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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

一生的牵手
                                      

      

为陈美云女士第一本书写序，是使命，是荣幸，更多的是忐忑，虽

爱舞文，却有难以下笔的困窘，但是荆命不敢违，只好勉力而试。

2011年某天，吴妈妈告知有人找她出书，谈子女养育，询问我的意见。

直觉反应，望子女成龙凤是天下父母共同的期望，只是方法不同，方式

各异而已。吴季衡（Kevin）只有一个，吴季刚（Jason）无法复制，天、地、

人各项因素皆有差异，经验不易传递，还是藏拙吧！

此后，她常受邀与学校老师、学生家长分享亲子议题，得到很多正

面反响，见证亲子关系改善而乐在其中，吴妈妈心中整理教养孩子的吉

光片羽、留作纪念的愿望再度浮现。因缘巧合，2011年天下文化提出企划，

林静宜小姐与吴妈妈相谈合拍，出书计划定案。起初配合顺畅，谁料到

公司新创事业，吴妈妈再挑大梁，访谈时断时续，新书出版遥遥无期。

这些变量，因为季刚今年（2014年）将回台参加 3月的台北市北区

扶轮社 55周年社庆而明朗，出版时间终于确定。

吴昆民

吴季衡、吴季刚之父

祥圃实业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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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妈妈与静宜小姐说写俱佳，通读原稿，生活的轨迹、移民的点滴，

再度汇集呈现，历历有如昨日。一念之间的选择，衍生无数的辛酸、惊喜、

挫折、欢喜、失落、收获，这些回忆成为人生故事，生命乐章。

对我来说刻骨铭心的感受，就是 1993 年 9月 24日，在温哥华大略

安顿，隔天要返回“台湾”。那天晚上，吴妈妈心情复杂，我则辗转难眠，

夜深人静徘徊在季衡、季刚卧房之间，凝视他们童稚脸庞，异国他乡，

间隔万里，心中难舍，不禁潸然泪下，至今难以忘怀，却是我的秘密。

这本书补足了季衡、季刚成长过程中我的缺课，知晓“陈宝钏”（我

给吴妈妈的昵称）母兼父职的辛勤伟大，了解儿子适应环境的勇敢毅力。

重新审视丈夫、父亲的角色与责任，我与儿子们虽聚少离多，但情

感深厚，总在适当时机引导他们做人：一、感恩惜福； 二 、守诺负责；

三、赤子之心。我是个幸运者，有祖先的庇佑，父母、岳父母的栽培，

兄姐朋友的关怀，祥圃伙伴的协助，造就季刚成名为吴家添彩，季衡、

筱惠陪伴身旁延续理念的实现，但最重要的是陈美云，这位我在18岁就

决定互相依靠并牵手一生的人，由同学、情人进而夫妻、伙伴，她善待

家人、相夫、教子、创业……内外兼备。她容忍我的好奇、冒险、任性、

急躁、不离不弃，她是我生命的贵人、生活的导师，是我们家的珍宝，

随着岁月增辉。

谨以喜悦感恩心情祝贺新书出版，野人献曝，期望对父母们思考快

乐童年，多元教育提供浅薄之见，如有谬论，敬请包容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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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帮我上的人生课

我不是教育者，也非教养专家，只是一位平凡的妈妈。如果说，30

多年来的教养历程累积了些许收获与心得，莫过于孩子帮我上的人生课。

我常在想，自己何其勇敢——挑战了“台湾”传统教育思维。当年走的

每一步，我心头着实战战兢兢，生怕做出错误决定，误了孩子一生。

现在，季衡、季刚都拥有了一片展翅翱翔的天空。如今我回头检视，

如果说我真的做对了什么，其中一个重要的关键是，我学会尊重生命个

体的独特性。我真的很感谢全职妈妈这一身份，让我有充足的时间找出

两个孩子的差异。虽然现代父母常是工作、家庭两头燃烧，但我要强调，

正确的教养必须从“观察”开始，就算是双胞胎，个性还是有不同之处的。

所以请务必花时间与孩子相处，把握机会好好观察孩子。

在 30多年前，甚至是现在看来，我的不少教养观念是打破传统的。

比如，我认为学音乐等才艺的目的是为了娱乐，拜托老师放水，不需要

严格要求孩子的进度；我也认为不能把英文当成功课来教，学习要生活

化，请家教不用要求孩子背语法、单词，只需多带两兄弟出门，全程以

自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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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聊天。我也不会因为图方便，让孩子读同一所学校。从小，两人就

是各自就读适合自己个性的幼儿园，长大后也是如此。记得第一次带他

们赴美读书，我们母子三人拖着七八个行李箱，先到大儿子就读的位于

康涅狄格州的高中学校，办完所有手续，再带着小儿子坐几个小时的车

到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初中报到。往后，我都如此舟车往返探望他们，不

以为苦。

我其实不是完美妈妈，在教养这件事上，也是经过碰撞、摸索、调

整以及学习而来。

教养是一支互动的双人舞，孩子也是父母的好老师。有一年，季衡

到日本温泉饭店打工，先生带着我、季刚去看他。当我见到大儿子变黑，

不似以往整洁，当场说了他几句，季刚在旁出声制止：“妈妈，不要在大

庭广众下说哥哥，这样不礼貌！”小儿子的话提醒了我，父母应该给予

孩子尊重。

教养更是夫妻共同的事。夫妻的相处是否融洽关系着孩子对家庭的

看法，要想教好孩子，两人就要站在同一阵线上。我很感谢先生的支持，

当我碰到瓶颈，他的话语如醍醐灌顶，让我调整思维，不断进化成孩子

口中的“好妈妈”。

在这条教养的路上，我的父母也给了很多帮助，我们婚后的头几年

是住在娘家；我的妹妹陈美龄，当年协助我们寻找学校并帮我照顾他们；

还有季衡、季刚在美国求学期间，我的表姐陈文斐（Vivian）总是热心协

助我及接送孩子，她的开车技术一流，方向感清晰如指南针，是最贴心

的义工导游。在我勇闯不一样的教育路上，碰到许多贵人，碍于篇幅，

无法一一列出言谢。

早在5年前，我就动起记录的念头，一开始，纯粹只是想趁记忆犹新，

记录教养孩子们的回忆，留做纪念。当时我已做了多场演讲，发现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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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这条路上，每个爸爸、妈妈都会遇到类似的亲子问题，尤其有 2个以

上孩子的家庭。不过， 因为工作忙碌，这一愿望迟迟无法付诸行动。后来，

在一个场合碰到高希均教授，他鼓励我出书，天下文化也为我找来静宜，

我们相谈甚欢，从 2011年年底开始，陆续接受静宜的访谈，跟她口述故

事的过程中，我也重新回味了我的人生。

我喜欢分享，也因为自己亲身挑战过一条有别于传统的教养之路，

想帮助更多像我一样的父母，以及无数个季衡与季刚，期望每对父母都

能用爱让孩子做自己！挑战传统教育需要勇气，但我相信，新时代的父

母有能力学习更多的教养智慧，让每个孩子都能充分发挥天赋，快乐成长。

最后，谨将此书献给我的婆婆吴赖不碟女士、父亲陈林先生及母亲

陈文英女士，感谢他们的教养与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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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穿上

季刚设计的礼服

2008 年 11 月下旬，我正在北京攀登长城，电话忽然响起，是小

儿子吴季刚打来的。他兴奋地说，美国准总统夫人米歇尔·奥巴马

（Michelle Obama）穿着他设计的黑白相间洋装，接受美国 ABC 电视

专访。

长城上的风声成了越洋电波的背景，电话这头的我，惊喜地想着：

“真好！这对孩子来说是多么大的一股肯定力量。”我心跳得好快，分

不清是因登高而让呼吸加速，还是季刚分享的好消息所致。终得一见

壮阔边塞风光的欣喜，也比不上此刻为孩子高兴的心情。

没想到，在 2009 年 1 月 20 日的美国总统就职典礼舞会上，米

歇尔竟选择季刚设计的白色斜肩雪纺纱礼服。按美国华府传统，这件

礼服被史密森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Smithsonian 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收藏。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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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50 年，博物馆从艾森豪威尔总统开始，都会典藏历任第一夫

人在就职典礼上穿的晚礼服。

由于事前保密，我并不清楚季刚获得米歇尔服装顾问戈曼女士

（Ikram Goldman）的邀请，设计就职晚礼服一事。后来才知道，戈曼

女士选了几位设计师，告知款式必须充满力量，且有捐赠与保密的需求，

但第一夫人最后会穿上哪位设计师的礼服，没人能预料。

季刚也没透露只言片语给我们。

秘密揭晓的惊喜

我们只知道他那阵子忙到天昏地暗，常找不到人。他好不容易接

了电话，问他在忙什么，他回答不能说，但得常跑芝加哥。先生当时听了，

心里闪过“该不会是在帮即将就任的美国第一夫人设计礼服吧！”的念

头，不过，这猜测我们只放在心底，反正不管怎么问，只能得到“不能说”

的相同答案。即便如此，华盛顿 D.C. 当地时间 1 月 20 日中午的美国

总统就职仪式，我跟先生两人还是守在电视前，等着看 CNN 的现场直

播。当我们看到米歇尔身着柠檬绿洋装出场，便知道那不是季刚的作品。

我们两人还互相安慰，儿子这么年轻，哪有可能是他？由于隔天还要

上班，我们关掉电视，上床就寝。我们做梦也没想到，惊喜在后头。

美国总统就职，除了白天仪式，晚上还有三军统帅舞会

（Commander-in-Chief’s Ball）。季刚事后告诉我，自己根本没有预期能

够被选中，所以从电视直播看到夫人身上那款白色斜肩礼服时，他整

个人从沙发上弹跳起来，脑袋一片空白，无法思考，不可置信地边跳

边叫：“Oh ！ My God ！”喜极而泣之际，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

打电话告诉我们。

爱让孩子做自己.indd   2 2014-10-17   18:56:24



�

舞会时间是美国晚间8点，台北与纽约、华盛顿D.C.时差约13小时。

当时是台北的上班时间 9 点，我跟先生刚到公司地下室车库。季刚先

拨我的手机，我正从地下室走上一楼，没接到电话，他改打爸爸（吴

昆民）的手机。

“爸爸！米歇尔穿了我设计的晚礼服！”先生形容，儿子的声音好

激动，“弟弟，地下室信号不好，我们上楼打给你。”当先生告诉我季

刚的衣服被选上的消息，我觉得一切都不可思议，如同做梦般。

进办公室后，我们立刻拨电话给他，“妈妈！米歇尔穿了我设计的

衣服！”季刚再跟我说了一遍，“哇！你好棒！真的好棒！我们以你为

荣！”隔着话筒，听着他开心得不能自已的声音，我也跟着掉泪，这孩

子从 5 岁开始，就说长大要做设计师啊，他真的做到了 ！

成功背后的欢喜与辛苦

只是，成功并非一蹴而就。泪水的滋味五味杂陈，里头有溢满的

欢喜。这孩子小时候曾因为喜欢做娃娃，被人嘲笑，但他却坚持走在

梦想的道路上，如今梦想成真，我真的为他感到骄傲与不舍。

在这之前，我们还在跟他讨论能否不要坚持自创品牌。在纽约这

个全球时尚重镇自创品牌，能出名的是凤毛麟角。每举办一次品牌发

表秀，几乎要烧掉他之前的全部获利。他每次都得重新累积，才能再

举办下一场秀。看他那么辛苦，我们当然心疼，希望他能够思考收手

的可能性。

“弟弟，时尚产业太贵了 ，我们是不是玩过就好？”“妈妈，如果

是玩过就好，干脆一开始就不要玩。”他当然不答应。不过，后来他

跟我承认，虽然当下说不会打退堂鼓，但其实已在默默盘算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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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里，也有隐隐的担忧。今天过后，他将面临各方的关注与聚焦，一

夕成名，表面上一时风光无限，背后接踵而至的压力、脆弱才是挑战。

我当下最想做的事，就是飞到他身边，给予支持的力量。

泪中，还有我们一家人走过的回忆。这孩子从小就跟别人不太一样，

社会上某些传统价值观认为男生不该做的事，他却喜欢做。我的两个

孩子，两种性格，老大走过的路，在老二身上根本行不通。季刚告诉我，

他想做自己，不要再叫他做哥哥那样的人。

两个孩子，两种性格

很多人好奇，我是如何带大季衡与季刚两兄弟的。老实说，与大

部分妈妈一样，我也是为人母后，才开始从中学。

从小，季衡就是个典型的乖宝宝，考试常拿一百分，是不太需要

担心的资优生。他提前被美国名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录取，双修国

际关系与经济学，后又拿到日本早稻田大学企业管理硕士。而不爱念书，

只喜欢娃娃与艺术，不太愿意接受传统规范的季刚，走的却是另一条

完全不同的道路，20 多岁就成为世界知名设计师，作品被美国博物馆

收藏。

在 30 多年前的保守大环境里，如何教养这两个孩子，对我来说是

很大的挑战。在这一过程中，我产生了许多错误观念，花了好长一段

时间才矫正回来。尤其是季刚出生后，他与哥哥的截然不同，让我不

但无法用同一套教养方式，也让我有机会反省给老大的教养方式是否

正确。我开始思考，究竟什么样的方式，对孩子才是真正的爱。

经过 30 多年的摸索，现在我确信，父母能给孩子真正的爱，是让

孩子在成长的每个阶段，都能发现、接纳自己，以及挖掘、发挥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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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天赋才能。英文的“gift”是礼物，也代表人的天赋。孩子就像是

上天给父母的礼物，如何让这份“礼物”发挥个人“天赋”？ 这个问题，

是我教养孩子的思考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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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爱的实践艺术 �

父母的爱，若缺乏理解，就容易成为孩子的束缚；天赐

的“礼物”，若缺少智慧，不易看懂孩子的天赋。

很多人当了父母之后，才发现由接受到给予的转换过程，

不自觉用了很多善意却令孩子窒息的教养方式，导致丰盛的

爱无法顺畅流动。

真正的爱是一门艺术，请尊重每个生命的独特性，陪伴、

理解孩子的个性与潜力，并在对的时机，提供孩子所需的资

源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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