

‘再试一下’。法院诉讼离婚，是婚姻破裂
的最后一步，若能和好，更显婚姻珍贵。
法官不言放弃，死马也要当活马医，万一
医好了呢？”张玉说道。就这样，她 20年
挽回1500多桩婚姻。

离婚纠纷
要关注未成年子女

张玉带领的云南路法庭，因主要审理婚事家事
以及涉少案件，被称为“老婆孩子庭”，两个办案团队
每年办结600多起案子，说起社会普遍关注的未成年
人犯罪问题，张玉认为“抓前端、治未病”更重要。

“市南区涉少刑事案件很少，几年都审不到一件，
有青少年打架受伤民事赔偿的案件，基本以调解结
案。”张玉表示，虽然案件不多，但是经验丰富。少审
庭法官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前端，而不是等发生案件后
被动地审判。每逢开学、六一、宪法日等重要节点，云
南路法庭就开展普法进校园活动，每周最多达10次，
上午下午轮轴转。同时还会邀请学生到法庭来，穿上
法袍、敲法槌模拟开庭审理真实的涉少案例，让法治
的种子在学生心里生根发芽。“针对校园欺凌，我们高
频次普法进校园，可能讲一节课学生只记住一句，但
只要不厌其烦地多讲，孩子们‘不欺凌他人’和‘遇到
欺凌如何应对’的意识必然会提高。”张玉表示。

在张玉看来，“抓前端，治未病”的概念不仅限于
主动普法。“王伟的案例可以看出家风是一代代传递
的，化解婚姻家事纠纷和指导离异家庭保护未成年
人，对于当事人来说解决了眼前的矛盾，对下一代来
说也是在治愈伤口，让孩子们树立起正确的婚姻观、
家庭观、法治观，避免误入歧途。”张玉表示，这也是
她努力挽回末路婚姻的原因。

与判案相比，“抓前端”并不容易，需要俯下身子
与当事人沟通，但往往闹到法院的婚姻家事纠纷，当
事人情绪都比较激动。“我有一段时间，面对态度恶
劣的当事人，犹豫过，害怕过，想过万一出现暴力情
况威胁到自己的人身安全怎么办？后来，通过一次
次成功化解当事人的矛盾，这样的疑虑也就随之消
失了。”张玉表示，大多数婚姻走到诉讼阶段，当事人
是痛苦的，甚至是绝望的。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大家
是向往美好生活的，如果此时法官能拉他们一把，让
他们看到这个事“有门”，没人会拒绝帮助。

让法治种子
在孩子心中发芽

◀沙盘游戏

▶张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