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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教育

『疼爱孩子的正确方式，必须
协助他们学习自制，同时让他
们做个自由且负责的人。』

2015年10月13日

助年轻孩子培养品格，是最好不过的
工作，也是天主首先赋予父母亲的任
务。过程中不仅需要体谅、精力、耐
心、和欢笑，也不乏挑战，让参与其
中的人去寻求天主的帮助，天主的启
示。



教育乃艺术家的工作，使每个孩子尽
其所能地发展其潜能。意思是帮助孩
子明白关怀别人的重要性，教导孩子
建立真情至性的人际关係，及克服自
己对於承担的畏惧。追根究底，就是
帮孩子做好準备，去回应天主在他身
上的人生计划。

虽然周遭环境一定会充满麻烦和令人
不悦的事物，但是圣施礼华仍鼓励父
母亲保持乐观及年轻的心灵。这样，
父母亲会『更容易理解年轻的孩子所
崇尚的志向，甚至他们那不切实际的
梦想。人生在转变著，对许多新事物
我们或许不会喜欢。但客观来说，新
事物或许不比旧事物好，却也不能算
是坏的。它只是另一种生活方式而
已。若我们过於重视那些细微的差
异，衝突就不时会发生，而这些都可
透过一些基本常识及幽默感来弭除
的。』[1]

首先，我们必需体认，教养孩子这一
难题总有改善的空间。世上没有完美



的教育系统，我们需要从错误中学
习。要让自己的培育能渐臻完善，必
须秉持一个明确的目标：即终身教
育。

自由与权威

有时候，父母亲把快乐和益处搞混
了，拼命给孩子一切他想要的东西，
尽量让孩子拥有生活的享受，并且让
他们避开困顿险逆。父母这样做，是
忘记了，最重要的事情，并非多多地
疼爱孩子(通常父母亲都这样做)，而
是正确地疼爱孩子。

客观来说，孩子不用努力即可获得为
他们所要的东西，并非一件好事。努
力及其所需要的付出，对於孩子将来
能够长大成人，自主地控制和管理生
活，不会未经思索就受制於外在影
响，绝对是很重要的。

天主教教理说，如果我们没有体认人
的真实处境，人的脆弱本质，就会导
致教育上的严重缺失。[2]为了培育一



个自由的人，我们必须考虑到人的原
罪及其後果：人性的弱点，为恶的倾
向，因而人应当努力克服自身的软
弱。

倘若孩子或青少年完全地屈服於自己
的本性，他的自由终会被削弱。倘若
年轻人不去克服本性，接受适切的挑
战，他终将在此生毫无所获。正确地
疼爱孩子，必须协助他们学习自制，
使他们成为一个自由且负责的人。假
如父母亲及孩子都没有规範，这是不
可能达成的。

教育孩子需要培养他们的品德：自我
牺牲，勤勉，忠心，诚恳，纯真等，
父母亲应当在不放纵孩子的前提下让
他们欣然养成这些品德。父母亲应当
依据己身的经验，教导孩子们尽量把
事做好，但当事情不尽理想时也不该
动怒。他们应当鼓励孩子为崇高的目
标而努力，不可把事情变得太容易。
尤其是，孩子们应当学习对自己有所



要求，有努力做事的精神，即使父母
亲不在场，他们也能够表现良好。

孩子年纪还小时，很难去体会责任的
意义。为了弥补经验的不足，孩子们
需要坚强的支援，那些他们所信赖的
大人应给他们具权威的意见。孩子需
要父母亲和师长们具权威的支持，而
大人们应当教导孩子们为自身的行为
负起责任。

如同圣施礼华说，『真正疼爱孩子和
为他们著想的父母，在给孩子们劝告
与建议之後，必须睿智地退至幕後，
好使自由这个令人能爱慕及侍奉天主
的伟大的恩惠能发挥无阻。』[3]

父母对子女的权威，绝非源於对孩子
的严苛或独裁。相反，它是出於父母
自身的榜样：夫妻间之爱情，在孩子
前意见的一致，宽宏慷慨，亲子相处
的时刻，对孩子有所要求的慈爱，基
督化的家庭生活。还有，父母亲对孩
子的开放和信赖。



这种权威，需要以坚毅的态度，按孩
子的年龄及个别情况去行使，也应该
以关爱和坚决的态度，不要为了维繫
良好亲子关係而避开任何衝突，否则
只会做成孩子被动及执拗的性格。

『有责行使权威的人，倘若为了避免
因责备孩子而使彼此受伤或懊悔，就
百般溺爱孩子，就是寻求安逸，有时
甚至是最不负责任的态度。』[4]为了
引导孩子，父母必须平衡权威及宽
容。倘若父母容许孩子在家中能呼风
唤雨，只顾避免衝突，就是寻求安
逸。

当孩子行为有错时，应该耐心向他们
指正。这是培养他们辨别善恶的方
法，不要错过让他们学习区辨是非、
甚麽事该做与不该做的机会。若父母
亲给孩子们适合他们年纪的解释，他
们自会了解、喜爱天主，及体贴他人
的事物和其原因。

人要变得成熟，就需要脱离自我的中
心，也意味著要有牺牲。开始时，孩



子只会专注於自我的个人世界；一旦
他们开始了解自己并非宇宙中心时，
就会开始对世界及周遭的人开放心
胸，就会变得成熟。然後他们会愿意
为兄弟姐妹牺牲奉献，服务他人，履
行家庭，学校，及对天主的责任。这
也将包含学会听从父母亲，且努力不
去使他们失望。这不是一个可以孤单
上路的旅程。父母有著帮助孩子淋漓
尽至地发挥他们的长处的使命，纵使
有时需要使他们吃点苦。

父母亲必须怀著慈爱，想像力，和坚
毅精神，帮助孩子们培养坚实均衡的
个性。即使父母亲的做法会让孩子们
感到不明所以，但是随著时间的过
去，他们会更深刻地了解到父母亲的
作为，规範，和教训的理由。孩子们
将会心怀感恩，虽然那些责骂或严
苛，曾经使他们感到痛苦，但是父母
亲是基於关怀而不是愤怒。而且，这
将有助於教导他们自己如何抚养下一
代。



终身教育

教育孩子，就是给他们为此生将来一
定会遇上的困顿逆境做好準备。想要
在事业上，人性上，或灵修上的领域
达成目标，努力是必然的。为什麽父
母亲却经常担忧孩子们会因为缺乏某
些物质需求而感到『挫折』呢？

孩子们必须学会为谋生要付出怎样的
代价，和怎样与那些较有智慧或较有
社会威望的人相处。他们必须学会面
对物质上的或是人性上的缺陷和限
制，勇於冒险及处理挫败，而不会陷
於个人的危机。

父母亲倘若只懂希望孩子一帆风顺，
保护他们免於丝毫的挫败，这不会为
他们带来好处。反之，他们将会变成
懦弱，无法面对大学里，事业上，和
人际关係上的困境。孩子们只有透过
面对挫败，方能学会克服挫败。

孩子们不需要拥有一切，更别说马上
拥有，否则只会让他们个性执拗乖



张。相反。孩子们必须学会自制和等
待。生活里难道不是有很多东西可以
等待，也有许多东西必须等待吗？就
如本笃十六世强调，『我们不应该依
赖物质财富；我们应该秉持著单纯，
樸实和节制的态度，在生活里轻看世
物。』[5]

倘若父母亲过度保护孩子，替孩子阻
挡困难，他们将无法面对今日的世
界。这样过度保护的态度，绝非真正
的教育。

『教育』(educate) 这个词源自两个
拉丁文字：e-ducere 与 e-ducare。
第一个字关乎提供价值，以使人获得
个人全面的发展。第二个字关乎发掘
那蕴藏於一个人的最佳部分，就像艺
术家从一块大理石中『发掘』一尊美
丽的雕像。两种意义都意味著，个人
的自由都占著举足轻重的角色。

父母亲与其过度保护孩子，倒不如找
机会让孩子自己做决定，并面对其後
果，帮他们解决自己的小问题。通常



父母亲应当製造场合鼓励孩子管理自
己，这是教育小孩的一个重要的做
法。同时，父母亲应当确认，孩子可
运用的自由度，是与他们的能力相配
的。假如孩子们仍然不懂得怎样去使
用大量的金钱或物品，或者还不能够
单独观看电视或上网，或不能明白自
己正在玩的电玩的类型，父母亲实在
没有理由提供这些东西给他们。

责任教育和自由教育，其实是一体两
面。倘若父母亲只顾为孩子所做的事
情找藉口，就很难让他们为他们的错
误负起责任。这样会剥夺他们反思自
己的行为的时刻，使他们错失了学习
自知和争取经验的机会。

举例来说，倘若父母亲不去帮助孩子
改善低落的学业成绩，反而去责怪老
师或学校，孩子将无法面对自己的人
生。他们只会把发生在身上的好事当
成是应当的，却因错误或失败而责怪
外人。这样会养成孩子永远抱怨，责
怪体制或同侪的态度，且会自怨自



哀，寻求其他补偿，以致无法长大成
熟。

恒常的教育

以上所说的，不但是指青少年，也不
仅限於孩子哪个成长阶段。父母亲恒
常地，用不同的方式在教育著他们的
孩子。即使孩子仅有几个月大，父母
的行为总不会是没有影响的。事实
上，我们常会看到四岁至六岁的『小
暴君』在家中执拗乖张，颐指气使，
让父母亲无力管教他们。

父母亲不仅要恒常地教育孩子；他们
还必须对孩子进行终身教育。假如教
育只侷限在解决某时某地的困难，却
忽略未来後续的发展，则成效并不会
大。父母亲需要努力帮助孩子培养他
们所需的自我管理和自我克制的能
力，否则他们只会染上茶来伸手，饭
来张口的恶习。有些情况是很明显
的，如消费主义，性放纵，吸毒；其
他的则稍微更複杂，但同样危险，如
随波逐流於新潮的意识形态。



父母亲也要明白，孩子不会永远待在
家里。即使年幼时他们住在家里，但
是大部分时间还是在父母亲的视线以
外。因此，能够陪伴他们的时间就格
外珍贵。今天，很多父母亲觉得很难
找时间跟孩子们相处，这正是造成上
述各种情况的原因。

假如父母亲很少机会接触到他们的孩
子，就不能知道他们的近况，更不能
足够地了解他们，以致很难对孩子企
盼或要求些什麽。而且，要『複习
化』那段已经很短暂的相聚时光，也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与家人相聚，
是不可取代的。

信任

父母亲的权威要能发挥效用，就要让
孩子们看到父母关怀他们的真情流
露。倘若父母亲表现出关心孩子们的
生活，而孩子看到父母亲儘量花时间
陪伴他们，孩子们就会感受到父母亲
的慈爱。倘若父母亲了解孩子们在乎
的事情，他们的课业，朋友圈，活动



环境，作息时间，喜怒哀乐，成功失
败，父母亲就能够帮孩子们解决问
题，并提供具权威的意见。

孩子们，青春期少年们，年轻人们需
要毫无顾忌地跟父母亲交谈。倘若父
母亲跟孩子们的沟通对话更加顺畅，
父母亲就更能够对陶冶孩子们品格使
得上力！

如同圣施礼华说，『我总是劝告父母
要跟孩子们做朋友。父母养育孩子所
需要的权威，可以密切地和跟他们的
友谊配合，就是说，在某一角度，要
和他们有著同一的地位。

『孩子们，包括那些个性倔强和态度
冷淡的，都想和父母有这一份亲密和
兄弟般的情谊。关键在於互信。父母
该在友谊的气氛下教养孩子，绝对不
要给他们不获信任的印象。父母该给
予孩子自由，并且教他们怎样在使用
它时负上个人的责任。



『有时候，父母可以让孩子们「愚
弄」自己，因为他们所表现的对孩子
们的信任，会让孩子们因滥用了其信
任而相形惭愧。他们会自行改错。相
反，倘若孩子们没有自由，感到没有
人信任他们，他们就会倾向种欺骗父
母。』[6]

我们应当建立互相信任的环境，相信
孩子们的话，不要怀疑孩子，也不要
製造难以修复的亲子裂痕。

在孩子们的中小学校或大学里，专业
教育学者可以帮助我们教育孩子；学
校内的课业辅导及品德教育可以帮助
孩子们陶冶人格发展。但是这些辅导
工作却不能取代父母亲的重要角色。
父母亲应当运用时间做好本身的使
命，了解孩子们的状况，寻找帮助他
们的时机，接纳孩子们，培养亲子信
任感等。

家庭是我们最值得努力的场所。父母
亲应当要在百忙中抽空，并且把时间
发挥极致。这样当然需要自我节制，



时常牺牲奉献，也可能会影响金钱收
入。但是我们应当正确认知，专业工
作的成就，其实是某些更大成就的一
部分：即是人性和基督化的成就，而
且美好家庭的重要性总会是高於工作
上的成功。这样两难局面，有时候显
而易见就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我们
应当藉著信仰和祈祷的帮助，寻求天
主的旨意，解决问题。

父母亲首要应当培养凡事怀抱希望的
美德。养育孩子会让父母亲心满意
足，却也会让他们失望担忧。无论发
生什麽事情，父母亲都不需觉得挫
败。反而，父母亲该当可以秉持乐
观，信仰，与希望，把事情重新整理
再出发。即使成果似乎来得晚，或根
本看不见，努力都不会白费。

作为父母，是个没有尽头的使命。就
算孩子们独立谋生了，他们还是需要
父母亲的祷告和关怀。圣母也没有离
弃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她自
我奉献和牺牲的典範，应当启迪父母



亲去完成天主託付他们的神圣任务。
恒常的教育，是一项爱的任务。

A. Vil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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