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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十八歲的大男生走進會談室，說媽媽每天打電話過來，但煩惱他的並不是媽媽打電話
的舉動，而是擔心家裡是否會發生衝突？媽媽是否會難過？少了自己在家，還有誰可以幫忙
協調父母之間的爭執？比起其他正忙著參加迎新活動、社團、認識新朋友、嘗試新事物的大
學新鮮人，這個大男孩少了一份探索新生活的好奇，多了一些擔憂與掛念。 
 
    電話那頭傳來媽媽的聲音，表示家裡可以給孩子的協助，該做的都做了。擔心孩子的住
所，就買了一間公寓給小孩住，連小孩的同學也一起打點好，來住都無需付費，有同學陪伴
下媽媽就比較放心。小孩不會自己收拾房間，每隔一段時間媽媽就下來幫孩子收拾打掃。做
了這麼多，媽媽不解為什麼小孩的成績總是在低空下、1/2 或退學的危機中度過。接連下來，
似乎畢業變成是一件遙不可及的事。一講到孩子可能畢不了業，以後的前途不知道怎麼辦時，
母親的眼淚也掉下來了。 
 
    不管是掛念母親的孩子，還是掛念孩子的母親，我們都看到孩子和母親緊密的關係，並
形成一種特別的互動模式，即便離開了家裡，無形之中還是將彼此相繫在一起。母親似乎忘
記這個年齡的孩子應該要學習獨立，自己面對問題、解決問題，很都事是要孩子自己去做做
看。而已經是大學生的孩子，在這個時候依然像個未離家的十五歲男孩，習慣母親的幫忙，
畢竟這是一個多麼「舒適」的位置。儘管覺得可能不應該繼續這樣的生活模式，但雙方的行
為總是一搭一唱配合的天衣無縫，日復一日維持著這樣的模式，孩子在外長不大，在家的位
置卻越坐越大。 
 
    家族治療師李維榕提到「要離開母親，尤其是哀悲中的母親，對很多年輕人都是一個極
大的挑戰。而要求母親放下子女，尤其全部心意都繫在子女身上的母親，也是天下間最殘忍
的一回事。」。一語說盡為什麼孩子離不開家庭，離不開母親。 
 
    這樣糾葛的習題是否無解呢？這過程中，似乎忘記了一個隱形但卻重要的角色，父親。
如果父親能夠好好建立屬於他們夫妻的關係，或許孩子就有多一點的空間可以成長。但往往
父親就像一座山，說是老婆的依靠，但總是沒有採取任何行動。忠心的孩子一旦和掛心的母
親連成一線，卻又將父親推的更遠了，距離家庭美滿又安康的夢想也更遠了。 
 
   十八歲離家，不僅是空間上的分離、距離上的不同，也是一種關係的獨立，家庭分化的開
始。如果可以學習「自主與放下」，讓父母去面對自己的難題，了解自己有自己的人生故事要
寫，我想這個家庭故事就會有更多的可能性！李維榕治療師最常說的一句話就是「孩子要懂
得放下父母」，或許這就是離家成長的開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