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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Train a child in the way he should go, and when he is old he will not turn from it.

2015.04  451

天
下
父
母
心

相信奇妙的結局

所以，好事來臨，滿心感恩；壞

事降到，就仰望神，靠神勇敢面對，

思想神在發生的壞事上有何美意？或

許一時半刻看不清神的旨意，但「萬

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是

神的應許，必然成就。這樣確信著，

你必會發現無論好壞都有奇妙的結

局。

正面思考，獲益無窮

有時候期待太高，而事情發展不

如預期，容易失望，焦慮甚或憤怒。

然而轉念思想神要藉這件事教導我什

麼？平心靜氣下來，開始仰望神，

尋求至終的答案。至少經歷痛苦的好

處，就是儲備能力，得以同理心去安

慰深陷痛苦的人。

全然依靠，全然交託

如此培養在困境中尋求光明成為

生活的習慣，必然會更加了解「無

不是的神」，更加放心地全然依靠，

過著在地如天的生活。神是始，神是

終；祂自有永有，既是有始有終，

更是無始無終。卸下「無不是的

父母」之重擔，交託給「無不是的

神」管理，在這初春的時節，兀自

思索，兀自歡喜。感謝神！        

公平的難題
以智慧來教導孩子公平的涵義， 

了解給予孩子真要的需要， 

並以真理為標準努力不偏心。

文／歸零   圖／張黑熊

5

前言

偏心與公平，自古以來一直是令人

困惑、模糊難解的。理智上，清楚知道

應該要公平，不應該有私心；情感上，

卻又難以克制自然流露的偏愛。常見

偏心之下，造成兄弟姊妹之間的爭吵失

和，衍生一連串不可預期的遺憾，絕不

會是父母或長輩等施予者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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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如法碼，必有一個標準，作為我們

省察校正內心的準則，而離開標準則為偏。

偏心如天平，常發生在兩者或兩者以上相較

之下的差異。有時卻是沒來由地打破傳統思

維模式，我的東西，我要給誰就給誰，不需

原因、沒有理由，這是我的權利，猶如聖經

中，神說：「我要憐憫誰就憐憫誰，要恩待

誰就恩待誰。」

公平的迷思

對於公平的想法，一般第一反應是單純

顧及物質上的平均擁有。常聽聞教會中有些

年輕父母聊起小孩，姊姊買新衣服，弟弟妹

妹也都要有；玩具要嘛，就每人都有，甚至

是要完全一樣的玩具才公平；兄姊學幾樣才

藝，弟妹也不能少。接著還有補習，出國遊

學旅行，以此類推，這樣真的公平嗎？這種

觀念影響年輕夫妻以為養孩子的開銷，是乘

以倍數計算，覺得養不起而躊躇不敢多生。

而現代的孩子連玩具也不吸引他們了，

孩子最愛iPad。兩個學齡前孩子有一台iPad

輪流玩，常計較時間爭吵擺不平，父母索性

再買一台，一人一台還是擺不平，因為一台

較新，遊戲較多。有一回兒童禱告會，傳道

人勉勵孩童求聖靈才能進天國，孩子問天國

裡有沒有iPad，如果沒有，那他不想去了！

身為教員的家長動腦筋想，既然天堂可用黃

金街碧玉城形容，那就以孩子可理解的好得

無比的地方，告訴他是有很多很多的iPad。

這，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呢？

表面的假象公平

如果公平的想法僅侷限物資齊頭的均

等，顯而易見的偏差勢必接踵而至。孩子小

的時候，父母得小心翼翼面對日復一日孩子

時時在天平上對愛的量度。若以為物資給予

代表愛的多寡，很容易產生不公平的抱怨，

手足之間落入繁複、微不足道的小計較和

監視中。即使是在家沒有比較對象的獨生

子女，也得面對學校同學相處，覺得老師對

待標準不同，處理事情偏向信任成績好的同

學，而心生不滿等怨懟。

可想而知，這樣的孩子長大成人之後，

誤以表面的公平為原則，批判社會資源分

配不公、夫妻之間斤斤計較家務分配與帶孩

子的責任。當父母年紀漸漸增加，照護和關

懷的責任需要由子女分擔時，明裡要求父母

理應公正平分家產，甚或以此作為照護年邁

老病父母平均分攤時間與費用的依據，暗裡

仍懷疑父母猜忌手足，常聽到理直氣壯振振

有詞的說道：「大哥拿的多理當擔負照顧責

任，小弟我分的比較少，憑什麼要求也要均

攤一份。」抑或上一輩為人媳婦的，怨嘆侍

奉長輩公婆辛苦一輩子，到頭來竟是與眾兄

弟姊妹均分，也沒多得些什麼，真是不值！

真的不值嗎？侍奉父母難道是為了有價

目的？不是為感念父母之恩，盡為人子女

的本分嗎？不禁思索，在世敬神愛人，遵守

神的命令，做主工奉獻服事神，難道是為了

得天上的賞賜，積財寶在天？不過只是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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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盡的本分，為了感謝神的愛。若是論所做

的工計賞賜的不同，而將來天上住處真有大

小之別，那計較眼紅的心，喜樂何來？倘若

是不論所做的工多少，將來在天上都是一樣

的，以人性的邏輯思維，是否會心懷不平？

實質的公平

真正的公平應在家庭資源共享的觀念下

考量個人的狀況和需要，進而教導孩子彼此

照顧，培養親密的手足之情，而不是你有我

也有。

家中孩子小的時候，就不時接收到從教

會弟兄姊妹孩子的衣物與玩具，與孩子們一

起整理時總是喜孜孜地拆開充滿愛心味道的

禮物。這件小外套剛好適合哥哥騎車時穿；

這件某某姊姊的蕾絲洋裝終於輪到我們家

姊姊了；姊姊開心地領去掛進衣櫥，一會兒

拿出幾件衣服給妹妹說，這些我很喜歡但是

有點太緊輪到你了。妹妹總在家中衣服換季

整理時可收到兄姊小心維護的衣物，然後她

也同時整理了幾袋衣物和玩具，跟它們說再

見，因為我長大了，這一袋是要送給教會某

某弟弟，那一箱是要送去教會的跳蚤市場。

生活中總是感受到神為我們的需要有著

豐富足夠的預備，想到神的家裡，教會這個

大家庭，使徒時代的凡物共用，應該就是這

種彼此相顧的心，在能力所及資源樂意分享

與共享。

愛的語言

每個孩子的特質性情都不同，需要也不

同，但一致的是，時時都需要不斷地一再確

認他所深愛的父母――「你愛我嗎？」

父母主要照護者對嬰幼兒時期的孩子，

眼睛的凝視親密的肢體接觸，是愛的表示；

疲憊或心情低落或分離時需要抱抱「惜

惜」，是愛的安撫；晚禱後睡前的擁抱親吻

額頭、臉頰，是愛的保證，孩子擁有滿足的

安全感可以安心入睡。

這些從小重視不可缺少的日日互動習慣

一直到快脫離青少年時期的今天仍延續進行

著。有一回正叛逆的大女兒負氣不願抱抱便

逕自出門上學去，她回家後分享著，到校後

充滿著後悔的情緒，擔心地哭了，因為她沒

有好好地跟媽媽說再見，害怕再也沒機會。

上陣子兒子身受皮膚過敏的磨難，全身皮膚

紅腫、皮屑如雪花，潰爛滲出體液發出惡

臭，奇癢無法入眠，每天敷鹽水刺痛難忍向

神哀號，妹妹不捨，也進房一起為哥哥禱

告。就寢前，二十歲的兒子靠近，怯怯地小

聲問道：「媽媽，您還敢抱我嗎？」聽在耳

中，沁入心底的吶喊是：媽媽你還愛我嗎？

毫不遲疑堅定地將高半個頭的兒子擁入懷

中，加上肯定的微笑。

男女有別

隨著孩子漸長，性別、特質。個別的差

異逐漸明顯，階段性的需求也隨著環境情況

有變數。

有一次聽到一個大女孩很生氣的抱怨：

「最討厭我爸媽又拿錢來敷衍我，我跟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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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需要的是全家人在一起的時光（Family 

Time），一起去公園野餐走走，逛逛街，甚

至看電視都好。但他們總是很忙、沒有空，

給我他們最愛的錢，然後說他們很愛我。」

很明顯地，父母以自己的方法給予物質來表

達對孩子的愛，孩子所需要的愛是與家人共

處的精心時刻沒有獲得滿足，所以沒接收到

愛的訊息，但也不能因此否定愛的存在。當

瞭解之後，人總是會努力希望付出的是對方

需要的。

兒子放在心中最深刻的記憶是，小時候

爺爺耐心教他下棋、爸爸帶著他打球運動、

一起做事的踏實，偶爾在努力之後一句中肯

的言詞讚美，都能讓他更有自信，肯定自己

可以做的更好。

與孩子們共讀著聖經中手足之間的歷史

事件，思考著：

該隱和亞伯，公義的神難道會不公平？

然，事出必有因。

以掃和雅各，父與母各以自己方法偏愛

孩子，造成兄弟仇殺逃亡、親子分離。

約瑟的十個兄長，因父親雅各過分偏

心、彩衣鋒芒刺眼，引發嫉妒、憤恨，而將

約瑟賣掉。

摩西、亞倫和米利暗，三兄姊弟皆是在

神面前忠心的人，因領導權的爭議，不滿神

為何單與摩西說話。

身為父母，要如何以智慧來教導孩子公

平的涵義，了解、給予孩子真正的需要，並

以真理為標準，努力不偏心。身為子女，要

如何以寬廣的心面對父母長輩的偏頗對待；

選擇饒恕，才能使父母不再受責難要脅，也

才能使被怨恨不平所轄制的自己得到真正的

釋放。身為手足，要如何以彼此相顧的心來

面對父母長輩處理公平的難處，看見對方的

需要，適時給予幫補。

雖然有時不免偏愛，但請以真理公平對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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