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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開三尺冰封 

這個十七歲的大男孩，長得很大塊。母親不停地數落他，說他肥胖，說他吃得

太多零食，說他不自愛，小小年紀就患上糖尿病、高血壓等等。 

母親也埋怨父親，偷偷在背後給他零用錢，讓他把自己吃成這模樣。 

十七歲本來就是一個尷尬的年齡，青年人坐在那裏，毫無表情，什麼都說無所

謂，沒有意見。 

他被診斷為憂鬱症，已經有兩年斷斷續續不肯上學，最近更是躲在房間不肯出

門。 

孩子不肯上課，真的讓父母傷盡腦筋，哄也不是，駡也不是。而處理這個難題

時，兩個須要冷靜策劃的父母，偏偏又會處於敵對位置，讓事情變得更加棘

手。 

上述這種關係模式，經常在問題兒童的家庭出現：在應該處理問題時，父母雙

方卻在對峙，孩子反而成為父母的旁觀者，問題當然解決不了。 

我們的家庭評估程式，除了量度孩子對父母關係的生理反應，同時要關注父母

的互動模式，也就是他們關係的動態。模式是不斷重覆又重覆的，因為重覆，

所以只要留心，就可以看得出它的樣貌。 

為什麼互動模式那麽重要？因為人與人之間的共處，配合得好，就沒有解決不

了的難題；配合得不好，就寸步難行。所以父母要解決孩子問題，就先要瞭解

他們是怎樣互動的。 

以這青年人為例，由於體形肥胖，個性又內向，學校生活必然不會順利，同輩

相處有時是很殘酷的。回到家來，母親又不停埋怨他的體形和一舉一動；每一

句話都在提醒兒子他的人生有多失敗，讓他本來已經低落的自我形象，更是無

地自容。父親看不慣母親這種教育方式，把她當作虎媽，不停背道而馳。但是

孩子也沒有領情，對於父親的教導，同樣以沉默回應。  

我們請父親用自己的方法與兒子交談。原來父親的方法，也是不停教他做人之

道，孩子對父親的拒絕，甚至比母親更甚。  

孩子說：「我沒有要求，最好是他們都不要理我！」 

不理他，就終日躲在房間打遊戲機、吃零食；理他，就是一連串的惡性循環，

三個人都只是重覆上述那種完全無效的你追我避。 

處於如此困局，很多人都想找到立即解決問題的良方。如果你也這樣認為，就

會萬分失望。因為冰封三尺，絕非一日之寒。要解決問題，必須有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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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就是解凍：首先要面對孩子的問題，帶出孩子正常的一面。不要因為有

了診斷就把他們當作病人，否則他們就會以病人的身份回應。同時要考慮孩子

的年齡和表達能力，因為孩子是不一定有問必答的。 

我們在測量這孩子對父母交談三十分鐘的生理反應時，發覺他的心率和汗腺都

有很大起落，一共有七個大反應。但是問起他來，他卻什麼都說「不知道！」

「沒有意見！」 

這個時候，你必須沉得住氣，仔細觀察，答案就在你眼前。母親見孩子不回

應，立即就着急起來，不是為他解釋，就是催他回答，孩子忍不住，氣得跳

腳，當場就向母親大發脾氣。看他生氣時說話還是很有道理，不愧是個十七歲

的青年。但是看他與母親爭吵的神情，卻讓人疑惑，因為這不像是正常的青春

反叛行為，更似是離不開母親的大嬰兒。遇到這種情形，單是要求母親不要數

落孩子，也不會有效。主要還是讓母親與孩子建立適合年齡的分隔。 

第二、放大孩子的聲音：孩子的聲音，不單是語言的表達，經過測量出來孩子

生理反應的數據，也是一種肺腑之言。因為身體是不會撒謊的，所以身體語言

比口頭上的語言來得更為真實。即使孩子不說話，治療師也可以帶動父母分析

這些數據，從而探討孩子的內心語言。孩子聽着我們在討論他的心態，忍不住

就會插口，這樣治療師就有機會引導他一步步地為自己發言。 

第三、家庭關係的前世今生：從父母的親子模式，就可以順藤摸瓜，探討家庭

的來龍去脈。原來父親長期不在家，母子相依，才造成如此關係密切。現在父

親回來了，與妻子格格不入，與兒子也十分陌生。兒子站起來比他高出一個

頭，他卻還是當他是個三歲小孩。他知道妻子的教育模式行不通，但是不知道

自己的辦法也是寸步難行。 

第四、建立新的關係模式：父母醒覺到自己的方法不奏效， 終於願意放下堅

持，從新學習如何做合拍的父母。孩子見到父母改變態度，也一改拒人千里的

姿態，願意打開心聲。 

孩子終於承認：「其實我很知道自己的心態；無論他們說什麼，我都有很大反

應！」 

我問：「那麼你為什麼不去上課？避開他們？」 

他苦惱地答：「因為他們是我的父母呀！」 

聽到兒子的真話，父母也很驚訝。他們一直以為孩子不聽話，其實父母的每一

句話、每一個眼神，兒子都全部吸收。吸收太多了，就變成一種糾纒。孩子離

家，從來都不是易事。這次評估，讓這一家三口，由各自獨白變成一起交流，

是解決問題的開始。 

下一步：如何把新的模式變成常態？ 否則一轉眼，又會打回原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