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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王菁

“两个孩子我肯定要一个！”

“他平时又不管孩子， 孩子不能给他！”

……

在这样一幅剑拔弩张的画面中， 法官姚轶捷开启了新一天的工作。 面前这对夫妻已经是第二次上法院来闹离婚， 育有一子一女， 为

了两个孩子的抚养权互不相让， 各自阐述的理由听起来合情合理， 但是， “孩子们怎么说？” 姚轶捷静静抛出这个问题。

自 2017 年担任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静安法院） 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 （以下简称少年家事庭） 庭长以来，

姚轶捷几乎每天都要问同样的问题， “孩子是怎么想的？” 看似简单的问题， 却往往考验着法官的智慧。 如何了解孩子的内心想法？ 和

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该如何沟通？ 如何让孩子去理解、 接受爸爸妈妈即将分开的事实？ 还能多为他们做些什么？ 这些问题日常萦绕着她，

也促使她带领团队摸索、 借鉴、 总结出一套套方法： 引入心理干预机制、 离婚冷静期、 家庭指导……

“我始终认为， 少年家事法官解决的不仅仅是家事案件， 而是一个个社会问题。” 姚轶捷轻柔但不失严肃地说道。 在她娓娓道来的

讲述中， 一段段少年家事法官 “走心” 的历程逐渐清晰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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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姚轶捷：

“沙盘”中读懂孩子的心
“沙盘”中探真相

“我喜欢助人的感觉， 法官就是帮助他

人、 匡扶正义的。” 热情、 正直的姚轶捷从

小就立下当法官的志向， 大学一毕业便进入

了静安法院。 而与少年家事庭结缘则是在

2017 年。 彼时， 静安法院少年家事庭经历

改革， 正是出成效的时期。 而姚轶捷已在民

事审判领域颇具经验。 原本以为只是一次简

单的业务调动， 但她接手后才发现并没有那

么简单。

“和以往我经历过的民事审判工作相

比， 少年庭的外触面太广泛了。” 姚轶捷坦

言， 曾经她也不理解为什么少年家事庭的法

官在审判之外要做这么多社会工作， 但当自

己站在这个位置上， 在适应的过程中， 她感

悟到： “家事案件的审判并不困难， 审判之

外才是考验法官智慧的时刻。 一个案件往往

牵扯着千丝万缕的情感问题。”

2017 年， 为了助推家事审判改革， 静

安法院少年家事庭引入“沙盘疗法” 对涉诉

未成年人进行心理辅导。 此前没有心理学基

础的姚轶捷马上申请去北京参加少年司法培

训， 此后的几年间， 她“恶补” 心理学知

识。 “一直到现在， 我还是在不断学。” 迎

难而上的韧劲让姚轶捷挑起了这个重担， 而

随着心理学机制的引入， 她也看到了许多在

法庭上难以言明的真相……

一对夫妻来法院诉讼离婚。 育有一儿一

女的俩人在争夺孩子的抚养权时发生了冲

突， 丈夫认为即将上小学的儿子应该跟自

己， 但妻子则坚持姐弟俩都应该由她来照

顾， 因为丈夫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总是缺

位。 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一幕。

“双方的经济条件都不错。 两个孩子，

男孩跟着爸爸， 女孩跟着妈妈， 看起来也是

合情合理的诉求。” 看似合理的要求， 但是

姚轶捷关注的是： 孩子们怎么想的？

在她的要求下， 父母二人带着姐弟俩来

到法院做沙盘游戏。 进入沙盘室后， 姐弟俩

边摆放物件边叽叽喳喳开始聊了起来， “这

是在抗疫、 支援湖北……” 而当姚轶捷赞叹

弟弟时， 姐姐也会很骄傲地夸赞， 看得出姐

弟俩的感情非常好。

姚轶捷不禁问道： “这些是谁教你们

的？” 两人异口同声说道： “是我外公啊！”

随后便说起了外公平时是如何教育他们的。

“那爸爸呢？” 姚轶捷趁着姐弟俩放松的时候

抛出这句。 然而， 刚刚还你一言我一语的俩

人迅速沉默了。

“这种情况下， 应该就是他们俩已经意

识到了父母之间的问题， 也知道这个回答其

实就是今天的核心问题。” 看出俩人的防备

心理， 姚轶捷不再继续追问。 而是岔开了话

题， 聊起了平时生活的细节。 渐渐地随着沙

盘和言语展现， 一幅幅画面也勾勒在了眼

前。

孩子对于爸爸并不抗拒， 只是长久以

来， 爸爸在他们的印象中， 总是“回家很

晚” “总是看不见”。 沙盘中弟弟呈现出对

父爱的渴望， 而姐姐则是缺失父爱的愤怒，

两人不同程度出现了分离的焦虑。 姚轶捷走

出沙盘室， 对一直隔着玻璃观察孩子们的夫

妻二人说起了道理： “爸爸在生活中缺失，

这点你得认。 孩子们的感情很好， 他们之间

的依赖性也很强。 如果将他们分开， 会不会

造成心理落差？” 当面临真的要将两个孩子

分开的境地时， 原本坚持己见的夫妻俩沉默

了。

之后的一段时间内， 姚轶捷时不时地做

着二人的工作。 终于， 诉求离婚的真正心理

也浮出了水面。 原来女方是觉得男方父母在

二人婚姻中干涉过多， 进而牵扯出了一系列

争执， 二人为了争口气， 于是闹上了法院。

而在姚轶捷的释理和开导下， 双方正考虑调

解解决。

“其实很多离婚案件中的双方， 并没有

弄清楚自己内心真正的动机是什么。 得到孩

子并不意味着胜利， 孩子是责任， 是父母双

方在今后的岁月中都得承担起的责任。” 姚

轶捷感叹道。

“走心”的情绪引导者

大多数情况下， 离婚案件的庭审现场就

犹如是情绪的“修罗场”， 爱恨情仇交织在

一起， 双方都怀着或委屈， 或愤怒， 或不甘

的心情， 为了争财产、 抚养权， 用言语攻击

着对方。 “每对闹上法庭的夫妻， 似乎都忘

记了当初决定组建家庭时的承诺。” 姚轶捷

叹息。

审理这类案件时， 她往往都要求双方当

事人必须亲自来。 不管是庭前调解还是开

庭审理， 她让双方尽情将心中的愤懑委屈

吐露干净。 “涉及孩子、 情感的问题， 不

仅仅是争取到多少权益就能解决的。 只有当

情理的问题化开了， 法理的部分才能解决。”

姚轶捷随后讲述了一桩前后历时近三年的案

子。

一对夫妻来沪打拼， 为了支持丈夫的事

业， 妻子婚后就一直在家操持。 后来有了孩

子， 婆婆也来到上海照顾这个小家庭。 然而

生活方式和理念的差异， 导致了婆媳之间

“战火不断”。 心情苦闷的丈夫却选择逃避，

发生了婚外情。 在法院的调解下， 两人最终

离婚， 年幼的儿子则跟了妈妈。

然而二人各自的心结却没有解开。 有一

年春节， 男方将孩子带回去， 发现孩子身上

满是伤痕。 追问之下得知竟然是妈妈打的。

气愤的男方给姚轶捷打了电话， 要求变更抚

养权。

另一边， 女方也声泪俱下来哭诉。 原

来， 男方在离婚后不久就有了新的恋情。 而

女方既要带孩子， 又要重新适应职场， 加上

男孩子调皮， 种种压力之下， 她情绪失控

了。 “很多父母打孩子， 都未必是孩子的问

题， 只是当父母的情绪遇上孩子的调皮， 就爆

发了。” 姚轶捷开导着女方。

而在庭审现场， 男方也忍不住失声痛哭，

诉说着曾经在婚姻中的压抑， 如今对孩子的心

疼。 待他宣泄过后， 姚轶捷也指出了他的问

题： “你也有错， 不该对婚姻不忠诚。”

走出了情绪的阴霾， 眼见双方恢复了理

智。 姚轶捷开始解决核心问题， 孩子到底该跟

谁？ “离婚案件中没有胜者， 因为伤害最深的

往往是孩子。” 在这个案件中， 女方存在打骂

孩子的情况， 男方已然有了新的家庭， 这场判

决显得左右为难。

姚轶捷发现这个孩子性格外向， 但内心存

在很多憋闷情绪。 由于妈妈之前的不当处置，

孩子对妈妈产生了严重的抵触情绪。 通过细致

的家庭生活调查， 姚轶捷了解到孩子曾和奶奶

的感情很好， 于是她要求奶奶“到位”。 经过

一段时间的调和， 孩子和奶奶建立了稳定的关

系， 再由奶奶带着他进入了男方的新家庭， 最

终权衡再三， 本着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原

则， 孩子判给了爸爸。 妈妈也在姚轶捷和社工

的帮助下， 生活逐步步入正轨。 在法院的安排

会面下， 母子之间的隔阂和排斥渐渐消散。 而

爸爸在亲子教育中， 也更加明白了责任和担

当。 “现在一到六一儿童节， 这个孩子就会到

我们法院来参加活动。 也会对我说起和爸爸妈

妈相处的感受。” 看到孩子恢复了阳光、 开朗，

姚轶捷的一颗心才算放下。

在姚轶捷看来， 作为法官， 审判时需要抽

离出情绪审视行为背后的诉求， 但每审理一个

案子， 接触到一个家庭， 在一段时间里和他们

建立沟通， 她觉得这就是一种缘分， 因此她很

愿意与他们“共情”， 再去耐心挖出情绪背后

的真实诉求。

“以前的我是个急脾气。” 看着记者讶异

的神情， 姚轶捷不禁莞尔。 “但到了这儿， 我

就成为了一个苦口婆心的‘老妈子’， 宁愿多

花时间去把他们的情绪纠结点先化开。” 毕竟，

能多挽回一个家庭、 能多让一对父母冷静下

来， 就是多呵护了一个孩子， “家庭因素对孩

子的影响真的太大了。”

矛盾的管理者

姚轶捷所在的少年家事庭可以算是静安法

院中调解率最高、 上诉率最低的一个庭室， 这

与她的工作理念分不开。 在她看来， 许多当事

人其实都是很痛苦的， 如果她能一次性解决

掉， 把道理说清楚， 把里面牵扯到的千丝万缕

的情感利益关系理清楚， 是希望他们能够心服

口服地接受结果， 而不是再重新经历一次这个

痛苦的拉扯过程。

尽管这样一个案件可能历时会比较久， 并

且要求法官去做许多庭外的工作， 但是姚轶捷

觉得这一切都是有价值的。 “往小了说， 和当

事人耐心沟通， 建立起信任感， 也是有效推进

案件审判的方法， 而往大了说， 每一个家庭暴

露出来的矛盾都是社会问题的缩影， 能解决一

个， 就消除一份社会隐患， 更是法官应有的社

会责任感。” 她曾经就审理过一起代孕引发的

探视权案件， 当时在社会上引发不少关注。

2016 年， 上海的王先生与东北女子玲玲

达成代孕协议。 玲玲生下了儿子天天， 之后按

照约定离开。 然而母子连心的纽带让玲玲日夜

难寐， 她将王先生告上了法庭， 想要天天的抚

养权。

一审二审法院都把孩子判给了王先生。 但

没过几个月， 玲玲再次把王先生告上了法庭。

这一次， 她要求的是天天的探视权。

作为主审法官， 姚轶捷犯了难。 “这起探

视权案子太特殊了， 两个从来没有共同生活轨

迹的人， 却有了孩子。 我们暂且不去谈代孕违

法这一点， 但是孩子的成长该怎么保证？ 他有

权拥有爸爸妈妈啊！” 时隔两年多， 当她回忆

起当初的情况， 还是为孩子感到无比痛心。

后来， 在姚轶捷和执行法官们的提议下，

法院创新性地引入了“探视机制探望监督人”，

经过深思熟虑， 她最终判决玲玲每月可以在社

工的陪同下， 对天天进行一次探视。

然而前几次的探视并不是很理想。 由于自

出生起就没有妈妈陪伴， 天天对这个陌生的

“阿姨” 非常抗拒。 好在在法官和社工的专业

引导下， 天天与玲玲坐在了一起， 这对特殊母

子之间的心灵隔阂渐渐打开。 第四次探视时，

天天终于开始接纳了“妈妈”。

如今已经过去两年， 姚轶捷依然还在持续

跟进着， “现在孩子对妈妈已经有了很深的情

感了。” 这个特殊背景下产生的孩子， 正逐步

开始步上正轨， 这是一个让她始终放在心上的

孩子。

我们总说“法官判决的不是一个案子， 而

是一个人的一段人生”， 这句话在姚轶捷身上

被诠释得似乎更加明显。 阅尽了人间百态， 见

过了人情冷暖， 判过了悲欢离合， 姚轶捷对自

己肩负的责任也愈加理解清晰， 对于她来说，

每判一个案子， 或许就真的影响了一个孩子的

一生， 而她也将始终继续“走心” 地用她的方

式润泽每一个与她“有缘” 的孩子……

姚轶捷法官审理案件 均静安法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