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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三代家庭 

很多鬧矛盾的夫婦都說：我們沒有其他問題，只是在管敎孩子上面，才有不同

意見。 

管教孩子，真的是一個容易產生矛盾的領域。千萬別小看這個問題，從跨代家

庭的理論而言，處理孩子所產生的瓜葛，可以牽連數代人的脈絡，成為一個跨

越幾代人的矛盾鎖鏈。 

這天我們就看了一個這樣的案例；一個八歲小男孩，還有一個六歲小妺。父

母、公公婆婆也來了，都投訴孩子難教，尤其是小哥，讓他們完全無計可施，

有趣的是，問題都是發生在家中。孩子對家人十分敏感，尤其注意母親的一舉

一動。 

母親欲言又止，眼睛老是向婆婆望去；很快就發覺，在這個家庭中，婆婆和母

親才是主角。她們是母女，理應容易說話，可是不知何故，兩人之間好像存有

一種別扭。表面上，大家都認為這是代溝問題，一代過於寵愛孩子，一代卻忙

於管教，造成孩子無所適從。  

代溝是無可避免的事實，難道不同時代的人就無法共存？究竟問題出現在那

裡？  

其實孩子的適應能力很強，如果大人沒有太多情緒糾葛，孩子一般都不會因為

大人的教法不同而產生問題，反而會從中學到如何取巧。米蘭的家庭治療大師 

Boscolo 就曾經說過：「如果是家中人人都一致，孩子完全無計可施，才真的要

憂鬱起來！」 

孩子需要兩樣東西：一是全家人都安泰所帶來的安全感，二是適當的心理空間

學習處理自己的問題。 

因此，三代或三代以上的家人一同生活，最主要的是每一代人都心安理得，就

會代代安康。相反地，如果任何一代存有解決不了的糾結，很容易就會在其中

一代，尤其孩子一代出現問題。道理很簡單，因為家庭是一個會把每個人都拴

在一起的系統，源於一種歸屬感、一種情緒交流。所以在我們的三代家庭評

估，會量度每一代人對上一代人的生理反應。先是孩子對父母的反應，然後是

孩子父母對他們自己父母的反應，包括心率速度、皮下體溫、及手汗分泌，從

而探索每一代的相互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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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量度這孩子的時候，發覺男孩對父母的反應十分強烈，每次母親出現情

緒不安，他的心率和汗線就產生大變化。同樣地，孩子母親對自己父母的反應

也十分劇烈。 

公公婆婆的一代，經歷過他們那個時代的歷史動盪和變遷，現在應該是安享晚

年的時候。但是老爸卻心中苦悶、鬱鬱寡歡，老媽與丈夫格格不入，滿腔情懷

無從舒解，變成絮絮不休的獨白   。 

他們的對話尤其耐人尋味： 

老媽：「你不要老是發脾氣，動不動就駡人...」 

老爸：「你不要嘮叨不停，我就不會駡人！」 

老媽：「你這兇巴巴的，孫兒們見了你就怕...」 

老爸：「怕什麼？他們都喜歡靠在我身上，是他們欺負我才真。」 

老媽：「我們都活了一把年紀，有什麼是過不去的，還有多少時間？應該活在

當下，享受人生大好風光...」 

老爸開始看手機，完全不理會老媽。老媽繼續源源不絕，追着老爸說個不停。

她說的每一句話都很對，但是聽起來卻讓身邊的人完全受不了。尤其是她的女

兒，心率一直在加增，有時達到每分鐘一百九十多下。她解釋說，這是因為從

少就習慣聽着父母這種對話，一來知道老媽是說一套做一套，二來擔心老爸忍

不住就會爆發駡人。其實老爸這次並沒有如期發作，甚至不受干擾的專心看手

機，反而是女兒忍不住連神經系統都不斷對老媽作出反應。 

這是一個我在臨床工作中常遇到的現象；如果孩子長期在父母的怨懟中成長，

長大後那種經驗仍然深藏在自主神經系統中，遇到同樣情境時就會作出預料中

的猜測，讓自己不由自主地焦慮起來。母親的焦慮，很容易就成為孩子的焦

慮，上一代的矛盾，就是這樣潛移默化地一代代傳遞下去。 

母親說：「自少看着父母這種不愉快的婚姻狀態，我一直提醒自己千萬不要重

蹈覆轍！可幸找到一個可以支持自己的丈夫！」 

過去的不幸，的確可以從新家庭的支持下獲得療癒。但是母親必須醒覺自己仍

然重重地受着原生家庭的互動模式所牽動，要把自己從上一代的母女糾纏抽離

出來，才有機會與自己的伴侶建立新氣象。她的丈夫理應是一家之主，如果被

邊緣化，就很難發揮作用。三代同堂，關鍵在於中間的一代，因為他們負有承

先啟後的任務，否則就會失去功能。當上兩代人心平氣和地交流，兩個孩子就

很配合地靜靜聆聽，完全沒有出現報導中的行為問題。 

看了這個家庭，一位同工十分感慨地分享：「我就像那年輕母親一樣！多年來

一直不明白為什麼自己與老媽愛恨交織，現在才明白那三代相連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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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家庭關係，對任何人都有想像不到的重大影響。因為我們不是孫悟空，不

是從石頭蹦出來的，即使有孫大聖的本領，也離不開家的五指山。教育孩子，

最重要的還是趕忙建立一個代代安寧的好氣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