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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見到孩子，只見到孩子的父母，因為孩子已經好幾年不肯出門，終日躲

在房間內，晝夜不分。父母完全無計可施，他們找我，也是迫不得已，希望有

什麼良方妙計，可以把孩子打救出來。 

父母離婚多年，住在不同城市，奈於孩子問題，才再聚合起來。其實孩子已經

成年，一直跟父親住，原本十分優秀的大學生，現在書也不讀了，什麼都沒有

興趣，不肯見人。 

父母知道這與他們的離異有關，因此在孩子面前，裝作相安無事，並對孩子承

諾會重新做好父母的工作。但是孩子卻說：「太遲了！」她尤其不肯見母親，

她說：「如果她來，我就跳樓！」 

這又不成，那又不成，父母親坐在那裏一面無助之情。父親比較沉默，滿面愁

容，母親尤其焦慮，她不停尋問：這是青春反叛的現象嗎？ 女兒這樣下去怎得

了？我們完全是為了她好，她怎麼如此不懂事？ 

我認為女兒這樣激動，家庭就必然發生重大事故。人的情緒往往都是因緣和合

而成。聽母親一宗一宗道來，才明白他們離婚的經歷原來如此驚天動地。分手

理由已經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過程中所引發的各種情緒爆發，父母之間的恩怨

情仇。原來父親帶着女兒遠走他鄉，母親千里追尋。她形容其中一次糾纏中，

覺得生無可戀，帶刀走入房中，女兒怕她尋死，兩人在一起爭奪菜刀。當時那

一股激動、那種惶恐、那無法疏導的強大張力，女兒跟着就患上憂鬱。母親至

今申訴起來，仍然充滿焦慮和不甘心，她覺得自己被迫放棄女兒，卻無從解

釋。 

聽着母親那觸目驚心的陳述，我雖然見不到女兒，卻完全可以感受到孩子的心

路歷程。一個十三四歲成長中的青少年，夾在父母如此強烈的瓜葛中，她所經

歷的煎熬，將會在心靈上烙下多大的傷疤？ 

童年創傷，是個容易讓人忽略的問題。很多人不知道，父母長期無法解決的矛

盾，正正就是孩子的創傷，甚至可以帶來嚴重的精神健康問題。有些孩子因而

拒絕成長，失去人生的意義與追求，對成人世界尤其抗拒。久而久之，也失去

獨立生存的能力，有人稱他們為「繭居一族」。其實繭居的不止孩子，父母也

被迫囚禁在一起。 

要明白這是什麼一回事，就得從嬰兒的依附過程開始：朋友給我出示孫兒的照

片，一個健碩的小嬰孩，承受着父母及親友的驕傲和愛護，笑面迎人、了無牽

掛。孩子生下來就像一塊海綿，靠吸收四周環境所帶來的訊息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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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想，如果這嬰兒周邊的人際關係改變了。四周人物都是千愁萬恨，危機重

重，嬰兒就會感到十分不安全；他的身體也會把所有焦慮都記錄下來，成為身

體的記憶，形成他的個性發展。所以說，無憂的孩子開朗而勇於冒險，憂愁的

孩子內向而萎縮不前。嬰兒的反應，大都是反映成人世界所帶來的衝擊。天災

人禍，都可在嬰兒的反應中知曉。據報在納綷大屠殺的時段，所有猶太嬰兒都

在哭泣。 

問題是，我們活在一個動盪的世界，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一份艱辛，哪有可

能永遠為孩子提供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氛圍？父母自己也往往傷痕累累，如果

帶着焦慮去愛孩子，孩子吸收到的愛就會充滿焦慮。 

這並非怪責父母，只因父母對孩子太重要，父母有什麼安危、或風吹草動，孩

子都入心入肺。所以家庭發生的一些重大創傷事件，千萬不能忽視。像上述母

女的糾纏事過多年，但是過後母女之間只有幾次短暫的接觸。父親說，他也曾

安排一次讓母親來參加女兒生日，為了減少張力，還特別請了幾個陪客。一頓

飯下來，誰都沒有幾句心底話，他說：「女兒只是不停說累！」 

當然累呀，一場暴風雨過後，又怎能若無其事由得殘局自我修補？ 

其實，這對父母已經十分難得。當年父親帶着女兒出走，夫妻勢不兩立，現在

兩人還可以共處一室，一起為女兒問題費心。女兒說太遲了，我卻認為永遠不

遲。因為我相信在每一個孩子心裡，始終渴望找回失落了的父或母。與其說太

遲，不如說她對父母所說的改變有所保留。 

但是父母要如何改變？也真的不是一宗易事。因為他們都是衝着女兒而來，只

想為她治病，而此時此地，最不可為的就是把她當作病人。也千萬別說一切都

是為了女兒，除非你想讓她立即發狂。 

我提議父親：「可否向女兒解釋，你要不要見媽媽，我們專重你的意願。但是

她老遠飛來，我想請她來家𥚃吃一頓飯，你可以參加，也可以選擇不參加！」 

這才發現，他們根本尚未達到兩人可以吃一頓飯的和睦，怪不得女兒拒絕參

與。那麽，吃一盞茶吧！總得有一個新開始。 

創傷是需要療癒的，但是不可勉強，更不能為了滿足自己的焦慮而哄騙孩子。

父母可以選擇不再為孩子負責，讓孩子自生自滅。但是如果真的想為孩子療

傷，最好還是首先好好處理自己的傷痕。否則傷外加傷，只會痛上加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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