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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處是我家—少年小說中單親議題的探討 

研究生：林燕招 

摘    要 

 

單親家庭，在台灣社會似乎已成為普遍存在的形式。以往農業社會，造成單

親的原因，通常是喪偶，離婚所佔比例較少。隨著社會風氣的變動，離婚率居高

不下，造就了更多的單親家庭。從教育現場來看，單親兒童顯現了孤單、過度早

熟、缺乏安全感等身心適應問題。 

少年小說中不乏關於單親題材的作品，研究者以台灣東方出版社的《親愛的

漢修先生》）、《麵粉娃娃》、《許我一個家》、《傻狗溫迪客》、《高飛》，以及小魯文

化的《其實我不想說》、《刺青媽媽》為研究文本。以文本分析法，參照社會學、

輔導、兒童心理等其他領域，整理、歸納缺席及照顧者的父母親形象，探討單親

兒童的外在形象與內在心理，以及不同性別組合下的親子互動。 

    本論文主要以單親兒童與父母的形象，單親家庭的親子關係，以及單親兒童

的外在支持與內在力量等三個面向呈現。研究結果發現：研究文本中單親兒童普

遍呈現經濟環境不佳、人際關係不良等外在特徵，內心世界則渴望友誼的支持，

他們對缺席者充滿疑問或思念，並追尋及渴望家的擁抱。單親家庭中的親子關係

則以不同性別組合探討，研究發現同性親子的心理衝突較多，呈現疏離的親子關

係，但因為主角的勇於面對及突破，終能獲得和解，讓親子關係更進一步。 

    文本中的單親兒童因失落造成悲傷、憤怒、焦慮的情緒，但往往能靠著外在

的支持力量，及內在的自我抉擇，找到心目中屬於自己的「家」及歸屬感，並從

單親歷程中獲得成長。 

 

 

關鍵詞：單親家庭、少年小說、角色形象、親子關係 

 
 
 
 
 



Where Is My Home？ 

The Single Family Issue in Juvenile Novels 
By Yen-Chao Lin 

Abstract 
It seems that ‘single parent family’ has been a common phenomenon in Taiwan 

society. In the agricultural society of the past, a single family was generally formed by  
being bereaved of spouse. Causing by divorce was in comparatively low proportion. 
With the variation of the climate of the society, the divorce rate is quite high, and 
more single parent families were formed. From the educators’ point of view, 
single-parent children show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difficulties, such as loneliness, 
over-precocity, and lack of a sense of security. 
 There is no lack of juvenile novels about sing-parent family. The novels 
discussed in this thesis include “Dear Mr. Henshaw,” “Flour Babies,” “Awake and 
Dreaming,” “Because of Winn-Dixie,” and “The Tiger Rising” published by The 
Eastern Publishing Co., Ltd. and “I Hadn’t Meant to Tell You This,” “The Illustrated 
Mum” by Tien-Wei Publishing Company. By using textual analysis, referring to the field of sociology, 

counseling, and children psychology,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absent and 
guardian parent,The researcher intends to explore the external images and internal psychology of the 

single-parent children, and the ways of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in different gender.  

 This thesis exhibits three aspects of the single-parent issue: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children and parents,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the external support and 
internal force of the children in the single-parent family. As a result, it shows that the 
single-parent children characters in the researched novels generally present external 
traits such as poverty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intern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longing for the support of friendship, bearing doubts or yearning for the absent 
parent, quest and thirst for the embrace of the family. On the other hand, the analysis 
of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in different gender shows that there are more conflicts 
between the parent and child with the same gender, and their relationship are more 
alienated. However, the heroes face and break the difficulties bravely. They could 
finally reconcile and improve their relationship.  
 The children characters in the novels become sad, angry, and anxious because of 
losing themselves, but they could usually find the belonging of their expecting 
“home” through the external support and internal free will, and grow up through the 
single-parent process. 
Key words: single parent family, juvenile novel, characterizatio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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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天上的星星不說話，地上的娃娃想媽媽。天上的星星眨呀眨，媽媽的

心呀魯冰花。家鄉的茶園開滿花，媽媽的心肝在天涯。夜夜想起媽媽的話，

閃閃的淚光魯冰花。」電影《魯冰花》曾經感動過許多人，電影中的小男生

古阿明和古茶妹姊弟就是在單親家庭中長大，母親操勞過度早逝，父親是個

茶農。雖然遭遇困境，但他們積極、努力，永遠以樂觀的心態笑看這個荒謬

的社會，這也顯示出：單親家庭並不一定負面，但失去親人的痛會影響身在

其中的孩子，也許向上提升，將危機化為轉機；也許向下墮落，形成社會上

的種種問題。 
 

根據內政部在 2001 年所做的〈臺閩地區單親家庭狀況調查結果〉指出，

單親家庭仍以離婚因素占最多，有 163319 人，為 57.4%，其次為喪偶，有

49533 人，為 17.4%1。自 1990 年到 2000 年這十年間，單親家庭增加了 8 萬

9 千戶。以往農業社會，造成單親的原因通常是喪偶，離婚所佔比例較少。

但是隨著社會的變動，離婚率居高不下，造就了更多的單親家庭。 
 

一個「家」，如果破了、毀了、倒了，是不是就註定再也不會溫暖、幸福？

完整的家是大部分的人所渴望擁有的，但是有些外在的因素卻每每迫使一個

家庭支離破碎。在《永不妥協》（Erin  Brockovich）這部以單親媽媽為背景

的電影中，艾琳的前夫沒有原因的拋棄了她和三個兒女。在《美麗待續》（An  

Unfinished  Life）裡，珍的丈夫則是因為車禍死亡，讓她帶著年僅十一歲的

女兒努力過生活。這兩部電影中形成單親的原因儘管不同，但「完整的家」

意味著溫暖的、可依靠的、有人關心的避風港，仍是這些單親媽媽和孩子亟

欲擁有的。 
 

在國小教育現場中，更可以了解單親家庭的數量日漸增多的現象。以研

                                                 
1內政部統計網站：http://www.moi.gov.tw/s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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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最近兩屆的帶班經驗來說，班上都有六、七名單親兒童，約佔班上人數

的五分之一強。這個數字並不只在研究者的班級裡顯現，據學校的輔導行政

人員統計，單親、外籍配偶家庭的孩子總數約佔全校學生比例的三分之一。

單親家庭已經是一種普遍的家庭組成，就連國小一年級生活課程在提及家庭

概念時，也將單親家庭列入家庭結構組合中。 
 

即使單親家庭在現代社會中如此普遍，但單親家庭的孩子仍常常被貼上

負面標籤，被指控課業、人際關係不佳，單親的孩子在一般人的眼中，幾乎

就等於是「叛逆、難以管教」的代名詞。電視新聞中提及犯罪事件時，往往

會特別說明罪犯是「來自單親家庭的孩子」、「嫌犯自小父母離異」，媒體反覆

播放的結果，更加深一般人對單親家庭的刻板印象，遇到單親家庭出身的孩

子總會有先入為主的觀念。教師在談論學生管教問題時，常把「單親」和「問

題學生」劃上等號，認為是班上問題的一大隱憂。 
 

單親家庭並不一定有「問題」，但是單親歷程對孩子造成的負面影響卻也

不可小覷。在研究者的教學工作中，可以深深體會到單親孩子顯現出來的無

助，有些孩子因為父親忙於工作、缺乏關愛，所以行為偏差，被同儕告狀排

擠；有的則備受寵愛，也因此對待長輩的態度上，缺乏禮貌。班上曾經有個

單親女孩，四年級，父母的爭吵、離異，讓她想法比一般孩子早熟，從她的

對話、想法中可以感受到她內心沈重的負荷，她常跟好朋友傾訴：「我好想自

殺」、「我好痛苦」父母關係的不穩定，造成了她對人際關係的不信任。她的

佔有欲極強，好朋友只能是她一個人的，不能與他人分享。因為如此，班上

同學坦承跟她交朋友，確有壓力存在。 
 

究竟是什麼影響了這些單親兒童？他們的內心深處有著什麼樣的傷痛？

身為教育工作者的我們，在哪些方面可以幫助他們？研究者在閱讀東方出版

社的跨世紀小說精選系列書籍時，發現有好幾本作品都是以單親為背景或主

題，於是思考著閱讀這類文本，是不是可以作為讀書治療的切入點，提供這

些單親孩子們不同的方式來更瞭解自己。 
 

學校是除了家庭之外，孩子最常接觸的地方，師長及同學更是幫助單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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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度過難關的重要支持力量。透過閱讀相關的文本，是不是可以幫助這些

孤單、內心徬徨的孩子，讓他們無所發洩的情緒找到一個出口？或是讓他們

能夠克服情緒的低潮，打起精神，用不同的角度思考往後的人生？施常花在

〈論少年小說欣賞的教育心理療效功能〉中提到小說欣賞的層次有三步驟，

分別為： 
 

一、認同：當少年於小說時，發現小說故事中的情境是與少年當前

所處的情境或未來可能產生的情境相近時，則少年讀者會與小說故

事中的人物共鳴。最後，終於產生一種新穎的或不同的角度，並與

小說中的主角認同。 

二、淨化：少年讀者和故事中人物在生活上之相同處，使少年讀者

對於自己的問題，產生新的見解，情緒也獲得了發抒。 

三、洞察：由於情緒獲得發抒淨化的結果，少年讀者達成了心智和

情緒的統整，也確認了可能解決問題的辦法。2 

 

父母離異的孩子，在讀完《親愛的漢修先生》之後，或許可以體諒父母

因個性不同而不得不分離的情況，或許他可以了解，雖然父母已經不住在一

起了，但他們愛孩子的心是一樣的。閱讀《高飛》，對有喪親之痛的孩子來說，

可以有療癒心靈、面對悲傷的力量。讀者透過自身對文本的詮釋，將其中的

情感內化，轉變為自我成長的力量。誠如張子樟所言： 
 

青少年閱讀少年小說可能出於樂趣、了解及資訊的獲得，卻同時得

到體驗生活及潛移默化的作用
3。 

   

對於非單親的孩子來說，閱讀單親主題或題材的作品，或許可以有助於

他們對單親孩子的瞭解，並能從這些身陷困境的主角們身上學習到如何面對

問題，克服難關。 
 

本研究欲蒐集小魯出版社的「大獎小說系列」，及東方出版社的「跨世紀

                                                 
2施常花，〈論少年小說欣賞的教育心理療效功能〉《認識少年小說》，（臺北：中華民國兒童

文學學會，1986 年），頁 23。 
3 張子樟，《少年小說大家讀：啟蒙與成長的探索》，（臺北：天衛，1999 年 8 月），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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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說精選」中以「單親」為主題的少年小說，試圖能透過作品間的歸納整理，

互相印證，讓作品的主題更加凸顯，作者所欲傳達的信念更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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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探討 

     

 

九○年代以降，台灣兒童文學中的「少年小說」這一個區塊大為盛行。

不管是本土作家的作品、外國得獎作品的翻譯，或是有關少年小說的論述及

研究，在質和量上，都有大幅度的提升。尤其與「少年小說」有關的博碩士

論文，近十年來（1996～2006 年）就有 60 篇，其中 40 篇是人文學類，20 篇

則屬於教育學類。 

 

    至於「單親家庭」的相關研究，則以社會學科、教育及輔導學科對其關

注最多，和孩子息息相關的兒童文學領域，目前則僅有一篇特別針對國內的

九歌文學作品，探討單親所造成的正負影響及呈現的各種面貌。 

 

本節將針對單親家庭的定義、單親家庭的相關研究、有關單親兒童的研

究、以單親家庭為題材的少年小說，以及有關家庭素材的少年小說研究作一

探討。 
 

 

一、單親家庭的定義 

    根據《社會工作辭典》的定義，單親家庭是指由父親或母親與其未婚

子女所組成的家庭4。楊瑞珠將常見的單親家庭歸類如下：父母任一方死亡、

父母離婚、父母分居、父母任一方遭遺棄、兒童由單一養父或養母收養、未

婚媽媽所生養之兒童、父母任一方服刑中。5以往台灣的農業社會，造成單親

的原因大多是喪偶，隨著工業社會的進步，女性自我意識提高，離婚率大為

提高，躍升為形成單親家庭的主要因素。 
 

二、有關單親家庭的研究 

    研究者透過「國家圖書館博碩士檢索系統」蒐集到 1996～2006 年之間有

關「單親家庭」的博碩士論文，發現以社會學類對「單親」的議題最為重視。

                                                 
4蔡漢賢主編，《社會工作辭典》，（臺北：中華民國社區發展研究訓練中心，1990 年），頁 528 
5楊瑞珠，〈單親兒童的適應與輔導〉《單親家庭之教育與輔導》（臺北：心理，2000 年），頁

12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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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對於單親母親、單親兒童的研究明顯多於單親父親，顯示社會大眾或

學者仍多認為，單親媽媽比單親爸爸居於弱勢，是需要特別關懷的一群。最

近幾年，始有關於單親父親的父職探討，凸顯社會上單親爸爸數量的增多及

教養子女方面的無助。 
 

    檢視國內有關單親家庭的研究，以對象而言，有的以單親家長為主，探

討其所面臨的困境、支持系統、生活適應的情形及福利需求。有的以單親兒

童為對象，焦點聚焦於其人格發展、學業成就、生活適應的情形，以及團體

輔導的成效。 
 

    就研究主題來說，大多偏向以單親對子女造成的影響層面為主，另外，

近來對單親家庭中親子關係的研究也有日漸增多的趨勢。許多研究顯示，單

親家庭若能保有互動良好的親子關係，單親小孩的自我概念並不低於家庭功

能不彰的雙親家庭小孩。 
 

以往對於「單親家庭」多以問題取向切入，視單親家庭為「破碎家庭」、

「問題家庭」，多為負面的觀點。這也顯示一般人多是戴著有色的眼鏡來看待

單親兒童、單親家長，包括學校的老師。臺北市晚晴協會吳月珍有切身的經

驗說明單親家庭常常被污名化。6
  

 

    研究者整理與單親家庭有關的文獻，分別就單親對家庭造成的衝擊、單

親家庭中的親子關係，以及有關單親兒童身心發展之研究三方面作探討： 
 

 

（一）單親對家庭造成的衝擊 

1.經濟不穩定 

    單親家庭最常面臨到的問題是經濟狀況的改變，家庭結構改變，使得原

                                                 
6 引自吳月珍在「從性別的觀點論單親家庭的親職教育」座談會中的發表言論。吳月珍表

示，：「我想要講些歧視的現象，我前些日子在全省對老師演講，我要講的是最佳利益的觀

點，很多老師還是認為單親家庭的小孩就是不一樣....有一個老師說單親家庭小孩比較叛

逆，我心裡想說：『啊？這不是所有小孩都會有的嗎？』，可見他們還是有這些刻板印象。」

當她要求老師們敘述單親小孩的特質時，他們講了很多負面的特質，包括人際、退縮等等。

游美惠主持，〈從性別的觀點論單親家庭的親職教育〉，載於《兩性平等教育季刊》第 16 期，

2001 年 12 月， 頁 5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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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在家裡負責養兒育女的母親可能要被迫出外工作；或是因為一方家長的離

開，使得家庭的整體收入大為減少。林萬億指出，家庭收入明顯削弱的結果，

使得更多的單親家庭淪入了貧窮的行列。對於戶長為女性的單親家庭而言，

其經濟條件往往較男性戶長的單親家庭更不利7。 
 

2. 身心適應問題 

    對於許多單親家長及單親兒童來說，不論形成單親的原因為何，他們的

心裡都曾經歷重大的創傷。不管是大人或小孩，都曾有過情緒上的困擾，並

對身心造成不良的影響。 
 

    Atwood 和 Genovese 認為離婚者常會經歷否認、衝突、兩難和接受四個

階段的歷程。8離婚初期多數人對於離婚事實無法接受，有些人會感到麻木，

有些人會覺得恐慌或有解脫感，最普遍的是對於分手有一種被遺棄的害怕

感。隨著離婚時間的拉長，離婚者若能接納離婚的事實，就能重新覺察自己

的需求，並重新體驗自己的長處和成就。反之，假如一個離婚者不能走出走

出離婚帶來的傷痕，面對現實，則可能出現更多身心適應的問題。 
 

    整體而言，單親的歷程是痛苦而難捱的，單親家庭最先遭遇到的衝擊就

是經濟困乏，在失去另一半的收入後，自己必須負擔全部的家計，經濟的壓

力及失去配偶的寂寞、孤單，常常讓單親家長及單親兒童產生身心不適應的

狀況。另外，經濟能力不佳，衍生而來的是子女照顧及教養的問題，親子關

係的品質也會大打折扣。 
 

 

（二）單親家庭中的親子關係 

 

謝品蘭指出單親家庭的親子關係與改變的歷程分為以下幾點：1.單親家

庭的親子關係，在家庭重組歷程中，是受過去經驗與現在事件的交互影響。

且單親事件剛發生，親子關係有趨劣的情形，但隨時間的過往而會逐漸恢復

                                                 
7 林萬億，〈臺北市單親家庭問題及其因應策略之研究〉，（臺北：臺北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

委員會，1992 年 6 月），頁 13 
8 轉引自吳秀碧，〈單親家庭的自我成長與調適〉《單親家庭之教育與輔導》（臺北：心理，

2000 年），頁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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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好轉。2.「缺席的父（母）親」是單親家庭中最為普遍的一種親子關係類

型。男性戶長單親家庭之親子關係呈現較多放任、過度保護或補償的教養方

式；女性戶長單親家庭則不是採取過份嚴格控制，便是採過度保護的教養方

式。尤以「母子型」之單親家庭的問題最為嚴重。3.在非監護人與子女的關

係上，可分為⑴穩定持續，⑵不穩定，⑶未曾探望三種類型。穩定持續的親

子關係助於子女的適應，而不穩定的探望，則對原親子間感親密之個案，在

生活適應方面有負面的影響。9 
 

鄭秋紅在探討親子互動關係與社會支持的關係時，發現「聚頻心繫」的

親子互動關係對於社會支持來源、社會支持方式、社會支持總滿意度上，明

顯高於「聚疏心繫」、「聚疏心離」的親子互動者。因為父母是子女最基本的

支持對象，當子女擁有良好的家人支持，會讓子女感受到被愛、被重視，在

此情況下也可以促使子女獲得良好的適應，與他人的互動也較成熟，而此行

為、態度會影響其他支持系統的獲得。10 
 

吳永裕研究〈單親兒童之親子關係、行為困擾與學習適應〉認為，單親

家庭容易形成較差的親子關係，使兒童在學習適應上產生較多的問題，也產

生較多的行為困擾。但這並非表示，單親兒童一定是問題兒童，親子關係的

品質良窳影響遠大於家庭型態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單親家庭在「關懷」

層面的親子關係上，單親兒童差於完整家庭的兒童，這也意味著單親家長在

遭逢家庭變故之後，可能無法妥善調適自己的身心狀況，也甚少照顧孩子的

心靈及生活，因此親子關係冷淡。11 
 

張佩韻認為在單親親子關係方面，初期時都有親近的現象，所不同的是

心理依附或是生活接觸。不論是父親或是子女，都以不主動談起母親的態度

為因應。在子女國中以後會重新調整親子互動的關係，以各退一步的方式避

免可能的衝突，維持親子關係的再穩定。而在親子衝突的解決上，隨著子女

                                                 
9謝品蘭，〈單親家庭親子關係與生活適應之分析研究--以離婚分居家庭為例〉，東吳大學社

會工作研究所研究所碩士論文，1991 年。 
10鄭秋紅，〈單親家庭國中生親子互動關係、自我尊重、社會支持與寂寞感之研究〉，中國文

化大學家政研究所碩士論文，1993 年。 
11吳永裕，〈單親兒童之親子關係、行為困擾與學習適應〉，國北師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

民 199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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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長，父親都鼓勵溝通，而子女對父親的鼓勵溝通卻是敬而遠之，以避不

見面或是間接的傳遞溝通為多，且子女認為儘管有也是有溝沒通的交錯溝

通。而父子關係的整體發展趨向類似師生的親子關係以及互惠的親子關係兩

種。12 
 

    楊瑞珠認為依親對象不同，對親子關係也會造成不同的影響。以單親母

親來說，常常會以孩子為重心，對孩子的管教與照顧比單親父親為佳，子女

的適應能力也較強，較富創造力，但並非絕對。與父親同住的子女，因為父

親花費較多心力在工作上，以致於對子女的管教與照顧疏忽，子女傾向獨立

自主的個性，但安全感的需求極大，生活適應能力比單親母親的子女差。13 
 

    胡韶玲則是透過母親和子女的親子關係與互動，找出母親本身累積力量

的過程，並從力量觀點來看待單親家庭。而子女也從被照顧的弱勢角色及壓

力來源，在力量觀點的詮釋下重新被賦予一個功能性的正面支持角色。14 
 

    綜合以上的研究，我們可以發現單親家庭雖然會對親子關係造成損傷，

但是單親家長若能維持與子女的親密互動，適時的給予關懷，營造溫暖的家

庭氣氛，則仍然可以恢復正常的家庭功能，對於單親兒童的自我概念、人際

關係也不會有太大的影響。 
 

 

（三）有關單親兒童身心發展之研究 

1.認知發展 

吳永裕曾在〈單親兒童親子關係、行為困擾與學習適應之研究〉中指出，

單親兒童的智力發展應遜於於一般完整家庭的兒童，但也可能因為危機的激

發，使部分單親兒童反而更能發展潛能。15 龔瓊玉則認為在目前教育普及、

                                                 
12張佩韻，〈離婚單親父親父職角色與親子關係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兒童福利研究所碩士

論文，1998 年。 
13楊瑞珠，〈單親兒童的適應與輔導〉《單親家庭之教育與輔導》，（臺北：心理，2000 年），

頁 144-5 
14胡韶玲，〈四位低收入戶單親母親的復原歷程--論親子力量的影響〉，國立台北大學社會工

作研究所碩士論文，民 2003 年。 
15吳永裕，〈單親兒童之親子關係、行為困擾與學習適應〉，國北師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

民 199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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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弱勢兒童之福利的教育政策下，單親兒童獲得智力啟發的機會大增，所

以智力發展未必低於來自完整家庭的孩子。16 Martindale 認為，缺父的單親

兒童因為戀親情結尚未解決，所以常想像父親的形象，因而可以激發其高度

的想像力。17 
 

在學業成就方面，余啟名發現單親兒童在學業成就、自我觀念及生活適

應方面，普遍較完整家庭兒童處於不利地位。但若進一步分析，則發現影響

單親兒童學業成就低落的因素，主要為性別及城鄉差異，通常單親女童優於

男童，居住於都市的單親兒童學業成績優於住在鄉下者。18謬敏志的研究中

也顯示，單親兒童的數學成就、總成就及社會適應不如完整家庭兒童。19 
 

    以單親兒童與認知發展的關係來看，大部分的研究都顯示單親兒童的智

力、學業成就普遍不如完整家庭的兒童。但危機往往也是轉機，陳若喬在〈單

親小孩上大學－以優勢觀點探討青少年時期經歷父母離異事件的生活歷程〉

20中曾指出，單親小孩之所以能走出逆境，是因為他們能將個人從失序的家

庭關係中抽離出來，改變對不幸生活的認知。 
 

    另一方面，單親兒童因為較少受到傳統框架的限制，所以也容易增強其

想像力與創造力，對於事物的感知會比完整家庭的孩子來得敏銳。 
 

 

2.情緒發展 

當離婚或死亡事件發生時，尤其是初期，孩子通常會感覺到悲傷、恐懼、

失落。心理學家認為，當孩子失去父母時，他的悲傷狀況和程度與死亡發生

的情境、孩子與死者的關係、死亡後發生日常生活困擾的情形、他人支持及

                                                 
16龔瓊玉，〈少兒小說中單親題材表現之研究—以九歌現在少兒文學獎得獎作品為例〉，國立

台南大學國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6 年。 
17引自吳永裕，〈單親兒童之親子關係、行為困擾與學習適應〉，國北師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

論文，民 1996 年。 
18余啟名，〈國小單親兒童其學業成就、自我觀念與生活適應相關因素之研究〉，國立台中師

院初等教育研究所，1993 年 
19謬敏志，〈單親兒童學業成就、人格適應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國立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

1989 年 
20陳若喬，〈單親小孩上大學－以優勢觀點探討青少年時期經歷父母離異事件的生活歷程〉，

國立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200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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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本身人格特質等均有密切關係。21若能容許孩子自由而充分的表達對失

去父親或母親的心情，並提供適當的安全感及支持，通常能幫助孩子走過失

去父母的悲傷，達到正常的發展。但是單親家長面對接踵而來的困難及問題，

常有適應不良的情況，不僅影響其身心健康，甚至影響到子女的身心適應問

題。 
 

    謝品蘭指出，單親兒童在心理情緒適應方面，常會覺得孤單、沒人瞭解、

缺乏安全感、胡思亂想、心情不好及亂發脾氣。22張高賓在其研究中歸納出

單親青少年對於失落事件的因應方式有哭、壓抑、不知所措、參與其他人的

活動與生活、轉移、內化。哭是面對失落時最直接的表示方式，有些人會壓

抑自己的情感，但也有些人會將情感轉移到學校生活中的同學或是師長身

上，以獲得情感的支持。23 
 

   單親對兒童造成情緒上的影響包括悲傷、哭泣、憤怒，並且覺得沒人瞭解、

缺乏安全感。如果壓抑其情緒的發洩，反而會造成他的創傷難以撫平，身為

家長或師長，若能允許孩子表達他的悲傷、難過，將能幫助他的情緒發洩，

盡快適應單親的生活。 
 

 

3.人際關係發展 

    林崇德認為，離婚後的單親家長若能有較多的兄弟姊妹或好朋友，能夠

協助對孩子的照料，則對單親兒童的身心適應也有積極、正面的作用，兒童

會有較多的反應，較少的失敗焦慮及退縮行為，且能跟同儕進行交往。24 
 

    Carter & McGoldrick 認為，單親兒童因為家庭結構的缺角，或是因為生

活壓力，無法與家庭中成員或社會組織中的他人產生充分且良好的互動，以

                                                 
21吳秀碧，〈單親家庭的自我成長與調適〉《單親家庭之教育與輔導》（臺北：心理，2000 年），

頁 53。 
22謝品蘭，〈單親家庭親子關係與生活適應之分析研究--以離婚分居家庭為例〉，東吳大學社

會工作研究所研究所碩士論文，1991 年。 
23張高賓，〈單親青少年失落諮商歷程中情緒轉變之分析〉，國立屏東師院教育心理與輔導研

究所碩士論文，2002 年。 
24 林崇德，《離異家庭子女心理》，（臺北：五南），199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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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其人際關係、社會支持網路受到不利的影響。25 
 

    吳月霞在研究中發現，單親兒童的人際和諧度尚佳，與他人也能建立起

溝通順暢的橋樑，並建立起和諧的人際關係。但是一般人對單親兒童都有刻

板印象，認為其人際關係不佳，不易與他人建立和諧的人際互動。吳月霞認

為，單親兒童如果有家庭的支持力量，及學校師長、同儕、親屬、宗教信仰

的協助及支持資源，就能使其擁有正向的自我評價、健康和幸福感。26 
 

    綜上所論，研究者認為單親兒童的人際關係好壞，決定於其家庭是否能

給予支持與關懷。若單親兒童在家庭中的親子關係良好，其自我概念、情緒

較能正向發展，對於人際關係也不會造成不良的影響。 
 

 

三、以單親家庭為題材的少年小說 

 

（一）少年小說的界定 

    關於少年小說的界定，洪文瓊在〈少年小說的界域問題〉27一文中提到，

文學作品能夠透過三種文學效果，達到其陶冶性靈、美化人生的目的。這三

種文學效果包括感覺效果，讓讀者感覺身歷其境；其次是情緒效果，也就是

能對作品中的人和事感同身受；最後是理性效果，使讀者能將書中的啟示內

化，進而改變自己的行為觀念。以此觀點出發，洪文瓊認為少年小說是指少

年有興趣、感覺需要的、有助於他們成長的、他們有能力吸收的小說。 

張清榮對於少年小說的界定如下： 

     

凡是主角由兒童擔任，描述合乎兒童心理的現實及幻想故事，具備高度

的文學價值，且內容及文字適合少年程度，有助於兒童各方面成長的文

學作品，即是「少年小說」。28 

                                                 
25 引自楊瑞珠，〈單親兒童的適應與輔導〉《單親家庭之教育與輔導》（臺北：心理，2000 年），

頁 141。 
26吳月霞，〈國小高年級單親兒童親子互動、社會支持與其幸福感之研究〉，國立嘉義大學家

政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4 年。 
27洪文瓊，〈少年小說的界域問題〉《兒童文學論述選集》，（臺北：幼獅，1989 年），頁 196 
28 張清榮，《少年小說研究》，（臺北：萬卷樓，1992 年），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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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子樟則認為「少年小說」的閱讀年齡層比兒童小說高，作品不僅在展

現人性的光明面，也應凸顯人世間的陰暗面，以及社會的種種矛盾、問題衝

突。讀者在閱讀與他們的現實生活貼近的作品時，不只會感覺十分親切，心

靈也會產生某種程度的契合，並思考自己的切身問題，學習對生命的未來做

更進一步的深入思考。29 
 

    根據以上的論述，本研究將少年小說界定為：內容必須符合少年認知心

理發展，具文學性，並且能協助讀者潛移默化，從中汲取自我成長的能量。 
 

 

（二）單親題材的的少年小說 

    從臺灣兒童文學的出版來看，以單親家庭為題材的少年小說不少，其中

九歌和小兵多為國內作家所創作，新苗文化、天衛、東方、智茂出版的則多

為翻譯國外作品，國別涵蓋日本、韓國、英國、美國、加拿大、德國等。 
 

九歌現代少兒文學獎得獎作品中，共有十二本是以單親為背景或題材，

分別為《少年曹丕》、《安妮的天空‧安妮的夢》、《家有小丑》、《十三歲的深

秋》、《蘋果日記》、《青春跌入了迷宮》、《又見寒煙壺》、《期待》、《南昌大街》、

《風與天使的故鄉》、《寒冬中的報歲蘭》、《莞爾的幸福地圖》等。以造成單

親家庭的因素來看，離婚者有三本，喪親者有七本，父母分居者佔兩本，因

喪親而造成單親者最多，這與台灣當前以離婚為主要因素的單親家庭較為不

同。 
 

    除了九歌之外，新苗文化也有關於單親家庭的少年小說，例如：《飛向星

星》是德籍兒少作家英格爾．麥耶爾．迪特里希（Inge Meyer-Dietrich）的作

品，描寫爸爸去世後，史特凡與媽媽就各自陷入悲傷的情境中。媽媽只畫黑

色的畫；史特凡也經常作夢或幻想當初與爸爸一起做的那條紅龍風箏。不過

這一切在同學娜迪亞成為史特凡的女朋友後就有了轉機。他與媽媽在聖誕節

時互相用紙條交換心情；暑假時一起到義大利度假，在熱情洋溢的義大利，

                                                 
29張子樟，《少年小說大家讀—啟蒙與成長的探索》，（臺北：天衛，1999 年），頁 14 



 14

媽媽終於敞開胸懷，不再沈浸在悲傷中，畫作開始出現了顏色。30 
 

《彩霞下的笑臉》是日本作品，描寫喪母的兩兄弟跟著父親到壽町小鎮

展開新生活的故事31；另外，韓國作品《別哭，星星會升起》32、《迎接黎明

的孩子》33都是單親媽媽的故事，主角都必須幫忙分擔家計；《媽媽的彩虹》

中主角的父親因病去世，主角和母親從親子衝突到母親離家，最後藉由一封

母親剛懷她時所寫的信，解開了母女倆的心結。34 
 

小兵出版社也有關於單親題材的少年小說，例如：《媽媽，謎啊》、《春

風少女心》都以單親少女為主角，《媽媽，謎啊》探討女主角對於母女之間

矛盾衝突的情結，最後她終於領會到人生的掌控權還是操控在自己手上。
35《春

風少女心》深入淺出的探討獨居老人的孤單無助、隔代教養的問題，以及因

經濟窘迫所衍生的種種家庭糾葛等現今台灣社會面臨的重大挑戰。
36《我有媽

媽要出嫁》敘述一個來自台東的小男孩想替媽媽徵婚。電台主持人發現小男

孩是個單親孩子，和他相依為命的媽媽，不幸染上重病和酒癮，這是他們一

家人攜手共同對抗命運的故事。37 

 

    我們可以發現：在有關單親題材的少年小說中，九歌現代少兒文學獎得

獎作品側重於探討台灣單親家庭的問題，文學性及啟發性不足。新苗文化出

版較多關於單親家庭之作品，但近於社會個案，小兵的作品則貼近生活故事。 
 

 

 

四、有關家庭素材的少年小說研究 

最近幾年，由於社會上家庭問題的日益嚴重，許多兒童文學研究者也注

意到這個問題。2001～2006 年間有陳文美、徐曉放、林慧玲、陳慧鎂、邱文

                                                 
30 Inge Meyer-Dietrich（英格爾．麥耶爾．迪特里希），黃亞琴譯，《飛向星星》，（臺北：

新苗，2006 年 3 月） 
31 野本三吉，王倩譯，《彩霞下的笑臉》，（臺北：新苗，2006 年 11 月） 
32 辛相雄，都勇譯，《別哭，星星會升起》，（臺北：新苗，2005 年 5 月） 
33 盧慶實，金哲譯，《迎接黎明的孩子》，（臺北：新苗，2006 年 11 月） 
34 元柳順，《媽媽的彩虹》，郭秀華譯，（臺北：新苗，2007 年 2 月） 
35 陳維鸚，《媽媽，謎啊》，（臺北：小兵，2007 年 7 月） 
36 陳肇宜，《春風少女心》，（臺北：小兵，2007 年 7 月） 
37 王文華，《我有媽媽要出嫁》，（臺北：小兵，2005 年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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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龔瓊玉等人針對少年小說中的家庭做不同面向的研究。 
 

陳文美也注意到少年小說中的母女關係，探討性別的形成過程、母親角

色的塑造、論及母女關係的理論。從少年小說作品中找出父權社會形塑性別

角色的例證，並探尋女性的身體經驗，解釋何以母女之間愛恨交織，形成母

女悲歌的情況38。 
 

徐曉放以九歌兒童文學得獎作品為研究文本，探討九○年代的台灣家庭

問題，探析結果發現：研究文本中台灣現代家庭問題是從家庭類型的改變、

兩性家庭角色的轉變、家庭互動的衝突和子女身心成長的困擾四個方向來呈

現。研究者藉此研究期待能了解九歌現代兒童文學獎得獎作品的創作者，在

作品中所關注和呈現的台灣社會變遷下的家庭問題，並提供少年小說作者在

未來創作的主題和取材上，更切中少年和兒童的真實需要，以開拓他們更寬

廣的寫作領域和視野。39 

 

林慧玲注意到少年小說中的寄養家庭問題，她以「紐伯瑞兒童文學獎」

得獎作品為例，進一步研究發現從疏離、退讓到認同、昇華已成為文本中作

者處理寄養兒童和人際關係衝突時的基調，如何在角色中尋求認同、在衝突

中達到調適，引領少年男女主角蛻變成長，體驗出成長的真諦40。 
 

陳慧鎂則以《許我一個家》、《地板下的舊懷錶》和《湯姆的午夜花園》

為研究文本，除了探討小說中時空穿梭的意涵外，也發現主角自我對家的情

感與在意，以及主角內在真正要表達的聲音。當他們尋求到家對自我的意義

的同時，也找到了自己41。 
 

邱文貞以東方出版社的「青春悅讀」系列，探討少年小說中的管教問題。

研究結果發現，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管教孩子已不再是父母單打獨鬥可以

                                                 
38 陳文美，〈認同與疏離之間—少年小說中的母女關係〉，國立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

論文，2001 年。 
39 徐曉放，〈九○年代少年小說中的台灣家庭問題—以九歌現代兒童文學獎得獎作品為例〉，

國立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2 年。 
40 林慧玲，〈少年小說中寄養家庭的調適—以「紐伯瑞兒童文學獎」得獎作品為例〉，國立台

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5 年。 
41 陳慧鎂，〈尋家而離家的旅程—小說中時空穿梭關係與家的意涵〉，國立台東大學兒童文學

研究所碩士論文，200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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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起的責任，需要依靠他人或社會的支持系統。也建議師長及父母在管教方

法上，可以借鏡文本中所呈現的管教方法42。 
 

龔瓊玉以九歌現在少兒文學獎的得獎作品為研究文本，試圖歸納出國內

少兒小說中單親題材的表現。研究結果發現少兒小說作家在單親題材少兒小

說的創作中，多以心理層面、人際關係、經濟困境、學業表現、偏差言行、

家庭生活適應和個人未來發展等七個層面做為作品情節安排的方向。對於單

親因素的安排，這些九歌少兒文學獎的文本作者偏重於父母一方死亡，其次

是父母離婚、分居。這樣的安排，與目前以父母離婚居多的單親家庭因素的

實際社會現象稍有差異。龔瓊玉期待本研究的結果，能有助於重視單親兒童

問題者了解單親兒童的內心世界，並進一步協助單親兒童適應單親生活、解

決問題43。 

 

綜上所論，可以發現兒童文學中關於家庭素材的研究仍偏重在完整家庭

中親子關係、教養態度的探討，對於單親家庭這類特殊的主題則少有探討。

「家」在各類文本中是一個常見的主題，本研究特以「單親家庭」為關懷的

主題，探討少年小說中作者對於單親議題是以哪些面向呈現。 
   

 

 

 

 

 

 

 

 

 

 

 

 

 

 

 

 

 

                                                 
42 邱文貞，〈談少年小說中的管教問題—以「青春悅讀」系列為例〉，國立台東大學兒童文學

研究所碩士論文，2006 年。 
43 龔瓊玉，〈少兒小說中單親題材表現之研究—以九歌現在少兒文學獎得獎作品為例〉，國立

台南大學國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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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目的 

     

 

研究者收集七本以「單親」為題材的作品，擬以文本分析法，參照社會

學、輔導、兒童心理等其他領域，整理、歸納缺席的父母親及照顧者的形象、

探討單親兒童的外在形象與內在心理，以及不同性別組合下的親子互動。以

下是本研究所欲探知的問題： 
 

1. 文本中的父母親及單親兒童各呈現何種形象？ 

2. 單親家庭中，不同性別組合的親子關係有何不同的相處模式？ 

3. 文本中的主角如何透過外在及內在的力量，克服單親的困境，獲得自我的

成長？ 
 

 

綜合以上問題，本研究欲達成的研究目的如下： 

1. 分析文本中父母親及單親兒童的形象。 

2. 探討文本中的單親家庭呈現出來的親子關係。 

3. 探究主角內心世界中獲得轉變的成長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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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擬從小魯出版社的「大獎小說系列」，及東方出版社的「跨世紀小

說精選」中選取適合的文本作為研究。天衛出版社及東方出版社對於國內兒

童文學的出版不遺餘力，這兩個系列均選自各國得獎少年小說作品，例如：

美國的紐伯瑞兒童文學獎、英國的卡內基兒童文學獎、加拿大總督兒童文學

獎.......等，在各國的作品中都有一定水準。 

 

    紐伯瑞兒童文學獎自從 1922 年設立以來，在美國的兒童文學界便具有舉

足輕重的地位，由美國圖書館兒童服務學會(Association for Library Service to 

Children)舉辦，是為紀念十八世紀的英國書商，約翰‧紐伯瑞(John Newbery)

而設置。紐伯瑞獎歷史悠久，對美國和世界的兒童文學都有極大的影響。凡

獲紐伯瑞獎的書籍，皆被列入少年必讀之書籍。其題材包羅萬象，內容除了

針對兒童的恐懼、悲傷、幻想、幽默、冒險等心理層面，做巧妙的設計之外，

也蘊含了對全球人類以及自然萬物的關懷，反映現代兒童的生活世界，明顯

有別於安徒生、格林等古典童話的現代性兒童文學佳作。
44紐伯瑞兒童文學獎

作品在台灣也被大量翻譯，曾翻譯過的出版社有智茂、東方出版社、天衛文

化、新苗文化等等。 

 

    英國卡內基文學獎（Carnegie Medal）是童書界最重要的英國插畫大獎「凱

特格林威獎」（The CILIP Kate Greenaway Medal） 的姊妹獎，每年都會同時

頒布。「卡內基文學獎」設立於 1936 年，是英國圖書館協會為紀念蘇格蘭慈

善家安德魯‧卡內基（Andrew Carnegie，1835-1919）而設，現由 CILIP（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 頒發。1835 年 11

月 25 日，安德魯‧卡內基出生於蘇格蘭古都丹弗姆林。他是一位白手起家的

工業家，在短短的二十年中，從一個送電報童成為著名的美國「鋼鐵大王」，

一生致力於慈善事業，扶植教育與科學研究，建立教育基金會。 在青少年時

期利用圖書館的經歷，讓他立志要建立免費的圖書館，他曾說過：「If ever 

wealth came to me that it should be used to establish free libraries.」（如果我擁有

                                                 
44 引述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網站 http://children.cca.gov.tw/award/intro.php?id=A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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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財富，我將用它來建立大量免付費的圖書館）。在安德魯‧卡內基年少時，

一位退役的詹姆士‧安德森上校，創辦了一個私人圖書館，後來並向市政府

借了一間房子，成立了一所真正的圖書館。卡內基從安德森圖書館裏借到了

許多好書，養成了喜愛讀書的習慣。安德森使他在人生的黃金時期有了讀書

的機會。後來卡內基事業成功時，為了報答安德森先生的幫助，在其私人圖

書館的原址，蓋了大會堂和圖書館，並立碑紀念這位恩人。
45 

     

「加拿大總督文學獎」堪稱是加拿大最大的國家級文學獎，1937 年創設，

每年評選一次，由評審從上千件的英語、法語作品中評選出入圍作品與得主，

頒給小說、戲劇、非小說、兒童文學(文字和插圖)、詩歌及翻譯六大獎項。

在獎項範圍方面，1937 年僅限於用英語寫作或從法語翻成英語的小說、非小

說、詩歌、戲劇，到 1959 年加拿大藝術委員會(Canada Council for the Arts)

接掌此文學獎的運作後，在該年增加了以法語寫作作品之獎項；1987 年又增

加兒童文學(文字)和兒童文學(插圖)等兩個獎項。
46 

     

    近年來，國內出版社翻譯推介了許多美國紐伯瑞兒童文學獎、英國卡內

基兒童文學獎、加拿大總督文學獎作品，其中天衛及東方出版社的大獎作品

因文學性強，作品中主角個性描述清晰呈顯作者關切之議題，故選擇這兩套

系列叢書之作品為主要研究文本。本研究將研究文本聚焦於以單親為背景及

題材的少年小說作品，至於寄養家庭，或是有繼父、母者，則不在研究範圍

之內，因此不予深入討論。而九歌的現代少兒文學獎作品，因情節描述較為

簡略，也不合乎社會現象之反映，為了要使讀者能從閱讀中獲得啟發及成長，

因此選擇外國的得獎作品為研究文本。 

  

本研究文本皆將背景設定在單親家庭中，其中《刺青媽媽》及《其實我

不想說》是天衛的大獎小說系列；《麵粉娃娃》、《傻狗溫迪克》、《高飛》、《親

愛的漢修先生》和《許我一個家》則選自台灣東方出版社47的「跨世紀小說

精選」。 
 

                                                 
45 引述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網站 http://children.cca.gov.tw/award/intro.php?id=A012 
46 引述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網站 http://children.cca.gov.tw/award/intro.php?id=A005 
47 之後在文中提及時，簡稱東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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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七部作品當中，最早出版的是一九八四年的《親愛的漢修先生》，其餘

六部作品皆為一九九○年之後所創作，這些作品皆為近代的作品，較能表現

現代社會變遷所造成的家庭議題。以國別來說，作品橫跨美國、英國及加拿

大，顯示單親家庭的問題並不僅僅在台灣社會顯現，在其他歐美國家，單親

早就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48。兒童文學作家意識到這個問題的存在，因此

在少年小說中每每以「單親」作為創作的題材。 
    

 

 

 

 

 

 

 

 

 

 

 

 

 

 

 

 

 

 

 

 

 

 

 

 

 

 

 

 

 

 

 

 

 

                                                 
48 Susan  Ahern、Kent  G. Bailey，鄭清榮譯，《另類家庭》，（臺北：天下，1997 年 9 月），

頁 25。根據紐約非營利國際組織「人口協會」（Population  Council）一九九五年發佈的研

究報告指出：「全世界不論富裕國家或貧窮國家，家庭結構都在進行影響深遠的改變。」其

研究計畫分析了十幾個國家的家庭資料，提出以下的結論：「日漸增多的未婚媽媽、逐漸升

高的離婚率、小家庭的盛行及女性日益貧窮的現象，才是目前的重要趨勢。這些現象不只發

生在美國，而是全球性的普遍現象。」 



 21

第貳章  文本及形象分析 

 

第一節  作家與文本分析 

    

這七部作品都將背景設定在單親家庭中，其中《刺青媽媽》及《其實我

不想說》是小魯的大獎小說系列，《麵粉娃娃》、《傻狗溫迪克》、《高飛》、《親 

愛的漢修先生》和《許我一個家》則是東方出版社的「跨世紀小說精選」中

的。 
 

 

一、《親愛的漢修先生》 

作者貝芙莉‧克萊瑞（Beverly  Cleary）是美國奧勒岡州人，生於一九

一六年。她是美國廿世紀最著名的兒童文學作家之一，在波特蘭甚至有一座

貝芙莉‧克萊瑞雕塑園，擺放她作品中的人物雕像。《親愛的漢修先生》是她

在一九八四年的作品，被認為是她所有作品中現代感最強，寫得最好的一本。 
 

這部作品是東方出版社的「跨世紀小說精選」系列之一，曾獲一九八四

年美國紐伯瑞兒童文學金牌獎，由柯倩華翻譯，二○○三年七月出版。 
 

《親愛的漢修先生》是透過一個十二歲的小男孩，以書信及日記的方式

將自己的困惑、期待及煩惱顯現出來。白櫟因為二年級時老師介紹一本書，

因而認識了一位作家，並寫信給他。到了六年級時，因為必須做作家的專題

研究，因此他寫信給漢修先生，並問了他十個問題，沒想到漢修也反問了他

十個問題。 
 

作者巧妙的利用這十個問題開始了白櫟對於自己和家庭的描述。白櫟的

媽媽因為痛恨住在活動車屋上，所以選擇和白櫟的爸爸離婚，自己租了一個

小房子，帶著白櫟定居下來。 
 

白櫟對於爸爸的離去始終不能釋懷，他不了解為什麼爸爸總是記不起他

的名字，還有爸爸為什麼不能常常來看他。對於因為他的出生才讓媽媽不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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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流浪的生活，白櫟也懷疑父母的離異是不是自己的錯？經由日記的書

寫、以及白櫟和母親的對話，白櫟重新調整了自己心中與父親之間的關係，

也逐漸擺脫父母離異的陰影。 
   

 

二、《麵粉娃娃》 

作者安․范（Anne  Fine）是英國知名的女作家，得過許多重要的兒童

文學獎項，有趣的情節和鮮明的人物是她的作品特色之一。她對社會議題與

家庭問題十分關注，在她輕鬆的筆調之下隱藏的往往是深刻嚴肅的主題。她

的成名作《窈窕奶爸》和《麵粉娃娃》都是屬於此類風格的作品。 
 

這部作品於一九九二年在英國出版，曾獲一九九三年英國卡內基兒童文

學獎，以及一九九三年美國角書—環球報兒童文學銀牌獎。二○○三年七月，

在國內由東方出版社出版，海星翻譯。 
 

《麵粉娃娃》的主角是一個叫賽門的中學生，他被分到的班級是台灣所

謂的後段班。學期剛開始，他們便被要求做科展，題目是：兒童培育。任務

是每個人要照顧好屬於自己的一只麵粉袋，每隔幾天就要秤重做紀錄，每天

還要寫養育日記。 
 

賽門的爸爸在他六個禮拜大時，一如往常出了門，就再也沒有回來。經

由這個麵粉娃娃的實驗，賽門開始探詢爸爸可能出走的原因，並且設身處地

感受了爸爸當時可能會有的感覺。最後賽門雖然未被描述成一個好學生，但

他解開了自己一直以來的心結（爸爸為什麼要離家出走），想通了某些事情，

發現自己原來一直被未曾謀面的父親困擾著，而這是不必要的，所以他選擇

更自由自在的向未來邁進。 
 

 

三、《其實我不想說》 

作者賈桂琳‧伍德生（Jacqueline  Woodson）是一個非裔美籍的童書作

家，這部作品是她於一九九四年創作出版，也因此漸漸找到自己創作的方向

與自我的風格。伍德生關注的，多半是處在社會邊陲，不常被人發現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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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例如：未婚媽媽、同性戀，及生活在金字塔底層的青少年等。雖然伍

德生書寫的主題充滿爭議，但她敘述故事的方式能讓讀者產生共鳴，進而為

這些處於社會邊緣的青少年思索未來的處境。 
 

兒童文學評論家麥可．卡特（Michael Cart）在他重要的美國青少年小說

史論述 From Romance to Realism（一九九六年）中，稱許伍德生，「將可能演

變成新聞報導般的平板故事，巧手變換成藝術性與文學性可觀而深具震撼力

的小說。」49 
 

這部作品在美國獲得相當大的肯定，曾在以下幾個獎項中獲得殊榮，

Coretta Scott King Honor Book、ALA Best Book for Young Adults、ALA Notable 

Book、 Booklist Editors’ Choice、Horn Book Fanfare。在國內，則由柯惠琮翻

譯，天衛文化於二○○三年七月初版，是二○○三年「好書大家讀」年度好

書。 
 

《其實我不想說》這部敘述沈穩而誠懇的作品是描述兩個一黑一白的女

孩之間的友情。梅笠是一名十二歲的黑人女孩，她十歲的時候，媽媽卻選擇

離開了他們，離開這個「家」，把自己放到世界各地去流浪。媽媽會從去過的

地方寄明信片回家，但梅笠和爸爸卻陷入一種莫名感傷的氛圍中。 
 

爸爸不再擁抱自己，自己也很少去參加社區的社交活動。直到有一天，

一名白人女孩蕾娜轉學到梅笠班上，蕾娜的出現帶給梅笠很多不同的想法，

或是覺悟。後來梅笠得知蕾娜的媽媽在她小的時候就死於癌症時，更加深的

兩人之間的關係。她覺得自己跟蕾娜同病相憐，同樣都是失去媽媽的孩子。

梅笠開始邀請蕾娜和她的小妹到家裡玩，儘管她知道爸爸並不喜歡白人，但

她仍珍惜這段跨種族的友誼。 
 

正當梅笠和蕾娜的友情發展到無話不談的境界時，蕾娜卻選擇離開。蕾

娜的離去，是為了尋找內心的平靜。梅笠再次遭受到友誼的失落，但也因此

                                                 
49
摘自賈貴琳‧伍德生（Jacqueline  Woodson）著，柯惠琮譯，《其實我不想說》（I  Hadn’t  

Meant  to  Tell  You  This），（台北市：小魯文化，2005 年 11 月）的譯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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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到父親的愛。 
 

 

四、《許我一個家》 

作者姬特․皮爾森（Kit  Pearson）是一個加拿大籍的兒童文學作家，她

是兒童小說創作獎的常客，先後得過加拿大圖書協會獎、總督獎、克利斯提

圖書獎、喬菲․比爾森兒童歷史小說獎。她的小說常以孤立、受排擠的兒童

為主角，但結局通常會安排故事中的人物走出陰暗，迎向光明。 
 

這部作品於一九九七年四月在加拿大出版，曾獲得一九九七年加拿大總

督兒童文學獎暨露斯․史瓦特茲童書獎。東方出版社於二○○○年九月出

版，由陸篠華翻譯。 
 

《許我一個家》的主角是一個叫做瑟奧的九歲小女孩，在別人眼中是個

孤僻、對人充滿戒心的小孩。她認為自己處在一個「灰色」的世界，總是藉

著看書和想像來將自己隔離在現實世界之外。她的媽媽是一個二十五歲的年

輕女人，還沒學會如何當一個好媽媽，就生下了瑟奧。只顧著自己的享樂，

寧願花錢去買一對漂亮的耳環，卻沒想到瑟奧需要一雙新鞋子。 
 

瑟奧的爸爸是一個希臘人，只知道名字，其它一無所知。後來瑟奧的媽

媽找到了一個新男友，決定將瑟奧交給她的姊姊（瑟奧的阿姨）照顧。但就

在要去投靠阿姨的途中，不可思議的事情發生了。瑟奧如自己想像般的擁有

了一個安全溫馨的家庭，卡德家有一對父母，還有四個兄弟姊妹，他們對待

瑟奧就像家裡的一份子一般，教她騎腳踏車、介紹朋友給她，與她分享生活

中的一切。在卡德家裡，充滿七彩繽紛的顏色，不同於以往生活的「灰色」。

但是就在一切都很完美之際，瑟奧卻逐漸消失在這個家裡，回到現實世界，

寄養在莎拉阿姨家。 
 

在莎拉阿姨家的瑟奧，重新遇到了卡德一家人，也在偶然的機會裡，看

到了已過世的鬼作家賽西麗。與鬼作家如夢似幻的談話後，瑟奧憑藉著自己

的力量，在現實世界裡找到那個屬於自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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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刺青媽媽》 

賈桂琳‧威爾森（Jacqueline  Wilson）非常擅長描寫青少年心理，賈桂

琳是英國二○○三年圖書館年度借閱數最高的作家，打敗蟬聯了十七年冠軍

的成人作家凱瑟林‧庫克森(Catherine Cookson)。這項消息帶給童書界莫大的

鼓舞，二○○四年賈桂琳以她的作品在一年被借閱數超過兩百萬次的成績，

再度穩居寶座，讓其他的暢銷成人作家不得不飲恨服輸。她不肯用電腦寫作，

文字都是寫在紙上，再用打字機修改一遍。她也不喜歡用洗衣機，寧可用手

洗衣服。 
 

這是賈桂琳‧威爾森在英國一九九九年所出版的作品，推出即獲得大家

的喜愛，曾獲得二○○○年英國書獎年度童書獎、衛報兒童小說獎。同時入

選一九九九年卡內基獎、藍彼得書獎「手不釋卷圖書」、一九九九年惠特布雷

童書獎、雪斐爾童書獎。二○○五年二月，國內由沙永玲擔任翻譯，天衛文

化出版。在國內也獲得好書大家讀，以及新聞局推薦優良讀物。 
 

《刺青媽媽》描寫一個身上滿是刺青的單親媽媽金盞花，帶著兩個小孩

在社會局給的房子裡生活。金盞花曾經跟兩個不同的男人分別生下女兒，最

後卻都離開他們，獨自撫養孩子。海豚是金盞花的小女兒，也是這個故事的

主要敘述者，她夾在媽媽與姊姊之間。在家裡，她必須顧全媽媽和姊姊的微

妙感受；在學校，她和老師及同學的關係不好，只有圖書館的哈里森先生，

還有同樣是單親兒童的奧利佛獲得她的認同。 
 

金盞花的行徑很瘋狂，不像一般的媽媽會煮飯、帶女兒上下學、照顧女

兒，自始至終只深愛著僅有幾個禮拜相處時光的米基。星星是海豚同母異父

的姊姊，是金盞花和心愛的米基所生的女兒，也因此，海豚總覺得媽媽比較

重視姊姊，自己是微不足道的人。有一天，金盞花重新遇到了米基，米基驚

訝且高興自己平白蹦出一個十幾歲的女兒，他知道金盞花的精神狀況不穩

定，因此只要求星星搬過去和他一起住。金盞花因為這件事，徹底瘋狂了，

她用白色的油漆塗滿了全身，意圖遮蓋住所有的刺青，以為這樣她就能回復

正常，米基和星星也會回到她的身邊。而海豚也在這一刻開始驚慌失措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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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她孤立無援，沒有任何親人可以求助。最後她靠著好朋友奧利佛的幫助，

找到了自己的親生爸爸。 
 

對海豚來說，她的爸爸並不像星星的爸爸米基那麼出色，那麼亮眼。但

海豚喜歡這樣的爸爸，他是一個平凡務實的游泳教練，和金盞花分手之後，

終於還是成家，有了自己的老婆和小孩。星星和海豚雖然都找到了自己渴望

見面的爸爸，但她們和金盞花之間的母女之情卻更加濃厚。 
 

 

六、《傻狗溫迪客》 

《傻狗溫迪客》是作者凱特‧狄卡密歐（Kate  DiCamillo）的第一本兒

童小說，二○○○年在美國出版，獲二○○一年美國紐伯瑞銀牌獎，以及出

版者週刊年度最佳童書。二○○一年，東方出版社將這本書放在「跨世紀小

說精選」中，由傅蓓蒂翻譯。凱特說她寫這本書是為了歌頌美好的事物：狗、

朋友和南方充滿陽光的老家。 
 

這部作品以第一人稱的筆法寫成，主角是一位名叫歐寶的十歲小女孩。

她的媽媽在歐寶三歲的時候，不告而別。她的牧師爸爸雖然也同樣懷念離家

的妻子，但卻像一隻烏龜般的將頭縮在殼內，從來不管外面的世界，也鮮少

跟歐寶談到她離去的媽媽。歐寶試著瞭解媽媽的一切，請求爸爸講述關於媽

媽的十件事，她牢牢的記在心裡，希望有一天媽媽回來的時候，自己可以一

眼就認出媽媽。 
 

歐寶和爸爸去年暑假剛搬到這個城市，沒有朋友，卻在超市撿到一隻會

微笑的傻狗---溫迪客。溫迪客溫暖了歐寶寂寞孤單的心，因為溫迪客，歐寶

認識了圖書館的芬妮小姐；因為溫迪客，歐寶闖進了葛樂莉的花園，也更進

一步的瞭解到：原來每一個人的心中都藏著一個悲傷，就像她對媽媽的思念

一樣。因為溫迪客，歐寶變得勇敢，也幫助爸爸坦然面對媽媽出走的事實。 
 

 

七、《高飛》 

凱特‧狄卡密歐（Kate  DiCamillo）的另一本少年小說《高飛》同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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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親為背景。這部作品在二○○一年出版，隨即獲得二○○一年美國國家圖

書館青少年文學銀牌獎。二○○三年，由張子樟翻譯，同樣是「跨世紀小說

精選」的作品之一。 
 

《高飛》的主角是一位名叫羅伯的十歲男孩，自從媽媽死後，他就選擇

封閉自己，將自己的情緒封閉在一個想像的手提箱裡，不輕易將自己的各種

情緒流露出來。對於外在世界，羅伯選擇冷漠、忽略，就算被學校同學欺負

也不在意，直到一個女孩西斯汀的出現，才打開了羅伯內心的防備。 
 

作者在故事之中安排了一隻老虎，這隻老虎乍看之下只是旅館老闆的私

藏動物，但在故事中卻代表了羅伯內心的悲傷。羅伯和西斯汀在爭論著是否

要放走老虎，其實也一點一滴的在釋放他內心被壓抑的悲傷。直到老虎被父

親用槍射殺，羅伯終於將悲傷升起，對父親發出憤怒的吶喊，徹底釋放自從

母親逝世後所壓抑住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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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父母的角色形象 

      

 

在研究者設定的七本研究文本中，只有《親愛的漢修先生》是父母離異；

《刺青媽媽》及《許我一個家》是非自願未婚生子，自己帶著女兒在社會的

邊緣求生存；《其實我不想說》和《傻狗溫迪克》都是母親離家，留下丈夫和

女兒獨自過生活，面對沒有她們的日子；《高飛》之中，羅伯的母親則是因為

癌症過世。在這些文本之中，缺席的父親有五位，包括《刺青媽媽》中金盞

花的兩位前後任男友，缺席的母親有三位，照顧者仍舊以母親為主。 

 

    不管這些單親家庭的造成因素為何，缺席的父母親和扮演照顧者角色的

父母親，都有一些相近的特質，值得關注，本節將針對單親家庭中的父母形

象作歸納整理及探討。 

 

一、父親形象 

 

（一）缺席的父親 

大衛‧史都(David  Stoop)提到「缺席的父親」時，其中包括了數種情況： 
 

（一）由於死亡、遺棄或離婚，父親形體上缺席。 

（二）由於個人問題，父親在情感上與子女極其疏遠，以致於跟缺

席差不多。 

（三）父親視養育子女為「女人的分內事」，因此不過問子女的生活。 

父親住在家裡，也參與子女的生活，但是參與的方式不健康。

50 

本研究所指缺席的父親，是針對父親在形體上的缺席。在這些缺席的父

親中，他們具有共同的特質，嚮往自由，具有冒險的性格。相對的，他們對

於家庭的束縛也顯得不耐，不負責任是他們共有的通病。他們享受暫時的歡

樂，像個不願長大的小男孩。 

 

                                                 
50David  Stoop (大衛‧史都)，柯里斯、林為正譯，《父愛不缺席》（Making  Peace  with  Your  

Father）。（臺北：智庫文化，1995），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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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白櫟的父親 

   《親愛的漢修先生》中的父親在結婚以前就豪放不拘，卡車休息站裡的女

侍都稱呼他為野小子比爾，他喜歡過著新鮮刺激的卡車生活。結婚之後，仍

然帶著妻子過著以車屋為「家」的生活，就算兒子白櫟出生了，他仍舊樂此

不疲。雖然他會陪白櫟東敲西敲做東西，在離婚之後，也沒有斷絕對兒子的

關心，但在親情與自我的拉鋸戰中，自我的享樂明顯佔了優勢。他三番兩次

忘記給兒子寫信及打電話，讓白櫟逐漸體會到：父親不可能再回來和他們住

在一起了，而且就算自己怎麼在意，父親也不會如自己期望的那樣。 

 

    在另一半的眼中，他也不是一位稱職的丈夫。對於白櫟的母親來說，她

的丈夫不能給她一個固定的家，而且不知道怎麼負責任。 

 

2.星星的父親 

在《刺青媽媽》中，星星的爸爸，這個母親最愛的男人，他是個不想被

家庭或女友牽絆的男人。他只想平白擁有一個已經長大成人的女兒，跳過女

兒煩人的嬰兒時期而感到慶幸。他不想為任何會對他產生牽絆的事負責任，

就連帶走女兒時也一樣。他不顧金盞花的感受，只憑自己的感覺做事。 

 

3. 瑟奧的父親 

  《許我一個家》和《刺青媽媽》有許多相類似的情節，例如：兩部作品的

單親因素都是未婚生女，因為萍水相逢而懷孕生下女兒，然後女兒的父親就

消失不見了。《許我一個家》中，瑟奧的父親甚至根本不知道有瑟奧的存在。

瑟奧和星星的父親都屬於及時享樂主義者，這樣的訊息顯示，因為只貪圖眼

前的玩樂，所以對於自己需不需要負責任，他們一點也不在意。 

 

4.賽門的父親 

《麵粉娃娃》中的父親則是在兒子出生後的六週，就像雲霧一樣消失無

蹤。賽門對父親的印象只能從母親的回答中拼湊出一些模糊的影像，當他困

惑於父親離家時所哼的曲子時，卡西迪老師關鍵性的亂謅一通，卻暗示著賽

門的父親是因為背負著嚮往自由的心而離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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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海豚的父親 

    在這些缺席的父親當中，也有一個例外，那就是《刺青媽媽》中海豚的

父親邁克，他雖然與金盞花只相處了十一個月，但他深愛著金盞花，甚至願

意負起責任，照顧金盞花及她的兩個孩子。無奈金盞花的心中還是只有萍水

相逢的米基，海豚的父親於是被動的離開金盞花。 

 

邁克是一個沈穩、思慮周詳的父親，也許他不像星星的父親那樣富有魅

力，但他願意負責任的態度讓海豚也慢慢對他有了好感，願意試著開放自己

的內心去接納父親。 

 

 

（二）陪在身邊的父親 

當男性面對妻子的離去時，會變成什麼樣子？在這些文本中，單親爸爸

似乎都有共同的特色：把自己的情緒隱藏起來，甚至不想觸碰跟妻子有關的

話題。不管妻子是離家出走或是去世，對這些父親來說，他們都喪失繼續努

力的活力，反而選擇讓時間暫時停止運轉。從這方面來說，男性反而是脆弱

的，他們不敢面對失去妻子的傷痛。面對已經失去母親的孩子，他們過於退

縮，隱藏悲傷，讓孩子更感孤單。 
 

1.梅笠的父親 

在《其實我不想說》中，梅笠的父親是位大學教授，在經濟上提供梅笠

很穩定的環境。因為自己身為黑人，所以對種族問題特別敏感。他不喜歡白

人，也不喜歡女兒和白人女孩來往。他愛自己的妻子，關心妻子的健康問題。 
 

爸爸常常擔心媽媽服用太多的藥，擔心她不想吃；害怕聽到尖叫；

害怕媽媽有一天無法正常呼吸，拚命咳嗽，死命吸氣（頁 61）。 
 

但是和女兒親眼目送妻子離家之後，梅笠的父親開始變了，不再擁抱女

兒，讓此時更需要愛的梅笠更感覺到孤單寂寞。 
 

    梅笠的父親種種的行為都表現出不能面對妻子的離去，他夜晚在浴室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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泣，利用大量的水聲掩沒自己的哭聲，也想藉此沖刷掉對妻子的想念。在妻

子離去的隔天，他把和妻子的結婚照撕成碎片，並且開始打包妻子留下來的

衣物，把它們送給救世軍。想念妻子卻不想睹物思人，這一切梅笠都看在眼

裡。 
 

儘管他不再對梅笠表現出關愛的肢體動作，如擁抱、摸頭，但如同大部

分的台灣父親般，他將關愛之情顯現在生活之中。他還是關心著自己的女兒，

他跟梅笠聊天、打籃球，給予梅笠一些關於交友的建議。在自己試圖要放下

對妻子的想念，重新找一個伴時，他會顧慮女兒的感受，因而放棄。 
 

但是，一旦他轉身跟我揮手道再見，看到我將頭緊挨著窗上的玻璃，

就像媽媽離去時那天的樣子，他就硬吞了一口口水，眼中重現一抹

悲傷，然後轉身回家（頁 51）。 
 

梅笠在父親的心中其實有著十足的份量，為了女兒，他常常阻斷自己出

去尋找另一半的機會。他也擔心梅笠長大後，是不是也會隨著母親的腳步，

到世界各地流浪。 
 

2.歐寶的父親 

《傻狗溫迪客》中歐寶的父親則是一位牧師，他期待著離家的妻子會再

回來，抗拒著妻子的離去，所以不肯跟女兒談論有關她母親的事。在歐寶的

心裡，他是一個不肯面對現實的父親。作者用縮頭烏龜對父親的行為作了最

恰當的比喻： 
 

有時候他讓我覺得他像一隻從來不把頭伸出殼外看看外面世界的烏

龜，成天只顧著把頭縮在殼內思考（頁 20）。 

 

對歐寶來說，父親只是一個牧師，因為他大部分的時間不是在傳道，就

是在想著怎麼傳道。牧師不善於扮演父親的角色，對於女兒缺乏母愛的那一

部份，並沒有盡力去彌補。他盡責的做著自己的工作，把愛傳給來教堂的人，

但他卻忘了女兒更需要他和她一起站出來面對妻子離家的事實。同樣是單親

家庭，相較之下，單親爸爸比單親媽媽更不能承受失去另一半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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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羅伯的父親 

    《高飛》中羅伯的父親是個受傳統束縛的男性角色，他壓抑自己的情感，

同樣的，也以此標準要求兒子要當個男子漢，不可以哭，面對同學的欺負要

予以反擊。 
 

 

二、母親形象 

 

（一）離家的母親 

1.梅笠的母親 

在《其實我不想說》中，梅笠的母親當著她和父親的面，提著行李箱離

家走了（遺棄），把她和父親推入嚴重的情緒低落中。梅笠印象中的母親說話

婉轉，她總是用比較好聽的話來跟女兒解釋一些事情。當父親敵視的說白人

小孩是「一群垃圾」時，母親會改口說「他們是一群窮困的白人」。母親還在

家的時候，梅笠和她的感情很好，母親常會跟梅笠分享一些只有兩個人知道

的小秘密，甚至心裡最深處的秘密： 
 

「有時候，一個人離開家，他可能是想飛走。」或是「空氣，就是

這裡永遠都不夠的東西（頁 29）。」 
 

    這個訊息也透露出母親想要離家出走的警訊。梅笠的母親疑似有憂鬱

症，因為父親總是要十分注意母親的服藥狀況，而母親不曾快樂過。梅笠曾

在某幾個晚上，聽到母親在浴室啜泣的聲音。似乎只有藉著離開家，才能讓

自己被緊緊束縛的胸膛，呼吸到自由的空氣。雖然愛著自己的女兒，但壓抑

不住的憂鬱逼使著自己要離開家，離開丈夫和女兒，到世界各地去尋找自我。 
 

2.歐寶的母親 

在《傻狗溫迪客》中，歐寶的母親在她三歲的時候就離他們而去。歐寶

對於母親雖然沒有印象，但卻想知道任何有關母親的事。從父親的口中，歐

寶得知有關媽媽的十件事，也知道母親非常的愛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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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寶的母親不是一個「壞媽媽」，那她怎麼捨得離開自己最親愛的女兒，

讓女兒在渴望母愛中長大？歐寶的母親有著精神上的困擾。好像為了逃避似

的，歐寶的母親酗酒，藉酒精來麻醉自己。 
 

「第八件事，」牧師閉著眼睛說：「她討厭當牧師的太太。她不能忍

受教會裡的太太們對她品頭論足，一下批評她穿什麼樣衣服，一下

批評她煮什麼樣的食物和唱什麼樣的歌。她說她好像是一條放在顯

微鏡下的小蟲（頁 31）。」 

「第九件事，」牧師說：「她酗酒。她喝啤酒、威士忌和烈酒。有時

候，她根本沒法子不喝。我和你媽媽常常為此吵架。（頁 32）」 
 

歐寶的母親在母職及牧師妻子角色的擔任上，似乎不符合社會大眾的期

待。她在精神上承受了巨大的壓力，因而酗酒澆愁。梅笠和歐寶的母親都是

精神層面的疾病，待在家裡，讓他們產生極大的恐懼及不安全感。除了逃離

家鄉，放逐自我，她們別無他法。 
 

 

（二）不適任的母親 

    以單親媽媽為主的家庭，孩子通常可以得到比較完善的教養及照顧。但

因未婚生子因素而形成的單親家庭則是例外。《刺青媽媽》中的金盞花和《許

我一個家》中的蕾伊都是不成熟的女性，她們在享受歡愉之際，意外升格當

了媽媽。非自願性的擔任母職，使得她們無心照顧孩子，加上經濟上的缺乏

支持，維持一個家庭的正常功能並不容易。 
 

1.海豚的母親---金盞花 

《刺青媽媽》中的金盞花是一個躁鬱症患者，母親遺棄了自己，所以她

從小就在教養院中長大，教養院中種種不人道的對待也成為金盞花長大後的

陰影。她灌輸給女兒許多關於寄養家庭的負面想法，她自己也害怕社會福利

的照顧，害怕小時候的可怕記憶會重新浮現。在大女兒星星的眼中，她像是

個還沒長大的小女孩。雖然她總是努力想當個社會價值判斷下的「好媽媽」，

但種種行為卻總是反其道而行：喝酒、徹夜不歸、無法照料孩子的三餐溫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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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瑟奧的母親---蕾伊 

《許我一個家》中的蕾伊是一個不想被孩子綁住生活的母親，她始終不

認為照顧瑟奧是自己別無選擇的責任，對她來說，她的青春還沒過完，對於

成為母親這件事，對她的生活方式根本沒有影響，她依然抽煙、交新男友、

買漂亮衣服，瑟奧在她的心中並不佔重要的地位，兩人的母女關係疏離。 
 

    蕾伊對於自己的原生家庭，和自己懷胎十月的女兒，始終有著一層隔閡。

在原生家庭裡，被父親長期忽略，母親則因為彌補心態而加以寵愛。在這樣

的家庭裡，她感受到的是父親的疏離，導致她的行為偏差，是學校裡的頭痛

人物。蕾伊不善於處理親情，不管是對姊姊或對女兒都是如此。 
 

瑟奧不覺得有再說一遍再見的必要。蕾伊走上來擁抱她，瑟奧兩手

貼在身旁，僵僵的站著。莎朗也擁抱了一下蕾伊，蕾伊站得跟瑟奧

一樣僵硬。最後蕾伊拿起背包，加入了上車的人群裡。（頁 186） 
 

蕾伊早在年少的時候即懷孕，她並未從母親那兒學到如何擔任母職，因

此也不知道如何與女兒相處。帶著女兒，仍以自我享樂為主，在各方面來說，

她都不是符合社會期待的母親。 

 
 

（三）溫柔的母親 

「母親」，一直以來都是溫柔的代名詞。母親會坐在床邊聆聽孩子訴說學

校發生的點點滴滴；母親會端上熱騰騰的菜，滿足孩子們飢腸轆轆的胃；母

親會在孩子身體有疼痛時，擔心著，陪伴在孩子的身旁。這是一般社會大眾

談起母親時，所會聯想到的種種情境。溫柔，是母親特別賜給孩子的禮物。

女人在面對自己的孩子時，會顯得更有耐心，彷彿孩子就是她的生命。 
 

1.白櫟的母親 

在《親愛的漢修先生》中，白櫟的母親和父親離異。白櫟的母親是一個

鄉下女孩，在那個地方，女生高中畢業之後通常就是嫁人了。她待在家中並

不快樂，因為家裡有許多問題，例如父親酗酒。直到遇到白櫟的父親瀟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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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著大卡車前來，兩人於是私奔組成一個家庭。但是白櫟的母親終於還是厭

倦了刺激的生活，在與丈夫價值觀相衝突之下，她決定離婚，帶著白櫟離開

終日漂泊、不穩定的生活。 
 

    對單親媽媽來說，經濟問題通常是她所面臨最大且最直接的問題，白櫟

的媽媽也不例外。她在一家餐廳打工，以便可以付房租及供應母子兩人的生

活所需。除此之外，她還在社區學院上課，希望成為「有執照的職業護士」。

即便工作如此繁忙，她還是一位關心孩子、傾聽孩子的好母親。她對白櫟的

管教嚴格，例如：要他好好回信給漢修先生、不准他到處閒晃......。她也妥善

的處理離婚後的種種問題，從不詆毀白櫟的父親，在她口中，他們是因為價

值觀不再相同而分開，沒有誰對誰錯。 
 

作者將這位單親媽媽塑造成一位百分百的好母親：溫柔、積極努力、關

心自己的孩子、解答孩子內心的問題、抒解孩子難過的情緒。白櫟在她的悉

心照顧之下，並未有三餐不繼或是嚴重的偏差行為出現。很多研究指出，單

親家庭並非就是問題家庭，家庭結構的失衡並不是問題所在，如果單親家長

持續讓家庭功能繼續發揮，在單親家庭中的孩子還是可以正常的成長，就如

同寫信給作家的這位小男孩一樣。 
 

2.賽門的母親 

    在兒子眼中，《麵粉娃娃》裡的媽媽很嘮叨，總是嚴格的糾正賽門的種種

生活習慣，例如：關門要輕一點、碗要放到洗碗槽裡、早上上學時要說再

見......。對於總是不斷問問題的賽門，媽媽每次都是有耐心的讓兒子滿意答

案，即使有些問題是她想輕描淡寫帶過的，像是有關賽門的爸爸之類的。在

作者的安排下，這位單親媽媽雖然嘮叨、工作忙碌，但是她對兒子的關愛卻

不曾短少。 
 

3.羅伯的母親 

在《高飛》中，羅伯的母親則是病逝於癌症，她和兒子的關係十分親密，

當羅伯難過時，她會安慰他說：「你繼續哭，我了解你。我很了解你。」當羅

伯表達他對綠色樹葉的看法時，母親會握著他的手說：「你和我，我們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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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看法是相同的。」在文本中，羅伯對於母親的記憶永遠是溫柔的一面。就

因為和兒子的關係如此親密，所以當羅伯失去母親時，會選擇將時間暫停，

將自己的所有悲傷、情緒都鎖在一個想像的手提箱中。 

 

綜合來看，《刺青媽媽》及《許我一個家》中的媽媽都被塑造成不適任的

媽媽，不會照顧及教養子女，角色的描寫較為立體，作者對於媽媽的角色描

寫有較多的著墨，還處理了她們的原生家庭及內心的感受。至於《麵粉娃娃》

及《親愛的漢修先生》中的媽媽，都是與兒子關係良好的媽媽，個性和善而

平穩，是典型的母親角色，但角色刻畫也比較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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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單親兒童的形象分析  
 

 

    研究文本中的單親兒童通常都是疏離、孤單、冷漠的，對學校的同儕缺

乏認同，隱藏自己的情緒，或是封閉自己，拒絕對外溝通。通過一系列的考

驗或事件，會讓單親孩子逐漸釋放出真實的自我，接納那些關心自己的他人，

開拓自己生命的新方向，而這也是本研究試圖想要探討、了解的重要焦點。

本節從文本中歸納單親兒童的形象，發現他們共有的特徵如下：經濟環境不

佳，人際關係不好、渴望友誼，對缺席者充滿想念或疑問，以及對「家」的

渴望與尋找。 
 

 

一、生活在經濟不佳的環境 

    在一般人的刻板印象中，單親兒童家裡的經濟條件通常都不好。晚上，

他們吃著中午從學校包回來的飯菜，靠著親戚或社會慈善機構的救助。在研

究文本中，也透露出這樣的訊息，單親家庭因為失去一位家庭的支柱，主要

照顧者必須付出更多的努力才可以提供溫飽。 
 

在《親愛的漢修先生》中，白櫟的母親在餐廳裡打工，他們勉強住在一

棟年久失修的小木屋裡。晚上還會聽到隔壁加油站車子進來時砰砰的巨大聲

響。除了母親辛苦的賺錢之外，靠的只有父親每個月寄來的生活費。 
 

我們住在一棟小房子裡，真的很小，是很久以前別人的夏日度假小

屋。……它好像快要垮掉的樣子，但是我們住不起別的地方。媽媽

說至少它能遮風蔽雨，而且不會被大卡車拖走。我有自己的房間，

但是媽媽睡在客廳的沙發上。（頁 41-2） 

 

不過幸運的是，白櫟沒有三餐不繼的問題，因為母親有好手藝，所以每

天白櫟都可以帶好吃的午餐上學。相較之下，《刺青媽媽》中的星星和海豚兩

姊妹，過的是悲慘的生活，永遠沒有吃飽的時候。母親金盞花用錢無度，不

擅理財，有錢的時候寧願將錢花在玩樂及抽煙喝酒上，或是瘋狂的購買無數

的冰淇淋和麵粉，卻讓姊妹倆有一頓沒一頓的，甚至只能穿著太小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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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個瘦女孩，比一般十歲的女孩瘦小，但是這條褲子標明是給六

到八歲孩子穿的，所以皮膚上總留著鬆緊帶勒出的紅印子，就算脫

下褲子也一樣。（頁 65-6） 
 

《許我一個家》中的瑟奧，處境跟海豚很像，年輕母親在餐廳打工，收

入微薄。母親只顧自己的享樂，大部分的錢都用在食物和買煙上面。瑟奧每

天都餓著肚子，九歲的年紀，卻瘦得跟六歲的小孩似的。眼見學校的同學大

口吃著巧克力蛋糕，瑟奧卻只能盡量克制自己不要去想到食物。她在課堂上

寫了一首詩，最能代表瑟奧居住的環境和心境。 
 

灰色是什麼？灰色是冰冷的雨；灰色是刺人的毛毯；灰色是硬梆梆

的人行道；灰色是垃圾桶裡的老鼠；灰色根本不是顏色。（頁 31） 

     

    整個世界對瑟奧來說，就是灰色的世界。她和母親居住在一棟灰色樓房

的地下室。灰色樓房裡有股包心菜的味道，地下室走廊則某家人晾在那裡的

衣服。鞋子是瑟奧最大的困擾，她的鞋子已經又小又破，就像現在居住的地

方一樣，但母親寧願將錢用來買漂亮的耳環，卻忘記女兒需要一雙新鞋。 

 

    《高飛》中的羅伯，父親在汽車旅館內工作，他們就住在這家汽車旅館

中，房間又暗又小，沒有電話。父親曾告訴羅伯，有一天他們會擁有一棟房

屋，到時候他會煮很多好吃的食物。這樣的期待顯現了他們現在經濟狀況的

貧窮，尤其是在居住與食物方面。 

 

    但是也有例外。《麵粉娃娃》中並沒有提到賽門母子所遇到的經濟困境；

《傻狗溫迪克》中的歐寶，爸爸是一位牧師，雖然不是頂富裕，但也算是衣

食無缺。《其實我不想說》的主角梅笠，爸爸是大學教授，擁有一棟美麗的房

子，梅笠擁有一整個衣櫃，裡面裝有滿滿的衣物。梅笠的穿著還得過學校的

「最佳衣著」獎。文本也凸顯了一種社會現狀：單親媽媽不是忙著工作，努

力賺錢貼補家用，不然就是生活貧困，需要社會局的救助。相對來說，單親

爸爸比較沒有經濟困窘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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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際關係不好，渴望友誼 

    單親兒童普遍會遭遇的，是同儕間的相處問題。也因為如此，他們也比

一般孩子更渴望能獲得真正的友誼。他們常常對人懷有戒心，讓人難以接近；

或是常常轉學，每到一個新的學校，大家通常都已經有了要好的朋友。所以

單親家庭的兒童也較難打入已經穩固的團體之中。 
 

    《親愛的漢修先生》中，白櫟認為自己長相普通，也不引人注意，加上

新轉到一所學校，縱然自己很渴望朋友，但仍不得要領。 
 

我希望有人找我去他家玩。放學以後，我會留下來和其他同學踢足

球，好讓他們不會認為我很驕傲什麼的，可是沒有人找我去他家玩。

（頁 48） 
 

後來白櫟因為幫忙同學製作房間的防盜器，所以可以去同學家，也邀請

同學來家裡玩。白櫟終於感受到與朋友來往，互相分享，是一件多麼快樂的

是。 
 

    同樣在單親家庭生活，《刺青媽媽》中的星星和海豚有著全然不同的人際

關係。姊姊功課很好，朋友很多，每次轉到新學校，總會馬上交到很多新朋

友。相反的，妹妹卻常常被同學欺負，沒有人願意跟她一組寫作業；被同學

罵「酒糟鼻」，還跟同學打架。 
 

但是後來我們搬家了，那些日子我們經常搬家，有時候一年就搬好

幾次，我再也沒找到另一個戴安娜。每次我轉進一所新學校時，所

有的孩子都已經交到朋友了，我總是被剔掉的單數。（頁 68） 
 

    海豚向來就不太懂得如何交朋友，尤其是換了好幾所新學校之後。居無

定所，常常搬家讓內向、有敵意的海豚，與同儕之間的互動不佳，加上又常

常被老師責罵，所以成為被同學欺負排擠的對象。 
 

《其實我不想說》中的梅笠是個個性膽怯害羞的女孩。但是梅笠並沒有

人際關係上的困擾，她有一個很好的朋友雪莉，她們在一起吃午餐、一起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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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直到轉學生蕾娜來了之後，她才發現她與雪莉之間的友誼是因為她不敢

不當她的朋友。有時候，她也希望雪莉可以跟她談談媽媽，她希望讓別人知

道，自己內心的真實感受。得知蕾娜的母親去世了之後，梅笠與蕾娜有著相

同的感受，於是她們交換秘密，讓友誼更長久。 
 

    《麵粉娃娃》中的賽門腦子動得快，常捉弄別人。在一群放牛班的同學

中，並沒有受到特別的排擠。他在課堂上常大聲講話，領導大家，一點都不

會感到膽怯。 
 

    《許我一個家》裡面的瑟奧就痛苦多了。她對同學充滿戒心，不相信別

人對她的好。因為曾經受過傷害，瑟奧對於同學的善意通常不回應，總是獨

來獨往。 
 

在前一所學校，瑟奧還不懂得這些事。那時有個女孩叫凱拉，也穿

著整潔的衣裳，也會和瑟奧聊天。她長得很漂亮，又很風趣。有好

一陣子，瑟奧簡直受寵若驚凱拉居然會把她當朋友。但結果，他是

班上為一沒有被邀請去參加凱拉生日派對的女孩。……現在，她知

道不能去相信那些有錢人家的孩子了。（頁 26） 
 

瑟奧對人保有戒心，其實是出於害怕。因為自己的貧窮，害怕受到歧視

及傷害。其實瑟奧還是渴望有朋友，當她和母親要搭渡輪到維多利亞找她阿

姨時，她一反與人保持距離的常態，主動和渡輪上的四個孩子攀談，因為在

那裡，瑟奧沒有太多的包袱。 
 

    《傻狗溫迪克》中的歐寶是個寂寞的女孩，剛搬到一個新的地方，沒有

人可以聽她傾訴內心的話，她把在超市遇到的狗當成最好的朋友。而這隻狗

也幫她找到了更多的好朋友。有趣的是，作者安排了許多不同年齡、個性的

人和歐寶成為朋友，例如圖書館的芬妮小姐、寵物店的歐第思先生、小可愛

湯瑪斯、皺皺臉阿曼達、想跟歐寶做朋友的佟家兄弟等。更可貴的是，她找

到一個可以聽她傾訴的人---葛樂莉。歐寶渴望友誼，但友誼並不是只限定在

同儕之間，歐寶和老太太葛樂莉成為無話不談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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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我等了好久好久終於盼到一個可以聽我傾訴的人。於是我把

所有的事都告訴了她。（頁 68）我可以感覺到她很用心在聽，那種

感覺真好。（頁 70） 

 

對歐寶而言，父親總於投入在傳道上，沒有人可以聽她傾訴。遇到葛樂

莉讓她可以完全釋放自我的感受，聊一聊有關母親離家的事。 
 

    《高飛》中的羅伯在母親死了之後，就封閉自己的感情，不主動參與同

學的活動，而這樣的行為舉止更容易成為同學捉弄的目標。在學校裡，就算

被同學欺負，他也選擇忍受，不加以反擊。 

 

比利用力推撞他，然後諾頓大搖大擺走到後面，靠在比利身上，一

手抓住羅伯的頭髮，另一手用指關節在羅伯頭皮上擠壓著。 

羅伯動也不動的忍受著，如果他回手，只會拖得更久。如果他沒回

手，有時他們厭倦了，就會放開他。（頁 16） 

 

在轉學生西斯汀出現之後，羅伯感受到自己對友誼的渴望，他希望西斯

汀可以變成他的朋友。他想起了埋藏的最深的一個不願意想的願望：朋友。

他開始感覺希望、需要和恐懼透過他的身體，到處奔流。 

 

文本中的單親兒童普遍因為人際關係不佳，所以格外渴望友誼。在他們

冷漠、懷有戒心的外表下，其實隱藏著更多朋友的渴望。另一方面，因為社

經地位不佳，或是常常轉學，使得他們害怕對陌生人敞開真心，導致與同儕

間缺乏互動。 

 

 

三、對缺席者充滿思念或疑問 

    不管單親家庭所造成的因素為何，離婚、喪親或是父母中的有一方離家

出走，都會讓單親兒童在內心留下不小的問號。在他們幼小的心靈裡，思念

著離去的父親或母親，懷疑著父母的離去是不是自己的問題，甚至想問：他

們還會回來嗎？他們為什麼要離開？這些文本中或重或輕的透露著這樣的訊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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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漢修先生》中，白櫟煩惱著爸爸跟他在講電話時為什麼不說想

念他？為什麼不叫小櫟的名字，而是稱呼他為「小孩」，而且父親常常沒有打

電話回家，這種種跡象是不是表示小櫟在父親的心中沒有重要的地位？白櫟

常常希望，有一天父親和土匪會開著卡車停在家門口，然後送他去學校，威

風的在所有人眼前離開。白櫟也希望，有一天父親會回來跟他們住在一起。

白櫟對父親充滿著矛盾的心理，一方面思念著父親，渴望父親可以重新回來，

像以前一樣過著快樂的日子；另一方面，不能理解為什麼父親跑掉了，而且

對自己那麼不重視。 
 

「我是小櫟！」我幾乎用吼的。「我不是你在馬路上隨便碰到的小

孩。」（頁 108） 
 

白櫟用吶喊來表達對父親的抗議。他也擔心父親有了另一個男孩的陪

伴，又不希望爸爸感到寂寞。當父親開車回來看他和母親時，白櫟仍舊希望

父親不要再離開。 

 

    《刺青媽媽》中有兩個父親，星星和海豚很少想起父親，她們只知道，

星星的父親米基是母親金盞花最愛的人。母親成天將米基掛在嘴邊，卻不願

意提起海豚的父親，似乎她懶得想他。有一天，星星的父親米基出現了。很

早就承擔家裡責任的星星在父親面前突然變得像個小孩子。星星依賴著父

親，渴求十三年來未被滿足的父愛。星星對父親的出現，十分理所當然，沒

有一絲懷疑，甚至已經準備好要跟他生活在一起。總是羨慕著姊姊的海豚，

在星星的父親出現之後，也開始把內心對父親的夢想顯現出來。 
 

我的心一直深藏著一個夢：有一天我會遇到我爸爸，我的米基，他

會跟真的出現的第一個米基一樣好，他會愛我，因為我是他的女兒，

他的海豚……這個夢太丟臉了，我幾乎從來不敢去想，我覺得臉都

紅了。我知道這是一個悲傷無望的夢。….我爸爸不會是那樣，他是

一隻青蛙，就算被吻上一百次也不會變成王子。（頁 237） 

 

   擁有一個父親對海豚來說是一件難以想像的事，海豚的世界裡只有母親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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盞花和姊姊，所以當她的真正父親出現時，她顯得太過僵硬而不知所措，對

一直以來從未出現的父親給予冷淡的對待。她將父親謹慎的處理收養問題，

解讀為父親並不愛她。即便如此，父親的形象還是在海豚心裡一點一點慢慢

的滲透進來。 
 

我偷偷看了一下他的側面。他的眼睛眨的真厲害。我不知道他會不

會愛我，也不知道自己會不會愛他。真奇怪，我竟然會想到這個。（頁

284） 
 

    《其實我不想說》中的梅笠，在十歲的時候，看著母親從自己和父親的

面前離去。梅笠一直想念著母親，而且希望母親回家。她希望長大之後，自

己也可以到世界各地去，尋找媽媽，將母親帶回父親及自己的身邊，一家人

重新團聚。當父親將母親的衣物打包整理，準備送出去時，梅笠終於忍不住

問了：「她去哪兒了？」她無法理解為什麼媽媽不能繼續待在家裡。她很想跟

別人分享內心的真實感受，蕾娜讓梅笠說出內心的感受及不為人知的秘密----

收到母親寄來的明信片，她也寫信給母親，只是沒有寄出去。梅笠聽到蕾娜

說自己的媽媽得乳癌去世之後，也對母親的離去有所醒悟。 
 

成天滿腦子裡想的都是失去媽媽的我，這麼做是不是太自私了一

點？難道媽媽一點都不痛苦嗎？一直想要做別的事情的媽媽，那幾

年卻每天留在我們身邊，那種感受，難道不像得癌症一樣難受嗎？

（頁 116） 

 

    於是，時間越久，母親從世界各地寄來的明信片似乎失去了某種魔力。

對梅笠來說，母親變得越來越不真實。母親寄來的明信片，越來越像是遠房

親戚寄來的信。梅笠頓悟到，母親不能再繼續阻止她和父親的世界繼續前進。

關於媽媽的記憶，慢慢化成結痂的傷疤，對母親離家的失落，也逐漸在復原

中。 
 

    在《麵粉娃娃》中，大個子賽門因為老師要他們負責照顧麵粉娃娃，於

是開始探究只照顧他六週的父親為什麼要離家。賽門從未見過父親，小的時

候，經常編故事，幻想父親會什麼情況下回來，一家人從此過著幸福快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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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六歲的時候，賽門在學校的聖誕節戲劇裡飾演耶穌的爸爸，那是個大

角色。但結果是母親生病沒有觀賞，而忙昏的老師一邊幫忙安裝戲服、道具，

一邊還脫口問說：「你媽媽沒來喔，那爸爸呢？」六歲的賽門像山洪爆發般，

哭得不可收拾。長大後的賽門，想到這段往事，還是感覺憤怒而難過。他不

斷的把球踢飛出去，大聲喊著。 

 

「送給你的，爸！」他喘著氣喊：「謝謝你那天沒出現！」 

他更用力踢了一次。 

「你沒有一次出現！」 

踢！踢！踢！（頁 91） 

 

    他常常想著：嬰兒時期的賽門到底有什麼可怕的缺陷，到底是怎樣的討

厭鬼，讓他爸爸滿六星期之後決定再也不理會他，再也不陪他長大？就算父

親一走之後就毫無信息，但賽門仍會一直想著有關父親的事，希望能弄清楚

爸爸為什麼要走。透過養育日記的書寫，賽門開始體諒父親。他開始想著：

也許爸爸會離開，就是因為他知道自己無法盡責照顧孩子。所以，他選擇原

諒父親，並開始想通了。 
 

「我現在曉得了，我爸爸就只是地球上那些不認識我的人當中的一

個。只是這樣而已。不認識的人對我沒意義。只有認識的人才有意

義。」（頁 244） 

 

    想通後的賽門又開始活繃亂跳，他知道自己以後不會再犯跟他父親一樣

的錯，年紀輕輕救被小孩子綁住，最後不得不拋家棄子來換回自己的人生。

他不會因此害了一個孩子，害他每天對著幻想出來，有雙藍眼睛的父親說話，

只因為他沒有一個真正的父親。 

 

    如同《刺青媽媽》中的海豚，《許我一個家》的九歲小女孩瑟奧也一樣沒

見過自己的父親，父母是在一次遊玩中邂逅，然後父親回到希臘去，再也沒

有出現。瑟奧不會特別想念自己的親生父親，也未曾幻想過父親會來找自己，

她只是渴望一個有著爸爸媽媽的大家庭。藉由自己的幻想和鬼作家的神奇魔

力，瑟奧如許願般的來到一個有著爸爸媽媽和兄弟姊妹的家裡。卡德家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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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會說睡前故事給孩子聽、會準備晚餐、會陪孩子看電影，她和安娜因為遲

歸且丟了腳踏車，卻只被父母責備了幾句，而且是因為他們沒有打電話回家，

讓大家擔心。不同於現實中的狀況，瑟奧對卡德家的父母來說很重要，他們

真的很重視她。 

 

    和梅笠一樣，《傻狗溫迪克》中的歐寶，一直都思念著在她小時候就離家

的母親。她要求父親告訴她有關母親的十件事，並且牢牢的記住，希望有一

天如果母親回來時，自己可以很快的認出她，然後緊緊的抱住她，再也不要

讓她離開。歐寶並不怨恨母親，常常想起母親。當她聽到芬妮小姐說著好聽

動人的故事時，她會想著母親是不是也喜歡這個故事？ 

 

這讓我想起我的媽媽，我真想跟他說歐地撕催眠所有動物的事。我

為她蒐集故事。我還可以跟他說芬妮小姐和熊的事，跟她說我怎麼

認識葛樂莉，我差一點以為葛樂莉真的是個巫婆呢！我有一種感

覺，這些都是我媽媽喜歡聽的故事。這些故事會讓她大笑，就像牧

師說過的，她很喜歡笑。（頁 85） 

 

    歐寶無時無刻的想著母親，聽故事時、孤單寂寞時，她總是會一直去舔

舐那個母親離家所造成的傷口。她覺得母親就像是牙齒掉了之後的那個洞，

你會一直去舔它，不管時間過了多久。但有了溫迪克之後，歐寶認識了越來

越多的朋友，這個洞似乎也慢慢被填平，不再孤單的歐寶仍會繼續想念著母

親，但是不會像過去那麼想了。 

 

    《高飛》中的羅伯不能承受失去母親的悲傷。羅伯跟母親的關係親密，

母親教他木頭雕刻，與他討論看到的美好世界，當他難過時，母親還會用安

慰他。她會弓著手掌，撫著他的頭髮，對他說：「你繼續哭，我了解你。我很

了解你。」從母親的葬禮以後，他就不再哭了，也不再想她。他的快樂已經

蒸發掉了，他把所有的情緒都鎖在一個想像的手提箱裡，這是羅伯不去想事

情的方法。他甚至連母親的名字都不敢提起，深怕手提箱會被一點一點的打

開。 

 

羅伯想念母親，卻一直要壓抑自己，害怕想念母親的心會像腿上的紅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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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越抓越癢。好朋友西斯汀卻讓羅伯的手提箱慢慢打開，她逼著羅伯說出

母親的名字，還有母親為什麼會去世。 

 

    隨著老虎的死去，羅伯面對了自己心中最大的傷痛---母親因癌症去世，

也逼迫著父親勇敢去面對妻子的死去。羅伯打開了他的手提箱，讓所有情緒

爆發出來。 

 

「我不會再哭了。」羅伯閉起雙眼，但淚水還是不聽話的湧出來，

像股急流似的，檔也擋不住。他從他內心深處的某個地方哭著，從

他母親曾經待過的地方，從老虎曾經帶過、現在已經消失了的那個

地方。（頁 159） 

 

   老虎的葬禮之後，羅伯發現自己的內心變輕了，好像他已經放下某件沉重

的東西，他仍想念母親，只是不會再壓抑自己想念母親的心。透過情緒的抒

發，才能從失落中往復原之路前進。 

 

 

四、對「家」的渴望與尋找 

    人們渴望獲得關係緊密的親情，希望擁有一個溫暖的家，希望這些和我

們有著濃厚血緣關係的人可以給我們愛，給我們關懷。《許我一個家》中的瑟

奧害怕老是一個人孤伶伶的感覺，所以老是幻想自己擁有一大群兄弟姊妹，

和一個可以遮風避雨的家。 
 

家裡要有四個孩子，兩男兩女，加上瑟奧一共五個。瑟奧舒服的擠

在中間，上有哥哥姊姊可以保護她，下有弟弟妹妹可以一起玩耍。

有一對冷靜的爸爸媽媽，從來不會吼她、打她，或向她抱怨。他們

一起住在一棟溫暖的大房子裡。家裡有很多食物，每當有需要的時

候，就有新鞋可穿，還有很多書和一隻貓...... 

魔法，她需要魔法。要是瑟奧能有魔法，她希望有一個家。（頁 47） 
     

瑟奧幻想擁有的「家」並不是原來有血緣關係的家，而是一個可以給予

支持，互相依賴，寄託感情的地方。在這裡，人們可以互相照顧，一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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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們並不需要擁有血緣關係，因為不是每個人都可以幸運擁有一個具有相

同血脈的完整家庭。 
 

    根據研究者觀察，國內的少年小說在觸及「單親」這個議題時，最後結

局往往是「王子和公主從此過著幸福快樂的日子」，離婚造成的的單親家庭，

作者常常筆下留情，讓主角的父母化解彼此的心結，主角重新獲得一個完整

的家。國外的少年小說則不然，作者將重點放在這些已經遭遇單親歷程的小

孩如何自我成長、如何從周遭得他人找到支持的力量，以及像家一樣的感覺。 
 

    有一段古老的諺語是這麼寫的： 
     

我們渴望的親人或許不在身邊，譬如童年的家，仳離的情人或配偶，

或是遠在異鄉的愛子。當最想念的人已經不在時，如果我們開放心

胸，承認人生原有悲歡離合，那麼，我們總會再遇見某些人，讓我

們的生命更加圓滿51。 

     

    所以，雖然《許我一個家》中的瑟奧並沒有找回爸爸，但是她用自己的

力量，找到了如家人般的朋友。這些原本是陌生人的朋友們，提供了瑟奧「家」

的溫暖。就家的結構而言，並非傳統的完整的家；但就家所具有的功能來說，

瑟奧確實找到了她渴望已久的家。 

 
 

 

 

 

 

 

 

 

 

 

 

 

 

 

 

                                                 
51 Susan Ahern, Kent G. Bailey，鄭清榮譯，《另類家庭》，（臺北：天下，1997 年 9 月），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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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章    單親家庭中的親子關係 

     

 

親子關係是家庭中雙親與子女互動所構成的一種人際關係；是人類最基

本的社會關係，也是個體在一生中最早接觸到的人際關係。社會工作辭典中

對於「親子關係」的解釋，是指父母對子女教養的態度，與親子之間的心理

交互反應。52也就是說，不僅父母對子女的管教態度和方式會影響子女的行

為，另一方面，子女的行為也會影響父母的管教態度和方式，這是一種交互

作用的歷程，會產生互為影響的結果。 
 

    劉焜輝指出親子關係的態度特性可分為（1）父母對子女的態度：如果是

接納性的程度，指的是父母是否能傾聽子女的意見、承認子女的行為，能否

關心子女，且能鼓勵子女並表示親密的態度。如果是理解性的程度，則意指

父母是否對子女冷淡、不予理睬，及是否經常下命令、嘮叨、謾罵、權威、

專制、獨斷。（2）子女對父母的態度，如果是獨立性的態度，指的是子女能

否是是依賴父母，或者具有自主性、獨立性及自主判斷的態度。如果是信賴

性的程度，意指子女是否對父母具有信賴、誠實的態度。 
 

    黃春枝認為，親子間能夠相互信任、情感交流與友誼性交往者，乃是親

子關係適應良好；反之，所謂親子關係適應不良，則是指子女感覺到缺乏父

母慈愛，或親子間衝突摩擦較多。53 
 

    單親家庭不只是家庭結構的改變，形成單親對於子女而言，意味著與父

或母相處的時間減少，在這種缺乏父或母的社會化情境下成長，不但影響親

子的正常互動與關係維持，同時也失去或減少模範（modeling）與監督

（supervising）的功能。54 
 

在七本研究文本中，單親家庭中的親子組合模式分別有下列四種：父與

                                                 
52 蔡漢賢主編，《社會工作辭典》，（臺北：中華民國社區發展研究訓練中心，1990 年），頁

662 
53 黃春枝，《青年期親子關係適應之研究》，（臺北：三民書局，1977 年），頁 1 
54 薛承泰，《單親家庭的變遷：兼論中美之比較（一）（二）》，（臺北：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2000 年 7 月），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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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父與女、母與子，以及母與女。所代表的文本如下： 

父與子：《高飛》 

父與女：《傻狗溫迪客》、《其實我不想說》 

母與子：《親愛的漢修先生》、《麵粉娃娃》 

母與女：《許我一個家》、《刺青媽媽》 
 

本章將從社會文化及心理學的角度，探討文本中缺父或缺母的單親家

庭，分別對男孩或女孩會產生哪些不同的影響？照顧者是以何種管教態度及

方式來對待子女？他（她）們之間的互動模式又是如何？ 
 

 

 

 

第一節  單親家庭中的親子互動 

 

一、疏離的父子關係 

    一直以來，女性總是順應男性對女性的要求，讓自己成為以男性及孩子

為中心的依賴者。相較之下，男性被教育要克制自己的情感，在擔任父親角

色上，往往既疏離又害怕。 
 

母親通常是父子關係中的「守門員」，少了母親這位情感的調和者，父子

的關係會有什麼樣的變化呢？從羅伯對母親的渴念中可以發現，他和父親對

於已經逝世的母親在情感上都十分依賴。羅伯的父親是一個被教養成要有男

子氣概的男人：有一次，他為了證明自己有能力而用槍射殺一隻天空中的小

鳥；還告訴羅伯要他跟欺負他的男孩子打一架，讓他們不再欺負他；或是在

母親的葬禮上要他不要哭泣。而他自己也壓抑著自己對妻子的想念。 
 

他們沿著汽車旅館後面去維修棚時，他父親吹著「開金礦」的哨音。

那是一首憂傷的歌曲，以前他常和羅伯的媽媽一起唱。她那高亢、

甜美的聲音和在他父親低沈的聲音上，像隻小鳥飛過沈重的世界。

他父親一定也想起來了，因為吹到一半時，他停了下來，搖搖頭，

低聲咒罵著。（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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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國外研究均顯示，雖然父親與子女的互動較少，但父親往往是孩子

最主要的模仿對象，對於孩童成長過程、青少年行為影響程度遠大於母親。

而父親給孩子的刺激也遠大於母親，尤其是對男童。55羅伯從父親那兒學會

了將感情壓抑在內心深處，即使他很想念母親、渴望朋友，或是希望能像母

親一樣，說些什麼安撫父親，但他始終不敢表達出來。 
 

父親對羅伯其實是關愛的，但就像一般台灣傳統的父親一樣，他們從不

用言語表現自己對孩子的關心及愛護，他們總是默默的行動，用生活中的點

點滴滴表現自己其實是在乎孩子的。例如：文本中屢次出現父親替羅伯的腿

擦藥的場景。他的父親把帶魚腥味的油膏塗抹在羅伯腿上。羅伯盡量保持身

體不動。或是當沒有太多麵條當晚餐時，父親寧願自己挨餓，也要讓羅伯吃

飽。父親告訴羅伯： 

 

「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我不是很餓。」用完晚餐，他的父親在躺

椅上睡著了，頭後揚，嘴巴張開打著鼾，那雙腳指彎彎的大腳抽動

著。在兩個鼾聲之間，他的肚子發出既長又大聲的咕嚕咕嚕聲，好

像他是全世界最餓的人。（頁 46-7） 

 

作者從細微處表現父親對兒子的關愛之情。從社會期待的角度來說，羅

伯的父親是典型的傳統男人，他們藉由處理事物及作事情來表達自己的愛

意，將不表達情緒視為「真正的男人」。 
 

而羅伯對於父親呢？羅伯總是遵循著父親對他的每個指示，父親告訴他

不要哭，因為哭也喚不回母親，羅伯從此不再為任何事哭泣。羅伯與父親之

間的互動，最常出現的話語就是回答：「是的，爸爸。」父子之間的互動是單

向的，父親下達指令，然後羅伯遵照辦理，他不會反抗。一對彼此壓抑感情

的父子，在羅伯的母親去世後，非但沒有增加親密感，反而顯得更加疏離。 
 

 

 

                                                 
55 Keen  Sam 著，張定綺譯，《新男人：21 世紀男人的定位與角色》，（臺北：時報，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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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渴望父愛的女兒 

    父女關係往往存在消極的一面。研究證明父親對兒子投入的時間和關注

比對女兒更多。一項研究成果指出，把女孩和男孩一起進行比較時，會發現

父親對兒子偏愛有加，女兒得到的關注僅是兒子的四分之一。56《其實我不

想說》和《傻狗溫迪客》中女兒與父親之間雖然沒有無法跨越的鴻溝，但她

們的內心，卻有更深一層的渴望，希望與父親的關係能再更加親密。 
 

    新精神分析派學者荷妮（K. D. Horney）提出基本焦慮的概念，認為每個

人天生都有一種害怕被拋棄的不安全感。57在親子關係中，如果孩子沒有享

受到父母給予的關愛，就會產生更多的焦慮和不安，對父母感到疏離。在此

基本焦慮下，個體會發展出不同的因應對策，如親近、討好順從他人、控制、

反對他人、逃避與人接觸等等，這些都是為了減低自己的不安全感。梅笠和

歐寶都是這樣的孩子，失去母愛，父親又不能滿足女兒對愛的渴求，對於父

親，她們都採取順從討好的策略，期待的到父親的愛。 
 

 

 （一）《其實我不想說》 

文本中的單親爸爸是一個大學教授，具有高社經地位，思考事情比較理

性。表現在和女兒的互動上，他會和梅笠聊天、打籃球、談論她媽媽、討論

種族問題，算是努力盡親職責任的好父親。他也是一個開明的父親，他尊重

梅笠對於朋友的選擇，即便是他非常痛恨「白種垃圾」。在這樣的互動中，梅

笠也常能敞開心胸，和父親討論生活中的各種問題。 
 

在母親離家前，梅笠與母親保持非常親密的母女關係，當父親工作繁忙

或不在家時，她們一起分享聊天、小秘密。在母親離家之後，梅笠將情感寄

託轉移到父親身上。她觀察父親從母親離家之後的種種行為：哭泣、難過，

經歷想念，最後毅然決然打包有關妻子的一切東西，決定重新開始。梅笠也

知道父親十分愛她，擔心她在成年後會不會像母親一樣離他而去。在父親身

                                                 
56H. Norman Wright (賴諾曼)，劉麗珍、王文霞譯，《女兒背後的爸爸》（Always  Daddy’s  

Girl），（臺北：雅歌，2005） 
57 蔡秀玲、楊智馨，《情緒管理》，（臺北：揚智，1999），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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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梅笠是一個乖順的女兒。父女兩人的關係看似互動良好，但梅笠在心中

對於父親仍有一些疑問：為什麼父親再也不抱她？對她再也沒有肢體上的碰

觸，就算是拍拍肩也好？ 
 

而我總是認為，一旦你到達某種年紀，比如說十二歲，你的父親就

再也不觸碰你，因為他們心有所懼，而人生就是這麼回事。也許是

因為你的胸部開始發育；也許是你突然變得安靜下來；也或許是因

為你媽媽突然離家出走。不管是為了何種原因，你的爸爸決定不再

擁抱你了。只是，擁抱一個人到底有什麼錯呢？甚至只是親親女兒

的臉頰也不行嗎？到底，偶而一次，拍拍女兒的肩膀，然後告訴她

說她做得很好，這會有什麼危險？誰來告訴我。（頁 58） 
 

   單親父親面對即將進入青春期的女兒，如果沒有女性的從旁協助，幫忙進

行所謂的性教育，這將會是他面臨的大問題。文本中的梅笠十二歲了，初潮

將臨，胸部也即將發育，梅笠正走在青春期的入口。父親雖然是一個開明的

人，但卻不知如何開口與女兒談論月經來潮，所以他請來了一位女性朋友幫

他跟梅笠解釋如何使用衛生棉條，他自己則離得遠遠的。 
 

嬰兒最早是經由撫摸及碰觸來感覺這個世界，藉由父母親的擁抱、言語

鼓勵來獲得安全感及自信。梅笠對父愛的渴望，源自於太久不曾與人有過身

體上的碰觸，讓她幾乎忘了碰觸別人或被別人碰觸是什麼感覺。梅笠很想知

道來自父親的碰觸，或是來自任何人的碰觸是什麼滋味。她也想到：那跟幾

年前媽媽撫摸的方式有什麼不同。她希望父親仍像以前母親那樣輕拍自己、

擁抱自己。 
 

 

（二）《傻狗溫迪客》 

    對歐寶來說，父親只是一個無時無刻都想著傳道的牧師。如果父親給女

兒這樣的印象，那麼在「父職」的實踐上，父親顯然做得不夠多。我們可以

發現，牧師父親和女兒相處的時間並不多，父親太忙於工作，正值暑假中的

歐寶只好帶著溫迪客在剛搬來的小鎮中獨自探索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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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師父親善於思考及傾聽，歐寶則喜歡將所見到的、所經歷的敘述成一

個個的故事。父女倆會討論有關歐寶的交友問題，歐寶也會和父親分享她遇

到的朋友和事情，唯一的問題是父親很少跟歐寶主動提起她的母親。歐寶很

想知道關於母親的一切，她需要和父親一起面對母親的離去，解開為何母親

要離家的迷團。但父親卻總是避談這一切，所以儘管母親離家已經許多年了，

歐寶仍舊思念著母親。  
 

 

三、親密的母子互動 

    單親生活的壓力很大，遭遇的挫折及特異的眼光也比較多。在困苦的生

活環境中，單親家長，尤其是單親母親，通常會期待子女要聽話乖順，要更

努力，要出人頭地，所以在對子女的管教上會偏於嚴格。《親愛的漢修先生》

和《麵粉娃娃》中的母親都是這種類型的媽媽，她們在作者的筆下，都是叨

叨絮絮，對兒子的品行、行為要求嚴格的母親。 
 

 

1. 《親愛的漢修先生》 

在《親愛的漢修先生》中，白櫟的母親要他一定要回信給漢修先生，回

答他所提問的問題，還嚴格規定他不准在任何地方閒晃。她就像傳統母親的

形象，對兒子的生活常規十分在意，顯示她也期待自己是一位能夠照料好一

切的單親媽媽。雖然她平日工作、上課十分繁忙，但她依舊沒有放棄教養孩

子的責任。就算工作再累，她還是花時間陪自己的兒子，這是連一般完整家

庭的父母都很難做到的。 
 

2. 《麵粉娃娃》 

《麵粉娃娃》中賽門母親的嘮叨程度更勝一籌，賽門對母親可以這樣持

續漫長的、瑣碎的嘮叨而感到敬佩。母親還會恩威並施，只希望兒子能符合

自己的期望。 
 

為了他的功課，她確實什麼事都做得出來，他知道。她會恐嚇，會

賄賂，會祭出最可怕的懲罰手段。他吃過的苦頭包括禁足、不給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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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錢、聽她大吼大叫半個小時、聽她說好話兩個小時，甚至還得聽

她哭。（頁 70） 
 

賽門的母親對兒子在生活習慣上十分要求，例如：要說「謝謝」和「再

見」，別忘了關門，嘴裡含著東西不要講話，即使粗枝大葉的賽門總是忘記，

母親還是不厭其煩的提醒他。嘮叨而嚴格的母親，與兒子的關係卻很親密。 
 

 

四、面貌多樣的母女關係 

母女關係是由兩個女人：母親和女兒，所構成的一種家庭人際關係。母

女具有血緣關係，女兒從母所出，而且大多數的女兒在出生後都由母親養育

照顧，我們是不是可以說，母女關係必然存在相當親密的互動和情感？或是

因為彼此的相似性，反而產生更多的衝突？ 
 

母女關係的樣貌是多樣性的，獨特的，個別性的，它是由母女兩人在其

既有的社會文化下共創的產物。58貝瑞‧高登(Barry  H.  Gordon,PH.D.)也提

到，家庭系統機能存在著無限的變化，可能破除任何關於兒子或女兒的推論

的正確性。是不是家裡唯一的小孩；在家中排行老幾，兄弟姊妹的才能與個

性為何；家裡是不是全是兒子或女兒；母親是不是比父親更獨斷、自信或稱

職等。此外，還有多世代的問題，亦即兄弟姊妹以及父親和母親的原生家庭

的變動。59因此，母女關係其實並沒有特定的樣態。《刺青媽媽》和《許我一

個家》都是以未婚媽媽帶著女兒為家庭主體的單親家庭，其中關於母親角色、

家庭經濟條件等外在條件或許略有相同，但母女間的互動與親密卻大不相同。 
 

 

（一）《刺青媽媽》—互相依附的金盞花與海豚  

    同樣是未婚媽媽，同樣帶著女兒過著中下階層的生活，金盞花和蕾伊和

女兒互動的方式卻大不相同。在《刺青媽媽》中，金盞花雖然是一個有著精

                                                 
58 常以方 ，〈戰爭與和平：從我的母女關係探究母女親密關係與自我的蛻變〉，國立臺北教

育大學教育心理與諮商學系碩士論文，2005 年，頁 13 
59
摘自 Barry  H.  Gordon (貝瑞‧高登)，張瓊文譯，《爸爸怎麼回事》（your  Father, Your  

Self），（臺北：經典傳訊，2004）的作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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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疾病的母親，但她也是一個深愛著女兒的媽媽。她全身布滿的刺青圖騰對

她而言象徵了許多不同的意義。手腕上的兩顆鑽石，是她年輕時想要自殺的

兩條傷疤。 
 

她在上面刺了兩個一模一樣的的刺青，兩個並排的菱形鑽石，光芒

四射，顯得無比晶瑩。金盞花總是說星星和我是她的鑽石。（頁 278） 
 

在曾經受傷的部分卻刺上鑽石代表她的兩個女兒，這是一種矛盾的象

徵。金盞花深愛著女兒，卻又不斷的與星星有言語及觀念上的衝突；偏愛星

星，使得海豚一直在渴望著母愛中生活。故事最後的結果，星星離開了她，

海豚則把她送進了她最討厭的醫院。 
 

  以母女關係來說，若是母親有女性親戚與朋友的支持網路，並身兼有意

義與自尊的工作，所養育的女兒就會具備照顧下一代的能力，以及強烈的自

我感。若母親沒有其他成年人的支持以及有意義的工作，並對她自己的母親

有著一種愛恨交織的依戀，就會在女兒身上也造成一種愛恨交織的依戀，並

在自我上面沒有能量與母親分別開來。60也就是說，如果親代是個適應良好，

高自我價值感的母親，則子代（女兒）不但能扮演好母親的角色，她們之間

也能維持一種積極的母女關係；反之，如果母親缺乏支持的網路，那麼就會

造就適應不良的母親，導致母女關係不佳。 
 

在研究文本所呈現出母女關係的樣貌，符合 Chodorow 的觀點。在《刺

青媽媽》中，金盞花沒有知心朋友，也拒絕社會福利機構的協助，她自己沒

有可以養家餬口的工作，有時她會在刺青店幫忙描圖，或是設計專門的圖樣，

但這樣一點錢根本不夠她自己花用。金盞花的自我價值感低落，常常因為和

星星的母女衝突而貶低自我，她問自己：「我是什麼樣的媽媽？又蠢又無能。」

或是： 

 

「好吧，我是個怪物，」金盞花聲音顫抖的說：「我不在乎。我不必

迎合你們狹窄的社會觀，星星。我始終過的是邊緣人的生活。」（頁

29） 
                                                 
60 Chodorow , N.J.，陳君玫譯，《母職的再生產》，（臺北：群學，2003），頁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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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威爾森筆下，金盞花是一個愛恨鮮明的角色，她的一舉一動充滿了誇

張的言詞及肢體動作，就連愛女兒的方式也非一般正常的媽媽所能及。為了

替女兒們做一些餅乾，她買了一整套的烤盤、和麵的碗和一堆麵粉。為了海

豚能順利和同學塔莎交上朋友，她親自出馬，到學校門口邀請塔莎到家裡來

玩。她沒有想到自己一身顯眼的打扮反而讓海豚招致更大的難堪，因為海豚

感覺自己就像全身著了火般，雖然微笑，但已經說不出話來。這就是金盞花，

愛不僅要愛到心裡，還要將她的愛具體的表現出來，讓別人強烈的感受到。

但她用的方式只憑自己直覺的想像，沒有顧慮到現實的種種因素，也因此總

是造成女兒對她的不解。 
 

    金盞花、星星、海豚可以看成是一個互相追尋的三角關係，海豚一直渴

求著金盞花的愛，金盞花期待得到星星的認同，星星卻放心不下海豚，不忍

獨自享受父愛。作者以海豚第一人稱的觀點來敘述整個故事的發展、衝突與

調適，文本中對於金盞花與海豚的母女互動有較多的著墨，在故事的開始，

不管是在言語及肢體動作上，金盞花和海豚都有很親密的互動。金盞花抱著

海豚，而海豚用手幫母親梳頭髮。而海豚在見到一夜未歸的金盞花時，淚如

雨下，這時候的金盞花也是溫柔的。 

 

「嘿，你在澆我的花呢！」金盞花說：「來這兒，寶貝。」她用兩根

沾著麵粉的手指夾起一塊毛巾，輕擦我的臉。（頁 57）「怎麼會有人

不喜歡我的小海豚呢。」金盞花說，她把我抱到腿上搖晃著，好像

我是一個大毛巾寶寶。我縮起身子，讓自己小心不要靠到她新刺的

十字架上。（頁 69） 
 

    隨著故事的開展，金盞花與米基的重逢，星星離開三人生活的公寓，投

靠父親，金盞花情緒不穩，和海豚之間的親密度也大為下降。金盞花常常因

為星星和米基的事對海豚發脾氣，讓海豚的心更加受傷。 
 

只剩下我和金盞花。我本來以為金盞花會高興我沒有跟星星走，但

是她的腦子開始亂了，她似乎覺得她沒應邀去布萊頓，全都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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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 

我向她爭辯，但她變得非常憤怒，開始不斷的大喊大叫，似乎要永

遠叫下去。她的眼睛成為兩道綠色的小縫，嘴巴像通紅的大洞，口

水滴到下巴。她不斷的揮舞著手臂，我擔心她要打我，雖然她從來

沒有打過我。我努力回嘴，可是她的聲音太大了，她根本聽不見我

的話。（頁 149） 
 

    甚至，在布萊頓找不到米基和星星的下落時，金盞花第一次動手打了海

豚。這讓海豚感到不可思議，一直處於依附關係的母女倆，在金盞花尋找男

友及大女兒的挫敗中，被摧毀了。 
 

我真怕他又開始發火，我又累、又餓、又冷，腳又疼，我再也撐不

住了。我的眼淚嘩嘩落下，我像個娃娃似的大聲抽泣著，哭得喘不

過氣來。 

「別哭了。」金盞花說。 

我停不下來。..... 

「發瘋了。」我抽泣著說。 

金盞花很狠打了我一巴掌。我跌跌撞撞的向後倒，氣都喘不過來。

金盞花似乎也呆住了，她看著自己的手，好像不相信自己做了些什

麼事。（頁 158） 
 

在《刺青媽媽》中，海豚對於媽媽金盞花具有絕對的崇拜，海豚就像是

一顆環繞著太陽的小行星，不斷著繞著母親轉呀轉，期望能從母親身上得到

更多的關愛。她全心全意的愛著媽媽，容忍她的一切瘋狂行徑。即使在金盞

花的心目中，米基的女兒---星星永遠佔有第一的地位。海豚像個小可憐似的，

只能在媽媽傷心難過的時候，支持、照顧媽媽，希望兩人之間的感情可以更

加親密。 
 

海豚總是無止盡的支持著母親，就算金盞花做出一些瘋狂的行動，在海

豚的心中，這都因為金盞花是「媽媽」而獲得原諒。在兩人的對話中，海豚

總是告訴母親：妳是最好、最可愛、最神奇的媽媽，跟妳在一起玩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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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刺青媽媽》—金盞花和星星的母女衝突 

    在《刺青媽媽》中，兩個同母異父的姊妹，對於行徑、想法與眾不同的

媽媽卻有截然不同的看法。處於青春期的星星正在經歷「脫離衛星化」61的

歷程，對媽媽充滿又愛又恨的矛盾，她討厭媽媽的全身刺青；討厭媽媽在瘋

狂時將姊妹兩丟下不管，以及種種不可思議的舉動，例如：將僅有的錢花在

衣服上、買一大堆的冰淇淋、麵粉；另一方面，她也對媽媽無法控制自己的

瘋狂行徑感到憐憫。 
 

    作者在金盞花和星星的互動中，安排的盡是充滿價值觀衝突的場景： 

 

「你說過的，在身上一次又一次的刺青是病態的、無能的。你說過

你要省下錢去做雷射手術，把刺青去掉。你說過的。」星星說，她

的聲音提高了。 

「我說那些只是為了讓你高興，親愛的。但是我愛我身上所有的刺

青，對於我來說，每個刺青都有特別的意義。刺青使人覺得自己很

特別。」 

「刺青讓你看上去像馬戲團怪物。」星星說。 

突然間安靜了下來。我們站著，吃驚而尷尬的互相張望難以相信星

星說出那樣的話來。甚至星星也似乎驚呆了。（頁 28-9） 
     

在母親丟下她們姊妹倆徹夜未歸時，星星更是給予母親毫不保留的痛

擊。她認為金盞花是不盡責的母親，丟下她們姊妹倆在家裡，自己卻在外頭

玩樂。星星覺知到母親的瘋狂，也用同樣激烈的話語抨擊母親。 
 

我們倆咯咯笑了。金盞花抬頭看看仍然待在門口的星星。 

「你喜歡妳的天使是什麼模樣兒？星星。」 

                                                 
61
摘自黃德祥，《青少年發展與輔導精要》，（臺北：五南，2005）。根據奧斯柏（Ausubel，1954）

的論點，在正常發展行程上，青少年就像一顆衛星，在自己獨立自主以前，環繞父母親而繞

行，個體依賴父母，並接受密集的社會化。奧斯柏認為「脫離衛星化」的歷程是漸進的，並

飛與父母一刀兩斷，父母的鼓勵與支持，使青少年能配合年齡表現適度的自主，對青少年未

來的生涯與婚姻有積極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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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不是小孩子了。你怎麼能這樣做？跑出去，整晚在外面鬼混，

甚至還不回來做早餐。你折磨海豚在學校痛苦了一整天，然後你又

不知怎的冒了出來，連一句道歉的話都沒有，還擺出一副偉大媽媽

的樣子，做那些破爛餅乾。好啦，別把我算上。你享用我的餅乾吧，

我希望噎死你。」（頁 59） 
 

    三十三歲的金盞花和十三歲的星星，兩人的母女關係卻是主客易位的。

身為家中老大的星星反而像是媽媽，照顧著母親和妹妹。因著媽媽的不成熟，

星星必須被迫快速成長，成為「父母式的孩子」62。這樣長期的沈重壓力及

價值觀的轉變，使得星星想要「保持領先，通過所有的考試，考進大學，趕

快離開。等不及要趕快離開這個垃圾場」，也因此，金盞花和星星之間一直處

於緊張的狀態。 
 

「哦，金盞花，我真希望能像你想的那樣，你、米基、海豚，還有

我能在一起。對不起，我自己去，感覺很難受，可是我得去見他。」

（頁 166）「對不起，我跑掉了，拋下了你。」（頁 295） 
 

星星在心中對母親存著既愛又恨的情結，她恨母親不願長大，不願表現

像正常的媽媽一樣照顧她們。從故事的開始到結束，星星不像海豚那樣可以

對母親輕易講出「我愛你」之類的話語，卻因為自己的離去而說了「對不起」。 
 

 

（三）《許我一個家》—現實與幻想中對比的母女關係 

如同我們之前提到的，親子關係是雙向的互動，父母親的管教方式會影

響子女對待他們的方式，這在《許我一個家》中可以看出明顯的對比。瑟奧

擁有過兩個家，一個是現實中的單親家庭，這個家中的單親媽媽蕾伊疏於照

顧女兒，與瑟奧的親子關係常常處於緊張的狀態。另一個是瑟奧與鬼作家的

幻想結合形成的完美家庭，這個家庭如瑟奧想像的有一對完美的父母，還有

四個相親相愛的兄弟姊妹，家庭氣氛和諧，父母總是溫柔的對待子女。在這

                                                 
62摘自黃德祥，《青少年發展與輔導精要》，（臺北：五南，2005），頁 21。通常「父母式的孩

子」一詞被輕蔑的應用於家族治療的文獻中，代表家庭過渡仰賴一個孩子去做決策，並履行

父母親的任務，如照顧較年幼的兄弟姊妹。這種情形容易犧牲孩子與同儕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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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家中，瑟奧感到快樂，不像以前總對人存有戒心。 
 

未婚媽媽被區分為兩類：一是年輕無知，需要被同情理解的受助者；另

一為墮弱或心智有缺陷，需要懲罰或監禁者。她們會面臨到的難處其實是整

個社會的態度，帶以漠然、忽視的眼光。與年紀較大的母親相較之下，年輕

媽媽其心理及情緒較不平穩，親職之間相處較有問題，對社會經濟有負面影

響。63 
 

在《許我一個家》中，蕾伊屬於年輕無知的未婚媽媽，十六歲未婚懷孕，

甚至連孩子的生父住在哪裡都不知道。憑藉著一股自以為是的傻氣，認為孩

子會為她的人生帶來重大的意義，所以決定帶著瑟奧到大城市去過生活。但

生活的困苦、貧窮，以及蕾伊缺乏教養孩子的觀念，使得母女兩人的關係從

開始就不好。 
 

    蕾伊沒有任何經濟基礎及養育孩子的經驗，生活的貧苦及低落的自我價

值，讓她變得敏感，情緒常常一觸即發，也影響了她和女兒之間的親子關係。

例如：有一次瑟奧試探性的問媽媽的新男友能否幫她買一雙新鞋時，卻得到

蕾伊火辣辣的一巴掌。盛怒中的蕾伊不知道打罵孩子是遠離孩子的心最快的

方法，也因此，這個適應不良的母親一次又一次的傷害了女兒，逼使母女關

係越來越僵化。 

 

蕾伊和瑟奧相處時會一直抱怨，抱怨工作、老闆，抱怨一個個的男朋友，

她總是將注意力放在自己身上，卻鮮少注意瑟奧的需求。每當蕾伊在講話時，

瑟奧就保持沈默的態度，對於母親的話不予回應，母女兩人的溝通品質不良。 
 

「總有一天，我一定要痛痛快快罵戴瑞一頓。真是氣死我了！瑟奧，

你在聽嗎？」......「你從來不聽我說話。」蕾伊說：「看著我，我

有事要告訴你。」（頁 39） 
 

還有一次，瑟奧只顧看自己的書，氣得蕾伊把書丟到地上，她對瑟奧大

叫：「一天到晚就知道看書！從來不聽我說話。」蕾伊的情緒起伏不定，憤怒

                                                 
63 林惠生，〈未成年生育的趨勢、影響及對策〉，（臺北：內政部，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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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會摑瑟奧巴掌，接著又會陷入後悔的情緒中。高興的時候會用甜美的、

「我是一個好媽媽」式的聲音叫女兒「小貓咪」。兩個人雖然住在一起，但感

情卻形同陌生人。所以瑟奧總是想逃離現實，幻想自己有一個像樣的家。 
 

瑟奧的幻想實現了，在渡輪上她對新月許了一個願望，希望自己變成卡

德家的一份子。作者讓瑟奧來到一個近乎完美的家庭，與現實中灰色的家不

同。在這個家中，爸爸在大學擔任英文教授，媽媽是一個藝術家，他們對待

瑟奧的方式也和蕾伊大不相同，他們用溫柔關切的話語對她說話。 
 

「都十一點鐘了，你一定餓壞了吧？來，坐這裡，我來弄早餐。你

喜歡吃穀片嗎？還是土司？」（頁 114）蘿拉的眼裡含著淚水：「瑟

奧，我覺得非常榮幸。」她輕輕吻了一下瑟奧的臉頰，「這下你真的

成為我們家的一份子了。」（頁 116-7） 
 

    蘿拉（幻想世界中的媽媽）親切，總帶著微笑，還會帶瑟奧去買各式各

樣的新衣服，這和以前從沒買過新衣服給她的蕾伊形成對比。相對的，在這

個家中的瑟奧不再是以前那個不搭理人、有戒心的小女孩，她會試著問問題，

試著融入這個家庭。 
 

    同樣的小女孩，在遇到不同的管教方式時，卻有不同的回應。在現實生

活中，蕾伊是一個未婚媽媽，在缺少另一半的支持下，經濟本來就陷入困境，

加上不懂的如何管教孩子、如何與孩子親近，因而造成母女關係的疏離。在

幻想中的卡德家，瑟奧盡情享受著家庭溫暖所帶來的愉悅，人格也開始有所

轉變，開始喜歡上學、喜歡大笑。 
 

 

 

 

 

 

 

 

 

 

 

 



 62

第二節  親子關係的轉變 

 

 

文本中每段親子關係都有一個衝突，讓原本缺乏親密互動的親子關係產

生轉變。本節試圖探討親子衝突的發生及化解的方式，以及單親家庭中親子

如何透過對談，讓彼此的關係更加親密。 
 

 

一、衝突與和解 

 

 

 
 

 

研究者將親子關係的轉變分為兩種：一種是原本疏離的親子關係，經由

單親兒童與他們的父母親發生衝突，衝突之後，親子雙方才能坦然說出自己

內心深處的真心話，也因此親子關係往往能得到很大的改善。 
 

 

（一）解開父子間的死結 

自從母親死後，羅伯和父親一直維持著冷淡鮮少的互動。一直到羅伯心

中悲傷的象徵---老虎被父親用槍射殺之後，羅伯把對母親、對父親的情感一

股腦兒的宣洩出來。羅伯平時將自己壓抑成小綿羊般乖巧聽話，此時卻有如

火山爆發。 
 

「你殺了牠。」他對他父親說。 

「我不得不這樣做。」他父親說。 

「那是我的老虎。」羅伯尖叫著。「你殺了牠。你殺死我的老虎！」

他向他父親跑過去，攻擊他。他用雙拳打他、踢他。但他父親向一

睹牆似的站著。他把槍高舉在頭上，雙眼張著，眨都不眨一下，承

受每一拳。 

疏離 衝突 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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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伯覺得光揮拳還不夠，因此，他做了一件他認為永遠不會做的事。

他打開他的手提箱，讓所有層層堆疊著、充滿爆發力的字眼從裡面

湧出來。 

「我希望那個人是你！」他尖叫著。「我希望死的是你！我恨你！你

不是我需要的人。我需要的是她！是她！」（頁 157） 
 

    當羅伯對著父親說我恨你的時候，他要表達的其實是：因為父親拒絕面

對悲傷，使得他們的世界陷入一種停止運轉的狀態。在打開內心的手提箱之

時，他同時也逼迫父親去面對妻子已經逝世的事實。他要父親喊出母親的名

字，要父親承認母親已經不在他們的身邊了。這時候的羅伯藉由主導的行動，

轉變了他們的父子關係。 
 

    在父親說出母親的名字之後，他掙脫了長久被社會所制約的所謂的男子

氣概，將羅伯拉到自己身邊。父子倆擁抱、哭泣，說出內心對妻子、對母親

的需要。自此之後，父親開始改變了，他告訴羅伯： 
 

「我們有的，我們所能擁有的，只是我們彼此。我們得學習面對這

個事實。」（頁 159） 
 

他開始在肢體動作上對羅伯表示親密，在言語上坦露對兒子全心全意的

愛護。就如同他在老虎的葬禮上所講的話：「我不得不開槍射殺它。我很抱歉。

但我不得不射殺它。為了羅伯。」這個不知如何表達情感的單親父親終於在

兒子的激勵下，面對自己的悲傷，再度啟程往前走。父子關係獲得大大的改

變，父親又開始唱起歌來，並且願意為了兒子，談論他想念的妻子。 
 

    受到單親事件的影響，大部分父親對於子女的關愛都會更加深切及投

入。雖然單親父親在管教子女上會因為缺乏管教技巧及時間而不知所措，但

愛孩子的心絕不輸於母親，就如同《高飛》中的父親和兒子的親子關係是逐

漸在摸索中成長。 
 

（二）父女關係的轉折 

《傻狗溫迪客》中的靈魂人物是一隻狗，牠帶領了歐寶這個十歲的小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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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去認識了許多不同的朋友。在歐寶和父親之間，牠也成了化解父女隔閡的

最佳主角。作者將事件的場景安排在所有朋友都聚在一起的派對中，連牧師

父親也出現了，就在大家做完派對前的禱告時，溫迪客打了一個大噴嚏，遠

處傳來轟隆隆的雷聲，雨傾盆而下。大家都手忙腳亂的幫忙把放在花園的糖

果、三明治拿到屋子裡去，這時歐寶發現她心愛的溫迪客不見了。 
 

    焦急的歐寶在牧師父親的陪伴下，在大雨中邊哭邊叫著溫迪客。他們走

遍了整個社區，找遍了任何溫迪客可能會待的地方，歐寶的腦海裡浮現了關

於溫迪客的十件事，她擔心溫迪客會有不測。衝突點發生在牧師父親跟歐寶

說要放棄找狗，父女倆為此在大雨中起了爭執。這也是歐寶第一次跟父親頂

嘴，歐寶在父親面前總是一個乖女兒，但這個時候，她為了自己心愛的狗跟

父親起了衝突，更深層的看，她是為了長久以來的疑問而質問父親：為什麼

父親對妻子的離家沒有做任何努力？為什麼父親總選擇放棄？ 
 

「歐寶，」牧師用很柔和的語調說：「我們放棄吧。」 

「你老是放棄！」我大叫：「你老是把你的頭縮在你那又笨又老的烏

龜殼裡。我敢打賭媽媽走的時候，你從來沒有去找過她。我敢打賭

你攔也沒攔就讓她走了。」 

「寶貝，」牧師叫我：「我試了，我攔不住她。你以為我不希望她留

下來嗎？你以為我不想她嗎？」他把雙手伸得開開的，然後又頹然

垂下。「我試了，」他說：「我試了。」 

接下來發生一件我不敢相信的事。 

他開始哭了。牧師哭了。他的肩膀上下顫動，他的鼻子塞住了。「你

要相信，失去溫迪客我跟你一樣難過，」他說：「我愛那隻狗，我也

愛牠呀！」（頁 162-3） 
 

    父親的情緒在瞬間爆發開來，他將累積在心中這麼多年的想念、難過、

悲傷一股腦兒傾瀉出來。歐寶主導了這次的父女衝突，也將父女關係向上提

昇。 
 

    下過雨，天空顯得特別晴朗；流過眼淚，心靈會更加清澈。淚水，在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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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關係的提昇上扮演了重要的角色。它讓梅笠更放鬆自己，發洩自己的情緒。

它也讓歐寶的父親在放聲哭泣之後，說出一直未跟女兒面對面談過的難過。

父女倆的關係在父親的真情告白之後更加親密，歐寶試著安慰父親，並鼓起

勇氣問父親：「你想有一天她會回來嗎？」她讓牧師父親面對了母親將不會再

回來的事實，也讓他明白了原來歐寶是他妻子留給他最重要的東西。 
 

「感謝上帝！你媽把你留給了我。」然後他把我緊緊抱住。 

「我也很高興我有你。」我告訴他。這是真心話，我真的這麼覺得。

（頁 165） 
 

    以第一人稱敘述的《傻狗溫迪客》，故事中的「我」（歐寶）從故事的開

始便一直用牧師這個稱呼來代表父親，顯示在她的心中，牧師的形象遠勝於

父親的形象。在父親的真情告白之後，父女關係更進一步，自此之後，歐寶

開始用「我的爸爸」、「我爹地」等來稱呼父親。從「牧師」到「爸爸」，歐寶

的內心已經開始接受、認同父親的一切，不再帶有疑問。 
 

 

（三）從依附到獨立 

《刺青媽媽》中的母女關係在米基出現後出現裂痕。米基是金盞花心中

最深的愛戀，是朝思夜想、日夜盼望出現的愛人，也是大女兒星星的生父。

在金盞花的心中，任何與米基相關的事就是最重要的事，海豚永遠處於第二

的地位，這點海豚十分清楚，但她甘願徘徊在母親的身邊，享受母親給予的

少許的次重要的愛。在找到米基以前，海豚尚可和母親維持一種「你對我好，

我也對你好」的親密世界，她們倆互相依附、安慰、照顧。在金盞花與星星

不斷產生衝突的時候，海豚總是金盞花最好的安慰者。 

 

    直到米基的出現，星星跑回米基的身旁，金盞花將女兒離開的痛轉化成

憤怒，加諸在海豚身上，精神狀況也開始恍惚。此時的海豚充滿著恐懼，因

為星星走了，周遭沒有任何朋友及親戚，她孤立無援。試著想像一個十歲女

孩卻得面對母親躁鬱症發作，全身塗滿白漆的可怕場景。海豚選擇向外求救，

將媽媽送進她最害怕的醫院接受治療。在這之後，不管海豚怎樣的呼喚著母

親的愛，金盞花依舊對海豚的存在毫不在乎。 



 66

 

「我愛你。」我輕聲的說。 

我希望她說她也愛我；我希望她伸出黏著漆的手臂摟住我，緊緊抱

著我；我希望她恢復正常，告訴急救人員我從來沒有見過爸爸；我

希望她告訴他們，她不會拋下我一個人不管。 

她只用綠眼睛看著我，但是一個字也沒說。（頁 221） 

 

    治療中的金盞花不再擁抱海豚，沒有那些甜蜜的話語，只剩下海豚等待

著媽媽趕快恢復正常。我們可以發現，海豚和金盞花的母女關係不斷在變，

從開始的親密互動，到最後發生衝突，最大的原因在於金盞花的態度轉變。

海豚對於母親的感情，也從完全依附，轉變為獨立自主的個體。她有了自己

的想法，能夠客觀的面對周遭的環境，不再是以前老是以母親為中心的女兒。 
 

 

（四）衝突之後的母女和解 

    在《許我一個家》中，瑟奧與蕾伊之間的母女關係是疏離的、冷淡的，

瑟奧冷眼看著這個不負責任、不願長大的母親，不想跟她親近。直到衝突點

的爆發，才使得母女倆敞開心胸，共同面對長久以來不佳的關係。 
 

瑟奧把電視關了。「我剛才在門外聽你們說話，我覺得莎朗說的每一

句話都沒錯。她本來就沒有必要跟我一起生活，她是我阿姨，又不

是我媽。應該是你得和我一起生活才對。」 

「我知道，瑟奧。我們明天就離開這裡，回溫哥華。」她一副筋疲

力盡的樣子，「在我找到工作之前，我們可能得先在保護之家住一陣

子。」 

「不要！」瑟奧握緊拳頭站在媽媽面前，「我不會離開維多利亞，我

喜歡這裡。莎朗已經幫我們找到住的地方，你也可以在這裡找個工

作。」 

「小鬼，我知道你喜歡維多利亞，可是我不喜歡。」 

「我不管。我比較重要。等我大到可以獨立的時候，你就可以愛幹

嘛就幹嘛，可是現在，你只能選擇對我最好的方式。」（頁 3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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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瑟奧坐下來等待，等媽媽好好思考。她的堅持獲得了生命的掌控權。

蕾伊願意試著去找工作。母女兩人首度坐下來好好聊一聊，蕾伊無奈的傾訴

自己帶著幼小女兒的心路歷程。兩人的溝通管道終於暢通，親密度也大為增

加，瑟奧第一次放鬆的躺在媽媽的懷裡。 
 

 

二、深入對談 

 

 

 

 
 

 

 

單親家庭中的親子關係也可以透過深入對談，達到轉變。而親子間的深

入對談，在研究文本中，大多發生在父女及母子的組合上。藉由對談，親子

的關係變得更加親密。 
 

 

（一）父女對談 

梅笠渴望父親的擁抱，作者安排了轉捩點，讓這位不願表露自己內心情

感的父親終於對女兒說出內心的感受，父女關係跨前一大步。《其實我不想說》

中的梅笠好不容易認識一個可以瞭解失去母親之痛的朋友，但隨即又面臨蕾

娜不告而別的痛苦。她悲傷、難過，從母親離家之後，她就再也沒有可以像

這樣互訴心衷的好友了。但是蕾娜還是決定要離開，帶著妹妹離開這裡去尋

找一個可以讓心中平和的地方。蕾娜離開後，梅笠每天會經過她們住過的房

子，想知道更多關於她們的事。對梅笠來說，媽媽和蕾娜，這兩個在她生命

中至感重要的人，卻都選擇離她而去。母親離去的傷口還未痊癒，好友離去

的新傷隱隱作痛。 
 

女兒渴望父愛 

母親疼愛兒子 

對談 親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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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親似乎感受到梅笠的難過，每天早上，他會去梅笠的房間問她好不好。 
     

每天早上，爸爸會來到我的房間，把我的臉捧在他的手心裡，然後，

問我好不好。他的手比我想像中的還要溫暖舒服。剛開始，當我順

勢靠到他懷裡哭泣，他的雙手懸在尷尬的位置，但他馬上溫柔的拍

拍我的後腦杓。「哭吧，梅笠。」爸爸輕聲的說：「你哭，沒有關係。」

他好像在對我說，為了某人離開而哭泣，是沒什麼大不了的。（頁

171） 
 

    父親終於願意再度擁抱梅笠，安慰她受傷的心，給予女兒情感的支持，

並鼓勵她用哭來發洩內心的難過，父女關係有了更好的進展。相較於之前，

當梅笠為了母親離去而哭泣的時候，父親嚴苛的告訴她不准哭，顯然父親更

懂得如何去安慰女兒。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說，梅笠的父親已經經歷了妻

子離去的悲傷，他的傷口在逐漸復原中。 
     

 

（二）母子對談 

    不管是白櫟的母親，或是賽門嘮叨的媽媽，都被作者塑造成傳統中以子

女為一切依歸的母親形象，她們對兒子極具耐性、情緒也很穩定，兒子與母

親之間也充滿了親密感，母子倆無話不聊，但談論最多的還是有關「父親」

的話題。談話可以增進溝通及共識，在溝通不良的環境中，溝通管道受阻，

也會影響對話的進行。 
 

單親家庭通常因為家長工作繁忙，共處時間太少，親子關係因為缺少溝

通而處於不良的狀態。在《親愛的漢修先生》中，白櫟和母親談到母親的的

再婚問題、談到為什麼父親不打電話給他，在談話之中，母親總是溫柔的給

予白櫟情感上的支持。最深入的一次母子對談是在白櫟打電話給父親之後，

他從電話那頭聽到一個小男孩的聲音，白櫟感到難過，趴在床上哭個不停。

後來母親回來了，她抱著白櫟，問他怎麼了。白櫟將事情經過告訴母親，母

親開車帶他到海邊，在夜色中看著浪花、聽著海浪拍擊的聲音。相較於父親，

母親似乎更能瞭解兒子內心的感受，她知道如何安慰內心受創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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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你說，」媽媽開口，「我每次望著海浪，就會覺得不管事情看

起來有多糟，人生還是可以走下去的。」那正是我的感受，只是我

不知道該怎麼說。（頁 117） 
 

和母親談話之後，白櫟感覺情緒好多了，對於父親的觀點也不斷在修正，

不像之前那樣期待父親的承諾會實現。 
 

《麵粉娃娃》中的賽門是一個愛問問題的孩子，可喜的是，他擁有一個

有耐心回答他問題的母親。在進行科展任務的期間，賽門抱著麵粉娃娃，心

裡對於自己小時候、母親如何將自己帶大，以及離家的父親有著千百個疑問。

他會問：你也是這樣把我帶大的嗎？我以前是什麼樣子？那麼爸爸為什麼要

離家出走？母親總是盡可能的滿足他的好奇心，回答他所問的所有問題，即

便是她不想回答的話題，她也會四兩撥千金的開玩笑帶過。 
 

《親愛的漢修先生》和《麵粉娃娃》中的母子對談談論最多的是關於父

親，兩位單親母親解答了兒子的各項疑問，兒子也從談話中逐漸瞭解到父親

的各種面貌。一般來說，母親的角色通常是父親的詮釋者。當父親發脾氣，

通常由母親跟大家說他其實沒那個意思，或者說他其實真的愛我們。父親似

乎永遠不會親自告訴我們這些事情，或者證實母親所說的話。有時候家中流

傳的神話不是針對父親本人，而是針對廣義的男性。上一輩的人或許教導我

們說，男人是大嬰兒，男人自己站不起來，男人不可靠。64 
 

白櫟的母親充分扮演了父親詮釋者的角色，她告訴白櫟父親並不是不想

打電話給他，而是對卡車司機來說，時間就是金錢。當父親寄了二十元叫白

櫟去買一個甜筒冰淇淋時，母親跳出來幫父親解釋： 
 

「那是他用他的方式告訴你，他真的很抱歉弄丟了土匪。他只是不

大擅長表達自己的感情。」媽媽看起來很感傷的樣子，她又說：「有

些男人就是這樣，你曉得就好。」（頁 129） 
 

                                                 
64
David  Stoop (大衛‧史都)，柯里斯、林為正譯，《父愛不缺席》（Making  Peace  with  

Your  Father），（臺北：智庫文化，1995），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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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不去壓抑白櫟對於父親的思念，母子之間經常的對談讓白櫟和母親

之間的感情並沒有因母親的忙碌而疏離。 
 

《麵粉娃娃》中的母親也常幫賽門的父親講話，當賽門問起父親為何要

離家出走時，母親開玩笑的說：「別這麼嚴格嘛，賽門，他撐了六個星期，已

經很不容易了！」不管賽門問的是什麼問題，有問必答的溝通管道讓這對母

子之間有著密不可分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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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家庭價值的傳遞 

     

原生家庭是指從其所出的家庭。在原生家庭中，父母的教養方式，形成

了孩子的自我概念，孩子對自我的觀點則會影響他們在生命中的一切抉擇。65

當家庭中出現危機時，這個危機將會在家庭中代代相傳。我們可以發現，在

家庭暴力中長大的孩子，很有可能繼續成為施暴者；父母有一方酗酒的家庭，

孩子以後成為酒鬼的機率也很高。而在單親家庭中長大的孩子，很多都會害

怕踏入婚姻，一方面是因為怕被譏笑出身不好破碎的家庭，另一方面也恐懼

自己會重蹈覆轍，成為另一個單親家庭。 

 

    在研究文本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例子：《親愛的漢修先生》中的母親

和其原生家庭關係不和諧；《刺青媽媽》中的金盞花從小就被遺棄，自我概念

低落；《許我一個家》中蕾伊與父親的關係不佳。這些母親和其父母都有懸而

未決的矛盾情結，致使他們在對待自己的子女時，常會不自覺的重複父母加

諸於她們身上的模式及態度。 
 

    每個母親都曾經身為女兒，女兒們則會從母親那兒學會如何扮演母親的

角色，兩者之間擁有共同的社會角色、共同的生活法則和共同的心理結構。《刺

青媽媽》中全身滿是刺青圖騰的金盞花和《許我一個家》中煙不離身、不顧

女兒的蕾伊，都是缺乏養育技巧的母親，這從她們與原生家庭的互動可以一

窺一二。 
 

    在《刺青媽媽》中，作者將金盞花的童年置身於寄養家庭與收容所，她

是一個媽媽不要的小孩，在收容所裡過著嚴苛又極度沒有安全感的生活，尿

床會被收容所的嬤嬤用尿濕的床單矇著臉，被收容所的工作人員憤怒的啐

罵。有一次海豚問起金盞花小的時候，金盞花說告訴海豚她不愉快的童年記

憶。 
 

「我有媽媽，只是她不要我，我才不在乎。知道我真正想要什麼嗎？」

                                                 
65 John  Bradshaw（約翰‧布雷蕭），《家庭會傷人》（Bradshaw  on：The  Family－A  
Revolutionary  Way  of  Self-Discovery），（臺北：張老師文化，1993 年），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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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盞花看著我，綠眼睛非常明亮。「姊妹，我真想有一個姊妹。所以，

我才那麼慶幸你和星星能互相作伴。」（頁 85） 
 

在這樣的世代循環之下，金盞花沒有從母親那兒學到教養下一代的技

巧，自己變成一個適應不良的母親。她在精神療養院跟女兒訴說自己的感受： 
 

「不，是我對不起。我是沒用的、可恨的壞媽媽。」金盞花哭著說：

「今天我做了愚蠢的傾訴治療，好讓我感覺好些，不再喝酒。但我

沒有感覺好一些，我更難受了。我噁心，但他們還是不肯讓我躺回

床上。他們不停的追問我小時候的事情，最後我把我媽媽的醜事，

她對我所做的一切，還有我多恨她，全都說了出來。突然我明白了，

我也是那樣的媽媽。我對你們倆做了同樣的事。你們一定都恨我。」

（頁 296） 
 

《許我一個家》中的蕾伊在青少年時期是個叛逆少女，作者藉由蕾伊姊

姊之口，淡淡描繪出蕾伊青少年時的形象：老是闖禍、同學都在議論她，還

會蹺課、對老師不禮貌、躲在廁所抽煙，最嚴重的是十六歲就未婚懷孕。不

管在學校或家中，蕾伊都是是問題人物，不得爸爸的歡心，父親過度冷漠，

母親則以彌補的心態疼她，反而太過寵愛以致於忽略管教。 
 

然而，令人擔心的是，眾多的單親或弱勢家庭就是落入這樣的輪迴之中

不斷循環，只有少數人逃出輪迴，活出自己的生命意義，掌握自己的一切，

不再被世代傳承所困。就像《親愛的漢修先生》中白櫟的母親，她生長於鄉

下，家中有許多問題尚待解決，父親會酗酒，這樣的家庭環境促使她急於離

開家庭，與年輕的卡車司機私奔。在生下白櫟之後，才發現自己想要一個安

定的家，這種渴望源自於在原生家庭中未被滿足的關愛。在離婚之後，她盡

量給予白櫟母愛及關懷，這樣的改變能夠讓不健全的家庭價值觀繼續傳承下

去。 
 

家庭形式（family  patterns）會一直傳遞下去，一直到某個家庭成員停

下來追問：「這樣對我是真正適合或健康的嗎？這是我生命中或關係裡真正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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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嗎？」66家庭對個人的影響，深藏在每個人的心底，它決定了個人日後

人際關係的發展及建立家庭的模式。治療大師華特克67（Carl  Whitaker）曾

說：「這世上並無獨立的人，我們人人都像個電腦一樣，被自己出生的家庭設

好程式，按鈕行動。」68而透過心理治療，可以調整被設定好的軟體及程式。

這些家庭造成的影響，埋在個體的潛意識中，除非個人意識到，並願意去改

變，否則家庭價值將會代代相傳下去。 
 

 

 

 

 

 

 

 

 

 

 

 

 

 

 

 

 

 

 

 

 

 

 

 

 

 

 

 

 

 

 

 

                                                 
66 Alexandra  Kennedy（艾麗珊卓拉‧甘乃迪），張淑美、吳慧敏譯，《生死一線牽—超越失

落的關係重建》（The  Infinite  Thread  Healing  Relationships  beyond  Loss ），（臺北：

心理，2003），頁 228 
67引自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033122。華特克（Carl  
Whitaker），1912 年生於紐約，西納庫斯大學醫學博士，在路易斯魏大學接受精神醫學訓練。

他在亞特蘭大精神病院時，開始發展家族治療的雛型，並於 1965 年受聘於威斯康辛魔狄遜

醫學院的精神科教授。 
68李維榕，《大師說舞》，（臺北：張老師文化，2004 年），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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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單親兒童的受困與脫困 

     

 

單親兒童常常因為失去父母、失去家庭，而有情緒上的困擾，有的人會

對父母離異、依附對象死去感到憤怒，有些人感到悲傷、難過，還有些人因

為身處不穩定的家庭環境中而感到焦慮不安。他們會試圖用各種不同的方式

來逃避痛苦，但是這些方式只能讓自己暫時跳脫悲傷的情境，並不能真正解

除自己內心的悲傷。 
 

這個時候，周遭的支持系統往往扮演了重要的角色。學校裡的師長、朋

友適時的拉一把，社會福利系統的介入，改善現有環境，都可以是協助單親

兒童面對失落與悲傷，走出逆境的外在支持力量。 
 

扭轉命運最重要的，是靠自己的抉擇。看清前方的阻礙，勇於掃除，並

決定什麼對自己是好的，這樣才不會落入世代的家庭循環之中。 
 

 

 

 

第一節    失落與悲傷 

 

一、認識失落 

    「失落」來自「掠奪」，意思就是被強行奪去，是指剝奪了原本屬於某人

之事物。69失落包括有形的，如：失親、離婚、喪偶，也包括無形的，像是

青春年華的消逝，或任何關係中親密感的消失。家中養的狗死掉了，意味著

原本是家中一份子的寵物離開了，對某些人而言，會形成失落。任何年齡的

人遭遇到離婚、親人去世等問題時，都會有一種被剝奪的感覺，其中最嚴重

的剝奪即是死亡。 
 

    絕大部分的人都有失落的經驗，搬家、失戀、失業、夢想或目標的幻滅。

失落伴隨而來的狀態是失眠、焦慮、恐懼、暴怒、自殺的念頭、缺乏活動的

                                                 
69 Ann  Kiaser  Stearns，陳文祺譯，《失落感》（Living  Through  Personal  Crisis），（臺

北：遠流，1986），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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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先入為主的偏見，而這些狀態會影響一般人的生活，使人變得脆弱。 
 

    失落對一個人所代表的意義，決定了悲傷時間的長短。除此之外，人格

的特質與處事的態度，以及是否有外力支援，都影響了個體對於失落哀悼的

時間。有的人會悲傷整整一年，也有人在幾個月內就能立即振奮精神，往未

來邁進。 
 

    悲傷（Grief）是失落的一種自然反應，它代表有機體想要克服重要事物

的失落。悲傷能夠引導一個人的成長，當悲傷者相信他的能力足以忍受悲傷

的痛苦時，並可以超越調適它時，他就能獲得成長。 
     

 

二、文本中的情緒 

 

（一）發出怒吼的孩子 

1.賽門 

    有些人在面對失落時會感到生氣，他們會將憤怒的焦點放在引起他們失

落的原因上，而有些人會偏向概括性的憤怒，將憤怒發洩在他周遭的事物、

朋友上。對賽門來說，讓他感到失落的是父親在嬰兒時的不告而別，雖然在

他心中，父親並沒有具體的形象，但他仍對父親不在身邊感到憤怒。 
 

    母親一直逃避有關父親的話題，這讓賽門從小到大都沒能認真的面對父

親離家的失落。賽門生命中的許多重要時光裡，父親是缺席的，他對此感到

憤怒。為什麼父親不能在他生病的時候照顧他？在母親想要去喝一杯時陪他

玩？或是來學校觀賞他的戲劇表演？六歲的時候，當同學都有父母到場觀賞

孩子的表演時，他卻沒有父母陪他度過令人驕傲的一刻，當時他用哭泣表達

自己的不滿。但這樣的難過卻沒有被遺忘，賽門在照顧麵粉娃娃的時候，又

想到那令人難過的一刻，他不斷的用力踢球，來表達內心的不滿。 
 

他來到場邊，一隻腳向後飛起，給了那顆球石破天驚的一擊---球飛

過了更衣室的屋頂！「這是送給你的，爸！」他大叫：「謝謝你什麼

都沒給我！」（頁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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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憤怒屬於次級的感受，在它背後隱藏的原始感受是悲傷、傷害與痛苦。

這些原始感受令人感到無法承受，因此個人會防衛性的採取憤怒的反應方

式，以避免與自己真實的感受接觸。賽門對父親的離去感到難過，但他否認

了這個事實，而以憤怒的肢體語言取代難過痛苦的感覺。 
 

2.白櫟 

    自從父母離婚之後，白櫟就對很多事感到煩惱及生氣。他生氣父親對他

不夠關心，也對父母離婚感到惱怒，因為母親要加倍辛苦的養家，自己則常

常感到寂寞。造成白櫟失落的原因是父親的離開，父親不在身邊，也造成了

另一種無形的失落，白櫟失去了和父親相處的時光、喪失了來自父親的支持。 
 

他常對生活中發生的不愉快生氣，包括回信給漢修先生、午餐常被偷。

當白櫟從電話中發現父親身旁有另一個小男孩時，他幻想小男孩即將取代他

的地位，他感到難過至極，在這樣的情緒之下，碰巧他的午餐又被偷，怒氣

隨即爆發開來。他試圖把怒氣發洩在別人的午餐袋上，幸虧被校工費伯伯阻

止，並提醒他：「誰想跟整天擺張臭臉的人做朋友？」憤怒是一種續發性的情

緒，在憤怒之下是原發性的情緒：傷害或害怕被傷害。70白櫟用怒氣來掩飾

自己的難過，他承受太多的巨變，包括父母離婚、搬到新的地方、讀新學校，

這層層疊疊的失落造成他的難過及憤怒。 
 

3.西斯汀 

    西斯汀是《高飛》中羅伯的好朋友，她的父親和秘書之間有曖昧之情，

父母面臨即將離異的情況。西斯汀對父母的爭執感到不滿，她感覺到自己即

將失去父親，但她總是否認，並將她的憤怒表現在對周遭的種種事物上，這

從她首次出場就可以明顯察覺，她在公車上瞪著不友善的同學，隨即背對著

大家；在自我介紹中，她告訴大家她不喜歡這裡，也不會久留；有人拿東西

丟她，她馬上反擊揮拳。 
 

    就如同故事中的女先知威力美對西斯汀所說的：「你生氣，你把全世界的

                                                 
70 Glenn  R. Schiralid，馮翠霞譯，《創傷後壓力調適》（The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ourcebook），（臺北：五南，2002），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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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都放進身體裡。」西斯汀對每個人都充滿怒氣，她對母親說：「你才是說謊

的人。」對威力美說：「那又怎樣？」、「你為什麼在停車場閒晃？想要嚇人嗎？」

對羅伯說：「我才不想坐在這兒。」、「我恨這個地方。」她用憤怒的語言及態

度來面對她所遭遇到的每個人，羅伯、威力美、學校的老師及同學….。 
     

 

（二）沈浸在悲傷中 

1.羅伯 

    悲傷是人對失落的正常反應，每個人的悲傷經驗都是獨特的，對悲傷的

反應強度也會因人而異，人格特質與悲傷也有密切關聯，消極的人對悲傷的

反應以逃避居多，具積極人格特質者則反應較激烈。 
 

    羅伯因為母親癌症去世，形成了強烈的失落感，尤其是羅伯和母親之間

有著強烈的依附關係。但在父親的壓抑下，表達悲傷的情緒成為一種禁忌，

羅伯從父親那裡「學習」到哭泣是沒有用的，眼淚不能讓母親再回到他們身

邊。隱藏悲傷的結果，讓他的腳開始潰爛發炎，故事中的旅館女侍威力美一

眼就看出他極力壓抑的悲傷，她告訴羅伯： 

 

「你一直把悲傷往下壓，沉進你的雙腿。你不讓悲傷上升到它應該

去的地方—你的心。你必須讓悲傷升上來。」（頁 58） 

 

釋放悲傷，將有利於心靈和腿傷的復原。有些疾病是情緒所引起的，如

果能治癒內心的創傷，疾病也會逐漸好轉。 
 

2.歐寶 

   歐寶所遭遇的是多重的失落，最初的失落感來自於幼時母親的離去，接著

是失去與父親之間的親密感，這是因為父親無法面對妻子離自己而去，遂將

情感寄託在工作（講道）上，減少了與女兒的互動；另外，搬家也造成了歐

寶的另一種失落，她必須離開所有的朋友。 
 

    歐寶很少將她的悲傷顯現出來，這跟她的人格特質有關，她喜歡說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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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交朋友，積極主動，她的悲傷顯得輕淡。但她的悲傷仍藏在心中，和快

樂、孤單、寂寞等感覺交互出現。直到吃了含有秘方的糖果，這種糖果會讓

人感受到內心的悲傷，於是她試著說出內心的感受： 
 

「我搬離了瓦特里，離開所有的朋友，這是一件令我傷心的事。佟

氏兄弟老是找我麻煩，這是另一件傷心的事。還有一件，最令我傷

心的事是：我媽媽在我很小的時候就離開了。」（頁 113） 
 

剛搬到新城市的歐寶缺乏與父親的親密互動，兩項因素形成社會性與情

緒性的寂寞，71所以她一直不斷的尋求朋友的慰藉。 
 

3.瑟奧 

    離開現實世界對瑟奧來說是求之不得的，當她離開母親蕾伊，進入幻想

的卡德家時，她有的是不敢置信的興奮。相反的，當她漸漸從卡德家消失，

回到現實的母親身旁時，反而有一種失落感。她讓自己變得麻木，對於周遭

的環境絲毫不感興趣，對於母親及阿姨的安排也不參與意見。 
 

    悲傷初期除了震驚之外，還可能麻痺、沒感覺，整個人對外在事物沒反

應。一段時間過後才有痛苦及失落感出現，此時人會變得容易流淚、難過，

有罪惡感、生氣、易怒、寂寞等起起伏伏的情緒。除此之外，也常會不自覺

的想要尋找已消失的人或事物等，或是回到以前曾共同遊玩的地方會觸景傷

情。72 
 

    住在莎朗阿姨家的瑟奧像個木偶，只會簡單的回應阿姨的問話，她還無

法馬上從歡樂的卡德家回到現實生活中。她失落的除了家人之外，還有附加

其上的溫暖、歡笑、快樂及支持。 
 

4.梅笠 

    表達情緒在某些家庭來說是一種禁忌，父母或家庭成員經常告訴悲傷、

                                                 
71 社會性的寂寞意指缺乏歸屬感的痛苦，例如搬到新城鎮的疏離和不舒服就是社會性的寂

寞；缺乏特殊的親密關係則造成情緒性的寂寞。引自 Ann  L. Weber，趙居蓮譯，《社會心理

學》，（臺北：桂冠，1998），頁 249 
72蔡秀玲、楊智馨，《情緒管理》，（臺北：揚智，1999），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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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過者：「不要哭」、「一切都很正常，不要難過」，他們不知道就是經由將難

過的情緒公開的表達出來，才可以治癒失落。在母親離家的第二天後，父親

隨即打包有關妻子的種種物品，避免觸景傷情。但對梅笠來說，這無疑是一

種負面示範，她學習到悲傷不可以公開表達，哭泣無濟於事。 
 

梅笠的難過、悲傷也被父親壓抑著，以致於在別人眼中，她已隨著時間

的流逝慢慢從傷痛中復原，沒有人知道她多麼渴望和朋友聊一聊母親離家這

件事。她希望雪莉可以談論媽媽的事，或是自己也能讓別人知道，內心的真

實感受。跟朋友吐露心事，有助於情緒的抒解，但梅笠未顯露出來的悲傷、

難過，反而隔絕了朋友安慰、支持的力量。 
 

5.蕾娜 

    蕾娜的母親很早就罹患乳癌去世，被父親性侵害的蕾娜，呈現出「解離」

的症狀：眼睛凝視著空間，茫然凝視著；感覺好像是現況的觀察者，而不是

參與者；對正在發生的事情飄離，離去，隔開。73 
     

每次我爸爸碰我的時候，我就「砰」一聲，掉頭就走。泰國、科羅拉多

州、藍屋脊山脈，我把所有聽過的美麗地名都想過一遍，然後想像我親

眼看到它們時有多美……直到旅程結束。（頁 116） 
 

    蕾娜讓自己暫時離開現實世界，這是解離的正面功能之一。解離提供某

種緩解的作用，對抗令人喘不過氣的痛苦，但是解離也會延遲或無法癒合傷

口，它只能暫時性的抒解創傷帶來的痛苦。 
 

蕾娜對於現實生活中的一切呈現不在乎的神態，她的眼神老是盯著地

板，事不關己的回答別人的問題，其實這些行為表現只是要將自己內心的悲

傷暫時隔離出來，逃避傷害。她好像是看透世間一切的老者，外界的人際關

係、課業表現都不重要，如何尋求內心的平靜才是最真實的。 
 

 

 

                                                 
73 Glenn  R. Schiralid，馮翠霞譯，《創傷後壓力調適》（The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ourcebook），（臺北：五南，2002），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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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無時無刻的焦慮：海豚 

    焦慮是一種複雜的心理的、情緒的反應。佛洛依德曾提出形成焦慮的的

四種主要原因：害怕被遺棄、害怕失去愛、害怕身體傷害，以及害怕被社會

排斥。74由此可見，害怕是造成焦慮的主因，是源自於自己對情境的特殊詮

釋，這種危險存在於自我的想像中，因為個人害怕失落導致的。 
 

    《刺青媽媽》中的海豚害怕失去的是唯一可以依靠的兩個親人：母親和

姊姊。母親的徹夜不歸、姊姊離開家去投靠親生父親，不確定她們是否會遺

棄自己讓海豚常常處於焦慮的狀態。她會不斷幻想，並用哼出聲音及撞頭試

圖干擾自己的幻想畫面。在學校上課時，她不能專心思考，甚至還會對著金

盞花的圖畫喃喃自語，反而引起同學的冷嘲熱諷。 
 

    當姊姊的親生父親出現時，海豚更焦慮了，她害怕自己會被排除在外，

擔心與自己和姊姊的親密感將被取代。事實上，焦慮即是由令人煩惱的想法

加上過度的情緒和身體醒覺。75海豚在現實環境中感受不到安全感及支持，

所以她腦袋裡常常迸出一些負面的想法，這些想法造成她身體及精神上的壓

力，而焦慮的症狀就是一種惡化的壓力反應。 
 

 

三、尋找情緒的出口 

 

（一）以夢境反映 

    夢是兩種力量妥協的結果，一方是受潛抑的本我，另一方則是施行潛抑

的自我在制止慾望的公開表露，這種妥協是以幻覺的形式來表現的。從本質

來說，夢是以一種幻覺的方式來使人的願望得到滿足。76 
 

在《刺青媽媽》中，海豚做的都是些可怕的夢。有一次她和母親到河邊

散步遊戲，回家晚了，在家擔心兩人安危的姊姊，生氣得不和海豚講話。當

天夜裡，海豚將不安表現在夢裡，她夢到自己出現在母親編織的童話故事裡，

                                                 
74蔡秀玲、楊智馨，《情緒管理》，（臺北：揚智，1999），頁 132 
75 Glenn  R. Schiralid，馮翠霞譯，《創傷後壓力調適》（The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ourcebook），（臺北：五南，2002），頁 17 
76 熊哲宏，《心靈深處的王國---佛洛伊德的精神分析學》，（臺北：貓頭鷹，2000），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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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夢中，她和老鼠姊姊（不成熟的母親化身）在糖果屋裡，但隨即水果蛋糕

做成的牆開始裂開，屋頂上面出現了一隻巨大的紅狐（姊姊的化身），眼露凶

光，張開大嘴。海豚將夢與現實情境結合，表露自己內心的懼怕。她把清醒

時的遺念作為夢的材料，但潛意識的害怕失去姊姊才是作夢的能量。 
 

海豚在寄養家庭的第一天做了夢，她夢到自己和一隻潔淨漂亮的恐龍變

成好朋友，但這隻恐龍卻莫名的消失在森林裡（象徵原本和自己親密的姊姊

離自己遠去），海豚想要去撫摸另外一隻看似溫馴的大恐龍，但牠卻反而撲過

來想咬人（象徵媽媽），於是海豚想要逃離，但迷失了方向。這個夢反應了海

豚與姊姊、母親的關係，顯露出海豚想要親近這兩位最重要的家人，但她們

都對自己造成傷害。 
 

佛洛伊德認為，夢的工作方式是以凝縮、移置、象徵和潤飾等過程進行

的，它們構成了初級思維過程的主要內容。77初級思維是潛意識的，有時雖

然人們記得夢的內容或一切，但夢的形成所遵循的法則，不同於清醒時所依

據的句法、邏輯和時空規則。 
 

在《高飛》中，羅伯做的兩個夢裡都有西斯汀，遇到西斯汀之後，他腦

海裡反覆想到的，都是她和那隻老虎的身影，他將兩者結合起來，化成夢中

的影像。他夢到西斯汀騎著老虎，往森林深處跑去。後來，在將老虎安葬之

後，羅伯這時也適度的釋放了自己的悲傷。在睡眠中，他夢到自己和西斯汀

站在老虎的墳上，他們看到一隻揮動綠色翅膀的鳥從老虎墳上飛起（威力美

的鳥），向天空飛去。羅伯被壓抑的內心，經由夢的形式得以抒發。 
 

初級思維不適合用於現實，而是為自己創造一個想像的夢幻世界。海豚

和羅伯的夢中同樣出現森林，森林象徵著內心深處潛藏的意識，他們在現實

之中無法說出口的想法都在夢中以隱喻的方式顯現。 
 

 

（二）以想像遊戲逃避 

不管是《刺青媽媽》中的海豚，或是《許我一個家》中的瑟奧，她們都

                                                 
77 熊哲宏，《心靈深處的王國---佛洛伊德的精神分析學》，（臺北：貓頭鷹，2000），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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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運用想像，讓自己暫時掙脫於外在世界的混亂，他們在腦海中和自己玩遊

戲，讓不喜歡的人事物離得遠遠的，而周遭世界所帶來的傷痛也可以不刺痛

到自己。 
 

海豚是個想像力豐富的女孩，她用想像來驅走恐懼、害怕，在想像的世

界裡，她可以讓討厭的希爾老師全身佈滿低俗的刺青，讓討厭的魯佛特太太

變成長角的老母牛。只有在害怕及面對不友善的人時，海豚才會運用她的想

像來擊退敵人。當母親來學校找她，大家都用奇異的眼光注視著她們時，海

豚便開始眨著閃亮的綠眼珠，想像自己在施展魔咒。 
 

一眨眼，塔莎和她媽媽的頭髮都快掉光了，她們想藏起粉紅色的禿

頭，向家裡跑去。一眨眼，凱雷和伊鳳當著所有人的面前尿濕褲子，

她們拖著滴滴答答的，濕褲子，踉踉蹌蹌的跑開。一眨眼，羅尼‧

邱利跌了一跤，像娃娃似的放聲大哭….（頁 75） 
 

她想像身上穿的黑色制服是女巫服，只要穿上它，就會有一股神奇的魔

力，她的想像就能自由馳騁，沒有人可以阻止。當海豚穿上女巫服，眨動眼

睛時，彷彿就是最法力無邊的女巫，每個人都必須臣服於她的腳下。她的想

像也透露了對未來的期待，她在腦海中幻想著自己十年後的樣子，有眾多追

求者，連母親及姊姊也必須取悅她。 
 

《許我一個家》中的瑟奧也常將自己置身於幻想世界中，和海豚不同的

是，她想像的是溫暖的家，或自己是住在皇宮的公主。藉由閱讀書本的靈感，

她常常幻想自己是書中的主角。在想像的遊戲中，她可以忘卻自己住在灰色

陰暗的地下室，有個不關心她的母親，還有常常沒東西吃的貧窮生活。 
 

瑟奧的想像是為了逃避現實中令人難以接受的一切，進入幻想中的卡德

家之後，她就不再想像那些不存在的事物。她活在當下，享受當下美好的感

覺。回到莎朗阿姨家之後，她也很少想像，而是開始正視問題，主動化解自

己和母親之間的隔閡。想像只能暫時性的緩和不安、害怕，要真正解決問題，

還是要勇敢面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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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寫作抒發 

在《親愛的漢修先生》中，白櫟藉著書寫日記及寫信給作家，述說著自

己的煩惱、難過。日記及書信就好像是他一個無形的朋友，提供他反省的空

間，也讓他的各種情緒得到舒緩。在父母離異的初期，寫作的確讓白櫟可以

坦然面對自己的情緒，對父親的不能理解、對母親的辛苦感到心疼、認為自

己平凡又不起眼、自己在家時的寂寞孤單、渴望友情的滋潤，在無人可以訴

說的情況下，白櫟將之抒發於字裡行間。寫作也是一種自我治療，寫作經由

敘事得以聚焦於自我意識的主觀自覺，讓書寫者主動的觀察自己的情緒，省

思自己的行為。 
 

《其實我不想說》中的梅笠寫信給離家出走的母親，雖然沒有住址，但

梅笠仍不斷的寫，將寄不出去的信收在衣櫥裡面的盒子裡。梅笠寫信告訴母

親所有自己發生的事，一方面希望母親帶來的傷痛不再干擾自己的生活，另

一方面其實希望可以跟母親維持某種程度的聯繫。然而更重要的是，透過書

寫，梅笠說出了自己內心的想法。 
 

「把事情告訴她，有講跟沒講好像沒兩樣….」蕾娜說。「但是同時，

這也是把事情說出來的一種方式。」（頁 162） 
 

在母親離家之後，梅笠在生活中缺乏可以一起探索內心世界的朋友，她

只好把內心的想法訴諸文字，讓悲傷透過文字得以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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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來自外在的力量 

 

 

每一個人都有與其他人建立親密關係的需求，為了相互表示關心、照顧

與親密，在一個有壓力的情境下，這種關心、照顧與親密的互動關係可稱為

「支持」。以社會支持的形式而言，又可分為有形的支持和無形的支持，有形

的支持例如物質及金錢上的支持，無形的支持則包含鼓勵、愛及情緒上的支

持。78 

    支持網路包含親戚、朋友、鄰居及專業人員，透過支持網路，個人可以

獲得情緒上或物質上的協助。Figley 指出，社會支持在家庭承受壓力及創傷

時，是一項重要的資源。79單親家庭在剛形成之時，往往最需要社會的支持，

不管是經濟上的補助，或是教養子女、情緒上的支持，都是關係著單親家庭

能否走出陰霾的關鍵力量。對單親兒童而言，失落、悲傷、難過固然是必經

的歷程，但若有同儕、朋友的安慰和鼓勵，必能更快度過悲傷的階段。 
     

 

一、學校裡的溫情 

 

（一）境遇相似的朋友     

兒童及成人對友誼共同具備的準則是：個人訊息的分享，包括一些不願

意讓其他人知道的私事及感情。80他們分享自己有形的玩具、食物，也交換

一些比較私密的想法及情感。友誼的產生，常是因為發現彼此價值觀、生活

經歷有相類似的地方。 
 

從研究文本中，我們不難發現，友誼往往是幫助主角走出困境的重要力

量，包括《刺青媽媽》中的奧利佛、《高飛》中的西斯汀、《其實我不想說》

中的蕾娜，巧合的是，作者安排了類似境遇的朋友出現在這些單親兒童的身

邊。 
 

                                                 
78 周月清，《家庭社會工作－理論與方法》，（臺北：五南，2001），頁 138 
79 周月清，《家庭社會工作－理論與方法》，（臺北：五南，2001），頁 139 
80 Zick  Rubin，吳立焉譯，《兒童也需要友誼》，（臺北：桂冠，1987），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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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奧利佛 

    海豚和奧利佛是同班同學，兩人都是同學捉弄取笑的對象。奧利佛同樣

來自單親家庭，父母離異，母親因為父親的離開而老是頭疼、吃藥，使得他

做任何事都要特別小心翼翼及安靜。 
 

有一項實驗指出，當我們受到別人的正面評價時，我們會喜歡那些給予

正面評價的人，而且會表現出比較多的自我坦露，說話語氣也會比較溫和。

牽起兩人友誼之手的，是奧利佛對金盞花的讚美：「我覺得你媽媽真漂亮。」

因為這一句話，兩人開始了更多的交談，獲得了關於對方的訊息。 
 

奧利佛是個性沈穩的小男孩，相較於海豚的橫衝直撞、處處帶刺，反而

有一種互補的作用。當金盞花被送進醫院，海豚孤苦無依時，他在身邊給予

支持鼓勵，想盡各種辦法來幫助海豚，並到處打電話找到了海豚的爸爸。海

豚因為有了奧利佛的友情支持，使她充滿困頓的生活不再覺得孤單；透過奧

利佛的機智和勇氣，讓海豚有勇氣去面對自己的親生父親。 
 

2.西斯汀 

    西斯汀的出現，彷彿給了被悲傷淹沒的羅伯一劑強心針。她對周遭的環

境憤怒，但卻真誠的對待羅伯，和羅伯激起友誼的火花。她是羅伯開啟悲傷

情緒的引導者，逼著羅伯去面對母親的死亡。實際的生活才是我們所需要的，

這種勇氣來自於還活著的人的愛，我們所愛的人，以及能帶給我們快樂的人，

都能幫助我們走下去，對羅伯來說，和西斯汀在一起會有快樂的感覺，這是

他自母親去世後就遺忘了的感受。 
 

    作者讓西斯汀神聖的來到羅伯的身邊，像是一個天使，協助他經歷悲傷

的歷程，面對失落的情緒。在這之中，我們也看見友誼的力量，就是這股力

量，協助羅伯克服壓抑的悲傷，轉動羅伯原本靜止的世界。 
 

3.蕾娜 

    悲傷如果沒有消失，是因為它被忽視了。悲傷的時候，最好有暢通的管

道，以便於可以自由的發洩。與朋友或可信任的人交談，在發洩情緒及復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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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有實質上的幫助。對梅笠來說，蕾娜就是一個可以信任的朋友，她們有

相類似的境遇，縱然兩人一富一貧、一黑一白，但兩人的友情超越階級、種

族，因為兩人的母親以不同的方式離開她們，只遺留下悲傷和失落，讓她們

有了共同的話題，以及彼此都可以瞭解的感受。 
 

    在友誼的支持下，梅笠與蕾娜互相分享關於母親的事。有一次，蕾娜談

到母親被癌症痛苦折磨的樣子，促使了梅笠想法的轉變，她開始想像母親在

家的感覺是不是也像得癌症一樣難受。因為蕾娜的分享，梅笠得以用嶄新的

想法去審視媽媽離家這件事，也因此減輕了痛苦。 
 

    心理學家認為，男孩和女孩有不同的友誼形式：女孩較常參加小的、親

密的、溝通的、合作的團體，或兩人成雙成對；相對的，男孩則較常參加大

的、層級式、以活動為主、競爭性的團體。兒童友誼最顯著的一個特色是，

同性朋友多於異性朋友，而且這種情形會持續到成年期。81也就是說，女孩

會傾向和女孩形成親密的朋友，男孩則會跟男孩一起參加競爭性的活動來表

示我們站在同一陣線，彼此的關係和別人不同。 

 

    從文本中我們卻可以發現：梅笠和蕾娜、海豚和奧利佛、羅伯和西斯汀

這些關係密切的友誼組合中，只有梅笠和蕾娜為同性的親密好友，海豚和羅

伯則分別吸引了異性好友。海豚、奧利佛、羅伯、西斯汀在文本中都是被同

儕排斥的孩子，當他們遇到具有類似遭遇（單親、被欺負排擠、剛進入一個

新環境）的人時，他們自然的聚在一起，共同對抗他們內心的悲傷及具敵意

的學校環境。 
 

 

（二）關懷學生的師長 

學校裡的師生關係影響了學生的學習意願，教師在過去被形容為明燈，

是茫茫大海中的引領者，讓我們在對未來不知所措的時候，給予我們指點及

關懷，文本中的哈里森先生、艾諾老師、卡西迪老師都是這樣的角色，他們

給予這些內心困頓的孩子適時的溫暖，並在他們遭遇難題時，給予幫助。 
                                                 
81 Lynn  Jamieson，蔡明璋譯，《親密關係－現代社會的私人關係》，（臺北：群學，2002）

頁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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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哈里森先生 

《刺青媽媽》中的哈里森先生是管理圖書館的老師，是個幽默又親切的

大好人。他面對海豚和奧利佛時，就像對待自己的孩子般疼愛，所以海豚和

奧利佛在圖書館的時候，就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樣自在，就連偷吃巧克力被

發現也沒關係。圖書館成為海豚的秘密基地，在那裡有和藹可親的哈里森先

生和好朋友奧利佛，她可以卸下對人的防備及敵意，讓自己害怕、焦慮的情

緒得到舒緩。 
 

要教育一個人之前，必須先照顧好他的心靈。當師生關係良好時，他會

願意放下心中的防衛，配合你，與你共舞。有一次哈里森先生要海豚停止嬉

鬧、安靜下來，她馬上專心下來。 
 

我太喜歡哈里森先生了，我願意為他做任何事，我真希望他是我的

老師。……我真希望他是我的爸爸。（頁 183） 
 

哈里森先生代表了海豚心目中爸爸的形象：雖然不帥，但溫柔、和藹、

幽默，海豚從他身上，找到了不曾有過的父愛親情。 
 

2.卡西迪老師 

賽門在文本中是個後段班的學生，照常理說，接到這樣班級的老師經常

是抱著不要惹事就好的心態，對課業要求也不高。卡西迪老師對於這樣鬧烘

烘的一班雖然不太管理，但對於賽門從活潑變成沈思的舉動感到不解，於是

他化身智慧老人給予迷津，在賽門為父親的離家感到苦惱之時，給予適時的

指點，讓他不再鑽牛角尖。艾諾老師則是賽門心中的好老師，她是溫柔、善

解人意的代表，對他這樣老是惹麻煩的學生雖然也會給予處罰，但她擁有身

為教育工作者的熱忱，總是用善的一面來觀看這些孩子的內心。 
 

3. 狄瓦博士 

狄瓦博士是資優班的導師，他在閱讀完賽門的養育日記之後驚歎不已：

「超過我的預期！他已經學會這麼多。才第一天他就發現養孩子的責任多麼

沈重，即使這孩子根本不拉、不吃、不哭！他也瞭解到他小時候的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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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還跟那個叫什麼迪蘭尼的自動自發做了點算術題。」他雖非當面鼓勵

賽門，但他的一席話卻讓賽門感覺充滿信心，躲在門後偷聽的賽門決定要讓

自己像狄瓦博士期望的那樣認真。教育心理學上有所謂的「比馬龍效應」，當

你期待孩子變成什麼樣的人，他就會往那個方向走。 
 

4.費伯伯 

除了直接與孩子接觸的老師外，學校裡的校工、圖書館員也會散發能量，

這些角色往往能夠站在旁觀者的立場，用有別於老師的角度來觀看單親孩子

的行為，《親愛的漢修先生》中的費伯伯就是一個對白櫟有所啟發的校工。費

伯伯請白櫟每天早上早點到校幫他升旗，其實是因為他怕白櫟倒退走路發生

危險。用不著痕跡、不傷害別人自尊的方式來幫忙別人，才是真正的體貼，

就像《佐賀的超級阿嬤》82中那些體恤孩子的老師，假裝自己肚子疼，然後

用豐盛的便當跟貧窮的昭廣交換梅乾便當。 
 

    真心的對孩子好，他就會感受得到。他希望自己有個像費伯伯這樣的爺

爺，能夠跟他輕鬆自在的相處。除了生活點滴，費伯伯也給了白櫟這樣的人

生啟示：「誰想跟整天擺張臭臉的人做朋友？」「就算你有困難，又怎麼樣？

每個人都有啊！如果你花點時間去想想別人，你就明白了。」這番話讓白櫟

想到辛苦工作的父親和母親，他一直以來只為了自己的問題而抱怨，卻沒想

到父母親也有各自的難處。他重新調整了看世界的角度，也改變了對父親的

看法。 
 

 

二、他們身邊的這些人 

《傻狗溫迪客》中敘述的是一個小城裡充滿人情味的溫暖故事，歐寶和

牧師父親暑假時搬到這個小鎮來，原本孤單的歐寶在這個社區裡得到了眾多

的支持，也獲得了勇氣。以提供支持的內容來說，鄰里朋友可以提供的支持

如同親戚般，包括工具性的支持（給予經濟協助）、情緒性的支持，以及資訊

性的支持。以歐寶來說，她在新搬來的社區中獲得了許多的情感支持，讓她

不再感到孤單。 
                                                 
82 島田洋七。《佐賀的超級阿嬤》。（臺北：先覺，200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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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員芬妮小姐是歐寶的第一個朋友，她說故事給歐寶聽；在寵物店

工作的歐第思，用吉他奏出感動人心的音樂；院子裡面的葛樂莉，聽歐寶傾

訴所有的事；最後歐寶和佟家兄弟、小可愛湯瑪斯、皺皺臉阿曼達都變成好

朋友。遠親不如近鄰，我們可以發現，歐寶與這些社區的鄰居們超越了年齡

的界線，發展了一段互相支持、關懷的友誼，這是難能可貴的。 
 

在《高飛》中，威力美是汽車旅館的女管家，她身材高大，當她低著頭

看羅伯時，就像先知或上帝一樣洞悉他的一切，她告訴羅伯治療腿病的方法

就是讓悲傷升起。威力美扮演的是智慧老人的角色，適時的出現在羅伯身旁，

告訴他要如何化解悲傷。她的睿智，讓羅伯想要把有關老虎的事告訴她。 
 

當《許我一個家》中的卡德家由幻想變成實際時，他們的角色也由瑟奧

的家人轉變為朋友，在現實世界中，他們住在瑟奧阿姨家附近，週末瑟奧可

以到他們家玩，從中獲得快樂的感覺。友誼就是復原的代名詞，活動本身就

是在復原。常跟好朋友在一起看書、聽音樂會、用餐或出遊，都會使人充滿

慰藉，並從悲傷中重新面對生活。 
 

這樣的友誼，讓瑟奧不再對人持有戒心，也能更放心的與其他朋友交往。

在面臨單親的窘境時，單親家長最常求助的是自己原生家庭中的父母或手足

83，例如蕾伊在沒人可託付瑟奧的情況下，還是選擇向自己的姊姊求助，自

己的親戚朋友多半願意暫時性的給予照顧，具有工具性的支持功能。 
 

 

三、社會制度的協助 

社會福利屬於社會正式支持系統中專業的層面，通常對單親家庭給予經

濟上、資訊上的協助。在這些研究文本中，《其實我不想說》、《刺青媽媽》及

《許我一個家》提及社會福利的協助，但這些單親家長也都極力的逃避社工

員的調查，不希望他們多管閒事。其實一般的單親家庭並不願意求助於社會

福利，原因是他們在與社會福利系統進行互動時有負向經驗，例如在申請補

                                                 
83 陳慶福，〈單親家庭的人際與休閒問題〉《單親家庭之教育與輔導》，（臺北：心理，2000），

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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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時，備受歧視，或申請公文一再被積壓，申請到補助下來的時間過長；也

有人認為社會救助的資格限制過於嚴格、創業貸款規定不合理等因素，使得

他們求助政府協助的意願降低。84 
 

    《其實我不想說》中，蕾娜曾經對社工員吐露父親對自己做的事，但卻

被迫要與妹妹笛恩分開，分別被送往不同的寄養家庭，她們不希望失去彼此

有血緣關係的親人，所以寧願靠自己尋找生路。《刺青媽媽》中的母親金盞花

從小就是生活在社會救助體系中，她小時候不愉快的經驗，讓她厭惡整個社

會福利系統，包括醫院、寄養家庭。最終，金盞花被送進精神療養院，海豚

被送到寄養家庭，但這些地方並不如她們想像中那般可怕，海豚甚至還在寄

養家庭中找到家的味道、溫暖的幸福。《許我一個家》中的蕾伊和瑟奧曾經住

過保護之家，她們也曾經靠社會救濟過活，但她們討厭社工調查人員那種打

探每個細節的態度。所以即便生活貧苦，瑟奧也不願向社工或輔導老師求助，

或去一個好壞未明的寄養家庭。 
 

    外在力量可以是學校的師長、朋友，也可以是周遭的鄰居、親戚，當然，

社會福利支持是另一種可以幫忙單親家庭度過難關的力量。文本中的單親家

庭多半傾向尋求非正式系統的協助，而《刺青媽媽》的金盞花和《許我一個

家》的蕾伊都是未婚媽媽，屬於社會體系中的弱勢族群，比較需要社會的協

助。她們一方面無可選擇的必須接受社會的救濟，另一方面又十分的厭惡在

社會救濟前的細節詢問，並因此遭受到異樣的眼光看待。如果是真心要協助

他們，似乎應該摘下有色的眼鏡，尊重他們，使他們能夠獲得經濟與情緒上

的支持。 

 

 

 

 

                                                 
84 彭淑華，《建構單親家庭支持系統之研究》，（臺北：內政部委託研究報告，2003），頁 110。 



 91

第三節   源於內在的力量 

     

 

一、藝術的啟發 

當人活在安逸的環境中時，缺少面臨生、老、病、死及其他種種苦痛的

機會，內心沒有動力驅使自己去創作，藉以表達自己的情感。文本中的這些

單親少男、少女則不然，藉著文學、藝術創作，他們將本身遭逢的命運表現

出來，或是一種抒發，或是讓生命找到出口的方法。理查‧法爾生的「生於

憂患說」，便是認為在苦難困阨之中，許多人被迫轉向注意心理的內在層面，

而必然朝向較高境界的躍進。85一個人會渴望藉由寫作表達自己的情感，正

是源自個人內在的衝突，對生命的不適應無法用行動表現時，便藉創作發聲。

86 

 

（一）藝術的創作 

《刺青媽媽》中的海豚，是一個善於畫畫的小女孩，她會將送給媽媽的

生日卡畫上三十三種代表媽媽的東西，例如高跟鞋、緊身衣、耳環，這是海

豚的創意，也是她討好母親的方式。 
 

為了換座位到奧利佛旁邊，她幫同學在手臂上畫了一個個的刺青圖騰。

這時候她的畫畫才能變成工具，可以讓她達成自己的希望。她會在好朋友奧

利佛的手上畫上一個又一個漂亮的圖騰，這是她表達友善的方法。海豚也會

將討厭的老師幻化成一個裸體者，身上刺滿邪惡的刺青。藉著繪畫，海豚替

自己的情緒找到發洩的出口，將不能說出口、做出來的想法，都藉著繪畫傾

洩而出。 
 

《其實我不想說》中的白人女孩蕾娜，喜歡畫畫也善於繪畫，她畫了一

幅平靜的風景畫送給梅笠，這幅畫顯示她渴望趕快逃離現在充滿惡夢的生

活，到一個平靜無波的地方。 

                                                 
85引自羅洛‧梅(Rollo  May)，《自由與命運》（Freedom  and  Destiny）。（臺北：立緒文化，

民國 2001 年），頁 89 
86 林百合，〈為什麼不說---少年小說中的沈默現象〉，國立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論

文，200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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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飛》中的男孩羅伯，在母親臥病在床時，跟著母親學會木雕的技巧。

在悲傷侵蝕著他的腿、他的心之際，他選擇在房間裡，把木頭雕刻成一個個

他心中所想的事物。當他想著勇敢而憤怒的女孩西斯汀時，手中的雕刻刀不

停的轉，他不自覺的將西斯汀的樣子傳神的雕刻了出來。在他聽完威力美講

述她小時候飛走的那隻鳥之後，手上的木頭也化成了一隻栩栩如生的小鳥，

就如同威力美所描述的那般。羅伯將內心的感受，藉由雕刻的手，傳遞到木

頭上，賦予它生命。 
     

 

（二）文學創作 

《親愛的漢修先生》：小男孩白櫟從寫信給作家漢修先生開始，就開始

了他的寫作旅程。在父母離異後，寫信給漢修先生從一項被逼迫的、索然無

味的苦差事，轉變成白櫟用來傾訴生活點滴、想法的途徑。他接受了漢修先

生的建議，多寫、多看、多想，還買了一本日記本，每天寫下自己想對他說

的事。經由這樣的寫作訓練，白櫟一點一滴的累積自己的寫作實力，並在參

加「小作家」比賽時，因為作品十分富有原創性而得到真正的作家賞識。 
 

在《許我一個家》中，瑟奧是一個愛讀書的小女孩，她的創作潛能，在

學校作詩的時候就已經顯現。她把自己周遭的環境都描述成灰色，接著將自

己的感受也描寫出來：灰色是什麼？灰色是冰冷的雨；灰色是刺人的毛毯；

灰色是硬梆梆的人行道；灰色是垃圾桶裡的老鼠；灰色根本不是顏色。灰色

跟她自己的處境相同，不黑不白，夾雜在模糊的中間地帶。 
 

在卡德家的時候，她與鬼作家相遇，鬼作家賽西麗建議瑟奧可以將自己

放進一個虛構的、比較好的世界，等長大的時候，可以用筆讓這些想像變成

小說。假若沒有這些讓人內心飽受煎熬的遭遇，也激發不出奧瑟將內心的感

受用筆表現出來。 
 

從文本當中不難發現，作者將單親兒童置身於苦難、孤單寂寞中時，同

樣也賦予了他們不同的才能，讓他們在艱苦的境遇當中，得以有抒發情感的

力量。除了抒發內心情感，這些展現在藝術、文學方面的創作多半也成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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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作為展現友誼的附加價值，他們將創作的作品贈送給好朋友、伙伴，並贏

得更多的認同。 
 

 

二、自我抉擇才是關鍵 

我們的每樣寶貴的財產都有可能被奪走，唯有一樣不能，那就是決定我

們對已發生事情所抱持的態度的那一股力量。87單親的事件是真實的，唯一能

依靠的就是選擇處理的方式。而作抉擇的第一步便是面對現實，就算現實的

情境是可怕、不安、令人難以接受的，仍要堅強的面對它。接著必須採取行

動，藉此讓自己從困境中解脫。 

Rollo  May 認為： 
 

命運是不可能被抹消的，但是我們可以選擇如何回應，如何活出自

己的能力。 

 

每一個人都會決定，是否將從痛苦的經驗中成長，或他將如何從痛苦的

經驗中成長。當失落者決定要從失落中走出來時，他已經在復原之路上了。

文本中的主角在悲傷之後，都能做出扭轉命運的決定，我們可以這樣說，主

角對於未來的抉擇才是能否讓自己繼續走下去的關鍵。 
 

 

（一）選擇往正面想：白櫟 

    當白櫟抓起別人的午餐袋，想要往地上丟時，被費伯伯看到並制止了，

他要白櫟想想別人的難處，還要他往正面想。白櫟想起了父親在下大雪的山

裡奮力的綁雪鏈，想起母親辛苦的工作，於是他選擇將午餐袋放回原位。接

著，他選擇做出午餐盒防盜器，以免自己的午餐一再被偷吃。他做出抉擇，

並付諸行動，因此還讓別人開始注意到他，其自我概念開始改觀。原本認為

自己十分平凡的白櫟，覺得自己像個英雄人物，這是經由抉擇，付出行動所

產生的價值和力量。 
 

                                                 
87 Rollo  May（羅洛‧梅），《自由與命運》（Freedom  and  Destiny），（臺北：立緒，2001

年），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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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對父親十分不解的白櫟，選擇轉變自己的想法，從寬容的角度體諒

父親的身不由己，原諒他常常不遵守承諾；而他自己，接受了父母離異的事

實。正面思考是一種力量，可以在遇到挫折或問題時，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

而不被負面的情緒困擾。 
 

 

（二）選擇繼續往前走：賽門、梅笠 

    《麵粉娃娃》中的賽門，千方百計要查出父親離家出走之謎。在謎底解

開之際，賽門也頓悟了，他體認到爸爸就某種程度來說，其實跟自己一點關

係也沒有。而自己為什麼要對這個不認識的人耿耿於懷？他在腦袋裡將自己

與重要他人的關係歸納整理了一下： 
 

所以媽媽對我有意義。還有外婆。還有蘇阿姨。 

我根本不認識他。他是沒有意義的。 

我並不高興他做的事。但他對我沒有意義。（頁 244） 
 

    想通了之後，他將父親拋在腦後，決定不跟父親犯同樣的錯：年紀輕輕

就被孩子困住，最後還要拋家棄子來換得自由的人生，還因此害了一個孩子

沒有父親。他繼續往前走，而且更自由自在。 
 

    《其實我不想說》中的梅笠在蕾娜離去之後，選擇揮別過往的失落，繼

續過自己的生活。當母親再度寫明信片來時，她這樣回覆母親：日子還是要

過。如果你夠堅強，你還是可以好好的走下去。梅笠體認到只要身為人，就

必須繼續往前走，不能因為悲傷而停滯不前。 
 

    留在原地是一種選擇，繼續往前走是另一種選擇。賽門和梅笠都選擇對

缺席者的思念慢慢淡忘，繼續過自己未完的生活。他們瞭解到，真正對他們

有意義的，是那些留在身邊，深愛他們的人。 
 

 

（三）選擇勇敢面對：瑟奧、歐寶、羅伯 

    《許我一個家》中的瑟奧與母親的關係疏離，在母親猶豫著要何去何從

時，她選擇站出來，大聲的為自己的權利發聲，告訴母親自己喜歡這個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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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鎮，告訴她身為一個母親，她有撫養女兒的義務。原本關係不佳的母女，

在瑟奧勇於說出自己的感受、需要之後，突破僵局，瑟奧第一次主動投入母

親的懷抱。 
 

    勇於面對也許會有衝突、爭執，但也能讓個體間的真正想法產生交流、

互動。《傻狗溫迪客》中的歐寶與父親在雨中互吐心事之後，才發現最親愛的

人原來就在身旁，父親慢慢接受妻子不可能再回來的事實。歐寶選擇對父親

說出深藏在心中的疑問，讓父親有解釋、釋放情緒的機會。《高飛》中的羅伯

也選擇與父親當面對談，也讓父子倆停止不動的世界又開始運轉。 
 

不管是瑟奧、歐寶或羅伯，在與他們關係最緊密的人面前，他們都選擇

勇敢面對，讓自己從灰色、孤單、壓抑的世界中跳脫出來，重新過他們想要

的生活。這樣的抉擇是重要的，代表主角們都能意識到加諸於自身的命運，

加以反抗，自由的選擇未來的路該怎麼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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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論 

 

 

單親家庭，是現代社會的家庭形式之一。但社會對單親家庭仍傾向從負

面觀點加以解讀，不管媒體或教育工作者，都會先入為主的認為單親代表問

題所在。文本中的單親家庭，則提供了另一種方式，讓讀者可以更加瞭解單

親家庭及置身其中的孩子們。閱讀少年小說，孩子可以藉由詮釋文本，進而

達到潛移默化的作用，獲得更進一步的成長。少年小說中呈現的單親議題，

可以使單親兒童藉由文本與自身問題的對照，獲得成長的力量。 
 

本研究以少年小說中的單親家庭為研究對象，針對以下三個面向作探

討：單親家庭的親子形象、單親家庭中的親子關係，以及單親兒童的內心世

界。 
 

 

一、父親角色長期缺席，孩子渴望父愛  

    先前提到，在研究文本中，單親家庭中的照顧者仍以單親媽媽居多，單

親爸爸比例較少。而且，就算擔任照顧教養子女的角色，也往往因為忙於工

作或情感的壓抑，使得單親父親的角色形成了一種精神上的缺席。 
 

    父親角色是重要的，因為父親是孩子生命中出現的第一個男性，不管對

兒子或女兒而言，都扮演了重要的影響力。他們之間的關係會成為孩子以後

和所有其他男性關係的一種基本模式。雖然社會總是忽略父親在家庭中的地

位，而重視孩子缺少母愛帶來的影響。但不可諱言的，父親長期以形體或精

神的缺席，的確會對孩子造成重大的影響。對兒子來說，如果沒有父親作為

典範，男孩必須藉由想像去學習當男人。當然，男孩可以選擇從社會提供的

男性典範中練習成為一個男人，但他們所習得的，有可能是父權社會下的刻

板印象。當他們有了兒子之後，就會把這種強調男子氣概的角色，繼續傳遞

給下一代。 
 

    Beth M. Erickson 認為，不只是男孩需要和父親接近，女孩也需要父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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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父親和女兒情緒上的交流有助於成年後對異性展現自信的態度。88當

父親對女兒表達足夠的關愛，傾聽她的心聲與感受時，女兒會認為自己是有

價值的，而且會期待男人來珍視她的價值，而不是逃避異性對她的關愛。 
 

另外，研究結果反映：文本中的父親仍活在父權思想的侷限之下，沒有

脫離性別的刻板印象，他們仍舊認為養育孩子是女人的工作，哭泣或表達情

緒等不是男人的行為。現今各界都強調父親在孩子的成長歷程中所佔的重要

性，認為缺少了父親角色給予的模範及認同，女孩可能會與母親「合而為一」，

無法界定自己身為獨立個體的身份：對男孩而言，則可能與母親關係太過密

切，無法將自己的身份界定為獨立個體的成人。89單親父親若不能給予孩子

足夠的愛與關懷，則會形同精神上的缺席，雖然陪伴在孩子身邊，仍會對孩

子造成傷害，孩子渴望得到父愛及父親的認同。 
 

 

二、父權觀點下的母親角色 

相對於父親形象的單一，文本中的母親則呈現較為多元的形象刻畫。從

研究文本中，可以將母親分為三類：離家的母親、不適任的母親，以及溫柔

的母親。縱然文本中呈現的母親形象較為多元豐富，但其母親角色的適不適

任，仍是依據父權社會的觀點來評斷。溫柔的母親是傳統母職的實踐者，離

家的母親與不適任的母親則不符合社會對母親角色的期待。 
 

    中國有所謂「男尊女卑」、「男主外，女主內」的傳統意識存在，女人在

以男人為權力掌控者的社會中，被賦予養育孩子的重責大任。也因此，女人

透過母親的身份，對孩子的一生具有無與倫比的影響力。而男人對自己和所

有女人的看法，都會透過母親的眼睛來反映。 

 

    研究結果發現：大部分的母親角色仍困於威權社會的脅迫下，例如：《傻

狗溫迪客》中離家的母親，就是受不了社會大眾的眼光，他們認為他應該更

                                                 
88 Beth M. Erickson 著，陳信昭、崔秀倩譯，《渴望父愛—失去父親極其影響》（Longing  for 
DAD），（臺北：五南，2002 年），頁 94-6 
89David  Stoop (大衛‧史都)，柯里斯、林為正譯，《父愛不缺席》（Making  Peace  with  Your  

Father）。（臺北：智庫文化，1995），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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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規蹈矩，才是符合「好女人」、「好媽媽」的形象。而溫柔的母親則是社會

期待中的典型好媽媽，她們溫柔，很少表達憤怒的情緒、較為寬容。 
 

 

三、單親家庭中的親子關係 

    家庭中缺少了父或母，對單親兒童而言，形同缺乏認同的對象。父親缺

席，對男孩來說，往往會有性別上的不安全感，導致他的男性特質在發展時

出現問題；結果他可能變成「軟男人」，要不然就是矯枉過正，變成大男人。

90 
 

研究結果發現：不同性別組合下的親子關係，呈現不同的互動方式。父

子、母女的同性別組合中，較易引發衝突及爭執。另外，父女、母子組合關

係較為和諧，往往能以對談化解內心的疑問。 
 

以父子關係來說，《高飛》中的羅伯父子都是壓抑情感的男性，對彼此的

關愛都不曾表達出來，直到西斯汀這個女孩的出現，才使得羅伯打破僵局，

父子的互動開始變得親密。 
 

施佩君在〈台灣少年小說中的少女形象---以九歌現代兒童文學獎為例〉91

中將文本中的父女關係分為兩類：勞動階層中面惡心善的父親，與順從、不

敢發聲的女兒；另一種是中產階級，女兒對父親呈現出崇拜和愛戀的情結。

在本研究的父女關係中，兩位父親都屬於中產階級，對待女兒的態度良好、

溫和，女兒則渴望得到父親更多的關愛。 
 

母女關係一直以來都是深刻難解的習題，同為女性的兩人，留著相同的

血液，在長遠的歷史洪流中，女兒和母親卻往往彼此對立、互相競爭，或是

女兒依循著母親的模式，繼續傳承。在《刺青媽媽》中，海豚依附著母親，

星星卻與母親處於價值衝突的情況；《許我一個家》裡的母女關係則充滿衝突

及疏離。研究文本中，母女關係呈現出多元的樣貌，母親如何對待女兒，通

                                                 
90David  Stoop (大衛‧史都)，柯里斯、林為正譯，《父愛不缺席》（Making  Peace  with  Your  
Father）。（臺北：智庫文化，1995），頁 82 
91 施佩君，〈台灣少年小說中的少女形象---以九歌現代兒童文學獎為例〉，台東大學兒童文

學研究所，199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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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是影響親子關係的重點。而女兒積極尋求突破僵局，才是讓母女關係更進

一步的關鍵。 
 

在母子關係中，母親通常為嘮叨者，管教較為嚴格，但母子關係和諧，

不易產生衝突。不論這些親子關係如何，最後終能在衝突中和解、在對談中

坦露內心，提升疏離的親子關係，讓彼此更加瞭解對方的想法。 
 

    家庭是一切人際關係的初始，孩子毫無選擇餘地的來到這個家，接受了

家庭中所有人際關係對他的影響。家中父母和孩子形成的親子關係，會對孩

子日後的人際互動，以一種複雜的心理機制，宰制他行為的模式及互動的態

度。除非有所察覺，否則過去的經驗會讓我們重複受到傷害，甚至重複錯誤

的模式，形成「宿命」。92單親家庭中因為父母一方的缺席，會對孩子造成身

心各方面的適應不良，甚至會影響到他們日後的婚姻觀，以及對待異性的態

度。這樣的家庭價值在無形中會一直傳承下去，直到有人意識到，並願意改

變，才可能扭轉命運，避免疏離的親子關係代代相傳。 
 

 

四、單親兒童的外在形象與內心歸屬 

文本中的單親兒童普遍都有以下幾種形象：生活在貧窮的環境中、缺乏

人際互動、對缺席者充滿思念或疑問，以及對家的渴望與追尋。 
 

    家，含有多重的意義，它可以是 house、home 及 family。對單親家庭來

說，這三種都是他們所缺乏的。經濟環境不佳，可從食、衣、住等方面來看，

包括三餐不繼、只能穿太小或破舊的衣服等。因為離婚、喪親等因素，常常

造成他們必須遷移到另一個地方，住屋是最令人困擾的問題。在《親愛的漢

修先生》、《許我一個家》、《刺青媽媽》、《傻狗溫迪客》、《高飛》這五本作品

中，主角都被迫遷移到別的城市，開始新的生活，尤其未婚媽媽組成的單親

家庭，更是居無定所。遷移到新的地方，意味著主角也要開始過新的學校生

活。在陌生的環境中，這些單親兒童顯現的往往是人際關係不佳，也因此，

他們格外渴望友誼，希望能與大家打成一片。 
                                                 
92 摘自 Harville  Hendrix & Helen  Hunt，蕭德蘭譯，《滋潤的愛---如何經營有意識的親子

關係》（Giving  The  Love  That  Heals），（臺北：生命潛能，1999 年）的推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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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在描述單親兒童的內在心理時，著重於他們對缺席父母的思念

或提出疑問，以及對家庭的渴望與追尋。《親愛的漢修先生》的白櫟希望父母

可以復合，《麵粉娃娃》中，賽門一直幻想著父親會回來團聚，《其實我不想

說》的梅笠藉由寫紙條與母親作精神上的溝通，《傻狗溫迪客》中的歐寶不斷

想像著母親的模樣，《高飛》中的羅伯壓抑對母親的想念。至於《許我一個家》

中的瑟奧和《刺青媽媽》中的海豚，從小就未曾見過親生父親，她們所渴望

的，是具備父親特質的人；她們追尋的，是家所代表的溫暖的感覺。 
 

家庭的破碎，或父母一方的缺席，對剛遭遇單親歷程的孩子來說，往往

會有許多負面的情緒，例如：悲傷、難過、憤怒、焦慮，研究者發現：他們

通常以夢境反應、以想像逃避，或是以寫作抒發等方式來發洩這些情緒。而

單親兒童能否擺脫陰影、脫離困境，端看其來自外在世界的支持力量，以及

源自於內心自我抉擇的力量。 
 

林萬億在〈臺北市單親家庭問題及其因應策略之研究〉中提到，社會支

持系統可以緩和個人所承受的壓力和緊張，因此往往對於個人的適應能力和

心理健康有正面的效果。93文本中的孩子們在面臨單親造成的壓力時，通常

都會遇到協助他們跳脫困境的外在力量，例如：類似境遇的同學、學校的師

長，以及社區中的好鄰居。有了他們的支持，單親孩子願意去面對失落與悲

傷，進而改變自己的想法。但是真正能扭轉劣勢的，其實是這些單親兒童內

在的自我抉擇。當他願意選擇往正面想，繼續往前走時，也意味著他在改變

加諸於自身的命運。 
 

當兒童與單親遭逢時，會產生一股創作力量，有的表現在藝術上，例如：

羅伯擅長雕刻木頭，蕾娜將內心的悲傷轉化為平靜的畫作，海豚將內心的焦

慮化為一幅幅的圖畫。有的則展現在寫作上，像是《許我一個家》中的瑟奧

將自己的心情寫成詩，或是《親愛的漢修先生》中的白櫟藉由書寫抒發自己

的情感，間接著也鍛鍊出寫作的才能。 

                                                 
93林萬億，〈臺北市單親家庭問題及其因應策略之研究〉，（臺北：臺北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

員會，1992 年 6 月），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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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主角而言，重要的不在於家的形式，而是能否獲得家的感覺。有一項

研究結果發現，不論兒童來自單親或雙親家庭，家庭結構並不是唯一因素，

家庭歷程，例如不當管教、父母爭吵，也會引發許多外在化問題
94。單親家庭

中，若單親家長可以給予關懷，並保持良好的互動及暢通的溝通管道，單親

兒童也可以在愉快的家庭氣氛中長大。相反的，若是兒童老是處在爭執、吵

架中的家庭，即便是父母都在家中，也會對他造成不良的影響。 
 

家庭是社會的基礎組織，隨著社會的變遷，家庭的型態、特質一直在轉

變，社會也比從前更能接受各種不同類型的家庭形式：單親家庭、同性戀家

庭、再婚家庭等。以往我們面對不是完整的、核心的家庭時，總會用刻板印

象來認定它，認為這樣的家庭一定有問題，但也越來越多人對這樣的家庭給

予正面的回應。對於這些多元化的家庭，我們不僅要認識它，更要學習從中

尊重它的本質及發展。 

 

 

 

 

 

 

 

 

 

 

 

 

 

 

 

 

                                                 
94 Robert E. Emery，李曉燕、李詠慧譯，《婚姻、離婚與兒童適應》（Marriage, Divorce ,and  
Children’s  Adjustment），（臺北：心理，2005），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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