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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要門當戶對！

時常聽到長輩在談論婚姻的時候，如此提醒教會的未婚青年。以往自己只聯

想到長相、學歷、家庭背景、價值觀，以及社會地位等等的因素。不錯，門當戶

對相當重要，畢竟婚後就是柴米油鹽醬醋茶的實戰生活，倘若門不當戶不對，新

婚時再多的濃情密意都在生活細節上磨合，可不是很符合經濟效益啊！

這觀念放置內心許久。多年後，終於與一位傳道交談時，他說到「最重要是信

仰上的門當戶對」。此話又把自己從原始的思考中帶入另一境界：究竟「信仰上

的」又是指哪些層面？難道只是與對方共承「真耶穌教會」的信仰？或是進一步

的「每天讀經禱告」？還是更上一層樓的「在教會熱心事奉」？……

婚後的NZ小恩，從地球的另一邊來台生活了一

段時間，日漸感受到文化差異不僅在生活習慣上，

且在信仰觀念上都有著深遠的影響。信的固然是同

一本《聖經》，同一個教會，更是嚮往同一個屬靈

目標。但一對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夫妻，如何在遵

行神話語的前提下，突破這些文化的束縛，於這兩

種文化的蹺蹺板上找到平衡點，進而達到「信仰上

門當戶對」的最高境界？今天筆者主要針對新家庭

成員之間的中西文化差異展開探討，希望藉著幾個

比較典型的例子，供讀者參考。

1.過節

去年的聖誕節，曾聽到有人說：西方人慶祝聖

誕節是錯誤的喔！

雖知道這句話有些誤解，但自己內心的反應仍

是：「對啊！《聖經》上不記載耶穌降生的日期，

就是不希望世人為祂慶生，因為耶穌是太初的道，

道就是神。祂說：「還沒有亞伯拉罕，就有了我。」

不同文化下的基督化家庭
文／NZ小恩  圖／聖惠

不錯，門當戶對相當重要。最重要是信仰上的門當戶對。

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裡，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 

so that Christ may dwell in your hearts through faith.

基督化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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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八58），而且是「在耶和華造化的起頭，在

太初創造萬物之先，就有了我。」（箴八22）

道理固然如此，但重點是，聖誕節對西方

人來說是家庭團聚的大日，許多家庭成員長時

間在海外，一年只團聚這一次，類似中國人過

的農曆年。當然相較之下，比起聖誕節，農曆

年它當初的宗教性早已較不可考，而聖誕節本

身至今仍無法百分之百擺脫宗教的意涵，仍保

有耶穌道成肉身的概念。總之，話說回來，現

今在這些節日中，大多只是具有家庭團圓意義

之大日，於兩地的文化都不可忽略。

是的，不否認家庭團圓的重要，但不論西

方的聖誕節或中國的農曆年（清明節等等）也

好，雖然兩者都富有濃厚的人情味，但若追根

究柢，在宗教上其實都有不大符合道理之處。

因此，做為夫妻，我們可以一起思考，萬一在

這些節日團聚有所困難，而選擇利用平常的假

日，是否一樣可以圓滿？

不是說聖誕節或農曆年就不能家庭團聚，

當然可以，但如果這些節日造成負擔，就可以

選擇不因風俗或責任之故，為了只是做而去

做。若夫妻倆覺得可行，就需要與家人有技巧

的溝通，建議另選假日與大家敘舊，聯絡感

情。如此變通的目的莫過於不強調這些文化節

日，因為其意義對我們來說，只是讓家人愉快

地聚在一起，共享天倫之樂。

2.紅包

曾經聽到有信徒辯論，在過年過節給孩子

壓歲錢是帶給他們什麼訊息，有沒有助於宗教

教育？

「紅包」是中國人新年的一種習俗，中國

人喜愛紅色，因為紅色象徵活力、愉快與好

運。發紅包給未成年的晚輩，是表示把祝願和

好運帶給他們。據說壓歲錢可以壓住邪祟，因

為「歲」與「祟」諧音，晚輩得到壓歲錢就可

以平平安安度過一歲。現在長輩為晚輩分送壓

歲錢的習俗仍然盛行，後來因為圖吉利就把需

要送錢的時候都叫送紅包。

當然這與之前「過節」裡所提，很多習俗

已脫離最初的宗教意義。反之，許多人是透過

這些文化，來播散一些微笑與溫暖給自己周遭

所愛的親人，讓對方感到親人之間的美好，使

感情更加密切。

不違背這美好的精神，也更不是否認紅包

的功用，但做為基督化家庭的父母，倘若覺得

可行，我們也可以選擇另一種方式，來向我們

的子女表達內心對他們相同的關愛，也就是使

用「新年禮物」來代替傳統的「壓歲錢」喔！

倘若可行，平時就可以觀察孩子需要什麼，而

藉著新年來給他一個驚喜。如此做的好處是，

可以避免強調壓歲錢的意義（雖然對小孩子而

言，可能僅是「過年有錢拿」）。當然也不一

定需要等到新年才給孩子驚喜，但因為周圍的

小朋友新年都有來自長輩的紅包，孩子難免覺

得沒有收到而感到幾分失落。

以上這一點可由父母決定，但孩子周圍的

親戚長輩不見得有相同的觀念。這時年輕的夫

妻可以嘗試與長輩溝通，敬請長輩配合自己給

孩子的宗教教育。若說長輩堅持，就不必過於

勉強，頂多建議送個簡單的小禮物即可。

同時為了不強調過年有「壓歲錢收入」的

觀念，個人覺得在每天的生活中可以透過獎賞

給予零用錢，讓孩子平時就有「收入」。例如

學業進步、對長輩有禮貌，或對同學有愛心等

等，都是很好的獎勵。除此之外，還可以順便

教育理財的觀念。

當孩子長大懂事了，可以用簡單的話語告

知他壓歲錢是一種民俗文化的傳統，以及大略

介紹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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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西方社會的性別觀念

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家庭，夫妻一開始或

許最能意識到的，就是彼此中西差異的男女

觀。作為一對恩愛的夫妻可以輕鬆面對的，只

要雙方能儘早對於一些觀念認同，將可以化解

許多隨後而來的誤會。

某次聽到一段話：

「男女平等嗎？男人是頭耶！」意思似乎

強調男人的地位勝過女人。

也曾在比較傳統的場合聽過「你們女人就

是不懂啦！」

講的確實不錯。男人本來就是妻子的頭，

而且有些事情本來女性就會不知道。但我們可

以重新思考，男女是否可用「平不平等」來衡

量彼此之間的差異？這個社會一直在辯論的

「平等與否」之話題，其實並非《聖經》道理

的重點。

《聖經》說，「人當離開父母，與妻子聯

合，兩人成為一體」（創二24），並且在《彼

得前書》也記載，夫妻要同承生命之恩（彼前

三7）。由此看來，夫妻在神面前屬靈的尊貴

性，是毫無懷疑的平等。

《聖經》道理教導妻子需順服丈夫，因丈

夫是頭，妻子是身體；相對的丈夫要愛妻子，

甚至願意為她捨命。這是闡明夫妻角色的扮演

與責任的區分，而非男女尊貴性的不一。我們

來打個比喻：倘若有人認為頭比較重要，那把

這個頭暫時移開，請問單單一個頭能做什麼？

當然單單一個身體也不能做什麼；兩者是互相

依賴，是一體無法分開的關係。既然是一體，

就不會有尊卑之分，更何況在《加拉太書》三

章28節說到，在主裡，不論為主為奴，不分種

族，男女老幼，都「成為一了」。

因此，我們必須先清楚了解，夫妻角色扮

演之不同，與男女在神面前屬靈尊貴性的相

同，才不會被「平等與否」或該不該「傳統」

之問題所困，也能幫助現代夫妻相處地更親

密、融洽，更知道如何彼此尊重並包容對方與

自己的差異。

以上是針對夫妻兩人認知（態度）上的經

營。既然話題相近，在此也順便延伸談談另一

樣有趣的話題，這就包括與長輩之間的溝通：

4.中西社會的婚姻觀

來台灣之後，曾經藉著某次吃飯的機會聽

到一位女兒即將結婚的父親嘆道：

「嫁女兒跟娶媳婦的心情截然不同！因為

女兒嫁了，不知道她會否適應男方的環境？感

覺好像失去女兒似地！」

思想這話還真有濃厚文化的意思！其實

「嫁」或「娶」，是中國長久以來的傳統。相

較之下基督教的西方國家，在英文文字裡，並

無「嫁」字或「娶」字，《聖經》更是沒有這

樣區分男女結婚的精神。例如：「因此，人要

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兩人成為一體。」

（創二24；弗五31）。這「兩人成為一體」並

無誰嫁誰娶，而是平等結合的動詞；並且夫妻

要「同承」生命之恩（彼前三7），闡明夫妻

在神面前擁有相同屬靈的尊貴性。

再者，正確的婚姻觀，是男女結婚之後於

各方面獨立，因為他們已是獨立的個體，必須

長大，有所擔當。例如年輕夫妻可一起決定在

哪裡生活，是先生原先居住的城市？是妻子原

先居住的城市？或是看兩人工作地點為決定的

考量。總之，適應絕對不是單單女生一方的功

課，而是男女主角兩人努力建立這個基督化的

家庭。因此不論是兒子或女兒結婚，父母的心

情應該沒有區別才是。

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裡，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 

so that Christ may dwell in your hearts through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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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偶然的機會裡，筆者也曾經聽說

「中國人的傳統就是結婚之後，尤其是長子或

獨子，要跟娶進來的太太與父母同住，因為這

是孝順。」

深思其意，這也是東方文化特色之一。說

到其典故，時間拉回農業社會時期，家庭成員

人手之多寡相當重要，尤其男性力氣較大，可

以做更多事（也因此才有傳統重男輕女的觀

念）。總之，家裡越多人越好，於是經過時間

的流逝逐漸形成有大家族一起住的習慣，並且

中國人的倫理觀，是在長期的農業社會中建立

起來的。

關於這一點，中西背景差異大，因西方人

最古早以來，是以游牧業來維持生活。因為是

游牧業，經營到一個相當的程度，大自然的資

源會變的有限，因為沒有哪一片草場經得起長

期放牧，因此當游牧業一經產生就與移動性生

活相伴而行。因此家裡的成員必須自力更生，

走出去另找其他資源生存，繼續經營自己的游

牧業。經過時間的流逝，這種方式已形成生

活的習慣──兒女到了某個年紀（通常是18

歲），就必須學習獨立，在外茁壯，獨當一

面，許多事必須自己想辦法及承擔。婚後絕對

是夫妻兩人獨立，全權處理所有的事。

呈現兩個文化最根本的差異，是否覺得有

趣？那來自中西背景的夫妻要如何經營呢？在下

提供一些建議性的想法做為重新思考的方向：

1.《聖經》所說的「離開父母」（創二24），

不是單指男女任何一方，而是夫妻兩人。

並且「離開父母」不會就是代表不孝，更

不是離他們越遠越好（參：〈錯把馮京當馬

涼〉，《聖靈》月刊，2009，1）

2.依照道理，兒子（或獨子）與女兒（或獨

女）是一樣尊貴的（詩一二七3；彼前三7；

加三28；太十九13-14）。

3.倘若這真是所謂的「孝」，如此因這傳統住

在男方父母的家（而非其他原因），會不會

就沒有對女方的父母盡到孝道呢？我們可以

進一步思考，在神的觀念裡，男女雙方父母

是否相同尊貴？《聖經》記載，「要孝敬父

母」（弗六2-3），並沒有說「要孝敬男生

的父母」。因此，婚後與父母同住當然可

以，但孝順與否，個人覺得，不能用「與男

方父母同住」做為絕對的標準。

4.男女結婚後，本來就是獨立的個體（創二

24），有絕對的自主權。依照統計，西方社

會的婆媳問題少於東方人，（當然東方社會

婆媳關係好的例子也相當多），因為西方人

的婚姻觀，尤其單指婚後獨立而言，其實符

合《聖經》的婚姻之道。中國社會的婆媳問

題是因為兩者有差異且處於同屋簷下所產

生：因時代不同（或教育程度差異）有不一

樣的價值觀，不同理念，不同做事方法等

等。這沒有誰對誰錯，並且兩者都有自主

權。因此，《聖經》的「離開父母」並非惡

意，而是有其中之道理──讓新婚夫妻有足

夠的自主空間好好建立這基督化的家庭。

5.婚後固然要尊重（雙方）父母，也要彼此建立

良好的溝通方式，但最後任何關乎這個新家

庭的事，決定權仍在於夫妻兩個主角。（雙

方）父母可以提供寶貴意見，但不能強迫已

婚的兒女要順從己意。畢竟「離開父母」，

也是指思想方面、價值觀、感想、處事方法

等等。大人這時必須學習放手，給下一代空

間，並且在背後用禱告來支持幫助他們。

教會除了提供未婚青年《聖經》觀的婚前

輔導外（而非只是傳統配方），也可以開輔導

班給準公婆、岳父母大人，讓大家有正確的心

理建設與期待。婚介工作不僅限於介紹對象，

更是要協助雙方家庭婚後的輔導與協調。輔導

方面，依情況而定，有時可私下與年輕夫妻談

談，或是由婚介、傳道私下輔導父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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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小時候

孩子在學齡前大概是親子之間最好的時刻，

小孩依賴父母，父母的教導有權威，可以有

效地下達到小孩身上。到了小學，開始有課業

的壓力時，親子之間已開始變化，雖有零星衝

突，但問題都不大，基本上，小孩還是順服於

父母的權威。

孩子青春期

進了國中，有升學的壓力，加上孩子的青春

期，帶點叛逆，開始考驗親子間的關係。小時

候父母高壓的教導方式，小孩或可順從，但青

春期就不管用。他們愛標新立異、重視外貌、

追求流行、迷戀明星、看重同儕認同等。加上

身心的發展，並非齊頭並進地成長，所以他們

的情緒不穩定、脾氣乖張。要使青春期的孩子

乖乖聽話是不可能的，於是常常爆發衝突。

家家有本難唸的經，同樣是青春期，但問題

可都不一樣。對課業的要求程度、看電視及打

電動的時間長短、穿著打扮及交友問題等，父

母與孩子要取得共識並不簡單。

結論

夫妻彼此都要尊重對方的文化。因此

本文不是要否認任何一方的習慣，而是提

供年輕夫妻更多選擇及變通方式，僅作經

營基督化婚姻的參考。最重要的是夫妻兩

人恩愛，時常溝通，一起在日常生活中同

甘共苦。

為了盡力建設基督化的家庭，可以考

慮淡化一些「大家都在做」的「儀式」，

並且不論處在中式或西式的環境，孩子的

宗教教育務必平時就用心，讓他們從小深

知自己所信的是天上獨一真神，不被周圍

的同學朋友或習俗等等影響（例如聖誕

節）。如此一提，面對習俗、要做任何事

之前，可以思考「我們是誰？」、「我們應

該做的是什麼」，以及「我們這樣做有否

符合基督化家庭的體統？」（例如，倘若真

的去參加慶祝聖誕節的活動合宜嗎？）

彼得當時有信心行走海面，目標是走

到主耶穌那邊（太十四29-31）。這海雖

象徵世界，但相信大家都有如同彼得的心

志，會目不轉睛看著主耶穌，不停努力邁

進走向祂。這雖是我們的目標，但世上仍

有許多「風浪」在干擾我們。一旦我們不

小心被這些世俗潮流影響，原本的焦點─

─主耶穌，就會變得模糊，甚至讓我們失

去正確的方向，給惡者留地步。在這個充

滿迷信的環境裡，切忌被「大家都這樣」

牽著走，落入魔鬼的圈套。

神的兒女超越世界，是行走在這些種

種「風浪」之上，內心毫不受影響，穩如

泰山（約壹五4）。不管夫妻倆是否來自不

同文化背景，總要一起攜手同行天國路，

多多溝通，每天靈修，經營婚後超越文化

「信仰上門當戶對」的生活，共承生命之

恩。                              

基督化的家庭

從親子方面來談
文／園丁  圖／聖惠

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裡，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 

so that Christ may dwell in your hearts through fai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