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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罵髒話，我是這樣教孩子】
      已經有一段時間，就讀六年級的兒子會在遇到不順意的時候罵髒話（單音：
幹！），當我聽到時，都會以眼神示意，讓他知道我不喜歡他那樣說。雖然他會
告訴我在學校，幾乎每個男生都這樣，但我還是讓他知道在我面前，我不喜歡。
在中小學工作的經驗，我知道髒話或較粗俗的話是同儕間互動的一部份，甚至是
展現氣概或取得認同的方式，也是許多男生成長經驗中不曾缺少的；但或許是因
為自己的性別，也或許是這些話語很少出現在自己的成長經驗中，雖然沒有道德
上的評價，但自己的確不喜歡使用這些語言，也不喜歡他人用這些語言對待自
己。因此在面對孩子時，我只讓他知道我不會阻止他在學校說髒話，但在家的時
候，我不喜歡聽到。

        但這陣子，我發現他不再只是自己心情不好時會使用這些語言，他會在小表
妹惹火他時脫口而出，甚至在不服長輩時，不經意罵出。雖然之前我對髒話沒有
價值判斷，但現在我對他這樣的行為感到非常不妥，但我要如何告訴他呢？究竟
我對髒話的看法是什麼？其實心中是矛盾的。

        先生說髒話是男生的次文化，若要他完全不講，他可能無法融入同儕，甚至
被取笑，這個我懂。曾有一位大學女教授說，就氣功來說，幹字可以抒放怒氣，
有益身體健康，這我也能理解。也曾聽一位男性友人說，男生打籃球不帶髒字，
就像牛肉麵沒放酸菜一樣少了一味，這讓我想起高中時期的籃球場。但我還是不
喜歡兒子這樣。

        帶著矛盾與困惑一段時間後，我為自己找到了答案，因為當我以「關係」來
思考這件事情時，我便跳脫了對錯的二元思考。

        為何我不會介意當人在遇到不順意時罵髒話、也能以輕鬆的心情看待同儕間
戲謔的表達，甚至能接受兩人以髒話互罵，因為前者純粹是個人情緒的抒發，後
者則是雙方的人都樂於或習於使用這樣的語言互動，少有人會在這樣的互動中感
到受傷，而能單純將它視為表達與溝通的一部份。但若在使用這樣的語言時，其
中有一方並不會使用這樣的文字，無論是本身的習慣或權力的不對等（例如輩
份），都會讓一方感到不舒服或因感到被攻擊而受傷，而這就是我在意的部份。

        於是我告訴兒子，當他遇到不順意或和他同樣會使用這些文字的同儕互動
時，我不介意他罵髒話，因為我可以視它為溝通的一部份，但若和他互動的另一
方不會使用這些文字（無論是家人或朋友），那髒話的使用非但不能達成溝通的



目的，反而先在言辭上對關係造成傷害（當然有些乾淨的話殺傷力更甚於髒
話）。兒子能理解我的意思，但他仍問我：那我心裏的那股怒氣呢？我說：罵髒
話並不是唯一處理情緒的方式，有時罵髒話甚至讓事情變得更複雜，如何讓對方
知道自己生氣的原因，我想那才是重要的。

        髒話不再具有道德上的評價，將它視為關係中互動的部份，或許就能拿捏該
如何使用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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