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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越瞭解自己就越瞭解小孩 作者 ： 黃淑文 

文章出處：天下雜誌出版 2013.02.04 

當你用成人的眼睛重看兒時的自己，會發現你愈瞭解自己，就愈瞭解你的小孩。你兒時

希望被對待的方式，正是孩子心中渴望的親子關係。教養是找回自己，忠於自己。希望孩子

成為怎樣的人，就先讓自己成為那樣的人...「叛逆學生最愛的老師」、親子部落客黃淑文 

教養是回到自己，找到情感的根、土地的根、生命的根  

我想，成為父母最大的福分就是藉由養育孩子，宛如實境模擬般把自己變成一個小孩，

重新回到過去。不管過去在原生家庭是傷心的、遺憾的，甚至是無法挽回的記憶，你都可以

試著把它轉化成美好的養分，從「失去的時光中，收回一片片土地」，成為你和下一代生活

的重要磐石。  

時光回轉像個小孩，像穿越了某個生命的通道，發現你在目前的家庭和原生家庭的「銜

接處」，竟然住著另一個靈魂（一個調皮的頑童或一個受傷的孩子），如果你能褪去大人的

外殼，住進這個小孩的心靈，追尋記憶中的某個時刻，定定地看著自己和原生家庭的連結，

也許你就能恍然明白，不管是出於命運，或一種難以言喻的因緣，我們自身、包括我們下一

代的成長環境，其實冥冥之中，都被家庭某種不可抗拒的力量緊緊牽引著。  

結婚之前，我和多數人一樣，對家的概念模糊而懵懂，直到有了小孩，透過養兒育女觸

摸到生命底層的根鬚，我才猛然察覺，緊緊牽繫我們的、那條無形的家庭絲線，是情感的根、

土地的根和生命的根。  

找到情感的根：了解原生家庭如何塑造你  

你愈瞭解自己，就愈瞭解小孩  

這幾年與媽媽們互動的過程中，有媽媽直言自己和原生家庭沒有什麼好探索的，童年也

沒什麼遺憾和傷痕。剛開始我們只是盯著小孩的成長，沒有自覺要把目光轉向自己，等到孩

子愈來愈大，你會發現你對孩子的管教態度，取決於你內在的人格特質。而你內在的性格其

實取決於原生家庭如何塑造你。當你學習用長大的眼睛重看兒時的自己時，你會發現你愈瞭

解自己，就愈瞭解自己的小孩。  

還有一種情況是，有一天你發現孩子的缺點，竟然正好是自己的一部份，尤其這個缺點

激烈的造成你和另一半的爭執時，就如同村上春樹所言，不得不從自己的根部往內挖掘，有

時不想看的東西也不得不看。因為，這個要命的缺點造成你和另一半爭執的糾結點，很有可

能是幼年的際遇種下的根。你不得不把過去聯繫你和原生家庭情感的根部拉出表面，好好瞧

個清楚，了解問題的所在。 

也許你會恍然察覺，原來，孩子有你童年的影子。當你願意回到原生家庭找到你情感的根芽

時，孩子便成為你探看自己的鏡子。養孩子，另一個自我成長的層面，好像也在養自己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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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重新修補，自己也因此活得更完整。  

找到土地的根：親近故鄉、在地生根的教養 

不管孩子飛多遠，都不會忘記回家的路  

一旦你開始往內心探勘「挖井」，撥開橫阻在你和內在的自己，幾十年被歲月和柴米油

鹽淤積囤塞的淤泥，剛開始只是輕輕的搔痛，涵藏一絲絲酸酸甜甜、模模糊糊的記憶，一旦

挖掘到內心底部的活水層，那不顧一切蜂擁而上的泉水，瞬間就化為百味雜陳的往事和無可

抑止的淚水。 

也許是這個緣故，有時候我們很怕痛，常常懷念一種味道，卻又害怕聞到它的氣味。很

想搞清楚自己的困惑和糾結，卻又不敢追根究柢想得太清楚。但，最終我們還是要面對啊，

就像我們終究要回家一樣。  

這或許是為什麼離開家鄉多年，仍住不慣都市的繁華，而選擇住在隱匿的山間和大樹小

花小草為伍的主要原因。土地的根鬚，從台南到淡水，哪怕經過多少的風風雨雨，人事的變

遷，幾十年來像剪不斷的臍帶緊緊抓住了我，成為我的養分和不離不棄的依靠。很自然的，

在我成為母親之後，我選擇了一種親近土地、親近故鄉、在地生根的教養。我希望土地的根

鬚不僅牢牢抓住我，也緊緊抓住我的小孩，我希望他們永遠聽得見原野的呼喚和土地的心跳。  

想想，一個人的童年只有一次，童年一去不復返，電玩手機卻在每個階段隨時隨地、甚

至只要有錢便可以擁有，又怎麼能夠取代「只屬於自己」的親情，和長大後「有錢也買不到」

的童年經歷呢？  

有很多人感嘆，這一代孩子的靈魂好像都空空的，那是因為他們活在網路的虛擬世界，

生命的根鬚離土地太遠了，找不到可以歸根的地方。故鄉就是泥土，如果孩子的童年只是緊

緊黏住電腦和網路遊戲的螢幕，而沒有聞過家鄉泥土的味道，長大後又如何循著故鄉的氣味，

踏上歸鄉尋根的旅程呢？ 

因此，我和先生對兩個孩子的教育，總是從孩子的出生地淡水為中心，再將觸角往外延

展到新北市、台北市，以及台灣各地。不論是陪伴孩子在山中的小徑探險，在溪流戲水或在

草地上奔跑打滾，參與各種廟會慶典、老街踏查、生態露營，或到圖書館演藝廳看演出、聽

故事，我們總是想辦法幫助孩子在生長的土地，伸出感情的觸鬚，在自己的故鄉生根。  

有時我會想，如果我真的想藉這本書大聲地說一點什麼，那一定是每次看到有些孩子被

父母關在家裡，或和父母一起成為「低頭族」關在網路世界，都非常的不忍心。因為年幼的

孩子正在成長，其實很需要空間自由伸展，他們要在開闊的土地盡情奔跑，和藍天、小鳥、

清風、太陽同步呼吸、同步歡笑，才能長得好，活得快樂。孩子跟大人不同的地方，在於孩

子是開放的、豐富的、好奇的。有些東西也許你已經失去新鮮感，他們卻還興致勃勃躍躍欲

試。孩子的心靈就像發電機，當你已經筋疲力盡，他們卻還神采奕奕精神飽滿。  

倘若孩子成長的故鄉是都會，不妨讓孩子參加自然生態體驗營，或從都會附近的山間小

道、社區公園開始踏查，尋訪有特色的古厝、店家，或拜訪當地的藝術家，甚至可以像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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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作家卡爾維諾一樣「發揮想像力，為你的城鎮創作一幅畫像，想像你在畫中遇見的每樣事

物，都充滿魔法、誇張變形︙︙採用你偏好的記錄方法，什麼都行。」我想，只要父母願意

回復好奇的童心，陪著孩子在生長的土地探索，把家鄉的每一棟房子、每一條溪流、每一棵

樹，都當作有生命的個體去觀察、去對話，自然能幫助孩子打開耳朵聆聽，用雙手觸摸，用

嘴巴品嚐，用五官攝取故鄉的影像，不管將來孩子飛多遠，沿著童年走過的軌跡和曾經有過

的感動，都不會忘記回家的路和原鄉的呼喚。  

找到生命的根：回到人的本質，坦承自己的不完美  

將心比心鼓勵孩子，等待孩子的成長 

如果，童年的故鄉是我們成長的原鄉。那麼，原鄉的呼喚其實是一種生命的回歸。很多

人到了五、六十歲，突然發現自己開始用「減法」過日子，生活回歸儉樸，嚮往童年的單純。

生命繞了一大圈竟發現，自己想做的只是一個簡單平凡的人，擁有凡夫俗子的七情六欲，儘

管有一些小缺點，卻過得很自在。  

可惜的是，父母雖然愛著孩子，也希望孩子過得好、長得好，但父母最大的毛病，往往

忽略孩子也是一個「人」。一般父母教養子女的藍圖，總是充滿完美而過於理想化，一味要

求孩子，卻沒想過自己本身的生活，有時也有一些要命的缺失和力不從心的沮喪。  

薩提爾的理念深深影響著我，在我為人母之後，回到人的本質，以「人性的角度」同理

孩子，並且努力在孩子面前「活得像一個真實的人」。換句話說，父母愈真實，愈不像高高

在上的操控者，就愈能站在孩子的立場理解孩子，拉近你和孩子之間的距離。  

曾有學者統計過，一個五歲大的孩子，就已經和外界發生過六萬種互動。讓我想起，戰

爭時期有很多孤兒、嬰兒被送進醫院，得到醫學和生理上各種照顧，卻在短短幾週內一個接

一個停止生命的呼吸。一位心理醫師察覺到這些嬰兒也許需要一些「心靈的食物」，於是規

定凡是進入嬰兒房的人，不論醫生、護士、工人，都需要花至少五分鐘的時間抱抱嬰孩，和

他們說話玩耍。突然間，死亡停止了，嬰兒開始發出咯咯的笑聲，正常的成長。我想，即使

摟抱嬰孩的人沒有當過父母，應該也會被這種愛的奇蹟所撼動。  

愛，是一種能量的轉移和流動，也是身為一個人基本的渴求。如果你意識到孩子也是充

滿人性的個體，自然就會賦予孩子像人一樣的尊嚴和尊重。有些父母常以為孩子幼稚無知，

潛意識以為自己是大人，自然比兒女來得有尊（威）嚴。想想孩子是什麼呢？他們只是年紀

比較小，卻和大人一樣是人類，當然一樣具有同等的生命需求需要--愛與被愛。因此，我陪

伴孩子成長的過程中，總是把「大人」的「大」字（也就是權威）拿掉，回到「人」的本質，

把孩子當作一個完整的人去尊重、去對待。 

什麼叫做「完整的人」呢？  

一個完整的人，具有生命各種不同的面貌，會經歷生命各種高低起伏，有堅強有軟弱，

有優點也有缺點。也就是說，只要是人，不管是大人或小孩，都會受傷流淚，也會渴望得到

別人的關愛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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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大人在管教小孩時，常常過於急切的告訴孩子「什麼應該做、什麼不可以做」，

或者「不聽話就會導致什麼可怕的後果」而忽略孩子真實的感受和實際面臨的困境。我常聽

到許多青少年在背後嘲諷大人：「爸爸媽媽只會嘴巴說教，事實上他們要求我們的，自己都

做不到。」  

事實上，承認自己（人）的不完美，反而能讓自己和孩子的心靈更加接近。  

打個比方，也許你覺得你的孩子「應該」要善解人意、體貼他人。在你說出自己理性的

期待之後，不妨也坦承自己有時無法做到，並進一步分享你過往的體驗和挫折，同時也說出

你親身體會而來的方法，希望孩子和你一起努力。這樣的表達方式，說不定更有說服力，也

更能打動孩子。  

記得七年前剛開始投稿寫作，常常被退稿，最高紀錄連續被退了九次，第九次收到退稿

通知時，忍不住在電腦桌旁哭了起來。受到兩個孩子的安慰和鼓勵，才鼓起勇氣投第十次，

終於成功了。收到兩千元的稿費後，便開開心心請孩子吃大餐分享我的喜悅。  

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當你努力活出自己，想辦法突破瓶頸，當有一天孩子遇到同樣的

挫折，只要你拍拍孩子的肩膀，說一些安慰的話，孩子馬上能感同身受明白你不是在說教，

而得到你的鼓舞，奮力再起。  

孩子的心靈敏銳而直接，即便是學齡前的孩子，也能分辨出父母的「心、口」是否真的

合一。因此，你愈真實，愈不像一個只會說教的控制者，孩子反而更能敞開心靈和你談心，

並接受你的建議。  

有個媽媽在我的部落格寫了一段動人的分享。她說，孩子出生時她才二十四歲，當時覺

得養孩子是一種麻煩，不想待在家裡帶小孩，只想出去工作接觸人群。八年後，年紀漸長，

她卻慶幸自己沒有錯過孩子的成長。因為養孩子讓她重新省思，如果希望自己在孩子眼裡是

個怎樣的媽媽，就必須努力去改變自己。因為陪伴孩子，反而讓她重新體會生命的意義，重

新發掘存在的價值。 

與其長篇說教，不如自己身體力行。也許，我們可以把養小孩當作生命的反省和關照。

只要你能用成長的角度，用人性的理解來看待自己、看待小孩。那麼，你就不至於老是因為

「望子成龍」的過度期盼，而把自己和小孩壓得喘不過氣。相反的，你可能會花一點時間思

索，如何讓孩子活得更快樂、更有人味？如何讓孩子適才適性發揮所長，發出內在本有的光

芒？更有可能的是，你會花一點時間和孩子分享你的生活，你的夢想，你的瓶頸。  

人，是感情的罈子。罈子裡可能裝滿正向的自信，也可能承載著負面的悲傷。薩提爾博

士說：「孩子還小時，是透過父母傳出的訊息來看待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每個人自我的罈

子裝什麼，不是天生的，而是學習來的。你的孩子正從你所創造的家庭，隨時隨地學習他的

罈子裝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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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為自己的罈子注入更多的愛、溫暖與體諒嗎？你想為自己的家庭，烙刻什麼樣的心

靈地圖呢？如果你想讓孩子成為一個怎樣的人，就先自我期許，讓自己先成為那樣的人吧！

（更多詳細內容請見《 媽媽做自己，孩子就能做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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