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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or your father and your mother, so that you may live long in the land the LORD your God is giving you.

2015.01  448

(上)

《箴言》二十三章22節：「你母親老了，也不可藐視

她。」這段經文點出二十一世紀，兩大熱門議題：人口老化

與親子溝通。

請問，您老了嗎？

當下世代的醫藥科技發達，將現代的生活推進高齡化的社會。科學家甚至預言，到

2050年時，人類可以活到150歲。試問，人幾歲才算老呢？

美國2011年公佈的馬瑞斯特民調註顯示，對於Ｙ世代，也就是生於1980年代和1990

年代的民眾來說，62歲已經算老了。不過若是問Ｘ世代，也就是出生於1964年至1970

年的民眾，他們覺得要到71歲才算老。戰後嬰兒潮出生的民眾認為，「年老」描述的

是77歲以上的長者。而「最偉大世代」，也就是曾歷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民眾，認為

81歲以上才算老。請問您覺得自己，父母，或子女老了嗎？

請問，您如何面對？

雖說人生不過是生老病死，但老年不一定就與疾病畫上等號，更不是等待死亡的過

程。未老先衰，白髮人送黑髮人的不幸，比比皆是。揮霍青春不懂得珍惜身體的年輕

人，在身心健康方面，未必強過懂得養生保健的老年人。但人體老化與身體機能退化，

是生命旅程中的必然現象。當疾病來敲門，生理上、心理上，以及智能上開始走下坡，

甚至影響個人和家人生活品質。試問，您會如何面對自己的處境：逃避？否認？憤怒？

正視？接受？治療？調適？試問，您會如何面對生病或老化中的自己、父母或子女？

請問，您會怎麼辦？

最近網路上有個年輕人的話題：如果父母總是死不認錯，絕不道歉，為人子女的，怎

如何不藐視父母 
如果父母與子女願意一同面對身體健康的挑戰……， 

老化與疾病可以是凝聚家庭和共同蒙福的契機。

文／涵  圖／聖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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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maristpoll.marist.edu/1228-how-old-is-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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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辦？其實，這個問題的另一個對應題：如果

父母老是認錯，但總以「對不起，作為逼人住

嘴和妥協的手段，（心態：我都已經說對不

起了，你還想拿我怎樣！）為人子女的，怎

麼辦？若為人父母的看到上述年輕人的兩個問

題，怎麼辦？請問，你會怎麼辦？

長久以來，在日常生活裡，年輕媽媽團的

熱門教養話題：如果子女覺得自己很完美，沒

有錯，拒絕指正，怎麼辦？這個問題也有個對

應題：如果子女老是將「我知道錯了」掛在嘴

邊，敷衍家長，不願真正的從錯中學習成長，

怎麼辦？若為人子女的看到上述媽媽團的兩個

問題，怎麼辦？請問，您會怎麼辦？

「錯」是親子溝通的墊腳石或絆

腳石？

「錯」是主觀的認定，還是客觀的判斷？

是負面、中性，或是正面的字眼呢？「認錯」

――是負面傷人，消極逃避，或是積極向上的

行為？日常生活與得救無關的家務事，所謂絕

對的「錯」，是否真的存在？

仔細想想，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若時

常卡在爭論是非對錯的心結，淪陷在誰應該道

歉的掙扎中，有誰能夠從如此緊張關係中，脫

穎而出，成為贏家？究竟會是雙贏或是雙輸的

局面？如此親子關係的格局，會是何等的「長

闊高深」？父母與子女的情感，在是非爭論的

冷炒或熱炒後，親情的價值會升值或是貶值

呢？

親子關係中，若積存太多剪不斷理還亂

的是非恩怨，親子互動中，若其中一方堅持

自以為是的姿態，很容易生出藐視另一方的

心態，也很容易導致另一方抗拒的心理。若

其中一方自卑情結作祟，很容易自我營造出

被人藐視的心境，更是讓另一方背負莫須有

的罪名。藐視，是一個負面情緒的字眼，帶

有強大的滲透力，輕易地奪去家庭的和樂，

輕易地破壞和諧的人際關係。

身為基督徒，努力經營基督化的家庭，

是重要的信仰人生目標之一。我們豈能輕忽

「藐視」的存在，任憑「藐視」傷害自己與

親人的關係？縱容「藐視」破壞建立基督化

家庭的努力？

掃羅王與大衛王（撒上十五至撒下第二章）

掃羅王與大衛王之間的關係，是君臣也

是家人。掃羅王是撒母耳先知奉神差遣所膏

立的第一位以色列王；大衛王是掃羅王被神

棄絕之後，被撒母耳先知所膏立的第二位國

王。掃羅王原將大公主米拉許配給大衛，卻

在大婚之日將大公主米拉另嫁給他人，再將

二公主米甲許配給大衛。他們二人之間的互

動，相當耐人尋味。

掃羅王被神棄絕後，身心靈被從神來的

惡魔，擾亂不安。大衛被召入宮，為國王彈

琴驅魔，甚得掃羅王的喜愛，更成為幫掃羅

王拿兵器的親信。但大衛殺死歌利亞後，一

句「掃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使大

衛招惹王怒，引來殺身之禍。

掃羅王假藉被惡魔附身的時刻，假藉要

求聘禮的名義，和假藉謀反的罪名，不論是

憑藉個人、敵人或軍事的力量，多次設計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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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大衛。尚未登基為王的大衛，多方躲避掃

羅王的追殺；不論是裝瘋賣傻、受人凌辱、顛

沛流離，都不能改變他對掃羅王的忠心。甚

至一連兩次，放棄可以手弒掃羅王的機會。

從人的角度看，鞏固王權，是古今中外

的帝王的政治目標；當王權受到威脅時，陷

害忠良，骨肉相殘，亦是鞏固王位必須採取

的政治手段。在神賦王權的以色列國裡，大

衛與神的親密度，與百姓的親民度，以及軍

事政治的領導魅力，樣樣都比掃羅王出色。

如果您是被神棄絕的掃羅王，您會如何自

處，如何面對大衛呢？

從人的角度看，大衛仍是曠野牧童的時

候，就被撒母耳先知膏立為將來的國王。面

對國王犯鬼，心神不寧，瘋狂傷人的無理；

面對國王在婚事上出爾反爾，新娘從大公主

變二公主的無信；面對國王以莫須有的罪

名，帶軍隊四處追逼捉拿他的無義。預先被

膏立為王的身分，絲毫沒有動搖他一生堅持

身為百姓和臣子對國王的忠心。當掃羅王離

世時，甚至作弓歌哀弔掃羅。如果您是身為

預定君王的大衛，您能夠持守對掃羅王的忠

心嗎？如果您是身為駙馬爺的大衛，您能夠

堅持對岳父的尊重嗎？

從神的角度看，神是看人內心的神。掃

羅和大衛都是祂所膏立的君王。在掃羅的

心裡，神看到悖逆與頑梗，一心鞏固自己在

長老與百姓面前的地位，厭棄神的命令。在

大衛的心裡，神看見專心倚靠神和敬畏神的

心。因大衛對掃羅王權的威脅，掃羅處心積

慮追殺大衛。因大衛尊重掃羅是神受膏者的

身分，在忍辱負重的逃亡中，自己不伸手加

害掃羅，更嚴令禁止手下傷害掃羅。如果您

是神，誰會是合您心意的人呢？

親子溝通蹺蹺板

蹺蹺板是個在不公平中尋求平等的益智

遊戲。遊戲的樂趣在於兩邊的玩伴，願意嘗

試不同的方法和排列組合，在忽上忽下的互

動中，尋求平衡的機會。若有一方不想玩，

遊戲就很難持續，成為蹺蹺板遊戲最大的致

命傷。什麼原因會讓原本在蹺蹺板上玩的

人，選擇放棄離開？常見的原因是蹺蹺板的

兩端，一直僵持在最高和最低點。只有絕對

輸贏的局面，毫無樂趣可言。造成無法得到

平衡的人為操作，就是一方堅持壓倒性的勝

利，將另一方翹地居高不下。這樣的玩法，通

常會讓下不了蹺蹺板的一方受不了，不跟強

壓人的一方玩；或是想要將人壓到底的一方

得勝後，就看輕不理會輸的一方，懶得再玩。

親子溝通宛如跨越年齡的蹺蹺板遊戲。

不論是客觀的身高、體重、心智能力差距，

或是主觀的認知差距或說是代溝隔閡，父母

與子女之間，永遠不可能達到真正的平等。

讓父母與子女享受親子溝通蹺蹺板的樂趣，

關鍵的不二法門，是透過單方或雙方的讓

步、巧思，和用心經營，才可能在上下互動

中，達到平等溝通的境界。

當孩子年紀小的時候，樣樣不如父母。

但樣樣領先孩子的父母，多處於心甘樂意，

想方設法，總有辦法在蹺蹺板遊戲中，逗孩

子開心，創造與享受優質的親子時間。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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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歲的增長，孩子長大了，父母的年紀也

大了，親子溝通蹺蹺板的樂趣，未必因客觀

的身高、體重、心智能力差距縮短而增加；

反倒常因主觀的認知差距與代溝隔閡的增加

而減少。認知差距的代溝，身體的老化與疾

病，生活方式的改變，未必是降低親子溝通

樂趣的決定性因素；尊重和願意溝通的心，

才是決定能否持續親子溝通蹺蹺板樂趣的關

鍵。

跨越認知差距的代溝

對「六年級」的同學來說，他們的父

母，出生在一個沒有電腦的年代；六年級同

學出生的時候，沒有網際網路；他們的子

女，卻是滑平板電腦或智慧手機長大的。假

設以十歲的年齡，作為比較三代在認知能力

差異的基準點，無庸置疑，科技發達增加知

識累積的速度，生在二十一世紀十歲的小

孩，在知識層面與科技產品的操作上，遠勝

過當年活在二十世紀，年齡十歲的父母與祖

父母。若說這兩三代之間，沒有認知差距的

代溝，是自欺欺人。

不但科技日新月異，語言的流失與演進

也不容忽視。相信，許多祖父母會說的家鄉

話，在父母那一輩，會聽也會說一些；到孫

輩的時候，可能是有聽沒有懂，雞同鴨講。

年輕人的火星文是「醬子」，但老一輩的

總覺得「這樣子」不對樣呀！就婆媳關係而

言，比較少聽到家有洋媳的婆媳關係惡劣，

因為彼此都知道：我聽不太懂你在說甚麼。

語言溝通的時候，期待值與要求的指數也不

一樣。少些隨口說說等毫無品質可言的交

談，多一點在腦中想過好幾遍，確定用字文

法沒問題，才說出口的優質溝通；生活中可

能肢體語言多於口頭言語溝通。倘如為了某

一方「說錯話」而大動肝火，誤會澄清的最

後結果，可能是讓人開懷大笑的趣談。因為

雞跟鴨本來就不一樣！

若將親子間的認知差距與子孫不孝或迂

腐頑固畫上等號，是否小題大作？如果親

子雙方各說各話，堅持己見，要求對方一定

要聽自己的，將語言文化和認知的差距，視

為藐視父母的罪名，或是父母食古不化的

帽子，可能在硬碰硬的衝突

中，碰撞出比馬里亞納海溝

還要深的代溝。如果我們願

意心平氣和地去面對，用心

看待，在對的時間，用對的

方法，必能找到一座可以跨

越語言文化代溝的橋樑。彼

此認知的差距，反倒成為製

造彼此認識，拉近距離的機

會。

201501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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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姊妹分享她成長的故事。她的外婆

生長在日據時代，因家境清寒沒有上學讀

書。但外婆嫁給外公後，很認真地跟外公學

認字，練寫字。有空就將在撕下的日曆紙空

白處，抄聖句，練習寫字。每當這位姊妹到

外婆家，外婆練習寫字的日曆紙，成為她們

祖孫溝通的橋梁。外婆不以自己沒上學的過

去感到自卑，反倒把握機會，跟她分享練習

的經文內容，說些聖經故事和家中的生活見

證，勉勵她要努力讀書和當個好基督徒。未

曾受過正規學校教育的外婆，成為她信仰的

啟蒙老師。這位姊妹不會說台語，常被鄰居

嘲笑。當她努力練習說台語時，全家人常因

她怪腔怪調和很彆扭的台語，笑到肚子痛，

嘲笑地拜託她不要再說台語。在如此時刻，

只有外婆，會以鎮定和溫柔的口吻，不厭其

煩地教她說對的台語。外婆的身教，成為她

生命中最尊敬的導師。

在基督裡，一顆願意理解的心、一顆嘗

試和學習的心，和一顆情緒平穩的心，可以

讓親子溝通的蹺蹺板，玩得盡興。

擁抱身體的老化與疾病

耶穌說：凡要承受神

國的，若不像小孩子，斷

不能進去（路十八17）。

出生不到一歲的嬰兒，許多的感官和肢

體發展尚未成熟。模糊的視覺，看得到影

像卻看不清楚細節；嬰兒聽人說話，有聽沒

有懂，會聽幾句話的，就算是長輩眼中的天

才；伊呀學語，沒幾個說得清楚的單字，但

爸媽總是最佳翻譯官，明白孩子心裡想甚

麼；只有幾顆牙，吃東西的時候，常弄得髒

兮兮的，就算再髒，爸媽也覺得孩子可愛；

當孩子或爬或扶著走路時，父母總是看著、

扶著，怕孩子受傷，大部分孩子也不會拒絕

牽他或抱他的雙手。小孩子渴望和倚賴父母

所給予的照顧與關愛，小孩子毫無牽掛，自

在快樂地享受父母的愛。

就生理機能的角度，老化其實也是讓人

回轉成「像小孩子」的過程。父母老了，可

能出現耳不聰的重聽，目不明的老花，健步

不再如飛，口齒不再伶俐，記憶不再清晰；

不小心會嗆到，老人咳咳不完，走路重心

有時抓不穩等等，讓人覺得身體好像越來越

不聽使喚，也越來越像小孩，越來越需要人

照顧。到了角色互換的時間，過去受呵護的

小孩長大成人，轉成為照顧老化如小孩的父

母。親子間在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角色互

換，成為親子溝通互動上的大考驗：父母是

否願意放手讓子女照顧？子女是否願意甘心

照顧父母？

如果遇到一般老人疾病的操練：消化不

良、便秘、白內障、高血壓、心臟病、糖尿

病、風濕性關節炎等；或是較高難度會引起

智能退化性疾病的考驗，如中風、帕金森氏

症、阿茲海莫氏症、老人痴呆症等，不論病

情輕重，不論同住與否，必定衝擊父母與子

女的家庭生活。醫療照顧與生活養護問題是

很重要的議題。

保羅在《以弗所書》六章2節教導為人

子女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

長壽。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若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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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以回轉像小孩作為進天國的門檻之一，

和保羅對孝順父母的勉勵放在一起，不難看

出，父母的晚年，是神讓父母與子女同得恩

典的機會。生活裡，沒有父母願意久病；在

基督裡，沒有子女想要當不孝子。老化是正

常和自然的生理現象，每種疾病有其一定的

病程和護理方法。如果父母願意坦然面對老

化和疾病的事實，如果子女願意關心與照顧

父母，如果父母與子女願意一同面對身體健

康的挑戰，並肩作戰，老化與疾病可以是凝

聚家庭和共同蒙福的契機。

與不同的生活方式共舞

「最偉大世代」，也就是曾歷經第二次

世界大戰的那一輩，可說是當之無愧。這

群前輩，見證世界潮流對生活型態的改變：

從單純的農村生活，經歷工業化、都市化、

電腦化、與電子化的演變。或許他們個人的

生活方式，仍停留在某一個他們所熟悉的年

代。但身為晚輩的我們，可能已經跟上最新

的潮流。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時代值得令

人欣賞的優點，也有其令人費解的挑戰。

經歷過二次世界大戰，物資缺乏生活艱

苦的老人家，刻苦勤儉是他們生活法則。他

們家的冰箱，可能有許多小碗小盤，裡面裝

不知多久以前沒吃完的剩菜剩飯；他們的櫥

櫃裡，可能收藏許多空瓶罐或空盒子；房間

好像是回收中心，真不知道從哪冒出這麼多

的東西。但他們總有辦法告訴你，每樣物件

都很珍貴，不可浪費。丟與不丟之間，常成

為親子間的拉鋸戰。

主耶穌在《馬太福音》七章1-2節提醒

我們：「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

斷，因為你們怎樣論斷人，也必怎樣被論

斷；你們用甚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甚麼量

器量給你們。」世代不斷的輪轉，沒有人能

預知十年後的世界，人類的生活方式會演進

到什麼地步。我們能否跟上時代的腳步，仍

是個未定數。與其要求同樣的生活方式，不

如擬定一致的生活態度。如果老人家清楚明

白，私人空間與家庭共用空間的概念，以及

基本衛生的原則，就在各自的私人空間裡，

享受屬於自己年代的生活方式，尊重家人各

自的選擇；但在家庭共用空間的部分，若能

凝聚共識，相互尊重，就算是e世代的年輕

人，也能夠與古早人和睦同居。

曾有位弟兄，他年近七十歲的母親，時

常抱怨自己落伍，不會使用電腦。所以他

在母親房裡，安裝一台個人電腦。又花了五

年的時間，教會母親如何使用桌上型電腦上

網，找些自己喜歡的文章和音樂，調劑身

心。現代的小孩子不需要五小時，就會上網

找資料、玩網路遊戲。為什麼年近七十歲的

母親，需要花五年的時間學習？是他的老母

笨到不行嗎？其實這位媽媽很聰明！若以世

界文明進化的角度，人類花了將近一個世紀

的時間，才從農村社會走進電子社會。目前

的世界地圖裡，仍有許多區域的人民，仍過

著漁獵或是農村的生活方式。出生在電子世

代的孩子，生活的環境賦予他們對使用電子

產品的優越適應性。但這位媽媽，卻在五年

內，跨越這個世界一百年的生活方式差異，

學會上網，她的學習成就，豈能讓人小看？

親子溝通的蹺蹺板等你來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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