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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活在今天的香港，為人父母需敢於為子女有所堅持、不追

趕潮流、不隨便「埋堆」、學習獨立思考、確信生命成長本

能、看成敗更要看對錯、無懼孤單、願作邊緣人，這是三十年

來我在親職實踐及家長教育的深刻體會。

相比以往，現今社會絕不缺乏為父母或家庭度身訂造的教

導和建議，信息來源的級數也不只是日常街坊見聞，而是出自

各類教育專家、局長官員、教授、學者、老師、醫生、社

工、牧者……他們於大大小小不同場合或傳播媒體引經據典，

為家長大眾滔滔解說、傳授祕技、指點迷津。家長直覺他們大

都是有頭有面、背景高尚、學歷非凡、社會賢達，理應是心地

善良、助人為本，而且談論的都是緊貼時勢或是當刻家長已被

煽惑至急切關注的潮流課題，就如曾幾何時叫人感覺既豪氣又

超然的「求學不是求分數」、「學會學習」，或是當下把教育

變態為職業先修的「生涯規畫」，還有把家人彼此應有的自發

情感交流扭曲為心機計算的「親子攻略」，或機械化成甚麼

「愛子方程式」、「十句不能說的話」、「I message」（我信

息）、「家庭會議」……真是林林總總，從理性知識學習到日

常家庭關係，應有盡有！

不過，若我們稍加觀察，便不難發現，形成各種潮流課題

的慣性規律，往往是利用權威精英的自命不凡與普羅大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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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羣心態，兩者巧妙配合而形成。企圖製造社會潮流課題 

的人，他們首先全方位地以神級矚目的口號普及議題，並利用

新奇亮麗的文案引導思想方向，例如強調社會正處於「知識 

形經濟」，為人父母便需「與時並進」、「持續優化」、「創新

改革」……繼而再以專家數據引發羣眾恐懼，隨後殷勤獻計解

難救助，輔以偶像名人、政要傑青為他們站台吶喊，甚至「瞓

身」見證種種非凡成效，實行上中下游全線服務跟進，接力放

送！潮流一旦成功營造，自能吸引一批批「熱心」、閒散的待

業人士和應，壯大聲勢。縱使當初社會大眾對這些潮流課題的

回應氣氛只是冷冷淡淡、「吹水」聊聊談談，但只要經權貴政

策加持，配以市場包裝轉化，這些提倡者也能晉身先進的專業

學術領域，自立門派，直闖高峯，搖身一變為一代宗師。面對

如此浩大聲勢，試問多少父母仍可以長期保持清醒，不為網絡

羣組人云亦云的討論所動，並真正能做到親情關係不走樣、不

變形，聚焦培育家中子女，讓其生命安心正常地成長，從而盡

情發揮？難怪坊間各種反智又「去人化」的論述，就如「贏在

起跑線」、「識人好過識字」等，可在看似文明的香港再三出

現，先攻陷父母的心防、思想與行為，再進而殘害子女的生命

成長。這些社會現象，正不斷印證這句老生常談的話：「騙術

雖舊，老襯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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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甚麼才是家庭兩代關係的基礎？究竟甚麼才是為人父

母者必須執着不放的核心信念？

父母與子女交往，不等同於成年人與青少年或兒童相

處。對於父母，子女不是普通的少年人，而是自己的骨肉；同

樣，對於子女，父母不是普通的長輩，而是自己生命的源

頭。無論是照顧年老的父母抑或年幼的子女，本質上都是在照

顧自己的過去和將來。不過，所謂照顧自己的過去和將來，不

是為了要盡甚麼責任，而是你我與生俱來的權利——能親自照

顧父母及子女，其實是人生莫大的福氣，反之若不能親自照顧

的話，那將是我們一生中難以承受的無奈與不幸。

父母子女之間應怎樣對待對方，是牽涉到人應怎樣對待自

己的課題；因此，對於一般人際關係的理解，絕不足以解釋或

解決家庭中兩代之間的種種「恩怨情仇」。叫人上心的糾纏瓜

葛，不會出現在陌生人之間的關係，只有對於自己生命中真正

親密的人，才有條件引發那些充滿矛盾卻又難以放手的來來往

往。可惜，坊間很多關於父母與子女相處的論述，都只是建基

於一般人際關係的認知和理解，或是把幼兒和中小學教育部分

內容重新包裝的所謂家長教育，而缺乏了家庭關係中「骨肉相

連」所呈現的應有視界，如鼓勵父母嘗試與子女「彼此平起平

坐」、「讓自己成為子女的朋友」，我經常問：究竟在真實人

生中，怎樣的人才會視父母及子女為平輩？你我會選擇少個父

親多個朋友，還是少個朋友得回個父親（不是「多」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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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朋友可增減、可替代，但父親卻永遠是那位，亦只有

一位！面對這些耳熟能詳卻經不起推敲的慣性說法，我們只可

說：實在有太多人習慣以情緒取代思維，隨便跟隊喧嘩，卻不

願獨立思考——彷彿身體髮膚都隨在世年月退步老化，唯獨腦

袋卻未經使用及不懂使用，仍然保持原狀、幼嫩如初！

即使本意多麼善良，有時也不能彌補錯誤教導對人所造 

成的傷害，我經常提醒自己：參與教育的人，無論是家長或 

老師——膚淺、無知、敷衍，都可以成為遺害下一代的罪過！

過去幾年，我有機會在一些講座和大家反思自己為父的 

掙扎和觀察，現幸得文稿編輯陳潔心及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協

助，為以下課題轉錄為文字版：

沉重的小家庭

社會出生率下降，小家庭隨之增多。然而，簡單的家庭

結構並沒有令父母生活變得輕鬆，反而為小家庭帶來沉

重的壓力。社會對家庭的期望、父母對子女的期望，及

至轉變中的倫常關係，無不為父母帶來艱難的挑戰。

從子女到父母：心境重整與自我超越

人自出生以來，便習慣以子女的身分接受父母的照

顧，亦習慣了從父母處拿取供應；及至他們成為父母

後，照顧子女的責任即隨之而來。從子女到父母，在心

態上所必須具備的基本轉變，以及因此產生的內心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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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疑慮，往往被低估，甚至忽略，進而引發種種個人及

家庭危機。

讓生命盡情發揮：主導人生

培育子女，為人父母應有崇高的目標，但不是要子女入

大學讀哪些學系，或成為怎樣的專業人員。美麗人

生，就是生命得以盡情發揮。這不是口號，而是實踐可

行的培育方向。

面對子女的局限

一般來說，人們都認知並接受人總有局限，但為人父母

者，卻往往感到難以接受自己子女的局限。面對孩子的

種種限制（無論是先天的缺憾，還是後天的變異），父

母應該怎樣調適自己的信念、改變自己的思維，從而有

效培育孩子，讓他們在既有條件下，盡量發揮個人的能

力呢？

看成敗，更應看對錯

培育子女，若只想到能力的提升，卻忽略了品德的栽

培，這是我們對下一代的虧欠。人類的災難往往源自一

兩個既能幹又成功的壞人。父母對子女品格的關注，應

超越行為層面。品格，本來就是人性的追尋，展示活着

的道德勇氣。面對不公義而選擇噤聲，是犯了道德上的

錯誤，因為這人沒做該做的事。家庭品德教育，應有這

樣的基礎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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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資訊科技普及的年代：基礎教育的定位

互聯網取代學校，成為學生獲取知識的主要來源，是我

們在資訊科技普及的今天不可否認的現象。中、小、幼

各級學校，該怎樣回應這轉變，並進一步發揮培育學生

的功能，是不同階段的基礎教育參與者必須正視的課

題，同時家長亦需重整對基礎教育的期望。

敢於成為子女的愛情世界導師

在子女的愛情路上，父母不應是局外人，而是子女甘於

請教的導師。

有待父母終身學習的功課：原諒

子女會犯錯，父母也會犯錯。原諒是個人的終身課

題，也是親密關係裏遲早會遇上的考驗。原諒身邊人固

然重要，原諒自己更是人生晚年必須正視的功課！

希望這八個課題能為憂心忡忡的香港家長提供可用的參

考，放下無謂的憂慮，並集中身心資源，切實地培育自己和骨

肉的生命。人生路途不會因此而變得平坦易走，只望透過這書

的內容及建議，有助你踏足一條值得為骨肉堅持下去的人 

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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