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何父母的「我是為了你好」，卻害她慘遭教授伸狼
爪？別習慣把「越界」當「親近」  

文豪剛畢業時，被學長召進了他所創的公司。工作 2 年後，學長的公司開始穩定成長，文豪覺得這個行

業並不適合自己，而且工作時間實在太長了，他總是睡眠不足，所以他開始跟朋友打聽別的工作。消息

傳到學長的耳裡，學長震怒！他跟文豪說：「你這人太沒有道義了！你剛畢業連履歷都不用遞，我就給

了你一個好工作。現在你拿的薪水比你哪一個同學少？你怎麼可以背叛我去找別的工作呢？」文豪想想

也覺得對不起學長的賞識，因此打消了轉行的念頭。 

 

靜惠是一個乖巧的大二學生，系主任要她幫忙做研究，她受寵若驚。由於做研究常會忙到很晚，系主任

總是會買晚餐給她吃。有一天半夜，她離開系主任辦公室時，發現整棟樓都空無一人，她感覺有一點不

對勁了。那以後，系主任要求她入夜後留下來做事，她都婉拒了。她第 3 次拒絕時，系主任就對靜惠

說：「靜惠啊，你知道你是我見過最聰明的學生了，我對你有很深的期望。我這麼嚴格要求你的研究工

作，是為了你往後的學業著想。我覺得你有潛力變成博士生，希望你盡量把晚上時間安排好，可以多做

一點研究工作。你不要忘了，我留下來工作到那麼晚，其實也是為了要栽培你哦。」 

 

靜惠心裡雖然還是很毛，但不想讓如此賞識她的系主任失望，因此她還是在入夜後留下來工作。系主任

與她愈坐愈近，她每一次想保持一點距離，系主任就把對她多賞識、多用心栽培這種話拿出來講。最後

有一天，系主任就性侵了靜惠。即使如此，系主任還是告訴靜惠他有多喜歡她、多愛她，讓這樣的事情

延續了 2 年，一直到靜惠畢業了，她才敢告訴家人這件事。 

 

靜惠和文豪都有什麼才是對自己好的直覺，是這些感覺讓他們覺得該保護自己了，但是，是什麼阻止了

他們相信自己的感覺，繼續往危險前進呢？ 

 

大偉是獨生子，父母都是醫生，非常關心他的學業。他準備升學時，希望選文科，遭到父母反對，他們

威脅他要斷絕經濟援助。大偉向來很乖，但這次他反彈很大，在離家出走前對父母說：「你們可不可以

給我一點空間，不要一直越我的界，你們能不能讓我喘口氣？！」 

 

一般人都知道，要有健康的人際關係，一定要保有人際「界線」。但很少人覺得親子之間應該有

人際界線。因為孩子從母體而來，大家都覺得跟孩子愈沒界線就是愈親，也就是有種「你的就是

我的、我的就是你的」概念。其實，親子關係在母體裡就有界線，那個界線就是胎盤，媽的血歸媽的

血、孩子的血歸孩子的血，沒有了這個界線，母子都會有危險。可以說，我們與生俱來就擁有界線，這

個界線負起了保護我們的責任。 

         
孩子從小一切都是靠父母，父母讓他吃什麼，他就吃什麼、父母讓他穿什麼，他就穿什麼。等到孩子大

了，就會開始有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意見、自己想做的決定，如果這時你強迫他、想改變他，他就會生

氣。我們總是不喜歡見到孩子有情緒，但有沒有想過，孩子為什麼要有情緒？ 

 

情緒感覺與身體感覺一樣，它們的功能都是為了保護我們。如果有人掐我們，身體就會痛，這個感覺是為

了警告我們：身體界線被侵犯了。就好像有人說了什麼話惹我們，我們會生氣，這個生氣的情緒是為了警

告我們心理界線被侵犯了。這個情緒界線就是大家說的人際界線。一個城市不想讓外敵入侵，它必須有堅

強的城牆。 城牆是可以看得見、摸得到的東西，但人際界線摸不著、看不到，無影無形。雖然界線無影

無形。但是，當別人侵犯我們的時候，我們會出現情緒，所以情緒就是我們城牆上的警報器。情緒＝人際

界線。當別人侵犯我們的界線時，情緒就會作響。 

 

那我們的情緒界線裡有什麼呢？如果我們把情緒界線想像成腳下的一個圈圈，而這個圈圈裡放的就是我們

的價值觀、偏好╲喜好、意見、夢想、用意、決定，就是那些我們腦子裡的事。腦子裡的事看不見，所以

就必須有情緒來守衛它們，不被他人侵入。而成功的家庭教育，就是父母能成功的把自己的情緒界線與孩

子的情緒界線分離。 

 

當孩子開始長大了，父母喜歡吃的不再代表是孩子喜歡吃的、父母喜歡的衣服不再代表是孩子喜歡的衣

服、父母希望孩子念的科系不再代表那是孩子喜歡的、父母希望孩子加衣不代表他冷、父母希望孩子多吃

點不代表他餓。孩子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擁有他自己的情緒界線，如果父母想要擁有孩子的那個界線，就

像母子之間沒有胎盤一樣，親子關係會面臨危機。 

 

父母的責任，並不是霸占孩子的情緒界線，而是要協助孩子認識他情緒界線裡的喜好、夢想，或

幫助他依自己喜好塑造他的價值觀、意見、決定。 

 

很多父母會說，孩子哪懂，我們幫他選是為他好、關心他、愛他，他有什麼好不高興的？問題是，如果現

在強迫孩子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那個人不是你，是他的老師或老闆呢？然後孩子被強迫了還以為老師

和老闆是愛他、關心他、為他好呢？靜惠和文豪不就是這樣？ 

 

靜惠和文豪的父母很相似，他們都是對孩子的教育關心有加，孩子想要獨立擁有自己界線時，他們從沒放

手過。靜惠想要上自己喜歡的才藝課，父母覺得才藝課對學業沒幫助，不准，幫她選了別的課後輔導。文

豪想要選自己喜歡的科系，父母覺得那科賺不了錢，要求他上一個未來錢賺得比較多的科系。然後，父母

不停的告訴他們：「我們是為你好、我們是關心你、我們是愛你才這麼做的。」 

 

父母不與孩子的情緒界線成功分離，孩子會弄不太清楚到底什麼是自己想要的、喜歡的。等到孩

子離家在外面與上位的人相處時，他們也會很容易就把別人違背自己意願、強加在他們身上的事

當作一種愛和關心。他們會把越界，當作是一種親近而不是侵犯。 

 

如果你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認為，他是被老師或老闆擁有的，那你最好也不要一直不停的讓孩子覺得，他是

被你擁有的。畢竟，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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