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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萍的公公是一位幽

默的長者，在教會更是

個模範長執，他從未與

任何人有正面衝突，總

是笑臉待人。有一回在

教會喝了小萍做的魚

湯，聽到隔壁桌的同靈

反應說太鹹，此時為

了不讓小萍太難過，他捧

著手上正品嘗的魚湯，笑

瞇瞇到隔壁桌溫馨地說道：

「今天鹽巴降價啦！大家別

客氣，多喝幾碗喔，味道如

果太濃，自己隨意到旁邊稀釋稀釋！」聽到

小萍的公公這樣一說，大家莞爾一笑，之

後，現場就不再有任何人大驚小怪了。

小萍內心感謝她的公公。這位長者不僅

懂得拿捏事情的輕重，也可以在不得罪人之

下，透過幽默的方式讓對方感到不好意思，

同時也肯定了小萍的苦心。

其實，小萍的公公也可以私下告訴小

萍，鹽巴放太多了，下次注意些。但他當時

並沒有這樣做，或許是因為知道這樣不會帶

給小萍溫暖的感覺，而且他既已看到有人反

應，小萍已經知道，也感到難堪，所以不需

要再告訴她「湯太鹹了」。

魚湯過鹹，有修養的人應該是心照不

宣，並且當事者事後也會知道自己調味過

重，只是有同靈一時未能顧慮到小萍的感受

而加以批評，這種直接的反應，也是人之常

情，但為人長輩的，若能選擇另一種方式，

私下告訴或指導當事者，應是能帶來更好的

造就。

「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如金蘋果在銀網

子裡。」（箴二五11）。與人交談，都需學

習說話的藝術與技巧，尤其是婆媳或岳婿之

間，更要格外用心，其中必須加倍顧及對方

的自尊心。當然，長幼有序，晚輩更是要呵

護長輩的尊嚴。因此，彼此以禮相待，說話

的風度與口氣，成為雙方一起長期學習的功

課。

從以上的例子我們得知，對於當事者已

經知道的事，可以選擇不必再強調，尤其是

對方「漏氣」的事。舉凡，安息日聚會聽見晚

輩司琴不斷彈錯，或翻譯時不順暢，倘若我們

事後不再向當事者強調這些心照不宣的事，

相信晚輩也會銘記在心的！如果他們有心，下

次一定會多作事前的準備。

鹽巴降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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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猜測對方的想法或動機，不如有禮貌地詢問當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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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已成事實的事上做文章

剛才的例子中，小萍的公公並沒有在已

成事實的事情上過度作文章。雖然事件中並

未提及究竟小萍的長輩是否事前給予調味的

建議，或是她採納長輩的建議與否，但知道

的是，小萍的公公從未「追問」究竟魚湯過

鹹是怎麼一回事。因為「過度追問」似乎意

義也不大了。這時候若可以選擇保持安靜，

讓當事者好好反省整個「事發經過」，效果

或許更佳。求神賜下智慧，讓我們在與人相

處上，能設身處地的為對方著想，同得更多

的造就。

不對外述說家人的短處

小萍的公公並沒有對別人宣揚自己晚輩

的短處。姑且不論他是否了解小萍做魚湯的

過程，他就是沒有對外講一些不必要的話。

當然小萍的事件看似簡單，但這也提醒我

們，盡可能不要在對媳婦、女婿（或婆婆、

岳父等）一知半解之下，向別人述說他們的

不是。沒錯，婆媳（岳婿）雙方在理念、

想法等有很大的的差異，我們應該是彼此接

納、彼此包容，盡量不要在別人面前談論一

些是非。畢竟這種傷害，很容易破壞家人彼

此和諧的關係，之後若想再補救，恐怕就難

上加難了。與其猜測對方的想法或動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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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禮貌地詢問當事者，如此，很多誤會是

可以避免的；一旦有疑慮，就不要讓這個疑

慮在內心「發酵」，更不要在家族中「整團

發起」。相信小萍的公公如果很在意魚湯調

味的過程，對於媳婦當時的想法有疑慮，一

定會直接私下詢問當事者，並且在知道小萍

的想法之後，也很有可能選擇把這個答案放

在心裡。

用心了解對方

晚輩用心了解長輩的個性，才得以慢慢

琢磨出如何與他們互動。相同的，懂晚輩的

心，長輩才知道如何與他們說話。因此，倘

若大家可以對彼此的感受靈敏一些，多了解

對方一些，將心比心，這樣，在相處上就皆

大歡喜了。小萍的公公很了解她的個性是屬

於較敏感的，比較在意別人的看法，因此知

道自己該說些什麼（或不該說什麼），以化

解當時尷尬的場面。又例如有些年輕人喜歡

吃乳酪，比較少接觸乳酪的長輩，也許不了

解乳酪的好吃，但因為了解晚輩喜愛乳酪，

就不會在無意間說出突兀的話。對於個性較

敏感的人，長輩也好，晚輩也好，諸如此類

的小事，如果大家都可以一起留意，相信一

家人的關係必定可以更圓融，也可以大量減

少彼此誤會、猜測的一些惡性循環。

每個人都是獨特的，也都有個別差異。

既然大家都是獨一無二，我們就更該放心，

客觀的去好好了解自己的家人，勿用主觀去

評價。至於要了解對方的做事風格，可以嘗

試先認識他的成長背景，彼此用愛心接納，

多一些體貼、多一些包容。

有正確的態度

現代的長輩與晚輩說話比較不會「倚老

賣老」了。因為這樣容易產生反效果，倘若



49http://JOY.org.tw    holyspirit@joy.org.tw
網路線上雜誌             雜誌社信箱 49網路線上雜誌             雜誌社信箱

http://JOY.org.tw    holyspirit@joy.org.tw

大家願意遵行聖經道理（弗六1），必能以

互相尊重的態度，促進兩者的關係，產生更

美好的果效。

要如何說話，首先要看態度；態度影響一

個人說話的風格，說話風格相對地，也反映

出一個人的態度。我們若能以正確的態度，

互相溝通彼此的看法、意見，一定能促進雙

方的了解，減少許多的誤會、衝突，增進彼此

的情感。這樣，必能實踐聖經愛的道理。

一視同仁

現在大部分的人在態度上較能認同媳婦

（女婿）與自己的兒女一樣，沒有誰比較尊

貴，因此對他們說話，也盡量一視同仁。

有不少婆婆做的很好，對自己媳婦說話的

時候，不會只有媳婦問一句，她答一句，而

是會踴躍的與其互動或製造話題。不是說

長輩不能與自己親生兒女聊得開心，而是，

當媳婦（女婿）絞盡腦汁製造話題想與長輩

聊天時，表示他（她）願意與您拉近彼此的

關係，這時候的您，不妨試試，把握機會，

與晚輩有朋友似的互動，分享您的經驗與看

法（不是倚老賣老喔），或是至少笑一笑也

好。

一視同仁不僅指與媳婦（女婿）製造話

題，而是在態度上也一視同仁。舉凡，當

兒子進廚房幫忙洗碗，倘若對他「感謝萬

分」，建議您也可以對女婿一樣的表達謝

意。倘若這樣感覺很誇張，那就不要動不動

對兒子「感謝萬分」啦！如果與自己兒女之

間會說「不好意思」，那對待孩子的另一半

也一樣，自己若有失禮之處，也要道歉喔！

有禮走天下

晚輩當然要對長輩有禮貌，說話的語氣

委婉、親切、誠懇，即使溝通的時候發現與

長輩有代溝，也不可忘記要有十足的風度。

而做長輩的也能時常以說「請」、「謝

謝」或「對不起」來回應晚輩的服務、請

益，或以肯定的態度，讚許晚輩所做的事，

必定可以使晚輩得到更大的造就。前面的文

章我們也談過，禮貌是國際禮儀。因此有涵

養的人會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即使是對我

們的兒女，也要知道自己的肢體語言和臉部

表情，都是傳遞態度的重要管道。故此，可

以試試，如果能在要求晚輩為你做事以前加

一個「請」字，搭配臉上的笑容，或是事後

說聲「thank　you」，筆者相信，晚輩的意

願會提升不少。

適時鼓勵晚輩

另外，適時的給予晚輩鼓勵也是拉近關

係的小祕訣。這不僅能讓晚輩建立自信，

也有正面強化的效果。〈打一針強心劑〉

作者分享了不少不錯的點子，也提到「正面

的誇讚，勝於負面的批評，而且可以促進夫

妻感情以及鼓勵對方的雙重效果」。當然這

一段是針對夫妻互動方面，不過也適於長輩

與晚輩之間的相處。在〈數不盡婆婆的好〉

文章一則，作者也提到「婆婆也不吝在眾人

面前稱讚媳婦。過年時，甚少碰家事與烹飪

的我，所能幫的忙實在有限，但婆婆看到我

有心，就在眾人面前盛讚媳婦的優點。這一



切雖然讓我很不好意思，卻真切感受到她的

肯定，也激勵我在各樣家事上盡力學習。」

看來，不吝嗇讚美媳婦（女婿），得到的效

果，是不可小看的喔。

晚輩如何在言語上善待長輩

晚輩其實在經營雙方的關係也應當盡

心。就此篇呈現的許多標題而言，一樣也適

用在晚輩與長輩的互動中：尤其是長輩失

去面子的事，為人晚輩的，應當事後一字不

提，若長輩自己向你主動提及，反倒要正面

鼓勵、安慰他。相反的，對於長輩高興或感

到光榮的事，例如，婆婆煮的晚餐很好吃，

或是頭髮剪的很好看等等，晚輩可以嘴巴甜

些，該事件多提幾次都沒關係，甚至對外人

誇讚自己的長輩，述說他們的優點，也可以

造就人。

長輩與晚輩的想法與觀念，難免有不少

差異或是有代溝。因此，為人的晚輩，要多

多體諒長輩，嘗試站在他們的立場看事情。

倘若長輩有做出令人不解的事，記得喔，如

上述所說，不要對外傳講。有任何誤會，可

以委婉的向當事者請教、溝通，並且了解其

想法之後，只要把這件事放在心裡就好。

與長輩說話的態度，也是一門重要課

題。有些長輩喜歡與自己子女進行平等的對

話，有些則比較喜歡長幼有序。倘若自己的

長輩為前者，與他人說話就可以放輕鬆些，

但同時不忘記應有的禮貌。倘若自己的長

輩為後者，我們就依照他喜歡的方式與他互

動。當然，交談內容依然可以隨機創新，也

可以在某些話題上嘗試交換自己的看法，與

長輩彼此切磋，拉近兩代之間的距離。

禮貌，是增進彼此關係最大的橋樑。禮

多人不怪；倘若在一些小事上，晚輩可以時

常表示對於長輩的感激，相信長輩會非常高

興。即使只是父母送的一把菜，或是菜市場

購買的雞蛋，如果你的另一半也可以在收到

東西時打通電話說聲「謝謝」，長輩會相當

欣慰！

結論

親子關係、婆媳或岳婿之間，都是需要

用心經營。綜合上述所言，我們了解當事者

已經知道的事，不必再對其強調，尤其是對

方「漏氣」的事，但對於長輩的優點或者感

到光榮的事，晚輩甚至可以對外多多誇讚；

不在已成事實的事情上作文章；不對別人宣

揚家人的短處；不隨便猜測他人做某件事的

動機或是想法，而是有禮貌的詢問當事者；

多多了解對方的心，對家人的感受靈敏一

些，多些包容；長輩與晚輩之間的對話，盡

可能一視同仁；最後，學習不吝嗇給予對方

適時的鼓勵。希望文章中的建議，能帶給大

家一些靈感與幫助。願主賜福，賞賜我們與

人互動的智慧與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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