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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角色與受害者的角色 

這位父親在女兒很小的時候已經離婚，多年來一直不肯放棄撫養權，千方百

計，就是為了爭取多點接近孩子。孩子現在九歲，父母卻打了八年官司。夾在

父母的矛盾中成長，孩子十分抗拒父親。她說：「我只知道是媽媽真正在撫養

我，爸爸只想來搶我！」 

每次與父親相聚，孩子不是鬧肚子就是嘔吐。父親認為是母親從中作梗，彼此

在言談之間都十分敏感；即使沒有交談，旁人也會感到危機四伏。 

父親對孩子不離不捨，本來是一件好事，但是這種充滿火藥味的相聚，實在讓

人提心吊膽。隨着年齡成長，孩子也從本來用身體發病的模式去拒絕父親，演

變成言語的攻擊與奚落。對於苦苦追隨的父親，毫不留情，每句話都是咄咄逼

人，甚至不許父親同行，要他跟在後面保持五步距離。父親為了爭取孩子，處

處低聲下氣；有時也忍不住氣，擺出父親的尊嚴。但是每次要跟孩子較勁，都

會一敗塗地，只好怨天尤人。父親愈怪責母親，孩子就愈恨他。甚至恨癢癢的

對他說：「我有自己的獨立思想，不是受別人影響！但是你對母親不好，我就

會加倍奉還！」 

這小女孩是個非常伶俐乖巧的孩子，對人彬彬有禮，就是對着父親時，連母親

都說她變成「混世魔王」。 

我們在當中努力為他們調停，唯一成功之處，就是讓父母的關係稍為緩和，不

再為撫養權告上法庭。但是女兒仍是不肯就範，不斷埋怨父親過去對她的傷

害。起初大家都不以為意，最後才明白，原來在她還是孩童時候，基於撫養權

的安排，父親每周都從母親懷中，把拼命抓着母親哭哭啼啼的孩子抱走。 

這種被迫分離的恐懼，孩子念念不忘。事實上這個經驗，對孩子和母親都是一

個很大的創傷。母親也承認：「離婚本身對我來說，並不是最悲痛的，與女兒

這種分離，才是最最不能忍受！」 

我們問女兒，要怎樣才肯原諒父親？ 

孩子咬牙切齒地說：「道歉，不但向我，也要向媽媽道歉！」 

我們很高興，終於找到一個轉捩點！ 

沒想父親卻一面茫然：「我錯在哪裡？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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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也沒有說錯，一段婚姻的破裂，受害者絕對不止一人。但是人人都是受害

者，誰重誰輕？這不單是治療師的選擇，更是當事人自己的選擇！ 

這也不是一個理念性的選擇，而是一個實際的考慮。如果父親只求撫平自己的

傷痛，他絕對有足夠理由投訴人生不公平之處。但是如果他的目的是與女兒修

好，他就必須扮演父親的角色，而不是受害者的角色。 

我們都卡住在這裡，何去何從？ 

由於疫情擴散，我們的會談被中斷了，期間又出了一些枝節。等到再見面時，

也不知道父親是否記得我們上次會談的焦點。 

出乎意料地，他不但沒有忘記，而且認同在女兒小時這樣強硬把她抱走，實在

會造成一種傷害。這一次，他十分鄭重地向女兒及母親致歉。母親很快就回

應，她願意接受；女兒卻久久不語，我們都被她沉默的張力感染，僵住在那

裡。 

靜靜地等了很久，孩子才牢牢的盯着父親，一字一字地質問：「你為什麼等了

八年，才來道歉？你以為自己是被害者，你可知道，我們才是被害者！」 

這一段撕心裂肺的話，出自一個九歲的小女孩，在坐的人都很震驚。父親更是

不知所措，他不斷地為自己辯解。但是他的迴避，引來孩子更大的攻擊，把多

年來父親處理不當的地方，一宗宗地例舉。最後把父親給她的生日禮物，退還

回去，忿忿地說：「你沒有問過我，就在上面貼滿了自以為是的貼紙！這算是

送禮嗎？」 

父親開始沮喪，不明白為什麼這次鼓起勇氣認錯，仍然得不到女兒的諒解。他

生氣地把禮物丟在一旁，對治療師說：「你看，如果是其他有權威的父親，就

會駡她一頓！我卻怎樣做也不成！」又擺出一派受害者的姿態！ 

什麼是父親的角色，與受害者的角色有何分別？ 

所謂受害者，就是總覺得自己的行為都是別人造成的，自己完全無能為力，那

是一個看不到出路的位置。而父親的角色，就會設法去了解孩子在父母婚姻破

裂後的困擾。無論自己心中有多少渴求和委屈，都會保持一定的冷靜，不必與

孩子計較，先學習聆聽！  

如果他細心聆聽，就會聽得出女兒這次的控訴與以往不同。以往都是固執地拒

人千里，這次卻是表達一個孩子心底對父親的渴望，要求父親用一個不同的方

式來接近自己。看似強硬，其實她是在提供一個修復父女關係的入口！ 

連母親都說，女兒往往因為沒有父親而感到自卑，為了孩子，她願意協助父親

接近孩子。 

很多人都認為共同撫養是一個理想的模式，但是見到太多因為爭奪孩子而長年

訴訟法庭的父親，費盡心思；而孩子對他們的印象，却只是要把自己從母親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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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搶走。親情是需要培養的，並非一種權利。為了孩子，我們也必須協助他們

探討怎樣做成功的父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