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法，讓溝通更 easy！－親子信仰 Q&A 

 

■呂俐安（台北榮民總醫院精神部臨床心理師） 

 

一、 佛教主張素食，但不是每個家庭都茹素，生活上的不方便、健康的疑慮，

是佛教信仰對兩代親子最直接的衝擊，雙方應該以何種心態來面對與化解這種衝

擊？ 

 

答： 

吃素帶來的不便，間接導致家人對佛教信仰的不滿，可說是在輔導親子問題時，

佛教對家庭帶來的衝擊中最常見的問題，因此解決生活的不便相當重要。 

 

如果真想要家人吃素，改變飲食習慣，有幾個技巧要拿捏：首先要配合家人，以

循序漸進的方式進行。如果吃全素會造成家人在烹調上的不便，就從奶蛋素、或

鍋邊菜開始做起。其次，要去瞭解吃素為何會遭到家人排斥、反對？一般來說，

吃素最讓家人無法理解的就是健康問題，尤其做母親的都很重視子女身體健康，

子女若是貿然吃素，勢必會造成衝突。 

 

儘管現代飲食潮流都強調吃素的健康性，但並非每個人都能接受。若想讓對方接

受素食的習慣，適時、漸進地提供相關資訊讓對方瞭解則是必要的。另外，選擇

吃素的你，也要盡其可能保持身體健康，以自身做為吃素有益健康的證據，才能

讓家人安心。 

 

不過最重要的還是觀念上的尊重，由於生活經驗的不同，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想

法，若彼此不認同，這都屬於正常的反應。彼此體諒、互相尊重，才能進一步改

變家人生活習慣。 

 

二、 有些父母會擔心子女接觸佛教，而忽略了工作、學業；也有些子女則是對

父母參加佛教義工，或大筆捐贈、布施而感到疑惑、憂心；要如何不使信仰佛教

的行為造成生活上的困惱呢？ 

 

答： 

這雖是生活上的問題，但其實也是觀念問題。首先我們可以為宗教修行作簡單定

義，修行是修正行為，減少煩惱，多分自在，讓生活有動力，心情很輕鬆自在。

所以如果說觀念正確，從佛教信仰能夠協助精神生活，提昇心靈層次這一角度來

看，根本不需要擔心，反而應該支持。 

 

正信佛教是透過用理性方式去面對生活，而非迷信，一般常見的社會現象，因宗



教而影響到工作、經濟，多半是對宗教產生迷信，太過狂熱所致。如果家人信仰

的是正信宗教，其實是可以放寬心，因為他不至於產生出軌的行為。如果還是很

擔心，就該先問問自己，釐清擔心的原因為何？多數是自我的過度想像，如果自

己不去調整，也無形中增加親子溝通的障礙。 

 

另外家人在信仰宗教上必須要設定底線，不要讓信仰過度影響生活，反而為生活

帶來更多煩惱。這之間的拿捏，不要神秘，可以攤開來互相溝通，畢竟身為家人

的一分子，就要對家庭生活負責任，至於責任之外，就是屬於個人自由。 

 

三、 當父母得知子女親近佛教，馬上就會聯想到子女是否要出家？進而反對、

排斥；如果家人真的要出家，又要以何種心態來看待？ 

 

答： 

一般人接觸宗教都會有其目的性，與其擔心子女接觸佛教，不如找機會試著去暸

解為何要接觸佛教。比較容易讓人擔心的是，孩子是否是因為心理迷失，或者是

逃避生活問題，亂了方寸而依賴宗教。協助孩子解決問題，本來就是親子關係中

非常重要的一環，家人因遭遇困難而尋求宗教上的解脫，是問題的果，今天我們

不去探討問題的因，反而一味擔心或指責，是很不正確的。因此客觀去暸解對方

的行為，是首要工作。 

 

至於出家問題，的確，過去父母會排斥子女信仰佛教，大半原因是擔心孩子最後

選擇出家。尤其對國人來說，「無後為大」是相當嚴重的問題；但同樣的，身為

父母還是要先瞭解子女是否是因為逃避而出家，如果是，還是要適當地介入，從

觀念上輔導，用理性的方法幫助他解決問題。 

 

如果子女真的有出家的因緣，而非逃避，那父母也不該排斥，而是要調整自己心

態、樂觀其成，畢竟出家不是壞事。同時子女也要把理想表達出來，與父母協商，

並透過時間規畫，不要太突兀、太急迫，先慢慢將生活一切打點好再出家，別讓

父母牽掛。 

 

四、 父母對小孩的感情、婚姻生活會特別掛心，即使不出家，也會擔心子女因

為宗教信仰而排斥感情、婚姻，對此要如何化解父母的煩惱呢？ 

 

答： 

這也是輔導經驗中最常見的問題。事實上將孩子的不婚、單身歸咎於佛教信仰，

根本就是莫須有的連結。 

 

感情、婚姻需要一個人付出相當大的代價與責任，有太多經濟、生活因素導致現



代人不婚；另外有很多人是曾為感情問題煩惱，因此對感情、婚姻卻步，但追根

究底，在內心世界裡，人還是有感情的渴望，最大問題主要來自於因緣未到，沒

有遇到合適的對象。 

 

所以很多人選擇在在宗教上尋找寄託，選擇把自己打點好，身心安頓。但這只是

一種選擇方式，不能就此認定孩子不需要情感生活。父母要有同理心，一味歸咎

於宗教，反而會傷害孩子。總之感情是萬萬勉強不得，只能慢慢等待因緣和合。 

另外，現代人觀念也在變，愈來愈多人可以接受單身生活，所以孩子只要能夠把

生活規畫得很好，整體表現得輕鬆自在，如此就能化解父母一些不必要的疑慮。 

中標：信仰、觀念的分歧 

 

五、 觀念的不認同，是所有衝突的起源，特別是台灣宗教蓬勃發展，佛教信仰

容易蒙上一層神秘面紗，認為佛教迷信，也是常見的衝突點，要如何糾正家人對

佛教的疑惑﹖另外如果親子有一方真的走偏了，又要如何把他拉回正道？ 

 

答： 

如果信仰是正信的，只要去瞭解、認識，親子之間是不需要去擔心另一方的宗教

行為；比較擔心的是對方接觸的不是正信的宗教。 

從心理學觀點，一個人為何要抓住那浮在水面上的稻草？最大原因是因為內心脆

弱、無力，生活煩惱讓他無法解決，於是趨向外面尋找力量、依靠。如果擔心家

人迷信，那你就要主動幫助他補足自信。 

 

另外想要改變家人的宗教信仰，甚至改變生活態度與觀念，就必須知道自己對家

人的影響力何在。例如對方聽不聽自己的話？為何要聽？這也反映了親子間的感

情是否夠親、夠深？你是否讓對方感受到平常的關心？是否聽進他的意見？充分

認同他？ 

 

人與人之間很自然地需要關心，深厚的情感，有助於溝通。「天下無不是的父母」

的觀念已經不適用於現代，不是任何事孩子聽了都覺得有道理，沒有道理的事就

不會聽話。孩子也會思考、衡量，你真的瞭解、關心他，他就會感受到，並且在

乎你的看法，如此你的影響力就增加了。 

 

六、 除了迷信的問題，即使親子雙方都有正信信仰，也有可能因為信仰不同，

或修行法門、見解不同，而有不同的看法，親子雙方應該以何種心態來看待宗教

的差異﹖ 

 

答： 

佛教有八萬四千種法門，每個人有各自特質，如果說家人跟的你特質不一樣，修



行法門不一樣是很自然的，所以與家人的信仰觀念、修行方式不同，是可以預期

的。但反過來回頭問問自己，何謂正信佛教？殊途同歸，正信佛教就是客觀、尊

重各派別的觀念；如果過度強調自己是正信，而否定他人的信仰，也會淪為另一

種迷信。 

 

佛教本身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問題是有無徹底瞭解佛教法義。如果你能尊重、

接受佛教有八萬四千種法門，那麼即使你的家人信仰其他宗教，只要是正信，並

且這個宗教可以幫助家人修正行為、減少煩惱，讓生活更自在、快樂，就應該尊

重各人的選擇。 

 

親子關係是穩定情緒非常重要的切入點，不要輕易放棄，如果能掌握好，關係和

諧，對彼此都會有很大幫助，有家人的情感支持，做任何事都會有很大的力量。 

 

七、 親子共修對家庭生活具有正面的影響嗎﹖親子雙方應如何建立正確的修行

觀念，並透過共修達到親子雙方的自我成長﹖ 

 

答： 

在同條路上擁有共同信仰，一起修行、互相扶持，這非常不容易，也可說是一種

理想境界。因為就算不是在宗教上，在其他事務上，親子之間本來就會有很多不

同的想法，這很正常。佛教絕對可以幫助、改善家庭關係，但無論如何要先把握

自己，先用佛教觀念與方法調整自己。如果自己身心安定自在、心胸開闊，在與

家人相處時，就不可能會有怒目相向的情況。彼此融洽和諧，勢必能影響對方，

也才能吸引家人接觸佛教，進一步達到一起共修，那將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換言之，如果沒有共同信仰，也不用遺憾，不該強求，畢竟親子之間有太多其他

方式溝通，你們可以透過別的管道互相幫助、互相扶持。心理學講求順其自然，

佛教講求因緣，時機很重要，不對的時機會做出不對的事；或許對方還沒有準備

好，與其勉強對方產生誤會，不如回到基本面，先調整好自己再說。 

（張錦德採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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