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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孩子的100個方法》
不斷相處及觀察是法門

陳紅旭 ◎ 文字工作者

親子間的愛很難說的明白，常聽小孩

抱怨父母親動不動就說一句「我這是為你

好」，但多數的孩子雖然知道父母愛他，卻

無法喜歡或接受父母愛他的方式。

正因為親子間的愛與被愛需要不斷的摸

索，於是遍尋方法成為父母們取經的對象。

親子間的相處方式沒有絕對的對與錯，

不是光以一個愛字可以解決一切，愛比想像

也比實際上都複雜許多，好比人百百種一

樣，同樣的，對待模式及愛的方式也有百百

種。相信不少父母都曾困惑於如何愛孩子才

是對的，當然也有父母對子女愛的方式執迷

不悟，從不考量每個孩子的個性特質不同，

總以為出發點是愛，既然本質是愛孩子哪裏

有錯，是沒有錯，只是不適合罷了，更嚴重

的是扭曲或誤解了愛的本意，甚至犧牲了親

子間的感情，愛得冤枉。

仔細觀看書店裏陳列的各種親子類書，

談論親子之間教養或對待的方式琳瑯滿目，

不乏學理依據的，而更多的是個人的

經驗談，但卻只代表某一種親子相處

的類型，太單一的模式，參考及學習

空間相對降低，僅能以分享視之。

最近天下遠見出版《愛孩子的100個

方法》，以不同類型的親子經驗，分享不同

愛孩子的方法，引起廣泛的討論。

專訪過各行各業專業者不下數百位的

資深撰稿蘇惠昭，這次以採訪17位跨各領域

的名人專家的親子相處方式，希望從中找到

適合愛孩子的法門。雖然他們都是名人或專

家，蘇惠昭覺得他們和一般的父母沒有兩

樣，有了孩子之後，在一路摸索及跌跌撞撞

中，才逐漸找到親子相處相遇而安的方法，

因此基本上這不是親子成功學的書，而是親

子間愛的學習學及成長學。

藉此，蘇惠昭說明《愛孩子的100個方

法》的出版緣起，主因去年底兒童福利聯盟

辦了一個針對網友的募集活動「我愛你，千

方百計──愛孩子的100個方法」。為什麼

要募集「方法」？根據兒盟的說法，臺灣的

孩子普遍覺得被愛的不夠，關心的不夠，應

該被讚美的時候沒有被讚美，做錯事卻一定

受罰，久而久之，孩子關閉了對父母述說心

事的心。父母呢，面對自己的情緒和管教問

愛孩子的100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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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經常也無能為力，莫可奈何。於是便有

了《愛孩子的100個方法》的企畫出現，希望

找名人父母來述說親子故事，從故事中提煉

方法。

蘇惠昭採訪了17位企業界、政治界、學

術界的名人父母。對她而言，這是一場有趣

的親子故事之旅，她特別愛追問名人與父母

的關係，以及這關係對他們為人父母後的影

響。「多數來說，所謂的愛或教養的風格，

我們不是複製自父母，便是刻意選擇一條相

反的路，有時想要與父母畫清界線，到頭來

卻發現自己與父母的相似，千里大逃亡後卻

在轉角處相遇，基因就經常這樣開人類的玩

笑。」她說。

當然，正因為採訪的都是名人，具有一

定的經濟和文化優勢，他們的子女相對來說

距離成功的天花板也比較近，這是現實。但

採訪過後的心得，蘇惠昭卻覺得17個故事，

雖然皆以愛為名，方法卻多有不同，甚至相

互矛盾，對體罰、對上才藝班、對看電視、

對念公立學校私立學校⋯⋯，受訪者各有己

見，各持其理，其中也有讓孩子在家自學

者，因此學不到一個四海皆準的方法。

17趟親子之旅的探尋，蘇惠昭只能確定

一件事，「愛並不容易，愛太複雜了，它總

是包裹在自我的價值觀和私心底下，很難察

覺，所以在愛中困惑是好的，那是對愛反思

的開始。因為愛有時是傷害，但不愛的話，

傷得更大。」

當然，蘇惠昭由衷的說，如果能夠，她

更想傾聽的親子故事是我們這一代中年男女

與父母的故事，「這不也是一種進行式的親

子關係嗎？我們與上一代的親子關係，它正

深深的影響著我們與下一代的關係。」

的確，訪談過程中，蘇惠昭發現，許

多父親愛孩子的模式，常會複製自己原生家

庭的模式，或根本就是反其道而行。像徐中

雄從小失去父親，後來有了繼父，這讓他覺

得「有爸爸在家」這件事很重要，他即使在

臺北工作，家在豐原，幾乎每天回家吃飯，

十年如一日；立法委員陳瑩和自己約定，絕

對不打孩子，因為她從小被打，書上寫到一

段，她因為收到情書，被母親打到逃家，她

在臺東的田埂上跑，母親騎著偉士牌在後面

追；而盧秀燕和馮燕是正面的例子，盧秀燕

習慣給孩子大大的擁抱，那是因為她的父母

也那樣抱她，那種幸福感她想要延續下去；

臺大學務長馮燕則說她小時候被胡疼亂愛，

那使她成為一個溫暖又寬容的母親。

為期四個月的訪問整理過程中，蘇惠昭

覺得就故事內容和個人特質來說，她以為個

人最大衝激來自曾陽晴和戴勝益的親子故事。

她說，曾陽晴是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老師，常看電視的人會在談話節目看到他，

他年輕時研究性學，現在是一個虔誠的基督

徒，女兒小四，在家自學。讓小孩在家自學

的父母，需要極大的勇氣，這勇氣一方面來

自於，父母除了扮演父母，還必須承擔起一

個學校的責任，沒有推卸的空間，於是情緒

的衝突，幾乎每一天都在上演。勇氣的另一

方是必須面對一個未知，當有一天，孩子大

了，他會不會反過來怪罪你，怨恨你，問你

為什麼要在他沒有自主選擇能力的時候為他

選擇一條和別人不一樣的路。有些孩子能夠

接受自己和別人不一樣，但多數的孩子都希

望自己是團體中的一份子，這是在家自學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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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要面對的風險。

而和王品集團董事長戴勝益聊天是一

件愉快的事，蘇惠昭覺得他幽默風趣又愛講

故事，可是完全出乎她的意料的，戴勝益甘

願做一個看是無情的老爸，他敢於對孩子無

情，對孩子無情也是一種勇氣，一場很大的

冒險。他必須讓小孩明白因為愛他，所以對

他無情，在對待上及心態上的調整都很困難

做到，而且是親子關係的大考驗。

像戴勝益愛孩子的方式蘇惠昭稱之為

無情的愛教養法，把他們下放到民間，不洩

露有一個王品老爸的身份，以接觸真實的社

會，自然結交三教九流的朋友，又不許穿戴

名牌，以後也不可以接老爸的事業，一定要

自己創業是戴勝益對二個小孩的生涯要求。

的確，遍尋諸多親子相處或愛孩子的法

門，不過是在認識許多個別人的方法中更看

清楚自己，得以學習或引以為戒，並且願意

多觀察和陪伴孩子，唯有不斷的相處，才能

找到屬於自己愛孩子的合適之道，也許這也

就是《愛孩子的100個方法》存在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