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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吃晚餐最棒了！因為爸爸、媽媽和我，可以聚在一起。」黑色窗框裡

流洩出幸福的身影，隱約可見每個人上揚的嘴角。《都是我的錯》一開場就揭示

了孩子對於「甜蜜家庭」的渴望。

相對的，家庭失和對孩子的情緒傷害是很深的。「爸爸低沈的吼著，媽媽尖

銳的叫著，我讓自己縮得小小的。」、「我好害怕，發生什麼事了？」孩子瞪大

的眼睛充滿的是害怕與不解。「帶你女兒去睡覺！」爸爸在我耳邊大叫、「快點

上床！」媽媽在我耳邊大叫，遷怒小孩幾乎是必然的結果。也因此，家庭失和的

孩子很容易表現出焦慮、挫折的情緒，甚至誤以為自己是父母失和的原因。小

書裡的孩子「肚子有點痛」、「一點都不想玩」、「我做錯了什麼嗎？」，精準

的刻畫出孩子的反應。

然而，再甜蜜的家庭也有衝突的時候，再相愛的夫妻也有失和的時刻。衝

突是人生難以避免的壓力，處理衝突更是人生必得學習的課題。在孩子成長過

程中，除了從自己和別人的衝突經驗中成長之外，觀察父母如何處理衝突也是

重要的學習途徑之一。

學齡前的孩子很難了解人是可以同時經歷多種情緒的，例如：「我很氣你

……，但我還是很愛你」，多數的孩子要到大約九歲、十歲之後才能確實理解這

一點。夫妻失和與修復的歷程往往包含了複雜的情緒感受，父母如果能和孩子

溝通彼此對衝突的感受與想法，並且讓孩子了解衝突處理的重要性與方法，那

麼孩子將發展出比較好的情緒智商。

「你一定很難過」、「這根本不是你的錯」、「爸爸媽媽吵架和你一點關係

也沒有」、「你是我們的小心肝」，書裡的這幾句話，是聆聽與撫慰孩子心靈的

經典對白。無論衝突有多嚴重，風雨過後，一定要用愛彌補。

父母親對於孩子的情緒發展有相當大的影響，孩子從很小的時候就自然而

然會注意並模仿父母的情緒以及表達情緒的方式。父母的情緒表現不僅影響孩

子當下的行為，更影響到孩子未來的長期發展。當父母言歸於好，孩子也就恢

復了活潑快樂的本色。期待天下父母都能勇敢面對衝突、學習妥善處理，為自

己，更為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