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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類別 □小說組  □散文組     □新詩組     □台語散文組 

作品名稱 家庭戰爭 

    如果要寫成一段歷史的話，我的家庭紀年表大約是這樣的：父母期、衝突期、相安無

事期、我的家庭真可愛期。智者說：「家庭是第一個社會化的地方。」不知是否每個家庭

都是這樣的，在家庭社會化後被其他環境社會化，然後帶著其他環境的影響與父母磨合、

抵達平衡，久而久之便一團和氣。或者每個人的個性天定，成為父母子女不過緣分，合不

來便合不來。所謂家庭的社會化不過是學習彼此容忍。 

    父母期的爸媽顧名思義就只是爸爸與媽媽。爸爸媽媽會逼小孩吃綠色青菜，若是菠菜

等正常蔬菜也就罷了，爸媽還會逼小孩子吃秋葵。必須說秋葵簡直是人生中不能承受之

重，它長得像辣椒，看起來生人勿近；嚐起來像過於黏膩的人際關係，讓人退避三舍。青

菜的來源是爺爺在老家後面的那塊田，每次回老家我們都要去採青菜，爺爺種什麼爸媽便

叫我採什麼回去吃。爸媽逼迫我當爺爺田中蝗蟲的後果就是讓我討厭回老家，畢竟只要沒

回老家就沒有菜，沒有菜就不會被逼著吃。爸爸媽媽會早上六點半把我跟姊姊叫起來看大

家說英語，我常戲稱比賊還早起。同學討論電視上的神奇寶貝，但我只認識彭蒙惠。大家

說英語從六點半播到七點半，七點半播的是水果奶奶，而我們不准看。爸爸媽媽會叫只有

小學二年級的我看哈利波特，哈利波特之於小二學生可說是微積分之於大學生吧，得花很

多時間才能勉強看懂，而且好不容易看完一集還有下一集。 

    父母期的爸媽事蹟才不只這些，如果用英文來說的話還有一件事是 last but not 

least，最後說但最有代表性的事。每次出去玩爸媽都要我寫日記，連去日月潭也要寫。

日月潭才距離台中一小時多，怎麼算是出去玩。而且對我來說，那也只是個有大湖的地方

罷了，完全擠不出超過三個句子的描述。小時候國小老師說寫爸媽的全名很沒禮貌，我寫

日記的時候甚至會氣到偷寫爸媽的全名再擦掉。若是出國的行程那更精彩，其他小孩想買

紀念品都是哭媽媽十塊，然後他們的爸媽就會乖乖掏錢，棄械投降的速度比光速還快。我

們家的小孩要拿零用錢得要回答問題，答對題數越多錢越多。以至於導遊說故事我得全神

貫注地聽、景點解說牌我得一字不落地看，只差沒把那些碑文字畫全拓印一份給爸媽。 

     爸媽都是老師，可說是自帶威嚴氣場，讓人不敢反抗。因此父母期時我最大的反叛

也就是在問卷上，從民主與權威兩個選項中提心吊膽的把爸媽歸到權威型父母那一類。提

心吊膽因為我知道他們不喜歡這個歸類。 

    父母期的我選擇服從不惹事，但在衝突期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衝突期，父母俗稱

「翅膀硬了」或者「青春期」翅膀硬的小孩愛頂嘴、不聽話、好惹事，並且以此為榮。在

班上常常會聽到同學炫耀自己如何忤逆自己的父母。生動有趣如「我今天自己簽自己的聯

絡簿沒被老師發現」「我不寫作業所以我爸打我，但哈哈一點都不痛啦」「我超討厭我媽叫

我去補習班，我要跟隔壁班的同學偷偷出去玩」。我有記憶以來姊姊一直待在衝突期，是

所有小孩的意見領袖。懵懂無知的我於是有樣學樣。猶記得我們做過最荒唐的事就是去玩

蟑螂。有一次因為剛消毒結束，媽媽的辦公室裡面有幾隻沒被處理掉的蟑螂，媽媽明令警

告我與姊姊不准去碰。必須說衝突期的小孩最愛聽到「不准去」，「不准去」會被我們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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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定要」。所以媽媽忙完事情回來時看到的就是姊姊跟我把能拿到的塑膠袋全部拿出

來，姊姊負責找蟑螂、把沒死透的蟑螂打死，跟班我負責把死掉的蟑螂裝到塑膠袋裡。於

是媽媽把我們各鞭數十，驅之別院。這件事情毫無意義，並且我很怕蟑螂也討厭被打。我

跟姊姊會去做的原因僅僅是媽媽說不准做。記得我曾經看過一組有趣的圖，第一張內容是

媽媽逼著小孩打電動，不許讀書、第二張是媽媽要求孩子在電動比賽裡拿到第一名、第三

張孩子孩子尋找各種機會，甚至半夜躲在被子裡偷偷看書。我想衝突期我們硬要反抗的事

情根本不是說我們認真的厭惡那件事，我們只不過覺得爸媽說重要的事全都不重要罷了。 

    在衝突期累的其實不只拼命要反抗的我和姊姊，還有承受反抗的爸爸媽媽。老實說在

誰也不能說服誰的狀況下，吵架真的非常累人。就像是個性不同卻被逼著相處的兩人，所

謂個性不合好比開車的習慣，有人起步前會先想好要左轉或右轉，先打好方向燈。有人起

步後才開始想，急急忙忙的打燈。相處起來不太愉快，但也沒有誰對誰錯。爸爸媽媽跟阿

姨叔叔、阿伯嬸嬸交流的結論是隨他們去。畢竟再勸下去孩子也只會變本加厲，所以在衝

突期後期爸媽放棄了他們的權威，讓我自己決定我想做什麼、不想做什麼。 

    我真的不是很喜歡上舞蹈課，我覺得穿著粉紅色的衣服把自己折來折去很無聊，而且

我筋真的好硬，所以我放棄了舞蹈班。我還不太喜歡上英文課，英文單字都又長又難背，

去英文補習班跟外師說話還要講英文，所以我放棄了英文班。我也不太喜歡學鋼琴，上課

時間一小時回家要練三小時以上，所以我放棄了鋼琴課。我還放棄了畫畫課、放棄看哈利

波特。 

    相安無事期來的很快。沒有了那些課程、沒有被逼著吃青菜寫日記的確沒什麼要反抗

的東西了。記得我曾經在書上讀到過復仇的人很難撐過大仇得報的那一晚，因為一直以來

是復仇支持他們繼續生活，所以一旦成功復仇生活便失去目標。同樣的，相安無事的生活

其實有點無聊。其他同學還在吹噓今日自己又怎麼樣反抗自己爸媽時我慢慢沒有話講了。

而被我落下的英文慢慢的對我造成困擾。記得以前我可以很直接的跟外師對話，不需要在

中文跟英文之間做切換。但早起聽英文一年後，我開始需要先想好要說的中文，在腦袋中

翻成英文後再說出完整的句子。我閒來無事時也不再能靠著畫畫、彈鋼琴打發時間。不過

因為我實在好面子，不好意思跟爸爸媽媽提我想要重新上這些課程看看。所以我就只能看

著那些繼續學習英文的人代表整個班級去比英文演講、那些繼續學鋼琴的人一個一個通過

檢定然後成果發表、那些繼續畫畫的人拿他們的畫作去參加全國美展。還有發現哈利波特

真的很好看，好看到我能倒背如流所有咒語、別人講書裡的隨便一句我能馬上接下一句。

到那時候我才意識到逼我做東做西的爸媽其實是為了我好。然後整日在學校宣傳自己反抗

事蹟的同學壓根沒有進行實際的反抗，他們只是嘴上反抗而已，到頭來吃虧的只有為反抗

而反抗的我自己。所幸爸爸媽媽給予我無限的包容，他們沒有嘲諷過我無謂的反抗，而是

在我流露出一點點後悔情緒時馬上問我是否復課？在我還猶疑不決時我媽媽甚至買了整套

原文的哈利波特給我，提議我們一起讀原文書，然後做一本哈利波特辭典。最後我重新去

上英文課；自動自發吃甚至是包括秋葵的青菜。衝突期於是變成我的家庭真可愛期。 

    可愛的家庭是這樣的，爸爸媽媽是會為我兩肋插刀的摯友。我會跟爸爸媽媽分享所有

生活的大小事。爸媽最好的一點是爸媽從來不會外流你不想告訴任何人、又不想忍住不說

的小八掛；爸媽會殫精竭慮為你考量事情的好壞、不會為了利己而矇騙誤導。最好笑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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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媽非常能忍受我講的一些無聊話，我們經常辯論「總統是不是都要長得很好看」或者

「性別保障名額到底算不算另一種歧視」這種奇怪的問題。爸媽會讓我感覺被愛、被理

解。爸媽種種好處會讓你忍不住歌頌我的家庭真可愛，並恨不得把你擁有這樣的家庭好昭

告天下。我不認為擁有這樣全心全意的愛很容易，就像拆盲盒時不一定會拿到想要的那隻

公仔。社會教我們如何與人相處，但磨合、各退一步靠的是愛與包容。有趣的是，正是過

往的家庭戰爭教會我爸媽對我有無限的愛與包容，我對爸媽也應該要有。除此之外，我們

對事情的看法大致相同，不知道是先天即相似或者我受爸媽影響很深。總而言之，因為愛

與性格合拍，我的家庭真可愛。 

    當全家一起窩在沙發上，非常閒散的時候。除了講些東家長西家短的閒事、一些嚴肅

的個人困擾以外，我們還能一起笑著聊從前的所有雞飛狗跳。其中的經典故事有姊姊被責

備沒有壓扁鋁箔包，心不甘情不願拿起來壓扁時正好將開口正對著爸爸的臉，於是一擠

扁，剩餘的飲料就全部噴到爸爸臉上。還有爸爸有一天正在生姊姊的氣，臭著一張臉一動

不動，剛學會畫畫的我就在旁邊有模有樣的進行「生氣的爸爸」速寫，殊不知我還沒畫完

爸爸就不氣了，我就要求爸爸繼續生氣讓我畫。諸如此類的事件簡直可以寫出一本家庭搞

笑故事集。會出洋相的也不只我和姊姊，記得有一天去大賣場採買時媽媽忘記歸還手推車

的我，徑直把車開走。發現我被落下的姊姊卻忙著在車上大笑，完全沒打算阻止狂踩油門

的媽媽。諸如此類的搞笑事蹟能編成一本家庭笑話。 

    能降生在這樣的家庭，我上輩子肯定也是非常愛小孩的爸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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