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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長大 想請公公婆婆回國 
二零二零年六月 

 

古小姐： 

我的公公、婆婆從國內來加，跟我們住在一起快四年了。當時他們的到來，主要是幫忙我

們帶孩子，也做一些家務。其實，他們的生活習慣與我們的十分不協調，例如公公吸煙，

婆婆煮食時不太講究衛生；起初不敢多說，免得關係不好，丈夫也叫我忍。現在孩子長大

了，我也沒有工作，如果現在提出請他們回國，會不會像有點「過橋拆板」，但我真想脫

離這種生活模式，我該怎麼辦？ 劉太太 

 

劉太太： 

謝謝來信。四年前邀請公公婆婆來加，幫忙帶孩子，雖發覺雙方生活和衛生習慣不同，為

免關係失和，而強忍至今；現在孩子已長大，自己又不用工作，便有了提議他們回國的念

頭，好讓自己早日脫離不愉悅的生活，但卻又怕有「過橋拆板」之嫌，想必十分糾結。以

下三方面供妳考量。 

 

一) 要對自己仁慈，也要對公婆仁慈。 

要與自己生活習慣不同的長輩生活在一起，加上衛生上的問題，對誰都是一項挑戰，日日

如是，故妳希望能早日得到解脫的心情，不難理解，亦屬人之常情；故須承認及接納自己

有這樣的感受，而毋須批判自己，也是一種對自己的仁慈。 

然後，又可以將心比心，讓自己站在公公婆婆的立場，去了解和接納他們的情況。他們的

成長、教育和文化背景都與妳不同，而他們的生活習慣自然與妳各異，且習慣更不是一天

形成的，自然不容易改變；況且他們是為了你們一家的需要，願意離鄉別井來給予幫忙。

以他們的年紀，要適應一個全新的環境、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亦非易事，需要後輩對

他倆的了解和接納，多欣賞，少批評，以及感謝他們對自己一家的擺上。唯有當我們都能

以開放接納的態度，來認識自己，了解別人，仁慈對待，並將個人的生活習慣，與人的價

值分開，才能體貼彼此的需要，讓關係和生活有更大的調適空間和選擇的自由。 

 

二) 不妨與自我的內心開展真誠對話。 

很多時候，我們都習慣地被不悅的情緒牽動，及受外在環境的因素影響，來決定自己的選

擇和行動，所以不必急於去解決問題，宜先要安靜下來，與自己的內心世界對話。很多時

內心的聲音，往往是自己最忠實的朋友；當妳有要向倆老提回國的念頭時，卻又自問是否

是有「過橋拆板」的做法，顯然是喚醒著妳心中的情與義。是的，妳要面對的抉擇並不簡

單，表面上是妳與公公婆婆於生活習慣上的不協調，而實際上是牽涉到兩代和隔代之間的

關係和親情。他們是把妳所愛的丈夫養育成人的父母，是過去四年來，對你年幼的兒子照

顧和呵護的爺爺奶奶，亦是在你們一家最需要幫助的時候，來到你們身邊，付上他們的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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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關心；你夫婦倆得以無後顧之憂地去工作，最低限度他們亦值得聽到一聲「多謝」，

所以問題不光是妳與他們，而是關聯到全家三代。 

三) 愛的溝通，突破固有的相處模式。 

很多時我們都習慣性地以既定的觀念和模式與別人相處，尤其是與自己最為親密的家人，

因而容易忽略彼此的感受，並沒留心對方的說話和需要。妳只覺得自己容忍了他們四年，

或許他們也可能同樣忍讓了妳多時。這正好顯示你們雙方，從來沒有真誠地溝通過，很多

時家人之間因不懂或不願去建立健康的溝通，因而逃避面對問題，最終導致關係的僵化，

甚至是決裂。按一些調查顯示，健康和諧的家庭關係，是一個人擁有身心靈健康和快樂的

重要泉源之一。如果三代間沒有真誠溝通和了解，匆匆地讓倆老返國，只是解決暫時和表

面的問題，恐怕會留下大家内心的遺憾。鼓勵妳整理好自己的情緒，切勿讓丈夫成為妳與

他父母之間的夾心人，然後與他對事件作全面了解和坦誠的溝通，一起探討更佳解決問題

的方法。 

例如：在居住的空間和環境的界限上，所住房屋可否容許兩家人，有各自獨立生活和活動

的空間；既然孩子已長大，妳亦不用上班，倆老亦辛勞了幾年，可否由妳重新接管一家之

「煮」的責任，讓倆老享清福；妳亦可以按自己衛生的要求，管理飯食和清潔。夫婦決定

後，由作兒子的丈夫安排適合時機，與父母坦誠溝通，先感謝他們為這個家庭付出愛的貢

獻，再以尊重真誠的態度表達你們的建議，也好了解他們的看法及感受，目的是共同了解

彼此的需要，求同存異，共同建立健康的溝通，共享和諧的家庭生活。現時抗疫期間，亦

是最能表示你們對他們的關心，可助認識基本的長者抗疫須知，個人衛生常識，健康飲食

等等，正是促進彼此溝通和家庭溫暖的時機；最重要的是，讓他們感受到你們的真心和關

心，人心肉造，恆久忍耐的愛，有水滴石穿的效果。要有更佳的準備和安排，建議夫婦倆

找專業輔導的幫助。深信妳尊親敬老、真誠仁愛的榜樣，會成為你們兒子最有益的楷模，

有一天你們也會享受到兒孫對你們的關愛和溫情。 

 

 古潔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