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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野：就算選錯，人生也不會毀了 
 

 

 

    我弟弟小時候和爸爸出門，回程天氣很熱，路上有人賣冰，爸爸問

他要不要吃，他搖搖頭說：「我不熱，我不要吃冰。」回家後我爸爸寫

了一篇日記，說孩子很懂事，知道家裡窮，即使想吃仍回答不要。 

    我弟弟做的選擇，滿足爸爸而非自己的欲望。弟弟是我這一輩小孩

的縮影。在連飯都吃不飽的年代，生存是唯一目的，怎麼可能讓你做選

擇？就算讓你選擇，你也知道哪個選項是大人想要的。 

    你以為孩子在做選擇，但是他的選擇有兩種：一種是真的知道自己

要什麼；另一種是，他的選擇是為了滿足大人，而非自己，像我弟弟和

我女兒就是這樣。 

我的兒子女兒和我生存的年代不同，他們從小就有很多選擇機會，

但兩個孩子從小在「做選擇」這件事上，反應截然不同。 

敢要的哥哥，做最大的夢 

    哥哥很自我，每次都選最好的、最大的、最貴的，總是反反覆覆、

猶豫不決。妹妹則很堅定、沒有一絲猶豫，總選擇最簡單合宜的。他們

小時候我有種誤解，以為哥哥不懂自己要什麼，而妹妹很會做選擇。一

直到妹妹二十幾歲，跟我抱怨一件往事，我才知道誤會大了。 

有次我們全家去香港玩，念國小的哥哥和幼稚園的妹妹，回程可以

去玩具反斗城各挑一個玩具。妹妹一開始就挑了個哪裡都買得到、不到

一百元的小黑板。哥哥從進門的那刻起，一直挑一直換，最後挑到一個

八百元的蝙蝠俠。結帳途中，看見一個限量版、要價四千元的蝙蝠俠，

又換：「我要這一個！」他媽媽終於發火了，認為他沒主見，只會選最

貴的，不准他買。是我出面緩頰，替兒子說好話，兄妹才皆大歡喜帶著

自己選中的玩具回家。 

事隔二十多年，妹妹對這件事竟然還耿耿於懷。她說，選完就後悔

了，可是我們讚美她的堅定，拿她的表現罵哥哥，所以她不敢換。但她

很羨慕哥哥，每次都這麼堅持的要，不惜大哭大鬧，最後都得到想要的。 

就如女兒說的，我兒子是要選就選最好的，努力爭取。從小，他喜歡的

女生都是全校最漂亮的。高中時我還幫他追過女生，雖然沒追成，他也

不以為意，至少試過了。 

    大學畢業，他想出國念電影，沒拍過電影也非相關科系畢業的他，

竟然填了美國電影研究所最好的前十所學校。我在電影圈的朋友笑他；

我也勸他選擇符合他程度的學校。他說：「爸爸，出國念書要花那麼多

錢，如果不能念最好的，我在國內拿文憑就好。」後來，他被哥倫比亞

大學錄取，畢業作品回國也拿到了金穗獎。 

    他就是這樣，一路都要最好的，努力去要。別的父母可能會罵他一

頓，說他好高騖遠、不實際。可是你為什麼要阻斷他對未來的想像？何

不讓他去，失敗了再想辦法，只要他願意承擔後果，為選擇負責就好。 

不敢要的女兒說：「我要休學！」 

    從小溫暖體貼、做選擇果斷，人生看似一帆風順的妹妹，高中時面

臨了很大的生涯困惑。高一上學期結束，她跟我們說：「我要休學！」 

從小在我們家教育下，她知道，生命有許多可能；但她念的明星國中瀰

漫著「只有前三志願才是學校」的價值。她那年沒考上前三志願，這個

挫敗讓她對自己沒自信、對學習產生懷疑。 

    我女兒提出想休學，我要她給我半天想想。我和太太去散步，半天

後我們同意了，但是有兩個條件：第一，自己規劃休學後的學習與生活；

第二，把高一念完再休學。 

    整個高一下學期，她都在為未來的休學生活做準備。規劃休學後，

每天早上七點半聽《空中英語教室》，然後開始一天的學習、創作、看

書加強國文能力、找課程補強對天文學的興趣等。家中還留有一本寫滿 

 

同學祝福的紀念冊，她向全世界宣告要休學，斷了自己的後路，決心

下得很大。 

    辦休學手續的前一天，她寫了一封信給我，說她這五個月夠了，

她其實是在鬧情緒，因為高中考壞了，所以過不了關；現在想通了，

決定高中讀完，大學要念設計。想通了，知道念高中是為了什麼，就

比較快樂、比較甘願，她選擇念完高中後考大學。 

    我非常平凡，如果我的孩子很乖、很優秀、一帆風順，我會像一

般父母一樣，非常高興。但多數的情況是，你的孩子可能很普通、學

業不突出，也沒有特別優秀。我只是很了解，生命本來就是這樣曲曲

折折。 

    我念過生物系、當過生物老師、放棄在美公費攻讀博士的機會返

國寫作、寫過小說與散文、做過電影與電視，每次生命的轉換，沒有

因此就不害怕。我只知道當老師無法滿足我、我只知道我不喜歡美國

的科學家生活，但我喜歡什麼？我並不具體，當我隱約知道這似乎是

我要的，我就去追求。 

    在這樣心情下長大的人，當了爸爸，會很小心翼翼的，不輕易撲

滅孩子的想法，不輕易告訴孩子應該做些什麼。 

    我並不是多麼英明的爸爸，知道孩子未來的道路。我只是真心相

信，大人一輩子做這麼多錯誤的選擇，真的沒有比較高明，不會知道

哪一個選擇是真正「正確的」選擇。而且，選擇也無所謂對錯。你是

誰？你要什麼樣的人生？都會決定你做的選擇。 

    就算選錯了，人生也不會因此就毀了。兒子也曾經問我：「如果

我到後來去婚紗店當攝影，你會不會很失望？」我說不會，然後說：

「如果你告訴我，我終於明白我走錯路了，或是電影根本沒有路了，

你當婚紗攝影把自己養活，有什麼不好？」他說：「這樣根本不需要

去美國念書那麼久。」我告訴他，那是你人生中很珍貴、奢侈的一段

生活，爸爸可以幫你做到，我也很高興。我大學念生物系四年、醫學

院工作兩年，公費到美國念書又放棄，不是浪費了十年嗎？我後來做

的電影、電視看似和這些經歷無關，可是我的確因此和別人不一樣。 

我為什麼那麼放心讓小孩做選擇？因為我已經看清楚，人生的路每一

段都有意義，失敗也好，走錯路也好，最後都讓你變成今天的自己。 

不抹去孩子對人生的想像 

    孩子小的時候我很少會跟他們說：「我教你。」只是在他做選擇

的時候，陪著他去看，你是怎樣的人？有哪些優點？適合什麼？從他

的個性中找出他適合的方向，他會比較有自信，有自信的人比較不容

易做出錯誤的決定。 

    現在他們三十歲了，情況卻反過來，我在做選擇時常常需要他們

的意見。不久前我第一次寫奇幻小說，寫了三萬字還沒完，我就先寄

給兒子和女兒，他們各自回信告訴我可以怎麼寫。我兒子學完電影回

來，我剛好要去演電影，我要兒子教我兩招。他說：「有個原則，眼

睛不要看對手，一看，鏡頭就會跳對方，你不看，他沒辦法剪，就會

讓你整段表演。」我演的時候眼睛就真的不看對方，導演說不對耶，

你演七、八次了，眼睛都不看對方，我說我演神經質的醫生，所以眼

睛不看對方，導演生氣說：「我演給你看。」我心裡偷笑：「其實這

是我兒子教我的。」我問我兒子的時候，我是真的問，打從心裡相信

他。我這方式會把小孩教得比較早變聰明，他有一天會回頭來幫助

我。我希望我小孩很聰明，來救我。怎樣變聰明呢？我用我覺得比較

對的方式，用開放的、充滿可能的教育方式，其實是期望有一天，他

可以幫我解圍（笑）。 

延伸閱讀：《有些事，這些年我才懂》  小野著  究竟出版 

【轉載自親子天下雜誌

http://www.parenting.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43371&page=1】 

 



 

 

       

 

 

 

 

 

 

 

 

 

 

 

 

 

 

 

 

 

 

 

 

 

 

 

 

 

 

 

 

                                                                                                                                       

 

 

  

嬌生慣養指數測驗  你的孩子「自我」有多大？ 

以下每題若答「是」，各得一分。 

1.孩子都自己起床，從不要你叫。 

2.孩子每天起床整理好床舖，才出門。     

3.你做什麼菜，孩子就吃什麼，不挑三揀四。 

4.孩子除了負責自己房間的整潔，還洗全家的碗、廁所和衣服。 

5.除非發高燒，否則你絕不允許孩子請病假。 

6.除非交通十分不便，時間又晚，否則你不接送孩子。 

7.孩子上班上學很少遲到。 

8.孩子一定會幫你拎大包小包。 

9.孩子出門，跟誰去、去哪裡、去做什麼，你都知道，而且回

家從不超過規定的時間。 

10.不論對方貴賤長幼，孩子待人都禮貌友善。 

 

 

身為父母的你…或…身為子女的你，做個測試吧！ 

請將分數加總： 
8-10分：你的孩子是個自律、勤勉的人，必能成事。 
6-8分：你的孩子品性良好，大致沒問題。 
4-6分：你的孩子還算可以，如果能再把自我縮小一些會更好。 
4分以下：你的孩子太過自我，需要磨練。 

學校不會教的十一件事： 

1.當過度膨脹自我，遇上現實生活，你可能會說「這不

公平」。但人生本來就不公平，習慣它吧！ 

2.這個世界並不像學校一樣會在乎你的自尊，它會希望

你先有所成就，再自我感覺良好。 

3.你不會一畢業就能年薪百萬，也不會立刻成為總裁，

你首先得穿上一件沒有名牌標籤的制服。 

4.如果你覺得你的老師、父母很嚴格，等你遇到你的老

闆再說吧！ 

5.做低薪工作，並不會讓你失去尊嚴，另外一個形容低

薪工作的字，叫做「機會」。 

6.如果你把某件事搞砸了，不要怪你的父母，也不要抱

怨，這是你的責任，要從錯誤中學習。 

7.在你出生前，你的父母並不像現在一樣無趣。他們現

在會這樣，是因為多年來要為你付學費、幫你洗衣、

聽你講在學校有多酷。所以在對父母喋喋不休之前，

還是先去打掃一下自己的房間吧！ 

8.你的學校也許不再分資優和劣等生，但現實生活仍然

有。某些學校已不再當掉學生，會說過程和結果一樣

重要，給你無數次機會找到正確答案，但現實生活完

全不會。 

9.現實生活不會分學期、沒有寒暑假，只會要你每天至

少八小時。很少老闆有興趣幫你找到自我，甚至很少

工作可以得到自我實現。 

10.電視不是現實生活，人生的問題不會在三十分鐘內解

決，更不會有廣告時段。 

11.要善待能力不好的人，因為有一天，你可能會為一個

這樣的人工作。 

 

 

《孩子們在學校學不到的五十件事》書中，列出十一件只

能靠父母教的事，也是給同學們的省思！ 

 

 

電影裡的生命教育 2：夢想起飛的時刻  

－ 62 部電影，滋養孩子的熱情、勇氣與冒險精神 

作者：李偉文 

出版社：天下雜誌 

出版日期：2012/08/01 

 

在電影的微光中，帶著孩子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找尋夢想。 

和孩子看電影的美好時光，也會成為孩子夢想起飛的時刻。 

 

 
 

 
 
 
 

 
 
 
 

 

 

 

     

     

   

   

  

 
  

 101.11.28『與青年有約』校園講座－校友 許賀傑，返校分享志工生涯歷程，與有榮焉！ 

101.12.1～12.2 志工基礎訓練－志工們專注學習、熱情討論，充實服務知能！ 

101.12.16 鹿港高中古蹟解說團來訪－竹藝之美，服務的心更美！ 101.12.19 同儕輔導種子志工訓練－探索心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