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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议会家庭教育系列 家庭治疗篇 （对白稿） 

家庭治疗篇  －  希希的故事

主持、旁白：利瓦伊榕博士 

前言：儿童精神健康是个令人关注的项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每十个孩子便有

两个涉及精神健康问题。处理孩子的心理困扰，往往只集中在个人行为和

情绪，但是孩子是家庭的一面镜子，从家庭关系去看孩子的心态，会对问

题有很不一样了解。 

主持：希希的故事，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故事。任何有孩子的家庭，都可能面对同

样的挑战。 

旁白：第一次见希希的时候，他只有八岁，是个名符其实的反斗星，家人拿他没

办法。那一次见面，他大部份时间都趴在沙发上不肯起来。 

妈妈：起来吧，妈妈试试，起来吧。 

爸爸：不要害羞，你做了弟弟吗？希希，乖，快点，只有弟弟才会躲起来，你当

作是平日谈话便可，我们不是说你有问题，我们现在全家人一起解决问

题，是整个家。 

妈妈：是整个家，一起去做这件事。 

爸爸：快点，先起来，勇敢些，快点，我们先不说这些，你起来吧。 

主持：孩子的问题，已经请教过很多专家，始终找不出答案。但是从妈妈的陈述

中，我们开始找到一点线索。 

妈妈：他曾经有一次在学校无故骂我，在一个亲子关系的讲座上，原因是主持人

说，妈妈也可以回答这些健康常识的问题，他便转身对我说：回答吧！这

样叫我，但我没有抢答，因为有些家长会抢答，但我没有，我已经告诉他

我不答，但他很生气，很生气，忍不住，之后，他站起来指着我，说：你

叫我主动些，你自己又不主动，又不举手回答问题，你很坏的，他一直骂

我。 

主持：妈妈的这段说话，令我们觉得，希希可能是一个十分关注母亲的孩子。我

们叫这些孩子做 parent watcher，他们常常留意父母的一举一动，父母之间

有任何风吹草动，他们会首先察觉，因此很容易卷入父母的情绪。 

旁白：于是，我们邀请这家人参加一项测试，让父母在孩子面前谈论一些他们尚 

未达成一致的分歧，而我们同时用计算机仪器测量希希的生理反应，包括

心跳速度，及手汗分泌，这些都是反映孩子内心焦急的指标。 

妈妈：没有想过是这样，这样无助。还有，我不是不教他们，我已经很尽了力，

但还是不被欣赏，无论是儿子也好，你也好，都不欣赏，其实很辛苦。任

何讨论总是没有答案，「那又如何? 那又如何?」，很没趣，所以其实不

想跟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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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我的接受能力跟你不同，你根本不接受我的做法，认为我很多事都不对，

你很矛盾吧。 

妈妈：我不是认为你不对，我举例，你下班回家，我说我们每人照顾一个儿子， 

你却坐下看报纸，这样是每人照顾一个儿子吗？我看一个儿子的时候，另

一个儿子又走来走去，你始终没做到本份，但你说已经在照顾一个儿子，

我认为你不对，是天经地义。至少你要让他知道应该做甚么，你不应坐着

看报纸，做自己的事，你要帮他，是吗？ 

爸爸：你常常执着于一件事来说，如果像你以前，要坐在他旁边，他才肯做，有

何意义？你一定有你的道理，你是对的，别人是错的。 

妈妈：我是说温习呀。 

主持：当父母对谈的时候，希希坐在一旁，看似没什么反应，但仪器测量出他在

情绪上有多处起伏，尤其是当父母有争执的时候，他的情绪便更高涨。最

有趣的是，当做完这实验，希希要响应父母时，他的话令人完全意想不到。 

希希：好像水沟油，水沟油，合不来，经常各走极端。

爸爸：谁极端？ 

希希：你们俩一样极端，差别很远，两个差别很远，要合得来，一定要尝试像对

方一样，用别人的方法。例如爸爸，要试试用其他方法。 

爸爸：要尝试用别人的方法。 

希希：有甚么好处。

妈妈：我呢？ 

希希：你也很难说，不要那么快就完全说出自己的想法，要先听听别人的观点。

爸爸：那你有甚么提议？ 

希希：多些讨论。

爸爸：多些讨论。 

希希：不过尽量不要在晚上的时候，应在早上的时候，或是星期六、日多些讨论

爸爸：为什么不要在晚上谈？ 

希希：因为在晚上的时候，妈妈也说过，专家说，在早上的记忆会较好，所以会

记得好些，可以做出来，永记于心。 

主持：理论上，我们都知道父母之间的矛盾，对孩子有很大的影响，但是由孩子

自己直接说出来，对父母是一种当头棒喝，令他们不得不面对彼此之间的

问题。 

妈妈：他的情绪好像一面镜，如果我们开心，他便开心，希希很喜欢放学的时候，

不看路，只是看着我的脸，问我：「你今天怎样呀？」我说：「为何你这

样喜欢看别人的脸色？」他要看看我今天是否开心，或者说，你今天好像

不开心，他好像看医生一样，说你好像有点不妥，如果我们能融洽相处，

那他便能毫无顾虑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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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希希实在太疼爱你了，所以．．．应该怎么说？你小小的情绪波动，也变

成他很大的情绪波动，所以这样下去，我们要更加小心，反而你自己的要

求也很重要，你对你自己要求，满意程度，直接反映在他的身上。 

主持：其实作为父亲的，很多时候都观察到母亲与孩子之间那种难分难解。但他

们觉得自己的意见不会被妻子接纳，很多时候为了避免争执，便不再作声。 

旁白：如何令一个向来逃避的父亲，不再逃避，重新负起积极的责任，是十分重 

要的一步。 

爸爸：希希，你要做八岁的你，其实爸爸妈妈疼爱你，便是想你返回你应该去的

空间，例如八岁的小朋友喜欢玩甚么，你便回去做八岁的小朋友，不要常

常想大人的事，为他们想这样那样，是吗？不过希希可能怕爸爸取代他的

位置。是你欺负我，你取代了我的位置，我现在想跟你竞争，公平竞争。 

希希：我认为不是，是你做不到，我帮你做。 

爸爸：我现在便取回这个责任，由我去做。你要有心理准备，是吗？你记住，如

果爸爸嬴了，也是正常的，是吗？ 

希希：一定要，如果你做不到…… 

爸爸：但你不要让着我，我会努力做的。 

主持：但是爸爸要取回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除了与孩子沟通，最重要的是夫妇 

之间的协调，他需要了解，究竟他和太太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 

妈妈：他今日请了半天假，因为怕来这里时交通有问题，反正他有假期。他上午

上班，我很开心，我整个早上做完所有家务，煮了一顿好像晚餐一样的午

餐，希望晚餐即使仓猝，也算吃过一顿饭，吃完午饭他便坐在沙发上睡觉，

睡到四时多。 

主持：你就很失望。 

妈妈：有点失望，一方面他花了半天假期来睡觉，而他俩的情况是……即使你不 

睡觉，你回来，看看我们战场是如何也好，我又要装作像贤妻良母地说： 

「很困吗？睡一会好了」，但心里已经很生气！放假回来睡觉？ 

主持：而你当时可能最渴望的是一个午睡。 

妈妈：他反而邀请我，吃完饭，全家四个人一起睡午觉，便最好了，他们也有听

到，也有邀请他们，但我感到都不是这么现实，因为…… 

主持：我也问你，为何不是？ 

妈妈：一起睡午觉？ 

主持：是呀，起码睡完大家精神都好些，不用心里又储起另一股失望。 爸

爸：其实，我哪能真的睡觉，一直听到很多声音，不停有投诉的语气。主

持：你指你太太？ 

爸爸：是，又是讲汝希，汝希回来，做完功课了吗？最后发现原来没做完，还有

很多功课。我想至少有四十五分钟，不停说这个问题。我可以理解，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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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发泄，说她也没用，又搞到气氛不好。 

主持：所以你就更加想去睡觉。 

爸爸：他便拉牛上树，越写越慢，我也知道，他写一个字，便擦三次，或写得不

好，又擦又写，所以，每做这些，我便不想看，我知道没有结果，又周而

复始地发生。 

主持：你有没有发觉你丈夫，今天改变了很多呀? 

妈妈：因为他睡醒了。 

主持：所以我告诉你，睡觉有好处的。 

 

主持：安排家庭活动和教孩子做功课，往往都会做成夫妇矛盾的导火线。父母必

须寻求共识，而不是各持己见。这道理很简单，但很多父母都不愿意接受

对方的意见，才会各自为政。 

爸爸：每计划一些事，总是没结果，我的感受是这样。她不肯跟我合作，或者她 

觉得，她有她的计划，要做她认为有用的事，不听我说，她会说浪费时间， 

诸如此类。 

妈妈：我很想有人替我计划，当我否定他的计划的时候，我会告诉他原因的，我

有原因给他的。 

主持：他是否接受你的原因？ 

妈妈：我认为我的原因都很充分，例如…… 

主持：但他是否接受？ 

妈妈：我不知道他是否接受。 

主持：你要问他。 

妈妈：例如我说，天气冷，入长洲很危险的，冷病回来就不好了，还有问题迫近

我，考试近，只有很短的时间，圣诞节又有很多节目，我很想爸爸做个龙

头，去训话，我很想，因为我的声音实在是…… 

主持：我知道，我想你也很知道你太太想甚么，我想她不知道，因为你没向她说 

清楚，虽然她很想你做龙头，但当你想做龙头时，我听到的是她很快又把 

你推回龙尾，是否这样？ 

爸爸：其实也没有很强烈这种感觉，但我认为你……我不觉得你是喜欢听别人计

划的人，你始终有你的想法，我想这是重点，无论计划好与坏，你都是喜

欢跟自己的计划行事的人，问题是大家的如何讨论，才是问题。 

妈妈：这视乎你有没有很精彩的提议。 

爸爸：我认为你很多时，都是想的和做的不能配合。 

主持：夫妇的思维和处事形式不同，往往是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 

妈妈：爸爸在我小时候，教我们做功课读书，都是很有问题的，很没耐性，所以

我奇怪，我不知为何，我好像学了他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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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学了谁？ 

妈妈：学了我爸爸一样，教他读书时，我的脾气，耐性，很像爸爸，还有，我不

喜欢我妈妈那种大女人，对老公不应该这样，但我结婚后，我便这样对他，

你为何不让我作主？在外我给你面子，但在家当然是我作主，这特点不自

觉便出来。 

爸爸：年纪很小我们已经是自己照顾自己，没甚么人理会。 

主持：你这年少时候的经验，如何影响你做爸爸的心态？ 

爸爸：我很想他快点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自己处理事情，所以自

己没有细心想，影响会是如何，是否这样最好。 

妈妈：我跟他很不同，所以当孩子出生，我感到他很奇怪，经常问他，他这么小，

你为何整天问他，你想怎样呀？你觉得怎样？所以当时大家感到不知如何

是好，因为教法不同，或者我提议多点带他去图书馆，他便说：「每个孩子

都不同，怎可以听别人说便照做？」很多冲突都是这样产生的。 

主持：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其实无论他们来自怎样不同的星球， 

都要在地球学习相处，学习互相包容和互补。当父母可以站在同一阵线，

孩子不用担心他们，自然便会做回孩子的角色。 

希希：爸爸回到家，又不理我们，立刻冲进房间，脱鞋，放下钱包，看报纸，看

完报纸，便吃饭，吃完饭，便叫妈妈洗澡。 

弟弟：有时候吃饭也在看报纸。 

主持：吃饭还在看报纸? 

希希：继续看，看几则 

主持：所以爸爸看报纸，你便看着爸爸？

希希：是。 

主持：两个都是这样？ 

妈妈：但不是事实。 

主持：让他们说。 

弟弟：有时候，喝完汤还立刻看报纸。 

希希：看完报纸便责骂我们，「洗澡吧，还不洗澡？」

弟弟：又要温习。 

希希：是，还要叫我们，「温习啦，明天默写呀！」 

主持：孩子投诉父亲看报纸，以前母亲便一定会责怪丈夫，现在他们立场一致，

就开始知道孩子这种行为，以他们的年龄来说，其实是很正常的，无需要

过份紧张，这样孩子便真的变回孩子了。 

妈妈：有一天他们说肚子饿，那是星期二，我便说：「好吧！买个热哄哄的面包

给你们吃。」我便留他们在家，自己出去，在附近，在湾仔，买面包。到

下午四时，我接到爸爸电话：「你在哪?」我说：「我出去买面包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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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他说：「你在面包店等，我下班了，现在过来，想跟你谈谈。」我想：

已下班？四时多？跟我谈？我自己的经验告诉我一定有事发生，公司一定

有问题。但很奇怪，当时我心情十分平静，我想是没问题的，一切都可以

解决。他来到时，跟我说，那时他木无表情，爸爸说：「公司要搬去新加

坡。」我说：「不要紧！」他说：「他们叫我也一起去。」我说：「不用

了，大前提是，如果你想去的话，我们便一起去，如果你想吃肥鸡餐，便

慢慢打算。」但爸爸说：「禽流感呀！不吃肥鸡餐。」已经决定了，是把

事实说出来。于是我们回去和小朋友一起商量，一起祈祷。 

主持：一起决定去新加坡？ 

妈妈：是，我们便决定去新加坡。 

主持：这对你的家庭有很大转变。 

 

主持：由于父亲工作改变，希希一家人移居新加坡，期间他们来探我们，事隔几 

个月，希希己经成熟了，是一个青少年。 

主持：你觉得爸爸妈妈要做甚么才帮到他们的孩子？或是孩子需要甚么才会成长 

得开心些？ 

希希：其实说实话，全个家庭的主要是个爸爸，他好像一个引擎，如果他不启动，

全部都不运作，他启动，甚么都顺利。 

主持：现在你如何评价他们？ 

希希：水和糖。 

妈妈：水和糖？！ 

主持：那便变了糖水？粘在一起？甚么意思？很甜的吗？ 

希希：是，可以这样说，粘在一起。

主持：你喜欢看到他们变了糖水吗？

希希：好似汤圆。 

爸爸：糖水，还有汤圆。 

希希：地瓜。 

妈妈：你才是地瓜。 

主持：后来爸爸中风，一家人又搬回来香港，但是他们充满信心，更明白要一齐 

面对病魔的挑战。 

 

主持：你怎样看你自己这四年里的转变? 

希希：基本上动作一样，但对象不同了，和方式不一样了。该怎么说？动机一样，

做法不一样，对象不一样。 

主持：很好，动机是怎样不一样？ 

希希：关心家庭，关心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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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是一样的，对象怎样不同？ 

希希：以前对象只是关心妈妈，但也要关心爸爸，不是百分百对着妈妈，是有不

同的人和对象的，方法便是对不同人有不同的方式。 

主持：很好，你真是长大了。我想爸爸妈妈听到也很开心，是否这样？你们如何 

回应他刚才的说话？ 

妈妈：他真是改变了，经过家庭治疗，他刚才有个字眼「转折点」，其实是他醒了 

，他知道这样做不对，不应该管太多家事，不应该只望妈妈，自从爸爸中

风之后，他整个人因环境迫使他长大，而长大得很正面，正如他刚才说，不

是负面的，他把他在家庭治疗学回来的，实时用出来，所以如果没有来做

家庭治疗，又发生家庭这件事，可能不知如何，所以好像做了预习一样。我

们不需要再记挂他何时测验，催促他读书，己经放手了，所以便可以专注

做多些康复治疗的工作。 

主持：这个故事教训我们，亲子并不等如只是看着孩子。父母关系不好，孩子也 

不会开心。因为很多人不知道，父母当然会保护孩子，但孩子其实一样在 

保护父母，要孩子成长，家人必须要陪着一起成长。 

旁白：希希现在已经十四岁，他的弟弟也已经十二岁，随着两个孩子进入青少年

阶段，这个家庭又要面对新挑战。这个过五关斩六将的过程，其实是每个

家庭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