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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父母本身有這些好習慣，不需要強迫，孩子就會效法父母。有時他們會需 要

較長的時間，但是沒有關係。孩子還小的時候受到的逼迫愈少，上學之後便 愈

願意接受其他規矩。 

 
「禮貌猶如充了氣的氣墊，也許裡面空無一物，但為我們緩解了生活帶來的種種 

衝擊。」——叔本華 

 
公車裡乘客擠得滿滿的，四歲的卡特琳坐在媽媽膝上，聚精會神地研究其他乘客 

的面容。媽媽注意到她的目光，並且嚇了一大跳。卡特琳在看斜對面一名男士的 鼻

子，那上面長了一顆好大、還有毛的痣。說時遲，那時快，馬上就聽到卡特琳 清

脆而尖細的嗓音：「媽咪！媽咪！那邊那個男的鼻子上長的大大的東西是什麼 

啊？」不知道哪裡有人噗嗤笑了出來，另一個角落則傳來責備的語氣：「那小孩 真

沒教養！」媽媽朝「苦主」的方向擠出一絲很抱歉的微笑，試圖緩和這個尷尬 情

況，並且轉移女兒的注意力：「來，別這樣。你看，那個啤酒的商標上有一匹 馬

耶！」此情此景可能成為全家精采的回憶，可是眼前卻非常難為情。 

幼兒對禮節的種種成規完全沒有概念。為何要說「請」和「謝謝」，為何要打招 呼

問好，為何不能直接開口說出自己的感覺，這些對他們來說都是一團難解的 謎。 

上一代的人都是以強迫與懲罰的方式，讓孩子適應社會禮節和規範。例如，在桌 邊

要坐直，不准亂動，否則就會被趕到廚房；向人請安問好，手不可以放在口 袋，

戴帽子的話要把帽子摘下來；大人沒問你，不准隨便開口，要不然就有你好 看的。

尤其是老人家，仍然堅持待人接物一定要按照過去的禮節，並且強迫孩子 



照辦。像三歲歐利的外婆，每次見面一定要外孫跟她握手請安：「我說，可愛的 小

手手哪裡去了啊？」而且堅持要用右手，因為這才是「正確」的禮儀。可是小 傢

伙才不理她這一套，歐利有時伸右手，有時伸左手，有時根本不和她握手，只 是

對她微笑。 

他的母親覺得這樣很好，沒有什麼不對：「他自己平時總是主動跑去跟每個人打 招

呼。如果我不停責備、指正他該這樣那樣，等於只是要奪走他的天真無邪和落 落

大方。心意難道不比形式更重要嗎？總有一天他自然就會和大人一樣。」今天 很

多父母便是從小被老式規範調教出來，因為聽多了「你想別人會怎麼想」的警 告，

而學會「循規蹈矩」，然而他們卻完全不贊同強迫小孩學習禮節與規矩。這 並不

表示他們不重視禮貌，因為禮貌絕對不只是僵化的應對進退。追根究底，禮 貌不

是別的，而是尊重他人的表現。 

對人說「請」和「謝謝」，表示我們對他的尊重，以及肯定他為我們做的事；打 聲

親切的招呼、露出和氣的微笑或表現出體貼等，都是表示我們注意到對方的存 在

與需要。現代的家長和過去的父母一樣，也希望自己的孩子有這種態度，但不 同

的是，他們會給孩子更多自由發揮的空間，不像過去使用高壓政策。 

「我不得不承認，起初我對現代父母的管教方式很不習慣，」一位老先生說： 

「隔壁那家小孩從來不會有禮貌地說：『歐伯麥爾先生您好。』他們只會對我喊 一

聲：『哈囉，』要不然就是在窗口或腳踏車上向我揮手。不過，現在我倒覺得 跟

傳統的教養比起來，這種問候方式更好。因為不像我們，禮貌都是被逼出來 的，

這些孩子都是自動自發的。」 

早在孩子了解禮貌的意義之前，就已經有禮貌的經驗，他們會根據周遭環境觀察 

所得或親身體驗，決定自己的言行模式。禮貌教育不是只靠父母不斷要求孩子說 

「請」和「謝謝」就能奏效。如果在家裡不說「請你⋯⋯」，而是板起臉說：「給 我

拿某某東西來，」或者經常插嘴、搶話，走路時不管其他人，故意東碰西撞， 那

麼孩子當然會模仿。 

孩子需要有人指引，特別是父母，才能學會文明的言行舉止。而什麼樣的父母可 以

做到這點呢？不是只靠口頭告誡，而是會在具體情況中，讓孩子看到如何禮貌 待

人的父母。「每當我和人打招呼，一定會讓女兒加入，」一位母親回憶道， 

「如果我不是把她介紹給朋友認識，告訴他們她正和我一起買東西，就是讓他們 

知道她五天前開始上幼稚園這類的事。這樣莉莉就沒有「逃遁」的機會，而對方 也

會像對我一樣，幫她克服膽小害羞。」 

如果父母和孩子溝通時，能讓他們說完要講的話、跟所接觸到的服務人員問好、 與

人交談或辦事時很自然向對方說「請」和「謝謝」、進門後會撐一下，好讓身 



後的人也能順便進來，而不是讓門在別人的鼻子前砰一聲等等。如果父母本身有 

這些好習慣，不需要強迫，孩子就會效法父母。有時他們會需要較長的時間，但 是

沒有關係。孩子還小的時候受到的逼迫愈少，上學之後便愈願意接受其他規 矩。

其實基本上沒有人會因為別人跟他問好時，手還插在口袋，或是懶洋洋半坐 半躺

在沙發上而怎麼樣，但是所謂「正確」的禮節還具有強調「我尊重你，並且 願意

看到你。」的功能。 

小孩是敏銳的觀察者，充滿好奇心又衝動，也難怪他們一見到新鮮的人事物，想 也

不想便發問，就像卡特琳看到對面先生鼻子的反應。不論是見到某人禿頭、長 了

明顯的血管瘤、發出濃烈的蔥味、走路一跛一跛或是說話口吃，孩子都容易開 門

見山地發表高見。如果家長當下反應粗暴，罵孩子一頓，甚至賞他一記耳光， 雖

能收嚇阻之效，但只會讓孩子覺得莫名其妙，為什麼不能談論呢？但是當場和 孩

子解釋，又會使氣氛尷尬。遇到這類情況最好的辦法，是先設法轉移好奇寶寶 的

注意力，等沒人在的時候，再好好跟他解釋：「如果我們發現別人與眾不同， 或

是有什麼令我們不舒服的地方，毫不考慮地說出來，會傷到別人的自尊心。」 當

然，不管大人使盡千方百計，有些孩子仍然打破沙鍋問到底。這時父母便需要 很

有技巧地給予客觀而簡明的答覆，譬如說：「那位伯伯沒有頭髮，可能是因為 他

生病，必須服用有副作用的藥，才會掉頭髮。」或是「阿姨腳上穿了一隻奇怪 的

厚鞋子，是因為她那隻腳生病了，需要穿特製的鞋來支撐，要不然走路會很困 難」

等等。 

雖然兩、三歲的小孩還沒有辦法完全做到設身處地為人設想，父母仍然可以透過 

自己的敏感激發孩子這方面的感覺。例如告訴他：「你還記不記得前一陣子你眼 睛

上腫起來的大包包？想想看，如果其他人見到了都直接說：『哎喲，你臉上青 一

大塊，好難看哦！』你是不是會很難過？所以你想知道的問題，最好等到只有 我

們的時候再問。這樣就不會有人聽了很傷心。」小孩最快要等到上小學以後， 才

會開始發展出對他人的感覺，能為他人著想後，這時才會了解，不直接正面提 及

他人的特徵或弱點，是最重要的禮貌原則。但是，要等到他們真正能夠基於考 慮

他人，而約束自己旺盛的好奇心，通常還需要一段相當漫長的時間。 

青春期的孩子非常不喜歡遵守任何待人接物之道，也很有信心不必這麼做，即使 

他們在這方面已經有不錯的基礎。父母和長輩遵循的規範與價值中，禮貌首當其 

衝，他們會說：「你們這一套根本很虛偽、可笑！我為什麼要問候我討厭的人？ 我

愛怎樣就怎樣，才不理你們那套表面功夫！」大多數青少年最不希望的，恐怕 是

表現出乖巧討喜和有教養。他們寧願酷、帥、特立獨行。因此，坐時腳要伸到 桌

上、在公共場所故意大聲打嗝、見到不順眼的人便發出示威性的大笑或大聲嘲 諷、

故意耍「酷」或冷淡、老是對父母說：「老頭，少囉唆煩我！」 



這些粗魯的舉止不只是對父母一連串的嚴格考驗，父母也必須承認，很難「以其 人

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些行為上的爭辯，其實也 提

供親子間一個好機會，討論禮貌到底有什麼功能，良好的舉止為何不只是裝點 門

面。 

一位有兩名青春期子女的父親說：「我對小孩不停嘲諷老師、同學或是其他人， 實

在聽不下去了。我一直試著讓他們明白，即使不喜歡人家，至少有點禮貌。我 們

不可能喜歡所有的人，也沒有這個必要，但不管你再怎麼看人不順眼，至少接 受

人家就是這樣。這樣說有沒有效，我也不知道，只有靜觀其變，順其自然 了。」

事實上，對日益緊密複雜的人際相處，禮貌著實扮演了潤滑劑的重要角 色，防止

大家任意發洩自己的攻擊欲，在陌生人與交惡者之間，建立一道安全距 離與文明

儀式，也為有意接近的人提供小心謹慎的空間。 

當然，不少叛逆少年會對父母的開導充耳不聞，或是用震耳欲聾的音樂遮蓋父母 

說教，甚至頂嘴批評。但是，這個階段也有過去的一天，到時父母會發現，原來 以

為在與孩子對立與反抗中蕩然無存的東西，居然還是留下不少痕跡。父母愈能 克

制自己不用子女無禮的態度回敬他們（這是很不簡單的本事），愈能在他 

們面前貫徹身教，也才能讓「酷兒」「酷女」變成彬彬有禮的年輕人。 
 

禮貌不僅是尊重他人的表現，也是提升自尊的工具。飲食進餐發出巨大響聲、平 時

粗野隨便的人，不只讓人看到他完全不在乎別人的反應，也顯出他不重視自 己。

相反地，文明的待人接物方式會使人更美好，更加有吸引力；而他人對此的 正面

反應也為自我帶來美好感受，因為每一個微笑、每句親切的問候都會留下一 絲光

與熱。我們不必計較暫時客套的儀式和迷人討喜的演戲，重要的是，我們能 藉此

成長、提昇，得到快樂。叛逆少年當然會覺得這些都是陳腔濫調，不過一旦 他們

進入初戀階段，都會非常慶幸自己至少還懂得如何表現禮貌，不會因粗魯無 禮而

失去機會。 

禮貌與誠實之間的取捨 伊娃剪了頭髮，配上新髮型，覺得自己魅力無窮。她志得

意滿地去找最好的朋友 蘿拉，想知道蘿拉對她新髮型的看法。在蘿拉眼中，伊娃

的頭看來像一顆被啃得 亂七八糟的包心菜，一點也不好看。蘿拉是個誠實的女孩，

對好朋友更不用 說。她應該對伊娃說實話，但肯定會掃她的興，還是應該撒個禮

貌性的小謊，告 訴好朋友：「我覺得妳看起來棒極了」？ 

 

我們常常會遇到對方雖然請我們告訴他事實真相，例如：「你說真的，我是不是 變

胖了？」但根本不想聽到實話的情形，其實只是希望別人肯定他們。真的老實 



回答，反而令他們吃不消。遇到這類情形，我們不妨為他們著想，不過分執著

於 真相，寧可為了不傷害對方或令其不悅，禮貌地演一下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