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母的功課 －聖嚴法師 

問：中國人常常會用「血濃於水」來表示親情的重要性，親情的本質是什麼

呢？此外，眾生皆有情，我們該如何看待這些「情」？ 

答：包括人類在內的所有動物，都有親子關係，這是與生俱來的感情。「親」

的意思，一種是指「血親」，另一種則是「親近」的意思。「血親」就是血濃於

水，有血緣的關係，而小鳥、小狗等動物都有親子感情，何況是人！孩子就像是

自己肚子裡的一塊肉，要懷胎十個月才能生出來，但即便是將領養的孩子扶養長

大，也是親情。 

    至於「親近」的意思，是指雙方經常在一起，時間相當長，互動關係非常密

切，彼此之間成為一種生命共同體，此時親情便產生了。這種親情，就像師生、

師徒關係，或是人和寵物之間的關係，彼此會有倚賴和依戀。 

眾生皆有情，最重的是親情，其次是愛情，再來是友情，這是眾生的三種情。

親情是最基本的，是生命的基礎；愛情是兩個生命結合的一種關係；友情則是互

動的，可以互相幫助、互相支援，你需要我、我需要你，就產生了友情。此外，

對佛教徒來說，還有一種情叫做道情。道情就是彼此在修行的道路上相互鼓勵、

相互扶持，稱為道侶或道友。 

在這四種情裡面，除了道情之外，還有親情是沒有條件的，不會要求什麼回

饋。雖然中國有「養兒防老，積穀防飢」的說法，但這只是一種較為功利的概念，

通常父母對兒女的養育很少會真的這麼想，把養孩子視為投資、保本，有這種想

法的人並不多。因此，我們也可以流水來比喻親情，水是順流而下，就像是父母

對孩子的感情是沒有條件、不求回饋的。 

問：在這個變化的時代裡，我們可否用佛教的義理和智慧，建立新的親子關

係和觀念？ 

答：當孩子小的時候，是親子關係，但當孩子成熟以後，則可以轉變為朋友

關係。這個朋友關係當然和孩子同年齡的朋友不一樣，可是在態度上，父母應該

要把孩子當朋友看。至於在親子關係中的雙方，一定要多為對方設想，也就是父

母要為孩子設想，孩子要為父母設想。 

父母有父母成長的時代和環境背景，他們可能很嘮叨，觀念可能很老舊，但

是無論如何，還是要感謝父母，因為他們是好意的。至於是不是接受他們的想法，

當下要說「是」，事後還可以再慢慢商量，這樣比較不會讓父母傷心。 

 



而兒女的天地和他們朋友的天地，與父母的都不一樣，兒女所接觸到的環

境、知識，也和父母不一樣，因此想法不一樣是正常的，父母應該要諒解他們。 

假如父母很謙虛，對於兒女們做的事情能夠跟著學習、瞭解，和孩子們玩在

一起，多瞭解孩子的想法，就可以做他們的朋友。至於兒女則要瞭解父母是如何

從他們那個時代的背景和環境歷練過來的？他們為什麼有這種想法？瞭解以

後，就可以陪父母談話、聊天。 

過去，我常常跟我的師父東初老人聊天。我師父的教育方式和做法較傳統，

但是思想非常開明。我和他談話時，都是請教他，聽聽他在那個時代是怎麼想的、

怎麼做事情的，瞭解之後從中學習，對我來說，那些知識和經驗都是寶。我跟師

父談話的時候，他覺得我是知音，他不會覺得我是小孩子，什麼也不懂。所以他

們上一代的事情，他的朋友，以及那個時候的觀念，我都知道一些，因此我和我

師父之間的互動十分良好。 

問：「望子成龍，望女成鳳」，是父母對子女的期望，父母該怎麼培育孩子？ 

答：對孩子而言，有個懂得他們性向或潛能的父母非常重要。因為孩子自己

不知道怎麼去選擇，需要父母在背後引導正確的方向，並給予支持。 

現代父母都不希望孩子輸在起跑點上，因此希望在他們小時候好好的培養，

所謂「成龍成鳳」，這是正常的心理，就是希望孩子能夠成為有用之材。 

如何成為有用之材？就是要靠教育。教育孩子，並且給他們一個很好的環境

和正確的方向，教他們怎麼走。在孩子沒有成年之前，應該要這樣做，否則，孩

子不曉得嚴重性，只顧著玩，若順著孩子讓他玩，將來可能成為麻煩，成為社會

的問題。 

    如果孩子沒有獨立的能力，事情來了總是說：「好吧，你安排吧！你叫我做

什麼，我就做什麼。」這樣，孩子就變成算盤珠了，撥一個動一下，這是戕害、

壓制了孩子成熟的能力和潛力。家長應該做的，是要瞭解孩子的性情與個性。孩

子們小的時候，認為自己有判斷的能力，做家長的要如何確定孩子真的有判斷能

力？這需要靠智慧。 

在孩子知道自己要走什麼路的時候，可以好好地跟他談一談。如果他思路清

楚，走法也很正確，而且從小到大的成長過程中，很少出差錯，到了一定年齡，

他自己曉得應該要走什麼路，這個時候就讓他自己走，不需要擔心或限制他們，

而要給予支持，如此才能夠幫助孩子更成熟。 



曾經有個人已經快要四十歲了，沒有結婚，想要到法鼓山出家，父母卻說絕

對不准。這很奇怪，在法律上孩子已經成年，他們的思想已經獨立，只是沒有結

婚，父母就不准他出家，這是一個讓人無法理解的狀況。 

或者，孩子已經有獨立的判斷能力，想去學習技能或是再進修，但父親因為

自己有一間公司，便要求孩子繼承，這樣，孩子也會很困擾。 

開明的父母不會這樣做，他們會自己做自己的事業，然後讓孩子去闖自己的

未來，不會勉強孩子一定要走父母希望的路，這才是現代父母需要培養的態度。 

問：若父母能成為孩子的好朋友，是否就能跨越親子間的鴻溝？ 

答：現在有些父母不知道如何教育孩子，只會生養卻不會教養。一般來說，

孩子與父母相差至少二十歲，這中間的差距很大，使得雙方的想法也很不一樣。

若用父母的想法教導孩子，他們會心生叛逆，父母的心態應該把自己的年齡降

低，瞭解孩子接觸的事物和想法，和他們做朋友，跟他們打成一片，這樣親子之

間才能相處順暢，這是最好的相處之道，孩子也會覺得有安全感。 

孩子若是對父母失望，最大的叛逆就是離家出走，或者是不跟家人講話。極

端的孩子可能就會認為，我的身體是你生的，既然你這麼愛管，就把身體還給你，

我的心你管不到，我不要我的身體就可以獲得自由，於是選擇了自殺。 

所以，父母要好好照顧孩子、瞭解孩子，否則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狀況發生。 

問：有句玩笑話：「心臟本來就是偏一邊，所以偏心是正常的。」但是子女

對父母來說，就像自己的手，手心手背都是肉，怎麼可能偏心呢？這中間有什麼

道理？ 

    答：偏心是正常的，就看我們自己怎麼想。舉個例子，我曾和一位父親及他

的兩個兒子談話，這對兄弟年齡相差四歲，弟弟已經結婚。從談話當中知道，這

位父親用弟弟名字中的一個字，和自己名字裡的一個字，組合起來成為公司的名

稱，而哥哥的名字卻不在裡頭。 

我問這個哥哥：你父親成立了公司，是用父親和弟弟的名字，沒有用你的名

字，父親很偏心，你心裡有什麼感覺？他說，父親的選擇很好，這兩個字加在一

起做公司名稱很響亮，我的名字放進去，不一定那麼好聽。 

然後我又問他們兩人對於婚姻和公司職務安排的看法，得到的答案當然是不

一樣的！我每問一件事，就會跟他們開開玩笑說：「不公平喔！」可是哥哥的回

答都是：「這是我們兩個做的不同選擇，沒有什麼公平不公平的問題。」 



最後我問兄弟兩個人會不會吵架，哥哥說會吵。我問原因是不是因為不公

平？他說，小時候會有這種感覺，而弟弟也是一樣，但是長大了以後，兩個人都

明白，實際上「不公平」並不存在，那只是個人的感覺而已。 

    世界上的事沒有公平、不公平的問題，都是因人而異的。父母對待兒女的態

度原則上是相同的，只是當父母生第一胎時的經濟環境和他們的體力、心力，一

定和生第二個孩子的時候不一樣，老大和老二的健康狀況也會不一樣，因為環境

不同，對象也不一樣，兩個人的條件自然就不相同了，這是很正常的。 

在同一個家庭，同一對父母把所有的孩子拉拔長大，長大之後每個孩子得到

的不會一樣，我認為這是公平的。只要父母對兒女盡力盡心，就是公平的。父母

親把孩子培養長大，沒有讓孩子挨餓、受凍或遭受虐待，就是公平的。 

成長的過程中，兄弟姊妹各自得到的待遇，是和自己的福德因緣有關，而自

己的福德因緣，與過去世帶來的福報和父母之間的關係，也是密切相關的。 

自己的福德因緣好，父母生你的時候身體好、經濟環境好、身心也好，樣樣

都好，所以對你好。若自己的福德因緣不夠，出生的時候，父母的經濟環境不好、

身體也不好、心情也不好，生下自己，關係也就不會太好。所以，不要怪父母不

公平，這是自己帶來的福德因緣，除了自己，誰都怪不得啊。 

摘錄自法鼓文化《覺情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