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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子明與雲妮自結婚後，與老爺奶奶住在同一憧樓宇，他們住上層，老爺奶奶住下層。這樣

的安排本來十分理想，一方面他們可以較容易照顧老爺奶奶的需要，特別當他們有病有痛

的時候。另方面老爺奶奶負責買餸煮飯，他們答食，節省不少時間，老爺奶奶又照顧孫兒，

使他們可以安心上班。 

可是，雲妮總覺得家中一切都受制老爺奶奶，連每天吃甚麼也不能選擇，老爺又有糖尿和

心臟的問題，故此餸菜和味道都很限制，這個不似是他們的家。自從兒子出世後，問題就

更多了。奶奶用她古老的方法揍孩子，雲妮管教兒子時，往往遭老爺奶奶加以阻止，令兒

子難於管教。 

還有，丈夫無論大小事情，都跟老爺奶奶商討和決定，反而不太理會她的看法和感受，這

令她心裡很不舒服。 

 

誰是一家之主 ？— 家庭的模式 

中國傳統的家庭，是以父子關係為首要，這個可見於儒家思想的五倫關係，其次序是君臣，

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在家庭內，父子的關係是遠比夫婦關係為重要，連兄弟關係也

重於夫婦關係。然而，聖經的教導並非如此。創世記 2:24 說：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首先，我們看看 「離開」是甚麼意思，是不是當子女長大成人，要結婚成家立室的時候，

便必需搬離父母，不能與他們同住，又不需供養和照顧他們呢？非也。 「離開」的意思

是指獨立，在心志、感情、思想、行為、經濟等各方面成熟，不再依賴父母。在這個新組

織的家庭，兒女與他/她的配偶成為一家之主，夫妻的關係才是最首要的，不是父子的關

係。 

如果父母與兒媳或女兒女婿同住，這並沒有問題，不過，父母要記著不要干擾新家庭的決

定，他們怎樣用錢，處理家務，管教孩子等，當然父母可以給予意見、提議、忠告，但當

尊重他們作的決定。 

 

今天婆媳的問題，可歸究兩個原因： 

1. 父母不 「放」兒子，不願讓他們獨立，與妻子連合。有些甚至覺得媳婦搶走兒子，

因此兒子不再聽他們的話。父母在這個新家庭裡仍然執掌大權，控制一切。 



2. 作兒子的本應作一家之主，與妻子一同領導新家庭，但卻放棄這責任。當妻子與父

母衝突時，一於少理，抱著 「事不關己，己不勞心 」的態度，不予理會，逃避責

任，讓他們自行爭鬥。如此，作兒子/丈夫的，亦沒有把夫妻關係放在首位。 

 

了解父母 

不錯，在婆媳問題上，很多作父母的忽略了 「放兒子」，但作子女和媳婦的，也當孝敬

父母，這是聖經的教導。孝敬父母，不單是指金錢物質上的供給，更是了解他們生理、心

理的需要，予以體諒。 

 

父母在人生這個階段中有何生理、心理的需要呢？ 

1. 生理方面 

他們大約是中年後期，即 50 至 60歲左右。 

這個階段的人仕，身體各方面都是走下坡的。 

 

眼睛 — 退化，有老花，或白內障，黃斑點，青光眼等毛病。 

耳 — 有些人聽覺退化，聽覺沒有以前好，甚至需要助聽器。 

手、腳 — 沒有以前那麼靈敏快捷，有些受風濕影響，走路上落樓梯也有困難。 

頭髮 — 變得灰白和乾燥，容易脫落。 

皮膚 — 變得較前乾燥沒有彈性，有縐紋，用很多名貴的化妝品也無用。 

體型 — 變得比從前肥胖，男士很多有個大肚腩，女士的身裁從以前的 「梨」形變

成 「蘋果」形。 

記憶力 — 衰退。 

 

身體的退化引起中年後期人仕的自我形象下降，失去自信，缺乏安全感。有些更開

始減少社交活動，因為恐怕自己失儀。 

 

2. 事業方面 

如果他們在事業上很成功，會害怕走下坡，被年青有為的下一代淘汰。如果他們是

不很成功的，那心裡亦知道已到一個階段，是沒有機會再突破的了。一種無奈，灰

暗的心情常盤踞在心頭。 

 

3. 退休與閒暇 

我們的工作不單給我們薪金，更給我們身份、地位、成功感、滿足感、有用感、自

信，使我們與社會保持聯系，與他人保持關係，又給予我們生活的規律和意義。試

想，當你面臨退休，沒需要再工作和上班的時候，那種 「失」是何等大的威脅！

中年後期的人仕就是面對著這些困難和心理的威脅。 



 

4. 家庭與社交 

子女一個一個結婚或上大學，離開家庭，開始獨立，昔日那種家裡熱鬧的情況已不

復返，所以這個時期稱為 「空巢期」，就好像小鳥們長成飛離鳥巢，剩下兩隻老

鳥在老巢一樣。 

至於朋友方面，不時聽到朋友，舊同學或病或離世的消息，亦很威脅性。一方面感

到死亡的逼近，另方面朋友是越來越少，這些感覺絕不好受。 

 

小結 

這是一個暗淡的人生階段，作父母的在這階段面對很多的困難，失去，不安全感。

作為子女和媳婦的，要多了解他們，體諒他們，照顧他們身、心靈的需要。 

 

幾個實際的提議 

1. 父母所作的，很多時是由於缺乏安全感，覺得失去控制和權力，所以要媳婦過

年過節斟茶，要管孫兒等。作子女、媳婦的，不要只看表面的行為，而是要明

白行為背後的心理需要，嘗試給他們多一點安全感，儘量滿足他們的需要，而

不是與他們相爭和對立，因為這樣做只會令他們越發沒有安全感，令關係進一

步惡化。 

 

作子女、媳婦的，可主動做些令他們開心的事，例如去旅遊買禮物給他們，陪

他們購物，看醫生，探親戚等，讓他們不但不覺得失去兒子，反而多了一個女

兒。 

 

2. 解決婆媳問題的關鍵，在乎作兒子的履行作一家之主的責任去調停，他們要學

習獨立與妻子同作決定，要認同夫妻關係才是首要的和永久的。 

 

3. 切忌在配偶面前批評他/她的父母。批評自己的父母是常有的，但若你批評配偶

的父母，便會引來對方的不滿，覺得你不接納他/她的家人。相反的，如果你愛

配偶的父母，他/她會非常感激你的。 

 

 

4. 現在還年輕的夫婦，要注意建立良好的夫妻關係，不要只顧親子關係而忽略夫

妻感情。記著親子關係只是大慨二十年，但夫妻關係卻是永久的。等兒女長大

要結婚之際，便要 「放」他們，讓他們獨立，建立他們的新家庭。這樣，婆媳

問題才有盼望得到解決。 

 

個案討論 

1. 解決子明兩代之間的問題，最重要的是他要先明瞭他在這個新家庭裡是一家

之主，他不應再倚賴父母作決定，而是與妻子連合，二人一起商討和決定家



中大小的事情，如何教養孩子也是應由他們作決定的。他與妻子的關係是重

要過他與父母的關係。 

2. 因此，子明與雲妮應該要溝通有關這些問題，及解決的方法，由子明作中間

人，開心見誠與父母溝通，首先多謝他們幫忙照顧孫兒，使他們可以安心去

工作，但告訴他們管教孩子要一貫一致的重要性，希望他們能合作，教出好

孫兒。 

3. 至於餸菜方面，他們可以提議週末負責買和煮，平衡一下千遍一律的菜式，

又或可以學習獨立買餸煮飯，並感激父母一直的付出和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