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親子關係面對面 －聖嚴法師 

問：《父母恩重難報經》裡的「十恩」，詳盡描繪親恩的偉大，做子女的是

不是也能回報呢？ 

答：在佛經裡，都是鼓勵兒女要孝順父母，卻沒有強調父母要如何愛孩子，

這不是不主張父母應該愛孩子，而是父母對孩子的愛沒有條件，是自然的，這份

感情是與生俱來的。 

但是孩子對父母的感情、態度，往往是小的時候需要父母、倚賴父母，長大

以後漸漸學習獨立，開始自己思考，有獨立的行動和生活方式，就不需要父母了！

然而，當我們成年獨立時，父母也年老了，這時最需要我們的奉養。 

中國儒家中的五倫思想，第一倫就是說到父母和子女的關係，佛經裡也特別

重視孝順父母，比喻說我們這個身體是父母所生，即使父母沒有養育我們，父母

對我們的恩情仍深如海。這是形容無論怎麼報答父母，都沒辦法報答完盡。 

另外，還有一個比喻，是要我們把父母挑在肩頭上，一邊是父親，一邊是母

親。父親、母親若不能走路了，照顧他們的責任就在我們的肩頭上，我們一輩子、

兩輩子，一百輩子都這樣服侍父母，也還不夠報答父母親的生身之恩。 

佛法雖然是講出世，但是必須先把「人」應盡的本分做好。不孝順父母的人，

可能連做人都有問題。連父母都不孝順，對自己配偶的感情，可能也只是功利性

質的愛，不是沒有條件的付出；對朋友之間，可能更是寡情不義。所以，講到道

德標準，第一個標準就是親情。 

問：我們常聽說孩子出生是來討債的，父母和子女的關係真的是相欠債嗎？ 

答：這種說法是中國人的一種通俗講法，站在佛教的立場，親子關係是從無

量世以來彼此結了緣而成為一家人，結緣的時候，可能在互動之間有過傷害或幫

助，這互相的幫助或傷害，有的多、有的少。若是彼此幫助得多，親情就會相當

濃厚。 

不過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完全一點摩擦也沒有的情形很少，因為彼此都是凡

夫，也都有煩惱，總是會有一些摩擦。雖然彼此之間有幫助，但也常發生摩擦，

因此也就會相互虧欠了。在彼此互欠的關係裡，不是哪一個是欠債的債主，或哪

一個是負債的人，而是互欠。 

當孩子難帶時，我們所付出的苦心更是加倍，此時也最能體會「父母恩重難

報」呀！所以，我常常跟父母們說：「孩子難帶，你才知道做父母不容易，也才

知道自己小的時候，父母多會帶自己，此時更能感恩父母。」 



遇到不好帶的孩子，才知道要感恩父母，當自己也學會很多方法、耐心把孩

子帶大，自己也能成長得更多；遇到小孩很好帶，這表示孩子是來報恩的，不用

花太大的力氣，他一下子就長大了！這怎麼能說他是來討債的？ 

所以，從這兩方面思考，孩子都不是來討債的，他們是來幫助自己，是菩薩、

恩人，是來報恩的。 

問：法師經常在東西方社會奔走傳法，是否曾觀察過這兩種社會裡，親子關

係的異同？有沒有可以相互學習的地方？ 

答：西方社會裡的父母較能培養孩子獨立自主，譬如在西方，如果父母有很

好的職業，而兒女沒有，父母不會擔心；如果父母希望孩子讀書，孩子不喜歡，

父母也不會逼迫孩子一定要讀書。西方父母的態度是，孩子自己覺得生活得快樂

就好，要怎麼生活，讓孩子自己負責，父母不會替他們規畫未來，他們自己會找

出路。 

但中國社會裡的父母有一個優點，就是拚命的要孩子補習，讓他們去學很多

才藝，連週末的時間都不放過，這樣對孩子長大出社會以後有一點用處，因為懂

得滿多的！不過這還是有問題，因為孩子對於自己究竟要選擇哪一條路，可能還

是不清楚。 

身為父母，最好能懂得孩子的個性與特質，讓孩子發展出興趣、職業與志向

的專長。興趣是為了娛樂、怡情，職業是為了未來謀生，志向則是發展理想；藉

由觀察孩子並全盤思考、瞭解以後，可以培養孩子讓他們自己獨立發展。 

通常孩子到了十三、四歲之後，會有個叛逆的階段，有的更早一些，在小學

高年級就開始叛逆。這樣的孩子，要好好輔導，跟他們做朋友，瞭解、發掘他們

的潛能是什麼，好好的培養。 

以我自己為例，碰到數學就頭痛，這不見得是因為沒有數學的才能，只是從

小讓老師嚇怕了，時常被老師罵：「笨啊，你連這都不懂！」讓我更是一碰數學

就怕，就會去想：「反正我笨，就乾脆不碰數學，天底下還有很多我可以做的事。」 

中國儒家講因材施教，在佛教的說法是「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

解」，眾生是千差萬別、有不同的類別，每一個眾生都是不一樣的根性，有著不

同的根器，要適當的、恰到好處的施以教育，才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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