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保護與建立心連心的關係 

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弟兄們，你們蒙召是要得自由，只

是不可將你們的自由當作放縱情慾的機會，總要用愛心互相服事。（加拉太書五
章 1, 13 節）  

我希望藉由這本書讓你看到自由的本質與重要性。如同第一章所說，神造我
們是自由的人，但我們曾失去這自由，而祂已付上最高昂的代價，使我們重獲自
由。但我們受造還有更大的目的，那就是愛；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須有自由，

自由的重要性在此。自由的最大目的是為了愛，所以若拿自由去用在其他目的
上，就好比把烤麵包機插在電壓不符合的插座上，這自由就被破壞了。除非我們

運用自由去愛神且彼此相愛，否則不能行在自由中，更無法在我們周圍營造自由
的環境。自由的核心在於自制力與責任心，每個人皆須克盡一己之責，保持自制，

否則難以彼此相愛並培養健全的關係。 

立維決定就讀公立高中的那個夏天，同時加入該校足球隊。九月賽事上場，
我們前往觀賽，菜鳥隊的賽程排在週四晚上，校隊和二軍的賽程都排在週五晚

上。進入球季後的第三個週末，他練完球回家，說：「教練要我們去看這個禮拜
的校隊比賽，觀摩學長的球技，禮拜五晚上我能不能去看比賽？」 

我看著雪莉，曉得她所擔心的和我一樣，我們都記得從前我們看足球賽時做
了什麼事，那可是和比賽一點關係也沒有。所以，我對他說：「兒子，我很害怕，
不過你可以去。」 

「我可以去！太棒了！」他高興地跳起來。 

那場球賽是在客場比賽，所以我得開車到鄰鎮去接他回家。一到我們約定的
地點，見他已經站在那裡等了。我一邊等他放好背包又坐好，一邊暗自希望這不
會是個漫長的夜晚，我不動聲色地聞了又聞，聞不出他有任何酒味，乾淨的。一

路開回家，把車停好，出來，父子一起朝家門走去。未到家門前，他伸出手碰碰
我的臂肘，說：「爸，謝謝你信任我。」 

我說：「不客氣，兒子，謝謝你保護了我們。」 

他說：「不客氣，爸。」 

這年輕人知道他負有一半的責任，他要盡上他那一部份，他知道沒有別人可
以替他做。他從小被訓練相信在「我們」的關係中，除了他沒有人可以承擔他那
一半的責任。現在我們已從他身上看到成果。 

如果我們想要訓練孩子好好處理這份自由，視之為親子關係中的第一優先，
就要盡全力幫助孩子相信這兩個信息是密不可分的：「我非常愛你」和「你打算
做什麼？」我們若把選擇、問題和限制，與愛的信息連在一起，孩子就會學到那

些都是學習管好他們自己所不可或缺的，並且我們非常看重和他們的關係。他們
會學到好好管理他們的自由，就是在培養並保護和我們之間互重互愛的關係。為

人父母最大的心願應該是，孩子看重和我們的關係，並作為面臨抉擇的考量。因
為這也是神對他們的心意，神希望他們以保護與祂的關係，作為面臨抉擇的最高

原則。 



前面提過，我們可以讓孩子從小就練習作選擇，不妨以我們家的某次場景為
例，我們子女幼小時，雪莉創立了聖誕節家庭影片的傳統，她讓孩子對著鏡頭說：
「嗨，把拔，我們愛你！聖誕快樂！」有一年她拍攝這部傳統影片時，兩歲的泰

勒和四歲的立維講著講著竟吵起來，泰勒正好拿著一盒電玩，他作勢向哥哥砸過
去的時候，雪莉問他：「泰勒，可以用玩具丟人，還是不可以？」 

請留意泰勒心底的需求──我是對的，長大後他可能是那種會糾正你：「不
是 1963 年的小熊隊，是 64 年！」的人。小小年紀的他就已深信要做就要做得
正確。可是許多父母會把這種行為解釋成不尊重，其實小孩子只是想作自己罷

了。當我們以尊重的態度與人互動，讓對方作選擇、分享控制權，就是讓他作自
己。而那部家庭影片便捕捉了泰勒糾正雪莉的一幕，雪莉問他：「可以用玩具打

人，還是不可以用玩具打人？」他卻說：「不對，不對，你應該說：可以用電動
打人，還是不可以用電動打人？」到今天我們每次看到這裡還是會捧腹大笑，同

時一再被提醒，小小孩兒也懂這個選擇、自由與權力的文化。他們很快就學會，
然後去做。 

拍攝這段家庭影片過後六或八個月，我們全家去 Mervyn’s百貨購物，那時
我仍是社工師，每天上班都要打領帶，所以每逢家人生日或節日，全家去購物的
時候，我總會添購一件襯衫和一條領帶。那天，泰勒發現了一條上面有兔巴哥圖

案的領帶，他拿了兩條走到我面前，說：「把拔，你想要哪一條，這條還是那條？」
我說：「呃‥‥。」他說：「你決定還是我決定。」我說：「那條好了。」他把

另一條放回去，為了嘉許兩歲兒子，也肯定此教養原則已深入人心，那天我買了
一條兔巴哥圖案的領帶回家。 

有天我送蘭妮上學，那時我開的是公司配給的車，由於通常是我獨自開車，
所以前方的乘客座成了我的專用置物椅。蘭妮打開前座的門，一看便說：「爸，
你要我坐在你的東西上，還是你要把東西挪走？」 

「我把東西挪走。」 

營造尊榮文化，靠的就是留給人選擇的空間。在你子女心底也有這個人性的
需求，一旦你滿足這個需求，讓孩子也能控制一些事物，那麼你便是在向孩子傳
遞了他們的需求很重要，他們這個人也是寶貴的訊息。當孩子接收到他們是寶貴

的訊息，就會培養出健康的自我概念。反之，當你和孩子互動中，從來不給他們
選擇，他們就會學到只有你的需求才是重要的。長此以往，他們要麼反擊以滿足

自己的需求，要麼相信他們的需求一點都不重要。當他們終於領悟如何培養健康
的自我概念，便不得不全盤否定過去你所教導的，重新學習父母的需求雖重要，

他們的需求一樣很重要。 

我們已經看到孩子帶著健康的自我概念走入社會，懂得人必自重而後人重之
的道理。我們也看到他們無論是面對同儕或長輩的不尊重，都懂得定界限。有時

他們得面對在上有權柄者的輕蔑無禮，畢竟上一代多半認為小孩子有耳無嘴，若
小孩子在大人面前主張自己的看法，就會被視為不敬。假如你從小是在這樣的背

景長大，而現在你要更改教養態度，讓孩子作選擇，那麼你就要有心理準備，因
為孩子的反應很可能會被你視為對父母無禮。好比我的孩子要我在兩條同樣有兔

巴哥圖案的領帶作選擇，或者要我選擇把東西挪開。他們會主張自己的看法，因
為他們本即具有個人意志。作父母的責任就是騰出發揮個人意志的空間，好讓他



們感受一下何謂受到尊重，並且人人都當受尊重。讓孩子在受尊重的氛圍下作選

擇固然重要，但是，首先你必須讓他們有表達個人主張的空間。 

三思椅 

尊榮文化需要在健康的環境中孕育，而健康環境的一大重點是，懂得堅持個
人主張與無禮不敬，二者有所區別。在你與子女的互動中，騰出空間來讓他們表

達自己的主張，就是栽種尊重，而你也必收取尊重。不過，毫無疑問地，你會碰
到孩子對你無禮的時候，那時你就需要引導他或她收拾殘局。 

前面所舉的一些例子有的牽涉到對父母無禮，有些則不。蘭妮忘記帶午餐
盒，並不涉及對父母無禮。那封電子郵件談到小女孩故意哭鬧，想賴掉她該做的
家事，這就涉及不尊重了。不過，她的母親看出她的用意是藉著不尊重，轉移母

親注意力，讓母親忘記要她整理房間的選擇。從這些實例可以看到，你必須說話
算話、說到做到，切莫把孩子的問題當作你的問題。 

身為父母有著許多角色，扮演國稅局角色時，你要實際讓孩子看到、嚐到他
們所作選擇的後果，有時雖牽涉到與人的關係，但為了貫徹國稅局角色，你得暫
不追究。不過，假如孩子對人不尊重，那麼你就要及早讓孩子體會關係的後果。

無論是牽涉事物、或牽涉到人，處理時的首要之務就是，引導孩子找到自己的問
題並承擔起來。 

一個很好的做法就是在家裡設一把「三思椅」，別忘了，要讓另一個人三思
的良方之一就是，提問題，不要替他下結論。所以當你叫孩子坐在「三思椅」上
的時候，你的任務就是避免像查理‧布朗的老師那樣長篇大論地說教：「哇啦－

哇啦－哇啦－哇啦」，但要創造機會讓孩子藉著你的多重選擇問題，好好地想一
想。 

讓我們舉一個孩子對別人不尊重的例子，假設阿哲是你的兒子，剛才打了鄰
居家的男孩子。現在他坐在你面前的「三思椅」上。你丟給他的第一個問題是：
「阿哲，問題出在哪裡？」 

他說：「呃‥‥我不知道。他碰我，他打我。」換言之，阿哲想表示問題清
清楚楚擺在眼前，會搞成這樣，他也沒辦法，他是受害者，無能為力，是別人拖
他下水的。 

「喔，這樣啊。因為他說了那句話，你就跟他吐舌頭，又用木條打他？」 

「嗯。」 

「真倒楣啊你，你說問題出在哪裡──是他說了什麼話，還是你做了什麼
事？」 

「都有。」 

「嗯，他對你說那樣的話，你可以怎樣做？」 

「我可以打他。」 

「好，你就打他，可是結果咧？對你有什麼好？」 



「我不知道。」 

「打人是尊重，還是不尊重？」 

「不尊重。可是他先不尊重我的！」 

「不能因為他不尊重人，你就不尊重人吧？是他使你不尊重人，還是你選擇
不尊重人？」 

「呃，我想，大概是我選擇的吧。」 

「這樣對嗎？問題就出在這裡，是不是？」 

別忘了，整個問答過程目的並不在找出雙方罪責，而在幫助你的兒子學習一
件事：除了他自己以外，沒有人可以控制他。你是在幫他發現他是一個有能力的

人，但是除非他學會為自己的選擇負責，否則終究他得把這份能力拱手讓人。你
所設計的問題都是為了讓他領悟這點，並面對這個抉擇：「你要讓別人或環境或

你無法控制的外力，來控制你，還是你要自己來控制自己？」 

但願他好好想一想以後，搞清楚誰說了什麼、誰又做了什麼，終於恍然大悟：
「原來問題出在這裡，是我，是我選擇用那根木條打人，問題出在我打了人，我

不尊重人。」當他開始承擔問題，你就可以問：「那麼你要怎麼做？」 

有個母親終於領悟到她們母女關係不佳，問題不在女兒而是在她，她來信說
到： 

我聽你的授課 CD裡說到，有位醫生發現問題出在他自己，我們也
有一位已成年且仍住在家中的女兒，她有吸毒的問題達九年，但至今已
十九個月不沾毒了。問題出在她與我們同住，還帶著她的兩個孩子，到

了週末第三個孩子也來跟她過。家裡有三個小孩對我並不是問題，而是
女兒跟我實在是完全相反的兩個人，所以很難處得來。因為女兒吸毒這

麼多年，我累積了許多的憤怒，也常常以怒氣回應她。聽了你的課程之
後，我才明白是我讓死亡的陰霾籠罩我們的母女關係，但那絕不是我想

要的，因這層領悟我流淚痛哭。接下來的幾個禮拜很有趣，每當我想要
生氣時，就會在心裡對自己說：「問題出在你身上！」我想我得用膠帶

把嘴封住才行。同時主漸漸使我明白，我一直以憤怒來回應女兒，真正
的問題是憤怒，而不是我想要設的界限。當我一點一點開始控制自己之

後，便能夠在平靜的狀態下設界限。這時，一件有趣的事發生了：女兒
竟開始想討我歡心（我差點沒昏倒），家裡氣氛轉為融洽。我的丈夫出

差一個禮拜，我和女兒完全沒有鬥嘴，甚至和樂融融。星期二發生了一
件非常美好的事，那天我送她去上班，途中看到她前男友的卡車，我說：

「妳還會心跳加速嗎？」她說：「再也不會了，已經都過去了。」她嘆
了口氣，我說：「我想，妳幫不了妳所愛的人。」她說：「媽，那是我

這一生最大的錯誤，還有那之後一大堆差勁的選擇。」我聽了開始掉淚，
她握住我的手，說：「妳還好嗎？」我說：「嗯，我只是希望妳過得好，

不要像以前那樣。」她說：「我知道，都是我作了差勁的選擇。」到了
目的地，我說：「不管發生什麼事，我真的很愛妳。」她說：「我也愛

妳，媽。」自從憤怒被除去後，我們母女關係就開始轉變了。 



你的教導中提到，人總是找各種理由證明自己是對的，我就是這
樣。我真的要好好把「是我的問題！」銘記在心。今天早上開車上班途
中，我又拿出另一片 CD來聽，總共聽 14遍了‥‥我相信自己會越做越

好。 

謝謝你把這些工具整理出來，對我們這些想要改變親子關係的父母
真的大有幫助，至少幫助我從另一個角度去看現狀，發現問題也許出在

自己身上。當神開始改變我，我們身邊的情況也開始改變，成為當初我
所期望的那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