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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情深

「雛雀群飛，齊心拍翼」，對
這西班牙大家庭的最貼切的寫
照，家中的十五位兄弟姊妹在
「友伴同行」的制度下建立了
和諧的家庭生活。

2009年4月13日

問：你如何在同一時間集合全部的孩
子到飯廳?

蘿莎：這不難，我的孩子們都非常喜
歡晚餐的時刻，因為這是我們家人每
天聚在一起的唯一時間。他們總是迫



不及待的想告訴其他的人在學校內所
遇到的挑戰，和分享一些趣聞。

問：你如何安排他們唸書和温習功
課、外出、或到公園遊玩的活動？

蘿莎：我家有一個制度，年長要負責
照顧年幼的弟妹，也就是說，年長的
一個要挑選一個較年幼的弟妹，並且
用心看顧他／她。這個作法起初運行
得不太順利，直到有一天，9歲的德
蕾莎在每一個人的房門貼上一張小便
條，上面寫著「雛雀群飛，齊心拍
翼」，自此這就成了我們家的座右
銘，每一個人上下一心。

問：有人幫你打掃、煮飯、洗衣、或
幫你的孩子温習功課嗎？

蘿莎：早上我的孩子們上學後，我就
外出工作半天，趕在午飯前返家。整
個下午我就有時間照顧我的孩子，除
此之外，有一位女傭每天來我家幫忙
做飯、洗衣及處理家中大小事情。我
家的洗衣機只是普通容量，不過每天



都要洗三籃子的衣物，我家唯一不同
的地方是有比普通大一點的厨具。我
認為若計劃得好，吃得簡單，我花在
弄飯的時間，不會比一個普通小家庭
多。

問：要撫養這麼大的家庭，開支一定
不少，你們是否很富裕？

蘿莎：我們僅靠我先生和我二個人的
收入，我會到便宜的超級市場購物，
也不講究品牌。孩子們睡的是有三層
或四層的床。我想最重要的是一家人
開心地一起生活，孩子也非常滿意這
種生活方式。

問：你如何安排時間和你的孩子談
心，為他們排難解紛？

蘿莎：身為父母，我們有一個共識，
家庭教育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傳遞正確
的價值觀，培養個人德行和養成良好
的生活習慣。我們也重視子女的內在
靈修生命，以天主臨在恆常祈禱在家
中每天都會實行一些克己奉獻。個人



默想幫助我在繁忙生活中不斷反省，
和釐清那些事情對我、和我的家人是
最為迫切。我也認為人父母者親自培
育子女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這件事
我一定不假手他人，至於其他的事我
都盡量分工，反正我從不要求家裏一
塵不染，也不事事求完美。

問：你的家庭成員這麽多，家裡可以
享有片刻安寧嗎？

蘿莎：女兒今年有一位家中有兩個兄
弟姐妹的10年級朋友，竟然告訴我在
我家作功課比她自己家裡更安靜。孩
子們很多時候不是上學，就是在庭院
嬉戲，遇到考試時，他們都覺得要安
靜，不要妨礙別人温習功課，說話輕
得像在圖書館裡一樣，當然他們不會
在走廊奔跑，各人都遵守温習規則。

問：你們的家白天的情況如何？

蘿莎：平日上班的日子，我習慣早上
7點先去教堂參與感恩祭，孩子們全
都要上學，年長兄姊負責打點弟妹上



學的一切事情。我的上班時間在8時
15分。下班前，我先載其中一個孩子
去買麵包，這家麵包店大約在兩條街
之外，每天他負責拿12條麵包回家供
家人作早點，每個七歲以上的孩子便
要負責這項小工作。若他賴床，或想
推卸責任而買不到麵包，就會害的其
他兄弟姊妹餓著肚子去上學，這樣他
們很快便學會承担責任，此外，女傭
也會早上來我家工作。

問：你們全家出遊時，你不怕孩子走
失嗎？

蘿莎：當然怕，所以我給他們穿同一
款式的衣服，若有小孩子走失，便很
容易被認出那是15個孩子中的一員。

問：什麼因素讓你決定要生這麽多兒
女？

蘿莎：我和丈夫都來自大家庭，他有
13個兄弟姊妹，而我則有15個。第一
個孩子生下來時便發現心臟有問題，
醫生告訴我她可能活不過3歲，幸好



隨着醫學的進步，孩子的病得到更好
的照顧現在她還是活得好好的。

第二個孩子生下後，又遇上相似問
題，他出生後不久便夭折，第三個小
孩也遭遇同樣的不幸，一而再，再而
三的同樣的事情一再發生，旁人便開
始勸我不要再懷孩子了。為我而言，
孩子是上天的恩賜，更好說是天主給
人的禮物，最後我和丈夫決定不去憂
慮這樣的事情，子女無論在世多久，
或是一生下便夭折，他們總是天主的
兒女，那麼就讓他們存在吧，也總好
過阻止他們存在！

問：今天很多父母就連兩個孩子都嫌
多，對此你有什麼看法？

蘿莎：這點真的要看這些父母，他們
的成長和培育的過程；還要看當時的
社會風氣，人們對生育的看法；再有
可能是出於人的無知，說到底他們其
實不知道自己所失去的其實是更多
的。為每個孩子而言，手足愈多，他
們愈快樂。大家庭中成長的孩子易培



養良好的習慣和德行，這為他們是終
生受用的，從小他們要學習在兄弟姊
妹的執拗中如何好好相處，又在「小
團體」中學會跟他人分享、合作等，
長大後他更容易處理不同的人際關
係。想想只有一個孩子的家庭便很難
提供這麼多面性的培育。看看現在跨
國企業也不是一個人說了就算了，公
司是以團隊的方式來運作的，若一個
人從小便掌握與人共事的技巧，就算
遇到不如意的事，也會設法解決並繼
續和他人合作下去。

很多時老師會告訴我的孩子在學校，
成為其他同學的領袖。在朋友家玩
時，他們朋友的父母親也發覺我的孩
子很容易適應環境，我想在家中他們
早已習慣團隊生活，也學會如何體察
別人的需要，很自然的他們在校便會
主動照顧其他同學，而不會只顧著自
己。

問：在這次訪問的最後，你們對這種
模式的家庭生活滿意嗎？



蘿莎：外人看我們好像忙得不可開
交，其實我們真的覺得沒甚麽，一方
面我們夫婦倆都重視友情，我們樂意
時常開放自己的家給朋友、鄰居；作
為妻子，我甘願為丈夫付出我自己，
這愛的果實給我們帶來很多子女，而
他們也同樣享受友情，樂意帶朋友回
家。我們的家變得愈來愈有生氣，各
人努力為別人服務，因而忘卻己念，
大家庭中生活看似沒有充足的時間留
給自己，不過到最後你會體會到「施
比受更快樂」的意義。

* * * * * * *

這篇由蘿莎（Rosa Pich）和費柏里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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