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joy.org.tw    holyspirit@joy.org.tw
網路線上雜誌             雜誌社信箱 45

一.婚姻是家的原型

根據社會學的說法，家庭是一個結合體，由父母與子女所構成的親屬團體，稱之

為家（family），而他們所居住的屋舍也稱為家（home）。聖經《創世記》證實這樣

的說法：「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創二24）。生兒育

女與共同生活，成為家最大的特徵。

所羅門王在《傳道書》論述生命虛空的本質，最後他下了結論，人生雖有各種享

受，最該珍惜的福分，卻是享受親情：「在你一生虛空的年日，就是神賜你在日光之

下虛空的年日，當同你所愛的妻，快活度日，因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勞碌的事上

所得的分」（傳九9）。這「所愛的妻」，可做廣義的解讀，也就是我們的至親。亞

當稱夏娃為「骨中骨、肉中肉」。冷靜一想，我們也稱兒女為骨肉，稱兄弟姊妹為手

足。雖然有人沒有進入婚姻，有人配偶已經安息，但是茫茫人海當中，會將我們放在

心上的，仍然是我們的至親。至親之間生命的聯繫與交流，就是個人心靈在人間終極

的寄託。

信徒的生命歷程，與三個家密切相關。第一個家，就是我們的原生家庭，原生家

庭是否完整、健全，決定每個人的終生發展是平順或坎坷。第二個家，我們與配偶建

立的家庭，面對婚姻經營、兒女教育與信仰傳承，這個家讓人生有了完整的歷練。第

三個家，就是教會：「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三15）。

這個家，成為我們前往永恆世界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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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處是吾家？
文／呂日星  圖／以諾

經營一個美滿家庭，成為報酬率最高的投資。

201701版權所有



46 2017.01  472 期
46

回
家

Now therefore ye are no more strangers and foreigners, but fellowcitizens with the saints,  

and of the household of God.

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裡的人了。

三.只有家庭能提供完整的生命教育

著名心理學家哈洛（Harry Harlow）在

1957-1963年間，使用恆河猴做了一個非常

殘忍的「剝奪母愛」動物實驗。哈洛將小猴

子從母猴身邊分開，並製作了「鐵絲媽媽」

與「布偶媽媽」來替代母猴。僵硬冰冷的

「鐵絲媽媽」身上有奶瓶，而「布偶媽媽」

提供溫暖的觸感。小猴子除了喝奶時會去找

「鐵絲媽媽」，其餘時間都抱著「布偶媽

媽」。最後，這些小猴長大後，全部嚴重精

神異常。關鍵就是母猴會不斷回應小猴發出

的信號，在這頻繁的互動當中，小猴的身心

才得以健全發展。原來在家庭當中，母親對

嬰兒身心的健全發展，承擔非常巨大無可替

代的任務。

二.家是無可替代的生命基地

家是人在成長階段唯一安身立命之

處。2009年11月16日，澳洲總理陸克文

於首都坎培拉，代表政府向昔日英國「兒

童移民計畫」受害人正式道歉。出席儀式

的一千名受害者，在台下頻頻拭淚，相擁

而泣。原來在1930到70年間，因為澳洲

政府的白澳政策，英國貧窮家庭的孩童，

有50萬人被運到澳洲，年齡從3歲到12

歲。這些兒童最後流落到孤兒院或被迫當

童工、農奴，身心遭虐待，甚至被性侵。

陸克文說︰「我們感到抱歉，遺憾你們還

是兒童時，把你們與家人拆散，並安置在

如此常遭惡待的機構，對於身體的痛苦，

感情的乾涸，欠缺愛心、溫柔與照顧的冷

酷，深感歉意，並為失落童年的悲劇致

歉。」

不錯，家的功能無其他組織可以

替代。我的家在台南，是指地理位

置；我的家是公寓，是指屋舍形式。

而家最重要的意義，在於親情的連

結。從陪伴、互動、同理、熟悉的過

程當中，人的身心得以正常成長，最

後家人產生深厚的感情連結，讓家成

為溫暖舒心的港灣，讓人有勇氣面對

外面世界的驚滔駭浪。家是允許人犯

錯的地方，讓幼童得以在犯錯中學習

而成長。家就是迷你伊甸園，人間最

自在的地方，所以每個人都能卸下包

裝與盔甲，放心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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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王子周志建說：「只有生命，可以

抵達另一個人的生命。」誠哉斯言！在兒

女的成長過程，他們從父母的陪伴與肯定中

漸漸產生自信，而自信就是人際關係最重要

的本錢，讓他有勇氣離開原生家庭，面對外

面廣闊世界的挑戰。因為父母的同理心，當

兒女面對各種生命成長的挑戰與關卡，願意

對父母傾訴。在專注聆聽的過程，雖然父母

什麼都沒做，但是父母專注的聆聽，卻讓兒

女有更多自我反思與喘息的空間，最後兒女

能靠己力處理生命的難題，而至生命漸漸成

熟。兒女最大的幸福，在於雙親的疼惜與肯

定，在於與原生家庭有親密連結，這樣的連

結，讓兒女擁有健康的心靈，有追求卓越的

本錢。

完整的宗教教育，也來自家庭：「想到

你心裡無偽之信，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羅

以和你母親友尼基心裡的，我深信也在你的

心裡」（提後一5）。信仰不只是教條的灌

輸，更重要的，是生命的傳承，兒女從父母

敬虔的生活看見信仰的本質，從家人生命的

見證，看見神的同在，生命之道才得以傳承

下去。

四.美滿家庭是人間至寶

一個疼惜妻子的丈夫，是美滿家庭的起

始點。他以基督的心呵護妻子：「丈夫也當

照樣愛妻子，如同愛自己的身子；愛妻子便

是愛自己了。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子，

總是保養顧惜，正像基督待教會一樣」（弗

五28-29）。最後，他成全了妻子：「你們

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

會，為教會捨己」（弗五25），使妻子成為

家庭中快樂的女主人，成為家庭吸引力的磁

心。難怪有小學生在作文寫道：「有媽媽的

地方就是家」。

美滿家庭，神的愛貫穿其中，有實體的

接觸，有共同用餐、旅遊的美好時光，有虛

擬世界的團契（譬如家人LINE的群組），透

過互相幫補與頻繁互動，家人照著各體的功

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家庭）漸漸增長，

在愛中建立自己（弗四16）。經營一個美滿

家庭，讓它成為社會一顆健康的細胞，是貢

獻社會的最佳途徑。

五.現代家庭面對的挑戰

全球化造成上班族薪資成長緩慢。經濟

上的困境，造成社會青年成家的障礙，遲

婚或單身人數漸增。即使順利進入婚姻，雙

方原生家庭文化的不同，雙方個性差異與生

命成熟度，婚姻經營與兒女教育又是另一挑

戰。只有來自原生家庭扎實的生命教育與宗

教教育，夫妻二人才能突破重重困難而漸入

佳境。全球化造成工作地點的選擇身不由

己。譬如，很多假性單親家庭，因為配偶長

期在國外工作，生命實體交流鞭長莫及，最

後以離婚收場。無論職場在何處，夫妻兒女

同進退，顯然還是最佳的選擇。

民法第1122條規定：「稱家者，以永久

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親屬團體。」家既

然是共同生活團體，必須至少有兩人以上共

同生活始可成家，因此在戶籍編造上，雖然

有單獨戶長的戶，但是民法上並不允許「單

獨家長」之家存在。現代都會，以小家庭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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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當兒女婚嫁離家而去，配偶又離世，

依照民法，他是戶長，卻不是家長，因為

單人不足以成為「家」。獨居長輩的照顧

與關懷，成為老化社會普遍而現實的挑

戰。如何回饋原生家庭，關懷、照顧那個

已經沒有「家」的戶長，讓長輩能圓滿終

老，正考驗著晚輩的能力與智慧。

六.結論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林前十三7），保羅這段教

訓，執行最徹底的組織就是家。家庭成

員之間，雖然遺傳不同、個性殊異，後

天成長環境也不同，卻因為成員之間的包

容、相信、盼望與忍耐，藉著生命的交流

與互相提攜，讓家庭成員又長進又喜樂。

家庭的理想狀態，父母靈命成熟，進入神

的安息，成為家庭穩定的軸心；兒女生命

成熟，成為父母精神上最大的滿足。父母

本是無條件愛兒女，兒女也是世上最可能

無條件愛我們的人。經營一個美滿家庭，

成為報酬率最高的投資。聖經提醒我們：

「祂必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兒女的心

轉向父親，免得我來咒詛遍地」（瑪四

6）。稱職的父母以耶穌的心為心，願意

花時間、精神陪伴兒女長大，這樣培養出

來身心健康的新生代，使社會減少許多罪

惡與隨之而來的咒詛。這樣的父母，對社

會有無形而巨大的貢獻。教會是神的家，

如何讓教會有家的氣氛，真正發揮家的功

能，讓這屬靈的家能與信徒原來的家相輔

相成，這大概是真教會在二十一世紀最大

的挑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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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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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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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

Now therefore ye are no more strangers and foreigners, but fellowcitizens with the saints,  

and of the household of God.

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裡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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