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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天送女兒到高鐵左營站，遇到陳明仁先生

一家人，他們夫婦第一句話就說：「你們

也是一家人來送行喔！」內人忙說：「你們比

較辛苦，一個搭飛機，一個搭高鐵。」陳太太

說：「還好啦！都在高速公路旁邊。」

父母的愛 孩子的心

聽到以上的對話，不知道大家眼前的圖

像是甚麼？答案是有一對排灣族夫妻「很喜

歡開車」，孩子小的時候，他們「每天」輪

流開車，從瑪家鄉送孩子到屏東市上學、上

才藝班，國中、高中孩子在屏東、高雄等不

同地點讀書，他們總要送孩子到「最方便」

上學的地方。

幾年前在他們次女考上醫學院的慶功宴

上，陳先生大方地說：「過程是有一點辛苦，

不過想想兩個女兒以後都要當醫師，心裡還是

『超爽的』。」沒有錯，他們「愛」孩子，為

孩子盡心盡力，沒有間斷過，兩個分別讀慈濟

醫學大學及台北醫學大學醫科的女兒，用具體

行動來表達感恩的「心」，每個月至少回屏東

與父母親及老奶奶團聚一、兩次。這樣的家庭

景象，是大多數人所讚賞、羨慕的，無關乎他

們的「身世背景」，只在於「愛」與「心」。

長期以來在親職教育課程及演講中，我都

是以「孩子的心、父母的愛」做為標題，原因

是個人深深覺得，父母的「愛」是不是恰如其

分地發揮功能了，關鍵在於我們有沒有同理到

孩子的「心」，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愛」孩

子。換句話說，孩子的心裡面有沒有感受到父

母的「愛」，是評估親職教育成績的關鍵指

標，其實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傳統部落文化不再 家長孩子都辛苦

我們常說現代父母與過去的父母比較起來

難為多了。以原住民族而言，以前原住民族的

孩子是部落的孩子，部落中的大人彼此照應的

風氣是非常盛行的；對人口眾多的家庭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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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愛若欠缺同理心、無法恰如其分地發揮，孩子就會感受

不到父母的愛。孩子的感受是評估親職教育成績的關鍵指標，

其實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管教孩子方面輕鬆許多。住在部落的孩子，都

有可能接受任何一位「長輩」的教誨與照顧，

犯了錯任何一位長者都可以處罰你；晚上可以

到榕樹下聽故事；打獵有了收穫大家多少會分

到一些⋯⋯等等，這樣的風氣讓當時眾多孩子

的家長，不必疲於奔命地追孩子的行蹤、擔心

孩子的安全，甚至孩子的教育都是大家一起來

的。反觀現在，每個家庭各自獨立，雖然孩子

只有一、兩個，卻必須「事必躬親」，家長當

然要付出更多。

另一方面，現代的孩子與過去比起來也是

較辛苦的。除了特殊際遇家庭之外，一般原住

民族孩子背負著父母長輩的期望，與同儕各種

表現激烈競爭所帶來的壓力，已經超乎一般家

長的想像了。而外在環境的誘惑挑戰孩子們

的「定力」，稍一不慎就可能掉入深淵，等

待回頭時又必須花費更多的資源與精神來彌

補。他們可以說隨時都在「戒慎恐懼」中度

過，這樣的「苦」如果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

後盾來支持，隨時都可能看到他們「崩

潰」。因此，在當下的時空環境下，如何能

夠貼近孩子的心情，了解他們實際面對的挑

戰，適時地扮演支持、照顧的角色，成為原

住民族父母親的「天職」。

父母要同理到孩子的「心」，孩子才能感受到父母的「愛」。　　　　　　　　　　　　　　　　    　　　　　　  　　（圖片提供：高秀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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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精神 在現代衝擊中延續

大多數的原住民族家長在當前都面臨傳

統與現代的衝擊，在培育孩子方面，我們經

常可以聽到如：「我究竟要讓孩子學母語還

是英語？」、「我要讓孩子留在部落還是送

到城市？」這樣的聲音局外人是無法體會

的，也很難想像它對一個原住民族孩子的父

母親有多麼大的衝擊；但是，原住民族必須

面對、必須決定。

我是客家人，從小在閩南人為主的社區

長大，小時候的記憶裡，寒暑假父母親會安

排我們回鄉下跟爺爺奶奶住，以利我們學母

語、了解客家村落的生活習慣，這樣的經驗

讓我一輩子都以身為客家人而自豪。異曲同

工的是，排灣族謝德貴醫師小時候也有同樣

的經驗，我不知道這樣的經驗是否也影響他

一輩子？事實則是，我看到他自台北醫學院

畢業以後，在原住民部落服務了30年而樂此

不疲。

在這裡討論文化涵化太沉重，從事原住

民族工作的研究者，當然希望族人能夠認識

傳統精神的可貴。排灣族牧師曾經訴說了一

個排灣族的故事，她說排灣族孩子的族名，

是以他們傑出的祖先名字命的，父母親在孩

子長大的過程中，會告訴他名字的由來，讓

孩子效法與他同名祖先的行為；也告誡孩子

必須謹言慎行、規矩做人，否則這個名字以

後就沒有人敢用而會消失。我深深覺得擁有

排灣族的親職教育不假外求：排灣族以傑出的祖先替孩子命

名，父母會告訴孩子名字的由來，讓孩子效法同名祖先的行

為、謹言慎行，否則以後無人敢用就會導致這個名字消失。

現代父母難為，少了傳統部落互相照應的風氣，什麼都得事必躬親。   　　　　　　　　　　　　　　　　　　　　  （圖片提供：高秀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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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資產是幸福的，排灣族的親職教育不

假外求。

多元資源的投入

原住民族傳統上的家庭、氏族制度因族

群而異，但就教育子女的部分，男性參與的

狀況非常普遍。延伸到當前的親職教育，個

人覺得原住民族的父親參與狀況卻是有待鼓

勵的。尤其在雙生涯家庭中，夫妻都有工作

的狀況下，家庭時間管理與家務分工，是非

常重要的課題，照顧教養子女的工作由父母

共同來承擔，是最理想的。

無論留居部落或遷居城市的年輕父母，

都有可能因為工作因素，而必須將年幼子女

託付給祖父母或其他親屬照顧，而形成全時

或部分時間隔代教養的狀況。因此，年輕父

母與實際照顧孫子女的長輩之間，溝通非常

重要；而祖輩吸收親職教育相關的新知也成

了重要課題。社政單位有責任提供相關的資

源，原住民族也必須大方地參與，以增進家

庭功能的發揮。

在地人才的培育

近年來我們看到原住民族的精英份子，

在原鄉努力地推動家庭教育相關方案，都有

非常顯著的成效，這是一件非常值得喝采與

鼓勵的事。個人以為，在地人才是最了解部

落的文化背景，他們最能夠規劃適切的方

案，符應部落社區的需求。因此，培育部落

在地人才為部落社區奉獻，是最值得鼓勵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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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部落還是都市，都是必須抉擇的問題。        （圖片提供：高秀玉）

時代變遷，吸收親職教育新知也成了家長們的重要課題。

      　　　　　　　　　　　　　　　　　　　    （圖片提供：高秀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