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12.16發行 

活動訊息 

 高三家長親職講座邀請函請於 12/19日繳交至輔導處 

 營隊資訊—活動免費 

 交大電機一日體驗營，請參閱輔導處網頁。 

 逢甲大學建築系105學年度寒假高中體驗活動，意者請於106年12月30日(五)

前至輔導處報名，名額 40位，欲報從速。 

家庭教育文章 

孩子，你為什麼像斷了線的風箏？ 

諮商心理師 陳鴻彬 

 

父親節那天，即使已經提早跟手足們帶著爸爸媽媽去過節，照例我還是撥了通

電話給爸爸，並且讓他們的孫子跟阿公講講電話、聊聊天。 

此外，我還撥了一通電話，給一個長久以來很照顧我、已退休多年的教育圈長

輩。每年父親節前，如果可以，我都會撥個空去他家坐坐、嚐嚐他的拿手茶藝。雖

然他沒教過我，但我總在他面前「老師」長、「老師」短地喚著。 

    他常開玩笑對我說：「我怎麼感覺你像在代我兒子盡孝？」，接著兩個人就忍不

住哈哈大笑。 

    我們的笑，是因為還真有幾分那樣的感覺。而且這麼多年來，只有中斷過一年。 

  

【像「斷了線的風箏」的兒子】 

 

他有三個女兒，以及一個兒子；兒子排行老三。大概是因為我自己的原生家庭

跟他們家孩子手足排行狀況相近的關係（他只有一個獨子，我在家也是獨子），加上

他的兒子長久不在身邊，所以我們一見如故，他也特別照顧我。 

    但老實說，認識十多年來，我不曾見過他的兒子。 

    他們夫妻兩個大半輩子都在教育界服務，但生活很簡樸，手邊有點積蓄，所以

在兒子高中畢業以後，把他送出國唸工程。大學畢業後，兒子告訴他們想留矽谷工

作，兩老強忍長久的思念，只能忍痛點頭同意。自此在美國立業、成家，落地生根。

到後來，即使是農曆年節，也常以工作忙碌或孩子求學為由，沒有回國過節。 

    「我連跟我孫子、孫女見面的次數，都一隻手就數得完。」他秀出手機上他為

孫子孫女所拍的照片給我看，「上一次見面，已經是好幾年前，他們的阿嬤過世、他

們全家回台灣奔喪的時候。」 

    但事實上，我知道他真正惦記著的，是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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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家庭的孩子，「愛與付出」被視而不見】 

 

自從師母過世後，這些年來，我發現與老師見面聊天時，他總細數著「哪個過

年兒子沒回來」、「哪個父親節兒子連電話都沒有」，思念之情溢於言表，而且一點也

不快樂。 

    「我本以為我老伴走了以後，兒子會怕我孤單，會多些探望或問候…沒想到卻

反倒連電話都少了。」他說著說著，難掩失落之情，情緒沉了下來。我一直在想，

在那樣的情緒裡，會不會隱含著一種叫做「後悔」的情緒？！ 

    「爸，我要去忙一下！等會聊完後，記得吃藥。」他那年逾 40、依然小姑獨處、

守護在老父親身旁的二女兒，把藥遞過來時，也跟我交換了個眼神與微笑，像是在

示意請我幫忙盯著。 

    我想起老師的三個女兒：一個待字閨中，另外兩個已出嫁的，也都住在車程約

莫半小時以內的地方，以方便就近照顧。 

    「老師，有些話可能不太中聽，但我還是想試著說一下。」我深呼吸了一口氣，

鼓起勇氣說：「兒子長久的遠離，讓你思思念念；但這些一直守在你身邊、實際照顧

陪伴你的女兒，卻好像一直不得你青睞？如果沒有她們傾全力照顧你們，這個兒子

哪能這麼放心又無後顧之憂地不用回國？她們對你們的愛應該多多被看見。」 

    在這些不太中聽的話之後，我們的聯絡中斷了一年。直到隔年過了父親節以後，

老師主動來電問我：「你今年怎麼沒來？」我才很不好意思地前去補拜訪。我們沒有

再針對那一次的談話有進一步的討論，一切事情都像沒發生過一樣。 

    但是我發現有一件事悄悄地改變了！老師不再一一細數「兒子的缺席」，取而代

之的，是談女兒、聊外孫。 

  

【另類的留守家庭】 

 

在台灣，有一種「另類的留守家庭」：傑出或受寵的孩子（通常是兒子）獨享豐

沛的家庭資源出國留學、或遠赴外地發展，很少或從此不再歸回父母身邊；其他手

足（又以女性比例尤高）則守護在老父母身邊照顧，捨不得走遠，不管婚姻或是就

業，都會把「方便照顧父母」納入重要考量，父母出了事總是跑第一。 

    事實上，這樣的家庭還真不少，你我生活周遭或我們自己的家庭，可能就看得

到上述家庭故事的翻版。 

    假使你是這種家庭裡的父母或長輩，如果你願意，其實只要做到兩件事，整個

家庭的氛圍與互動就有機會不同： 

    一、孩子不是不能培育、也不是不能送出國，但請讓孩子知道：他擁有的這些

資源，背後有多少其他手足與父母的「愛與成全」，而不是讓孩子誤以為「這些都是

因為我優秀、我突出、我得父母疼，所以是我本來就應得的！」。否則，當孩子出了

國求學、發展，而後像斷了線的風箏般與原生家庭失去連結，也只是剛好而已。 

    二、這些守護老父母、守護原生家庭的子女，其實要的不多，也不愛計較（雖

然情緒一來時難免碎嘴），他們要的，只是希望自己對父母及家庭的愛與付出不會被

視為「理所當然」，而是能被看見、被珍惜，以及一家和樂、平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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