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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選上背景複雜的未婚對象 
二零二零年五月 

 

古小姐： 

女兒今年 25歲，打算年底下嫁一個失婚，比她大 12歲，還帶著兩個女兒的男人。作為母

親我很心痛，女兒條件不差，工作收入也不錯，為甚麼會選上這個背景複雜的人？我屢勸

不果，但仍會盡最後努力去阻止。請問我這樣做是否不對？ 煩惱母親 

 

煩惱母親： 

謝謝來信！心痛 25歲女兒，條件和收入都不錯，竟想下嫁比自己大 12歲、離過婚，且有

兩個孩子的男友。雖屢勸無效，還是想盡最後努力，又質疑是否妥當。為人父母者大而又

難的考驗，就是無論妳認為自己的看法有多好，又或為了愛護他們免受苦楚，而不惜盡全

力去阻止他們的決定或做法。父母總要接受一個事實，他們是獨立的個體，尤其是成年子

女，有獨立自主和為自己人生作選擇的權利；但當然不等於妳就只管沉默或袖手旁觀，事

後只能怨歎一句「不聽老人言，報應在眼前。」關鍵是妳如何在出手與放手之間找到適切

的定位，以下供妳反思及考量。 

 

(一) 先安靜下來與自己有個約會。 

靜下來是要與自己的情緒相遇和對話。情緒沒對錯，卻有正負之分，會帶給我們訊息，促

進我們去反思、行動、改變及認識自己，藉此調適情緒及環境、改善關係。 

就如妳因認為女兒快要下嫁一個背景複雜的人，唯恐她將來會遇到不幸的婚姻，為保護而

設法勸阻，愛女情切乃是人之常情，可理解接納，但當妳靜下來反思整個過程時，既然屢

勸無效，為甚麼仍要用同樣沒效果的方法呢？自己是否只被心急如焚的情緒所牽動和驅

使？會否只顧用一切方法力求阻止女兒，以致強加妳的意見在她身上，卻從沒了解過女兒

的想法、感受和需要？妳自以為的愛和關心，會否讓她感覺到可能只是妳對她的操控，妳

越是緊急，越讓她抗拒和反感，致使母女情緒緊張，關係更為緊繃。可否考慮處理好自己

的情緒，及選擇更合適的表達和應對方法？ 

 

(二) 重新審視自己與女兒相處及思想的模式。 

常見的問題有：1）常以既定的模式相處，如習慣性地沒耐性和不留心對方的說話，自然

也容易忽略對方的感受及需要。自女兒成長以來，妳倆的相處和溝通模式是怎樣的？ 

2）在愛的大傘下，父母在有意識或無意識下逾越了關係的界限，無論是在空間上、心理

上和責任上，一句全都是為了你好，便有很大的合理理由去駕馭對方的自由、權利和義

務，試想妳與女兒間有否健康的關係？她的獨立自主權是否得到尊重？ 

 

3）慣常以既有的想法和價值觀念去判斷關係和行事方法，就如來信所示，妳認為條件及

收入不錯的女兒，要嫁給複雜背景的男友，是屬於下嫁，是委屈了她，可能只是妳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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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女兒不一定感到委屈或不幸，而事實亦有類似妳女兒和男友的關係者，發展成幸福的

婚姻。關鍵是彼此是否真心相愛，願意共同委身去克服困難，其實沒有一段婚姻是完全沒

有風險的成分。 

 

(三) 如果經過安靜和反思，願意改變對女兒婚事的應對方法，建議考慮以下做法。 

以真誠、開明和尊重的態度安排與女兒溝通，肯定她成人的身份，有權為自己的幸福作選

擇，只希望她為未來的幸福作好準備，想與她交流一些關鍵性的要素，需要多聆聽，而切

勿批判。透過母女真誠的交流，營造一個安全的環境，除了讓妳更了解女兒的感受和想法

外，更讓女兒有機會聆聽到自己的心聲，為結婚再作深思，才作出無悔的抉擇。例如，嘗

試請她分享一下對以下問題的看法： 

1）妳欣賞男友些甚麼地方？是甚麼使妳決定要與他結婚？ 

 

2）是否有想過與有孩子的男人和沒孩子的男人結婚是有所不同的？妳知道他對妳的期望

嗎？是否準備好分擔他教養子女的責任？妳對孩子是否有興趣？ 

 

3）畢竟他是過來人，妳對婚姻的期望或感興趣的地方，他未必有同樣的反應，且孩子已

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多會將孩子放優先，到時妳會否妒忌？ 

 

4）他的前任亦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撫養子女的責任上，都需要聯絡分工，甚至

是經濟上的分擔，而他的前妻亦有可能想認識妳，要知道妳對孩子的影響如何，妳可能需

要成為撫養孩子的一員。 

 

5）男友有否將妳介紹給孩子認識，彼此印象和接納情況如何？因妳是繼母，孩子如尚需

要時間去接納妳，或視妳為入侵者而拒絕妳，妳是否有耐性去等候，而不會感到傷害？ 

 

6）須認識妳的界限，讓孩子知道妳並非要取代他們母親的地位，但當遇到教養上的衝突

時，妳和孩子爸爸有否討論過會如何處理和合作？ 

 

7）須有心理準備，有孩子的生活和活動，可隨時有突變和更改，甚或因而打亂了你們原

本的計劃，妳會否埋怨和鬧情緒？凡此種種女兒是否都做好準備？亦可鼓勵女兒尋求婚前

輔導。畢竟女兒永遠是家人，如果彼此現在就傷了感情，妳為了擔憂她未來的婚姻問題而

力加阻止，恐怕只是白費心機和氣力。自己獨自苦思面對不易，找朋友傾談有時亦不方

便，鼓勵妳及時找專業輔導，協助妳面對挑戰，重建與女兒的健康關係，成為更有智慧和

仁慈的母親。 

 

 古潔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