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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教育

『疼愛孩子的正確方式，必須
協助他們學習自制，同時讓他
們做個自由且負責的人。』

2015年10月13日

幫助年輕孩子培養品格，是最好不過
的工作，也是天主首先賦予父母親的
任務。過程中不僅需要體諒、精力、
耐心、和歡笑，也不乏挑戰，讓參與
其中的人去尋求天主的幫助，天主的
啟示。



教育乃藝術家的工作，使每個孩子盡
其所能地發展其潛能。意思是幫助孩
子明白關懷別人的重要性，教導孩子
建立真情至性的人際關係，及克服自
己對於承擔的畏懼。追根究底，就是
幫孩子做好準備，去回應天主在他身
上的人生計劃。

雖然周遭環境一定會充滿麻煩和令人
不悅的事物，但是聖施禮華仍鼓勵父
母親保持樂觀及年輕的心靈。這樣，
父母親會『更容易理解年輕的孩子所
崇尚的志向，甚至他們那不切實際的
夢想。人生在轉變著，對許多新事物
我們或許不會喜歡。但客觀來說，新
事物或許不比舊事物好，卻也不能算
是壞的。它只是另一種生活方式而
已。若我們過於重視那些細微的差
異，衝突就不時會發生，而這些都可
透過一些基本常識及幽默感來弭除
的。』[1]

首先，我們必需體認，教養孩子這一
難題總有改善的空間。世上沒有完美



的教育系統，我們需要從錯誤中學
習。要讓自己的培育能漸臻完善，必
須秉持一個明確的目標：即終身教
育。

自由與權威

有時候，父母親把快樂和益處搞混
了，拼命給孩子一切他想要的東西，
盡量讓孩子擁有生活的享受，並且讓
他們避開困頓險逆。父母這樣做，是
忘記了，最重要的事情，並非多多地
疼愛孩子(通常父母親都這樣做)，而
是正確地疼愛孩子。

客觀來說，孩子不用努力即可獲得為
他們所要的東西，並非一件好事。努
力及其所需要的付出，對於孩子將來
能夠長大成人，自主地控制和管理生
活，不會未經思索就受制於外在影
響，絕對是很重要的。

天主教教理說，如果我們沒有體認人
的真實處境，人的脆弱本質，就會導
致教育上的嚴重缺失。[2] 為了培育一



個自由的人，我們必須考慮到人的原
罪及其後果：人性的弱點，為惡的傾
向，因而人應當努力克服自身的軟
弱。

倘若孩子或青少年完全地屈服於自己
的本性，他的自由終會被削弱。倘若
年輕人不去克服本性，接受適切的挑
戰，他終將在此生毫無所獲。正確地
疼愛孩子，必須協助他們學習自制，
使他們成為一個自由且負責的人。假
如父母親及孩子都沒有規範，這是不
可能達成的。

教育孩子需要培養他們的品德：自我
犧牲，勤勉，忠心，誠懇，純真等，
父母親應當在不放縱孩子的前提下讓
他們欣然養成這些品德。父母親應當
依據己身的經驗，教導孩子們盡量把
事做好，但當事情不盡理想時也不該
動怒。他們應當鼓勵孩子為崇高的目
標而努力，不可把事情變得太容易。
尤其是，孩子們應當學習對自己有所



要求，有努力做事的精神，即使父母
親不在場，他們也能夠表現良好。

孩子年紀還小時，很難去體會責任的
意義。為了彌補經驗的不足，孩子們
需要堅強的支援，那些他們所信賴的
大人應給他們具權威的意見。孩子需
要父母親和師長們具權威的支持，而
大人們應當教導孩子們為自身的行為
負起責任。

如同聖施禮華說，『真正疼愛孩子和
為他們著想的父母，在給孩子們勸告
與建議之後，必須睿智地退至幕後，
好使自由這個令人能愛慕及侍奉天主
的偉大的恩惠能發揮無阻。』[3]

父母對子女的權威，絕非源於對孩子
的嚴苛或獨裁。相反，它是出於父母
自身的榜樣：夫妻間之愛情，在孩子
前意見的一致，寬宏慷慨，親子相處
的時刻，對孩子有所要求的慈愛，基
督化的家庭生活。還有，父母親對孩
子的開放和信賴。



這種權威，需要以堅毅的態度，按孩
子的年齡及個別情況去行使，也應該
以關愛和堅決的態度，不要為了維繫
良好親子關係而避開任何衝突，否則
只會做成孩子被動及執拗的性格。

『有責行使權威的人，倘若為了避免
因責備孩子而使彼此受傷或懊悔，就
百般溺愛孩子，就是尋求安逸，有時
甚至是最不負責任的態度。』[4] 為了
引導孩子，父母必須平衡權威及寬
容。倘若父母容許孩子在家中能呼風
喚雨，只顧避免衝突，就是尋求安
逸。

當孩子行為有錯時，應該耐心向他們
指正。這是培養他們辨別善惡的方
法，不要錯過讓他們學習區辨是非、
甚麼事該做與不該做的機會。若父母
親給孩子們適合他們年紀的解釋，他
們自會了解、喜愛天主，及體貼他人
的事物和其原因。

人要變得成熟，就需要脫離自我的中
心，也意味著要有犧牲。開始時，孩



子只會專注於自我的個人世界；一旦
他們開始了解自己並非宇宙中心時，
就會開始對世界及周遭的人開放心
胸，就會變得成熟。然後他們會願意
為兄弟姐妹犧牲奉獻，服務他人，履
行家庭，學校，及對天主的責任。這
也將包含學會聽從父母親，且努力不
去使他們失望。這不是一個可以孤單
上路的旅程。父母有著幫助孩子淋漓
盡至地發揮他們的長處的使命，縱使
有時需要使他們吃點苦。

父母親必須懷著慈愛，想像力，和堅
毅精神，幫助孩子們培養堅實均衡的
個性。即使父母親的做法會讓孩子們
感到不明所以，但是隨著時間的過
去，他們會更深刻地了解到父母親的
作為，規範，和教訓的理由。孩子們
將會心懷感恩，雖然那些責罵或嚴
苛，曾經使他們感到痛苦，但是父母
親是基於關懷而不是憤怒。而且，這
將有助於教導他們自己如何撫養下一
代。



終身教育

教育孩子，就是給他們為此生將來一
定會遇上的困頓逆境做好準備。想要
在事業上，人性上，或靈修上的領域
達成目標，努力是必然的。為什麼父
母親卻經常擔憂孩子們會因為缺乏某
些物質需求而感到『挫折』呢？

孩子們必須學會為謀生要付出怎樣的
代價，和怎樣與那些較有智慧或較有
社會威望的人相處。他們必須學會面
對物質上的或是人性上的缺陷和限
制，勇於冒險及處理挫敗，而不會陷
於個人的危機。

父母親倘若只懂希望孩子一帆風順，
保護他們免於絲毫的挫敗，這不會為
他們帶來好處。反之，他們將會變成
懦弱，無法面對大學裡，事業上，和
人際關係上的困境。孩子們只有透過
面對挫敗，方能學會克服挫敗。

孩子們不需要擁有一切，更別說馬上
擁有，否則只會讓他們個性執拗乖



張。相反。孩子們必須學會自制和等
待。生活裡難道不是有很多東西可以
等待，也有許多東西必須等待嗎？就
如本篤十六世強調，『我們不應該依
賴物質財富；我們應該秉持著單純，
樸實和節制的態度，在生活裡輕看世
物。』[5]

倘若父母親過度保護孩子，替孩子阻
擋困難，他們將無法面對今日的世
界。這樣過度保護的態度，絕非真正
的教育。

『教育』(educate) 這個詞源自兩個
拉丁文字：e-ducere與e-ducare。第
一個字關乎提供價值，以使人獲得個
人全面的發展。第二個字關乎發掘那
蘊藏於一個人的最佳部分，就像藝術
家從一塊大理石中『發掘』一尊美麗
的雕像。兩種意義都意味著，個人的
自由都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父母親與其過度保護孩子，倒不如找
機會讓孩子自己做決定，並面對其後
果，幫他們解決自己的小問題。通常



父母親應當製造場合鼓勵孩子管理自
己，這是教育小孩的一個重要的做
法。同時，父母親應當確認，孩子可
運用的自由度，是與他們的能力相配
的。假如孩子們仍然不懂得怎樣去使
用大量的金錢或物品，或者還不能夠
單獨觀看電視或上網，或不能明白自
己正在玩的電玩的類型，父母親實在
沒有理由提供這些東西給他們。

責任教育和自由教育，其實是一體兩
面。倘若父母親只顧為孩子所做的事
情找藉口，就很難讓他們為他們的錯
誤負起責任。這樣會剝奪他們反思自
己的行為的時刻，使他們錯失了學習
自知和爭取經驗的機會。

舉例來說，倘若父母親不去幫助孩子
改善低落的學業成績，反而去責怪老
師或學校，孩子將無法面對自己的人
生。他們只會把發生在身上的好事當
成是應當的，卻因錯誤或失敗而責怪
外人。這樣會養成孩子永遠抱怨，責
怪體制或同儕的態度，且會自怨自



哀，尋求其他補償，以致無法長大成
熟。

恆常的教育

以上所說的，不但是指青少年，也不
僅限於孩子哪個成長階段。父母親恆
常地，用不同的方式在教育著他們的
孩子。即使孩子僅有幾個月大，父母
的行為總不會是沒有影響的。事實
上，我們常會看到四歲至六歲的『小
暴君』在家中執拗乖張，頤指氣使，
讓父母親無力管教他們。

父母親不僅要恆常地教育孩子；他們
還必須對孩子進行終身教育。假如教
育只侷限在解決某時某地的困難，卻
忽略未來後續的發展，則成效並不會
大。父母親需要努力幫助孩子培養他
們所需的自我管理和自我克制的能
力，否則他們只會染上茶來伸手，飯
來張口的惡習。有些情況是很明顯
的，如消費主義，性放縱，吸毒；其
他的則稍微更複雜，但同樣危險，如
隨波逐流於新潮的意識形態。



父母親也要明白，孩子不會永遠待在
家裡。即使年幼時他們住在家裡，但
是大部分時間還是在父母親的視線以
外。因此，能夠陪伴他們的時間就格
外珍貴。今天，很多父母親覺得很難
找時間跟孩子們相處，這正是造成上
述各種情況的原因。

假如父母親很少機會接觸到他們的孩
子，就不能知道他們的近況，更不能
足夠地了解他們，以致很難對孩子企
盼或要求些什麼。而且，要『複習
化』那段已經很短暫的相聚時光，也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與家人相聚，
是不可取代的。

信任

父母親的權威要能發揮效用，就要讓
孩子們看到父母關懷他們的真情流
露。倘若父母親表現出關心孩子們的
生活，而孩子看到父母親儘量花時間
陪伴他們，孩子們就會感受到父母親
的慈愛。倘若父母親了解孩子們在乎
的事情，他們的課業，朋友圈，活動



環境，作息時間，喜怒哀樂，成功失
敗，父母親就能夠幫孩子們解決問
題，並提供具權威的意見。

孩子們，青春期少年們，年輕人們需
要毫無顧忌地跟父母親交談。倘若父
母親跟孩子們的溝通對話更加順暢，
父母親就更能夠對陶冶孩子們品格使
得上力！

如同聖施禮華說，『我總是勸告父母
要跟孩子們做朋友。父母養育孩子所
需要的權威，可以密切地和跟他們的
友誼配合，就是說，在某一角度，要
和他們有著同一的地位。

『孩子們，包括那些個性倔強和態度
冷淡的，都想和父母有這一份親密和
兄弟般的情誼。關鍵在於互信。父母
該在友誼的氣氛下教養孩子，絕對不
要給他們不獲信任的印象。父母該給
予孩子自由，並且教他們怎樣在使用
它時負上個人的責任。



『有時候，父母可以讓孩子們「愚
弄」自己，因為他們所表現的對孩子
們的信任，會讓孩子們因濫用了其信
任而相形慚愧。他們會自行改錯。相
反，倘若孩子們沒有自由，感到沒有
人信任他們，他們就會傾向種欺騙父
母。』[6]

我們應當建立互相信任的環境，相信
孩子們的話，不要懷疑孩子，也不要
製造難以修復的親子裂痕。

在孩子們的中小學校或大學裡，專業
教育學者可以幫助我們教育孩子；學
校內的課業輔導及品德教育可以幫助
孩子們陶冶人格發展。但是這些輔導
工作卻不能取代父母親的重要角色。
父母親應當運用時間做好本身的使
命，了解孩子們的狀況，尋找幫助他
們的時機，接納孩子們，培養親子信
任感等。

家庭是我們最值得努力的場所。父母
親應當要在百忙中抽空，並且把時間
發揮極致。這樣當然需要自我節制，



時常犧牲奉獻，也可能會影響金錢收
入。但是我們應當正確認知，專業工
作的成就，其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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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是高於工作
上的成功。這樣兩難局面，有時候顯
而易見就在我們的家庭生活裡，我們
應當藉著信仰和祈禱的幫助，尋求天
主的旨意，解決問題。

父母親首要應當培養凡事懷抱希望的
美德。養育孩子會讓父母親心滿意
足，卻也會讓他們失望擔憂。無論發
生什麼事情，父母親都不需覺得挫
敗。反而，父母親該當可以秉持樂
觀，信仰，與希望，把事情重新整理
再出發。即使成果似乎來得晚，或根
本看不見，努力都不會白費。

作為父母，是個沒有盡頭的使命。就
算孩子們獨立謀生了，他們還是需要
父母親的禱告和關懷。聖母也沒有離
棄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她自
我奉獻和犧牲的典範，應當啟迪父母



親去完成天主託付他們的神聖任務。
恆常的教育，是一項愛的任務。

A. Vil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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