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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處於生活迫人的香港，情緒病可說是司空

見慣。只是，我們往往只會把焦點放在患者的身

上，如何治療他們？他們是否有攻擊性？他們會

傷害我嗎？應怎麼與他們相處？有沒有發現，我

們早就為情緒病患者定了位，對於患者們，總是

抱着偏頗的態度。

作為精神科專科醫生，為患者治療的過程

中，讓我也學會了事情的多面性，更令我了解

到——情緒病與身邊人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

多年的行醫經驗告訴我，年幼的患者身上最

能體現到身邊人對患者的影響；每當小朋友出現

難以理解的舉動、極端又疑惑的言語，探其究竟

時，都會發現背後潛藏了一大堆的問題，家庭的

複雜性、家人間的相處，以至成長過程中所經所

歷。這些影響不局限於幼年，若然不積極面對，

大部分的患者會把問題延伸至青少年時期，甚至

成年後，依然會因與原生家庭糾纏不清的種種關

係，在情緒低谷中無限沉淪，然後又再於新生家

庭中不斷發酵，把問題繼續無了期地延伸下去。

除了着眼於情緒病的本質外，我們不妨把眼

光放遠一點，向上望望，往下看看，這時你會發

現，患者由來以久的情緒問題，可能源於家中長

輩、也可能是傳承了家中的傳統。昔日的資訊有

限，對各種精神病一知半解，很多患者不為人察

覺，病情因而被忽略。即使願意求診，也只會把

問題推到患者的身上，不是怪責患者抗病力低，

就是把問題歸咎到突發的事件之上，進而局限於

解決患者的表徵，全然不會牽扯到患者的家庭、

家人或是伴侶的關係之上。

環境因素及人生經歷往往是患者情緒問題的

核心，這書收錄的，不止是別人的故事，更是我

們每人每天都面對着，點點滴滴的生活細節，這

些芝麻綠豆的小事情，在生活的軌跡中一點一點

地累積，漸漸變成陰霾，讓自己、甚至身邊人陷

入情緒漩渦。不獨是醫護人士，平凡如我們，在

看待症病時，應嘗試持更寬容的態度和更廣闊的

視角，探究引起他們不適的環境因素之餘，盡力

以不同的方法，為其家庭尋找出路，多方介入協

助患者及其家庭擺脫漩渦。

期盼這次的文字分享，能增加大家對情緒病

的了解之餘，更能完整病情的拼圖，讓大家拼湊

出患者、生活、家庭與疾病間剪不斷之聯繫。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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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就像是一面鏡，當子女還小時，父母是他們的

學習對象，他們會模仿你的一舉一動；當子女漸漸

長大，父母會發現，他們身上或多或少會有自己

的影子。事實上，不單單是父母的教養，家庭的關

係、父母的相處等都會無聲無色地影響着子女的人

際關係、價值觀、生活取向，甚至往後的人生路，

讓我們一同探究箇中的因果關係。

原生家庭
對子女的影響

Part 1

你就是子女，子女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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愷汶：「對我來說，家從來沒有溫暖過。我不怕寂

寞，但每次回到空無一人的家，除了孤獨，莫名的生厭感

油然而生，不知何解，總之就是很討厭自己；不想在鏡中

看到自己的樣子，因為會想狠狠打下去；不願意看見自己

的身體，因為每一部分都顯得很礙眼；不願意做任何事，

因為覺得甚麼也做不好。」

我：「那你會怎樣面對這些情緒？」

愷汶開始表現得不耐煩：「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我只知道，流連酒吧讓我暫時忘記這些感覺，而且當我不

想多談時，可以瘋狂地飲酒，飲醉了就一了百了，甚麼不

快、甚麼討厭，通通都感受不到了！我最喜歡這種感覺，

所以才每晚在不同的酒吧穿梭。」

酗酒源於家庭    
我很確定愷汶的原生家庭出現問題，致使她出現種

種難以言喻的負面情緒，連帶出現問題行為。可是，首兩

次會面，她未能對我敞開心扉，傾談中一旦觸及家庭的話

題，她就會避而不談。經過幾次見面後，愷汶才願意慢慢

道出其家庭背景。

原來愷汶對家庭負面的想法，源自父母的離異。她現

年 16 歲，9 歲時父母決定離婚，她一直不明所以，只知

他們每天都唇槍舌劍、惡言相對。愷汶已記不清楚他們吵

鬧的內容，只記得他們的怒火，時不時會蔓延到自己的身

上，她清楚記得媽媽指着她大駡：「要不是你，我一早跟

喝得到的鬱結

酗酒解鬱    
愷汶與社工一同到來，她看起來很年輕，面容卻因酗

酒變得枯乾、身形較同齡少女來得纖瘦。愷汶一臉的不在

乎，甚至連名字都不想告訴我，當我詢問她的名字時，她

以極調侃的語氣說：「愷汶。」然後就不發一言。

身旁的社工晴姑娘見氣氛尷尬，立即熱心地說：「她

不愛說話，讓我補充一點！」晴姑娘是愷汶的負責社工，

在一次例行的深宵外展服務發現她流連街上，身旁有幾個

年齡相若的年輕男女，口中吞雲吐霧之餘，手中又拿着啤

酒，晴姑娘花了幾晚的時間，才成功與愷汶攀談起來。

「我真的很討厭回家！外出比待在家快樂得多！」愷

汶直言。

我：「待在家令你有甚麼感受？」

愷汶靜止了兩分鐘，隨即大哭起來，整整哭了十分

鐘，才稍為平靜下來，一邊抽泣，一邊告訴我她的感覺。

對你來說，酒有甚麼意義？兩杯落肚、暢所欲言？朋友相

聚聊天的必需品？是讓你放下心中防禦、消鬱解憂的良

品？還是讓你一覺好眠的補充品？對愷汶來說，酒似乎

有另一個更深層的意義，不單是她唯一、更是她僅有的避

風港。

父母離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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酗酒自殘 只為逃避與發洩

愷汶低落的情緒其實不是突如其來，是經年

積累而致的，由於苦無發洩方法，只好通過瘋狂飲

酒來宣洩。她長期被父母忽略，既對人生無任何期

望，又覺得沒有生存價值，偏偏流連酒吧令愷汶結

識了不少新朋友，那些看看似毫無意義的邀請，

「快來吧！我們在等你！」、「你今晚不來，我們就

不離開！」，聽在愷汶的耳裏，就是對她的肯定，

他們很需要愷汶、他們很重視愷汶，原來她的存

在，並不是那麼的沒意義，至少還有一班酒肉朋友

很需要自己！

可是，單靠由朋友得來的認同感，紓解不了愷

汶抑壓已久的抑鬱情緒，不受控的負面情緒，轉化

成自我傷害的動力；她發現，在自己討厭的樣貌、

乞人憎的身體部位上，或深或淺地用𠝹刀劃出一道

一道的血痕，藏在內心深處的內疚感，會突然消失

無蹤，但僅維持一段短時間，很快就要通過再度𠝹

手𠝹腳來重拾心中的釋懷。

愷汶最需要的，不是藥物治療，而是重拾對父

母的信心，重整家庭的概念。她與父母的關係一日

沒改變，她的抑鬱症也不會有痊癒的一天。

個案
剖析

你爸離婚了！我是為了你，才不得已留在這個家！」

此後，愷汶就把自己看成是父母關係決裂的罪人，父

母由關係轉差到分開，已被滿滿的憤怒情緒沖昏頭腦，壓

根兒沒心神照料當時 10 歲不到的愷汶的心理質素。愷汶

一直認為，因為自己書讀得不好，父母才會不滿；因為自

己不夠聽話，父母才會離異。她把父母離異的責任，都放

到自己身上，不斷責備自己，因而培養長期低落的情緒。

愷汶現時與父親同住，七年的時光似乎未能把父親

心中的傷口治癒，他仍然沉醉在離異的不快中，每天都借

酒消愁，不喝到酩酊大醉不回家。媽媽早已另組家庭，更

另有一子一女，沒時間也沒精力照顧愷汶，對她持愛理不

理的態度，一年最多見面兩、三次，每次匆匆吃個飯就道

別，對她的生活狀況可謂一無所知。

自我傷害    
愷汶：「麥醫生，我終於找到讓自己心裏過得舒服點

的方法！」自她進診症室，我已留意到她前手臂上多了幾

道亦深亦淺的傷痕，不用說也猜到，同樣的傷痕，應該會

出現在她後手臂及大腿之上。果然，她接着說：「我最近

愛上了𠝹手。」我：「何解呢？」愷汶：「𠝹手的快感太好

了！一𠝹完，我整個人都好像得到釋放。」我：「那你還

有沒有流連酒吧？」愷汶：「不知是你的藥物，還是𠝹手

的緣故，我的確少了蒲吧，有時朋友的盛情難卻，不得已

之下才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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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子女，我們沒能力控制父母所選擇的生活，但我

們可以盡能力表達自己的訴求。千萬別以為年紀小就

等於「無 say」，即使你不能以一己之力來改變現狀，

但說出腦中所想、心中所憂，至少為纏繞不斷的煩惱絲

來點情緒鬆綁，更能讓身邊人從不同角度來理解事情。

醫生
小建議

處理情感 方能重整關係

大部分的問題青少年，都與原生家庭有密不可

分的關係。要讓青少年行為返回正軌，必需修補與

家庭成員的關係，特別是摯親，他們對青少年有難

以解釋的影響力。要讓青少年感受到摯親對他們確

確實實的愛，不妨以簡單的行動，多打幾通電話、

多傳幾個短訊，甚至在社交媒體表現關心之情，簡

單的問候，已能在感情的缺口中找到一點點的光

線，逐漸在彼此的角色中尋找平衡點，重新建立各

人在家庭的位置。

脫髮的花季少女
芳兒才 12 歲，實在沒有道理會有如此程度的脫髮現象，

我細心檢查芳兒脫髮的頭皮，似乎並非自然脫落或是敏感

發炎之類，疑似被外力強行扯斷，有些地方還牽帶着點

點毛囊，有些地方則連毛囊都連根拔起。我感到眼前的小

女孩，心中應該裝載了不少的煩惱，是關於甚麼呢？是學

業成績？是同輩相處？還是家庭巨變？究竟是甚麼樣的苦

惱，可以使一個處於外表就是一切的花季少女，故意破壞

自己的外貌 ?

無意識地扯頭髮    
「這只是無意識的行為，我沒甚麼壓力，也沒有煩

惱，扯頭髮，是出於好玩？又或是習慣性？」芳兒解釋。

既然如此，我只好問她：「那有沒有甚麼時候，你會

特別想扯頭髮？或是扯得很頻密？」

芳兒想了好一會，眼光停在與其一同入內的媽媽身

上，接着對我說：「有時功課太多，遇上考試測驗之時，

扯頭髮的次數的確較平常為多。不過，我想再重申一次，

我本人不覺得這是個問題，我是被媽媽迫來的，我只是習

慣性地扯去一丁點頭髮，其實有甚麼問題？為甚麼要為這

個小習慣來看醫生？」

父母離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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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她的解釋只是掩飾，特別是她最後的幾句話，

明顯是讓媽媽知道她的不滿，她心底裏很清楚這個行為讓

自己的外表變得有點難看，同學們亦因其頭皮狀態而取笑

她，她直言現正努力調整自己的心態，說服自己忽略他人

的看法，自己也別老是在這種小問題上輾輾轉轉。我再查

問芳兒的睡眠質素、會否有強迫性行為、是否有自殺念頭

等的狀況，通通被她否認；此刻，我實在搞不清楚她扯髮

行為的由來。

婚姻欠規劃  造成零安全感    
我知道解不開背後的原因，肯定是改不了芳兒扯髮的

習慣。我轉而了解她的成長背景，希望可以從中找到一點

線索。根據我的觀察，芳兒對媽媽有點忌諱，若想多了解

她的家庭，媽媽未必是個最有效的渠道。於是，我提議下

次讓社工與芳兒一同來覆診。果不其然，第二次的會談為

脫髮事件成功解畫。

芳兒的媽媽非常早婚，20 歲不到因懷孕而草草成

婚，沒計劃的情況下誕下了芳兒，幾年後更懷上了次子。

看似美好的家庭，其實藏着暗湧，爸爸異常醉心攝影，把

工餘的時間全都投放在攝影興趣之上，儘管芳兒的出生，

也撲滅不了他對攝影的熱愛，不管媽媽如何投訴爸爸不顧

家，爸爸依然故我，仍舊早出晚歸，對照顧芳兒事宜一概

不理。媽媽雖然辛苦，但也咬緊牙關把芳兒帶大。媽媽滿

以為次子的出生，兩個孩子的照顧壓力，足以爭取多點爸

爸的關注。只是，這都是媽媽一廂情願的想法，爸爸一如

既往，照料兩個孩子的責任，全都交托到媽媽的手上。次

子半歲大之時，媽媽終於都撐不下去，拉着兩個小朋友離

開爸爸，返回娘家過活。芳兒把父母的一切都放在心裏，

深明媽媽是含辛茹苦地養育自己，所以自懂性以來，她都

很體諒媽媽，從沒投訴，更事事與媽媽分享，關係如膠

似漆。

平穩的生活在芳兒入讀小學五年級時泛起了漣漪，

媽媽認為自己把人生最寶貴的青春時光全都奉獻給兩個

孩子，在孩子稍為獨立之時，她毅然決定離開香港、放下

孩子，遠走異國，來個長達一年的悠長假期，芳兒及其弟

弟交由外祖母照顧。芳兒對此沒多大意見，也沒說甚麼，

但由祖母描述得知，媽媽離開香港期間，她整個人變得很

消沉，經常悶悶不樂，有時祖母關懷地多問幾句，她會表

現得不耐煩，一聲不響地走回房間，隔天祖母打掃時，地

下會掃出一堆掉落的頭髮。我終於了解到，問題的癥結所

在，芳兒來自單親家庭，媽媽一直是她成長的重心，不論

是喜是憂，她都習慣與媽媽分享。媽媽突然出走，她苦無

分享對象，只能把心事都藏在心底。媽媽的離開，完全否

決了自己對媽媽的重要性，原來媽媽不單不愛她，甚至可

以遺棄她，置她於孤獨的境況之上。這個帶點發洩的舉

動，是由媽媽出走時，不知不覺地培養出來，即使媽媽

回歸一段日子，每當她遇上心煩事時，仍會無意識地扯

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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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顧自己的爸爸    
當我把話鋒轉到爸爸的身上時，芳兒就告訴我：「我

有時也搞不清楚爸爸是否愛我。每次跟他見面時，他的確

很關心我；但是，我感覺到他不是真心真意的，平均一兩

星期才會見一次面，他就像履行公事般，每次都去同一

間餐廳、同一個遊樂場。而且，每次都心神恍惚，好像有

千百樣事要處理，沒心情跟我閒聊。」在芳兒的意識中，

她只是爸爸的一個包袱，因為要負責任，才勉強地應酬自

己，雖然爸爸口裏說愛她，但他的表現，明顯就是心裏沒

有她。

個案
剖析 溝通增加了解

芳兒其實是個頗成熟的少女，她對媽媽甚為了

解，知道如果把內心的不滿如實告之，媽媽不僅聽

不入耳，更會大發脾氣；所以，她一直把不安的情

緒埋在心底最深處。相處貴乎溝通，不論擔當何許

角色，作為父母、作為子女、作為挈友，唯有真誠

的溝通，方能建立感情。芳兒在我的鼓勵下向媽媽

說出自己的不安，媽媽最初一如所料的大發脾氣，

在我這個第三者的調解後，媽媽慢慢理解到女兒的

擔憂，除了口說愛她，亦以行動作表示，即使工作

再忙，每天都抽 15 到 30 分鐘，與芳兒嬉戲聊天。

芳兒在媽媽的努力下，安全感日增，扯頭髮的行為

現今科技發達，溝通不只局限於當面交談，對於年青

人來說，網絡可能更易於表達心聲，短訊、電郵、便

條、甚至書信，都是另一種溝通渠道。有效的溝通，

建基於子女與父母長久以來的相處模式，如彼此間相

處不存在跋扈，亦無恐懼感，子女遇上困擾時，不

用迫不用問，他們也會如實告之；當子女找父母傾訴

時，放下個人的見解，不作批評，細心傾聽子女的分

享，才能和睦共處。

醫生
小建議

愈益減少。

結婚從來並非一場遊戲，在計劃結婚之時，別

被眼前的幸福蒙蓋了雙眼，不妨把眼光放遠一點，

為婚後的生活作計劃，計劃裏不應只包括對方，還

應把生兒育女、雙方的家人、對未來的生活期盼等

都納入計劃之內。只要雙方有溝通，即使婚後生活

出現落差，亦有可依從的基礎共識；只要雙方有共

識，就可減少彼此之間的磨擦，避免因爭持己見的

吵鬧，把關係推向無可挽回的地步。



未婚前，子女的生活中心都以父母生活為主，子女

依賴父母的同時，原生家庭對子女亦有着根深蒂固

的影響；組織新家庭後，父母不願放手，事事干預

批評，使原生家庭成為新生家庭發展的障礙物。新

生家庭磨合時，子女不欲獨立，凡事徵求父母的意

見，演變成相互羈絆，究竟原生家庭與新生家庭如

何互相影響？

新生家庭
與原生家庭的
相互影響

Part 2

原生家庭與新生家庭是個
既是相對又是相互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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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破滅    
可是，這天早上，我收到文諾的短訊，她的美好婚

姻光環似乎出現裂痕。短訊的內容很簡短，開場首句就

是「我的婚結不成，抱歉讓大家費心！」。作為相識多年

的朋友，收到短訊後，第一時間就致電給她。鈴聲一直

響，卻得不到主人的回應。我心中暗暗有感不妙，但礙

於忙於公事，就先把文諾的事情暫放一旁。

收到她的回電，是凌晨三點，來電顯示是文諾的電

話，但接聽後，杳無人聲，靜止了大慨兩分鐘，才隱隱

約約聽到她的抽泣聲。她一邊哭，一邊對我說：「我……

我……我……真的……真的……不想悔婚。我不明白，

也搞不清楚……」又是一陣子的沉默，「明明我是作主動

的一方，為甚麼我的心總覺得失去了甚麼，整天失魂落

魄，生活猶如行屍走肉。」

人生勝利組    
文諾是個面面俱圓的女孩子，由中學年代開始，

她已是學校數一數二的學霸，不單成績超然，連各項的

運動都名列前茅。深得老師的喜愛之餘，更大受同學歡

迎，只因她做事有責任感，從不失信於人，也非自顧自

的，總是樂於助人。她順利升讀香港的最高學府，更以

一級榮譽的銜頭畢業，順理成章地獲得國際知名機構聘

請為行政主管，前途一片光明。與此同時，交往三年的

男朋友向她求婚，她簡直就是眾人眼中的「人生勝利組」。

婚姻生活

婚前恐懼症

幸福的她    
文諾是我的中學同學，彼此認識沒有二十年，也肯定

超過十年。我們定期會在「中同」聚會中碰面，上次見面

約在大半年前，當時她很興奮地告訴我，她剛接受了男朋

友的求婚，預定一年後會舉行婚禮。

我猶記得她當時一臉幸福，向大家描述男友的求婚

過程，男友用心的鋪排，神秘的驚喜，那幅如電影般的畫

面，右手執鮮花、左手拿戒指，單膝跪下，情深的一句：

「Will.you.marry.me?」，不禁令我想起當年向老婆求婚的

過程，難免被比下去，真的有點自愧不如。當時的文諾，

看起來就像被幸福的光環包圍着，誰也沒辦法破壞她的幸

福圈。

電影情節中經常出現的婚前恐懼症，是否真有其症？是否

人人也有機會患上此症？結婚幾乎是每個人人生的必經階

段，明明是件令人興奮不已的人生喜事，為何會與恐懼、

焦慮扯上關係？是我們的腦袋出現了問題？還是彼此的基

礎不夠深，因而出現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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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剖析 父母吵鬧導致焦慮

由於我與文諾相識了一段時間，對她的家庭背

景有基本的掌握，知道其父母早在她高中時離異。

再與她談多一點，才知道她自小夾於父母爭吵之

間，父母的感情不太好，經常在家中無日無之地吵

架，雞毛蒜皮的事，也會大吵一場，大吵一場後，

又會冷戰數天，彼此不瞅不睬。文諾身在其中，從

小就很害怕父母離婚，自己會成為被遺棄的人。

家無寧日狀況持續至高中，才因父母離異而平靜

下來。

我很了解文諾的性格，她是屬於謹慎小心型，平時

做事也步步留神，莫說自己的人生大事，不單是謹慎，更

應是盡善盡美、十全十美。她絲毫不假手於人，事事親力

親為，要求極高，只有丁點兒不合心意，就會推翻一切，

從頭再來。世界那有完美，愈是改，文諾愈是不滿意，總

之，就是處處碰壁，百般不順。結果，文諾覺得結婚很

煩，未婚夫不愛她，亦搞不清結婚的意義，逐主動向未婚

夫提出分手。

只是，分手後，她感到更失落，不單受千夫所指，亦

失去未婚夫的照顧，夜闌人靜時，想起過去的種種，難過

得心像被撕裂成兩半似的，知道我對情緒病稍有認識，早

前又曾聯絡過她，即使時值半夜，也撥了這通電話。

她滿心歡喜地為人生大事着手籌劃，很想把大大小小

的事務都做到盡善盡美。但是，她似乎低估了過程的複雜

性，上至禮服到新娘的頭上的飾物，下至婚前的傳統禮儀

及婚禮當天的儀式，均為勞心費力的瑣事，最麻煩的是要

兼顧兩家長輩的喜好，自己父母還可以有商有量，但未來

的老爺奶奶，文諾不敢、也不想得失。偏偏未婚夫是個隨

性的人，對婚禮沒甚麼要求，對瑣事意見亦不多，參與度

甚低。只是，未婚夫間中因投親友所好，與文諾持相反意

見，令她有感「左右做人難」。

喜事驟變煩事    
就在文諾陷入煩擾不已的諸事之時，在偶然的機會

下，她重遇前男友，她不禁向前男友大吐籌辦婚禮的苦

水，又大談「做人新抱甚艱難」之經。前男友知道她為結

婚煩惱不已，不僅主動幫忙處理婚事的細節，還不時從旁

關懷呵護，更適時為文諾送上小禮物，逗得她滿心歡喜。

相較之下，未婚夫沒有前男友的熱情，文諾開始懷疑

未婚夫對自己的愛，未婚夫每一個行動都令她不滿；每一

個幫忙，都使她心煩。慢慢地，未婚夫做任何事情，說任

何的說話，文諾都能「雞蛋裏挑骨頭」，在她眼中，都是

愛她愛得不夠深的表現。

與此同時，她亦質疑自己是否有足夠準備來迎接婚姻

生活。她開始出現失眠的情況，即使順利入睡，也會不斷

發夢，夢境內容環繞婚前準備的情況，間中會出現婚禮當

天諸事不順的情境，讓她從噩夢中驚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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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從來都不只是浪漫，愛情之後，還有一連串具體

問題要解決。當步入婚姻時，男方女方都應負起一定

程度的責任。普遍觀念上，婚禮是由女方主導，但在

許多細節上，男方都可助一臂之力，例如協調雙方家

庭、聯絡事宜等，千萬別擺出一副事不關己的模樣，

互助互愛，了解彼此的不同，才是邁向完美婚姻致勝

之道。

醫生
小建議

文諾患上的並不是婚前恐懼症，結婚只是一

個觸發點，讓她積存已久的緊張、害怕情緒釋放出

來。年幼的文諾，最需要的是父母的關愛，偏偏他

們自顧不暇，任由乖巧的她自我處理負面情緒，同

時以她的小小腦袋來理解父母種種的行為，在她的

概念中，凡事不可依賴別人，也只有力求完美，才

能博得父母點點的關注。她成長經歷使其缺乏安全

感，也造就了她追求臻至完美的性格。這種性格很

容易讓情緒病乘虛而入，就像文諾，因廣泛性焦慮

症而經常懷疑未婚夫，最後以分手作結。

不用壓抑

每個人都總有害怕的事情，不想面對的人或

事，我們需要學習的，除了積極面對挑戰外，更可

稍稍釋放自己的情緒。如果文諾小時候與朋友們談

談心，向學校老師社工們發發牢騷，就不用獨自面

對超出其年齡可承受的壓力。父母分開在現今世代

已經甚為普遍，學校也有很多的方法協助有需要的

學生。

事情永遠都不可一面倒，想不到悔婚反成為文

諾病情的轉捩點，她明白問題的癥結所在，嘗試以

藥物控制焦慮感，加上無需籌備婚禮後，她的壓力

得到紓緩，病情有明顯的改善；說不定，她很快就

會再覓良緣，一踏婚禮的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