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家家家有有有有弱弱弱弱兒兒兒兒有有有有何何何何難難難難：：：：家家家家長長長長的的的的心心心心路路路路歷歷歷歷程程程程

臨床心理學家唐秀蘭

引引引引言言言言

養兒育女，可謂苦樂參半；箇中雖有艱難，但看見孩子天真無邪

地健康成長，卻會為父母帶來樂趣和喜悅。相對於一般家庭，弱能孩

子對家庭有更大的實質要求，孩子高度照顧的需要會為家庭帶來時間

和經濟的壓力、家庭活動和社交方面的限制、而家庭成員各種強烈的

情緒反應也破壞彼此的互動關係。因此，家長撫養和培育弱能子女的

困難和辛酸，實在不足為外人道。

筆者最初認識陳女士，是在兼收服務幼兒園的一次家長分享會。

正當在座的家長正為接受兼收服務的子女擔心和憂慮，陳女士卻不斷

透過個人經驗熱心鼓勵其他家長，這實在令我詫異和感動。適值中央

心理輔助服務學前服務的同工計劃把工作中處理的一些案例編製成

一本個案實錄，筆者於是徵詢陳女士的同意，把她照顧兩名弱能子女

的心路歷程輯錄成文，俾能與其他弱能兒童家長和相關的專業人士分

享，使更多人能從中得到鼓勵、支持和啟發。既然陳女士答允，我便

約她到辦公室詳談。

坐在辦公桌前的陳女士，以響亮、明快和略為急促的語調，娓娓

道出她照顧和培育三個兒子的經歷。若非親聞她的經歷，我不會知道

她是兩個弱能兒子的母親，而她臉上的笑容，亦使人難以聯想到她曾

經企圖自殺。

陳女士是一名中年婦人，育有三名分別為十二歲、十歲及六歲的

兒子。長子和幼子都是弱能兒童。她憶述說，現年十二歲的長子在出

生後六個月發高燒，其後身體的活動能力嚴重受損，右半邊身體完全

乏力像癱瘓似的。經醫生診斷，長子的肌能障礙是無藥可治的，他必

須戴上腳托和持續接受物理治療和職業治療，才能維持現有的活動能

力。至於陳女士的幼子，他在出生後四個月，身體仍是軟綿綿的，一

點氣力也沒有。到他九個月大時，頸項的發展仍未足以支持頭部的重

量，活像一個甩頭公仔。經醫生初步檢查，發現他腦內有兩個水瘤，

加上他面上有块特別的胎記，於是決定進行詳細的專科檢驗。幼子歲
半時，醫生正式確定他患上一種非常罕有的遺傳病。孩子的身體缺少

一種酵素，以致不能分解蛋白質。假若身體積聚過多蛋白質，他便會



 

  

  

 

   

 

 

 

 

 

 

 

  

 

   

 

發高燒和出現類似抽筋的情況，使腦部較易受到其他病毒感染。有見

及幼子的病理，醫生決定重新覆檢長子的檔案，最後長子亦證實患有

相同的遺傳病。 

*** 從不成熟的感情開始，以理性的了解和決定作終結 ***

若要了解陳女士的婚姻問題，就得追溯至她的成長背景。她在單

親家庭成長， 母親在她就讀中二那年突然因癌症逝世，自此她的生

活便有極大的變化。身為家中長女，家中事無大小都要她打點照顧，

若稍有不妥，即招致父親痛罵一頓。父親在母親離世半年後，便帶了

一名年輕女子回家。年紀尚小的她接受不了家庭的巨變，開始無心向

學和變得反叛，與父親的關係亦每況愈下。

與孩子父親的婚姻，陳女士形容是由不成熟的感情開始。她的丈

夫較她年長，他們相識以來，他從未認真工作。不過，她在感情路上

幾經兜轉，最後還是不理家人反對而選擇跟他一起。她原以為丈夫成

家立室後會有改變，但這願望究竟落了空，他依然是游手好閒的時間

居多，對家庭沒有承擔。大兒子誕下後的一年多，丈夫對家庭的事從

來不聞不問，並且和其他女性發展婚外情。為了挽救面臨破裂的婚

姻，陳女士決定再生一個孩子。雖然二兒子的發展一切正常，沒有任

何弱能問題，但仍未能改變丈夫吊兒郎當的性格。

三兒子是她在婚姻關係仍然不穩的情況下所生的。大兒子的弱能

問題，令她沒有太多時間照顧正常的二兒子的成長。本來，她希望三

兒子的誕生，可以讓她細細體會看見一個孩子正常發展的喜悅，套用

她的說話，就是看到一個「三仆六坐九爬兒」。可是，她的願望落空

了，她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兒子會有弱能的問題。不但如此，三兒子還

是一個性格不易照顧的孩子（ difficult child）。他大部分時間都在哭，

要母親經常抱他在手中。由於他不能分解蛋白質，在剛剛餵食後便嘔

吐，因此對母親來說，餵食也是非常勞累辛苦的差事，正如她說：「湊

大（兒子）的， 摸（索）得辛苦；湊小（兒子）的，捱得辛苦」。 

*** 走過黑暗的日子 ***

婚後數年，由於經濟拮据，她不得不住在父親家中，一家十多人

擠在二百餘呎的狹小空間。惡劣的居住環境，加上與父親的關係不

好，陳女士最終抵受不了巨大的壓力而遷離父家。她曾嘗試外出工

作，但因兒子須頻頻覆診和治療，而工作上卻不容許她經常請假。在



 

  

 

  

 

 

 

 

 

 

 

 

 

不能同時兼顧工作和照顧兒子的情況下，她只得放棄工作。不如意的

婚姻、兒子的弱能問題、照顧兩個孩子的重擔、經濟的窘迫 ……一切

都壓得她透不過氣來，差點兒精神崩潰。那時，她的大兒子三歲，她

經常獨自一人在家哭泣。為了不好意思累朋友多用錢，即使朋友邀

請，她也不願意赴約與人接觸。在想不開的時候，她便把滿腹傷心怨

憤的情緒發泄在兒子身上，甚至故意在丈夫面前打罵兒子。她一廂情

願地希望丈夫看見後，會好言相勸或稍加安慰，以及關心自己和兒

子。可是，丈夫依然無動於衷，她眼見丈夫麻木無情，心中越發悲傷

和憤怒。由於無法處理自己的情緒，她曾試圖用酒精麻醉自己。一時

衝動，也曾想過抱着兒子跳樓自殺。幸好，剎那間極度消極的情緒和

衝動過後，她最後還是不忍心傷害無辜的小生命，沒有做出傷害別人

或自毀的事情。 

***生活在羞辱中的孩子，他學懂自卑；

生活在恐懼中的孩子，他學會憂戚不安；

生活在鼓勵中的孩子，他培養出強烈的自信心；

生活在充滿讚賞的孩子，他學會欣賞別人 ***

陳女士憶述，長子在三歲前非常沈默，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和情

緒，他都收藏在心中，即使她主動詢問，也不得要領，使得她焦急和

擔心之餘，也不知從何入手。究其原因，原來孩子的父親一直未能面

對兒子的弱能問題，認為「人地生仔無事，我生仔有事，我自己咁健

康，點解佢會咁？」他將滿腹不滿和怒氣，都發泄在孩子身上，而且

對兒子存有成見。他自兒子出生後，從來不肯抱他，即使一起上街，

也刻意保持距離而不願與兒子並排同行。此外，在日常生活中，他還

經常用刻薄難聽的說話羞辱兒子，例如罵他殘廢，以及有手都不用，

兒子驚恐失措，大多默不作聲。曾經有一段日子，兒子變得反叛，甚

至不願意呼喚母親。陳女士把這件事放在心裏，一方面不想兒子的感

情受到傷害，但又無法改變丈夫對兒子的態度，於是感到十分無奈。

她曾嘗試鼓勵丈夫與兒子的訓練員和治療師接觸，希望令他明白多一

點兒子的情況，但他斷然拒絕。事已至此，她惟有獨力承擔照顧兒子

的一切責任。 

***走出黑暗，積極面對，重組生活 ***

經過多番努力後，陳女士明白到，她無論如何也改變不了丈夫對

婚姻、妻子和子女的態度和行為。悲傷過後，她不再對丈夫存有任何

幻想或期望，亦沒有怨恨對方的無情和自私，更沒有為自己當初跟他



 

  

 

 

 

 

 

 

 

 

  

 

 

結婚的決定感到懊悔。相反，她明白他轉變不來也沒有辦法，惟有靠

自己轉變。就是這樣，她決定獨力承擔起照顧兒子的一切責任。

照顧弱能的大兒子，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當中所經歷的人和

事，也不足為外人道。大兒子須接受物理治療和職業治療，有一段時

間，由於經常轉換負責的物理治療師，即使她按時帶大兒子覆診，大

兒子的治療仍停滯於評估階段，毫無進展。大概一年之後，從前的物

理治療師再次調回同一醫院，看見她大兒子腳部的活動能力仍然甚

弱，不問情由便咬定是她當母親的懶惰，沒有協助兒子做訓練，所以

孩子的活動能力才未見改善。這個無情的指控，令她心如刀割。

大兒子各類覆診和治療、與學校的會面，再加上家庭的其他負

擔，使她在分配時間方面出現困難，焦慮緊張的情緒也隨之而來，以

致不時遺忘某些約會。為解決問題，她慢慢培養一種習慣，把各項重

要的事情，例如學校家長日、治療覆診等日期記在日曆上，藉以減少

自己要牢記所有事情的需要。假如在同一時間內碰巧有兩件不同的事

情要辦，而任何一項都不能更改時，她會按事情的重要性來決定處理

的優先次序。

除了分配時間的壓力外，身邊不同的人的冷嘲熱諷亦或多或少地

觸痛她內心深處。有一次，她和大兒子在街上聽到有一個小孩子好奇

的問身旁的媽媽，為什麼她大兒子的腳有毛病，這位媽媽不假思索地

大聲說：「一定是她的大兒子頑皮所以弄斷了腳。」陳女士的大兒子

立刻不悅的問她，為什麼別人要這樣子說他。 

***養兒百歲，長憂九十 — 與孩子同步成長 ***

好不容易度過了孩子需要高度照顧的年幼時間。孩子升上小學，

對陳女士來說，又是另一種擔憂的開始。大兒子很「不幸地」派往一

所第一組別的學校就讀， 老師們既不支持，也不諒解，不斷批評兒

子的表現，甚至對她說：「妳兒子是不是白痴的」，堅持她必須安排大

兒子接受智力測驗，才讓他繼續上學。同樣地，她也對大兒子不理想

的表現施加壓力。孩子最終經臨床心理學家評估，確定他的智力與常

人無異，但極度缺乏自信心，因而影響他的表現。心理學家的一句話，

令陳女士猛然醒覺原來自己也因壓力過大而情緒不穩，回顧大兒子升

讀小學的兩年裏，自己經常出現胸口疼痛及睡得不好等情況，這亦須

正視和面對。仔細思量後，她認為自己改變不了學校對大兒子的態度

和要求，於是毅然決定為大兒子轉校。最後，她找到另一間學校，跟



 

  

 

 

 

 

   

 

 

 

  

 

校方坦誠溝通後，知道他們願意接受和支持身體弱能的兒子。自此，

大兒子漸漸不再畏懼上學，而她和大兒子的關係也較前親近。

到幼子升小學時，由於大兒子曾在同一學校就讀，基於過往和學

校溝通的經驗，她十分信任學校接受和處理孩子的手法。故此，她也

可以就幼子的弱能情況和特別學習需要，與學校坦誠溝通和商討。能

夠與學校坦誠溝通以了解兒子在學校的表現，以及學校的熱心支持，

是使她安心的一個重要原因。

除了學校的支援外，陳女士實際上也做了不少具體的工夫，幫助

大兒子適應小學的學習。例如協助他準備功課、溫習、教他寫手冊、

致電詢問其他家長等。當大兒子漸漸長大，開始渴望過獨立自主的生

活。他要求她讓他自己執拾書包，做母親的其實放心不下，但也學習

嘗試放手，讓孩子自己嘗試，不料他第一次便執漏書本而被罰留堂。

在這個情況下，她惟有用輕鬆的口吻，半開玩笑地跟孩子說：「我以

為你好醒 」，先減輕他的不快情緒，然後再次提醒和鼓勵他可以怎

樣把事情做好。

隨着時間的流逝，加上自己思想上的轉變，陳女士說自己愈來愈

能夠接受兒子。不過，她有時亦會想，自己當初「錯誤」把他們帶到

世上來，沒能力給他們很多好東西，現在她只有盡力照顧他們，因孩

子一生須面對身體弱能的問題，所走的路會比自己更難。想到這裏，

她心中不期然有點難過和傷感。

瞬間的難過和傷感後，陳女士在日常生活中，不時有意無意地幫

助兒子面對和接受自己的弱能情況。她心裏想：「自己也不能接受自

己，怎樣叫別人接受你？」因此，雖然她不會刻意傷害兒子，但從不

忌諱在幼子跟前談論他的「壞手」。又有一次，她不經意地稱讚人家

的孩子臉色紅紅的，十分漂亮，幼子聽到後便非常難過地向她追問他

臉上黑黑的胎記是不是很醜，使她一時語塞。其後，她趕快安慰他說，

人人各有不同，但他在媽媽眼中是漂亮的。幼子需要嚴格控制飲食，

基本上以水果蔬菜為主，每餐不能吃多過三匙羹飯，也不能吃肉，下

午茶點也只可吃兩塊餅乾，否則體內便會積聚過多蛋白質，影響健

康。由於陳女士長時間教導，幼子十分清楚自己的身體狀況，在特別

的日子例如生日會中，雖然仍會因為嚐不到他渴望但不能吃的生日蛋

糕而感到失望，但整體上能夠接受自己的限制，也絕少因此使蠻勁或

發脾氣。



 

  

 

 

 

 

 

 

  

 

   

 

***不問別人評價，但求無愧於心 ***

身為三個兒子的母親，加上其中兩名兒子是弱能人士，陳女士在

多年照顧他們的過程中，少不免會有情緒低落和灰心失意的時候。她

說她樂觀開放的個性，確實有助她度過大大小小的難關。她從來不會

讓不愉快的事情長時間影響自己的情緒，對於日常生活中的各種挑

戰，她總是以「見招拆招」的態度面對。有需要時，她也會找朋友傾

訴，尋求支持。陶醉在書海中達至忘我境界，也是陳女士紓緩壓力的

其中一種方法。因此，她一有空便往圖書館，凡看得懂的書都拿來看。

她可以為要煮好一頓飯而找來相關的書籍研究一番；有關兒童心理發

展的書本，也大大幫助她更了解兒子以及與孩子建立良好的關係。

陳女士說：「人比人， 比死人」。因此，她絕少把自己的孩子跟

人家的比較，因為這樣做只會使自己更加不快。即使真的要比較，她

亦只會與更差的人相比， 這樣可提醒自己，她不是唯一的「慘人」，

世上有更多其他不幸的人。事實上，在攜同兒子求醫的過程中，她看

見不少弱能情況比自己的兒子更嚴重的孩子，甚或遭父母遺棄的孩

子，她會為自己的兒子還會走路而感到欣慰。

除了不與人家的孩子互相比較外，陳女士也很少把三個兒子互相

比較。她對孩子給予的獎賞或懲罰，只會針對他們的行為，而不計較

他是否弱能。例如大兒子較會躲懶，當他連能力辦到的事情也不肯做

時，她會毫不偏私地責備他。二兒子較樂意幫助兄弟和家庭的事，她

會論功行賞。雖說不將三個兒子作比較，但事實上她真的希望健全的

二兒子將來會照顧弱能的兄長和弟弟。她認為，如果長子和幼子長大

後能夠照顧自己，過着平常人的生活，這對她來說已算是「賺到」。

不過，他們總有需要援助的時候。如果二兒子願意幫助兄弟，他需要

付出很多心力；如果他特別重情義的話，他心中的心理負擔將會更

大。對兒子的期望，她一直只藏於心裏，從不宣之於口，也絕少勉強

二兒子忍讓兄弟的不合理或他不喜歡的行為，但會讚賞他自發地愛護

兄弟的做法。到現在為止，值得她欣慰的是，二兒子一般也很願意幫

助兄長和弟弟。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無論怎樣善於處理個人的情緒和壓力，人

總不能完全抹去所有的擔憂，陳女士也不例外。一直以來，幼子腦內

的兩個水瘤，是不知何時爆發的計時炸彈。醫生雖然無提供任何治

療，但吩咐孩子須接受定期檢查以監察水瘤的情況。萬一幼子生病，

病毒會入侵腦部，輕則抽筋，嚴重的會變植物人。為此，陳女士對自



 

  

 

 

 

 

 

  

 

 

 

 

 

 

 

己說，生活總是要面對的，事情倘若真的發生，她也得接受，既然無

法控制，她選擇不去多想。她相信不論生活怎樣艱難，她也要繼續向

前走，到時候自然會有她可走的路。

筆者語 :

陳女士的經歷，道出了一般弱能兒童家長的難處。頻密的醫療和

治療約會、連帶治療所須的費用、工作上的極度不便，無可避免地為

家庭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同時亦也令家長身心疲累。

在不同的家庭生命階段（ family life cycle）中，教養子女會對配

偶共同生活的關係帶來不同程度的衝擊，這是自然不過的事。夫婦須

有共同的目標，互相扶持， 一起承擔繁重的責任，分工合作、互相

補足，並需理性處理彼此在教養子女方面的分歧，才能好好培育下一

代和推動夫婦關係向前邁進。

弱能兒童的家庭，除了面對比一般家庭大的經濟壓力外，家庭成

員間的關係， 特別是夫婦關係，亦備受考驗。正如很多有關弱能人

士家庭成員的研究指出，要照顧一名弱能子女的家長，比一般父母須

要承受更大的壓力和考驗。他們需要更大耐性、理解和技巧處理孩子

的 特 別 需 要 。 此 外 ， 弱 能 子 女 的 出 生 令 他 們 經 歷 的 哀 傷 過 程

（ bereavement process），也有別於一般家長的心路歷程。無論是時間

管理、壓力處理、支援網絡和尋求協助，都要求家長付出相當多的個

人內在資源，而且無可避免會考驗夫妻的關係。陳女士的經歷，正好

反映出夫婦接受弱能子女的不同程度所引發管教子女問題上的分

歧，處理不善的話，不單會影響子女的身心成長，還會導致婚姻關係

破裂。筆者在工作中曾經遇到不少類似的個案，父母其中一方投訴弱

能子女難於管教，無論是什麼方法都不管用，孩子仍舊不斷有不良行

為，甚至變本加厲，令他們感到憤怒和傷心。探其原因，大部分家長

都指出自己和家庭某位重要成員（可能是丈夫或妻子，也可能是配偶

的父母），在管教孩子上有嚴重的意見分歧或不協調，但為了免傷和

氣，因此便以雙重甚或多重標準處理子女的行為。無法改變配偶的態

度和做法，使父母其中一方感到無奈，甚至滿肚子不滿和憤怒，於是

不由自主地宣泄到孩子身上，又或不自覺地要求孩子「明白爸媽的難

處」和「生性懂事」，忽略了孩子能力的限制。

要做到在逆境中自強、勇敢正視個人的壓力來源，積極尋找解決

方法，對一般人來說並不容易。常見的反應是逃避思想問題的根源，

又或把問題的起因和解決問題的責任完全歸咎他人。對弱能兒童家長



 

  

 

 

 

 

 

來說，要面對比一般家庭更沉重和複雜的壓力，學習陳女士那樣，在

困境中仍有一顆赤誠之心，未因兒子的弱能問題減少對孩子的關懷愛

護，既不放棄也不縱容，這確實絕不容易。最重要的是，她能時刻運

用各種方法紓緩個人的壓力，然後重新面對每一天的生活。陳女士走

過的路絕不輕省，但假如弱能兒童的家長肯努力，筆者相信每一位願

意為孩子付出的父母，都會像她一樣能夠做到的。

「良言治憂傷」。一句真誠的諒解話，不單能給人心靈慰藉，也

使人較易卸下心理防衞，然後理性地審視本身的狀況和客觀環境。相

反，一句無心的刻薄話，一句順口的冷語，都可能會增加別人的壓力。

經常接觸弱能人士家長的專業人士，尤其要謹慎自己的一言一行。陳

女士所遭遇的不愉快經歷，正好說明這個道理。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