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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親子衝突對個體的影響大多深遠且負向，且因著不同的文化面對親子衝突有著不同的看

法，西方文化認為親子衝突多是爭取自主性並要獨立於父母之外而產生；但儒家文化對關係的

重視，以及獨有的孝道，使得對親子衝突的看法有所不同，因此本研究使用文獻分析法，透過

相關文獻的蒐集、分析及歸納，探討儒家關係主義下的親子衝突。 

研究結果發現，在看待親子衝突上儒家關係主義有著視衝突較為正向態度的一面。其次，

在儒家思想中，最終目標是實現個人和社會的和諧，故發生衝突時不單只思考與他人的利益，

進而在親子衝突因應上，可能採取陽奉陰違、忍讓。最後，和諧仰賴自身在不同關係中角色義

務的實踐，親子關係則有父慈子孝，若有一方未能盡到義務則可能產生衝突，加上時代變遷對

孝道的意涵雙方可能有所落差而產生衝突。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未來研究方向建議。 

 

關鍵字：親子衝突、儒家關係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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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家庭是形塑個人行為模式的最早來源，照顧者與兒童依附關係中，安全感

增加會減緩杏仁核的反應，並增強情感行為和心理健康(Scheuplein et al., 

2022)，親子關係為最初互動的關係，往往也是持續時間最長的親密關係，故不

難想像親子衝突其實是家庭中常見的情況(Smith et al., 2019)，也會因著不同的

時空背景帶來新的挑戰，如在 COVID-19期間因著疫情帶給家庭新的壓力，導

致親子衝突增加，以及社交媒體的使用也與親子關係的消極互動有關(Du et al., 

2021; Sampasa‐Kanyinga et al., 2020)。親子衝突對憂鬱、焦慮、自殺、人際互

動、適應不良與行為皆有影響(Chen-Gaddini et al., 2020; Lougheed et al., 2020; 

Lamis & Jahn 2013; Russell et al., 1998; Smith et al., 2019; Yeh et al., 2010; Yu 

2019)，可見親子衝突對個體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親子衝突研究大多聚焦在青少年時期，正如 Ausubel, D. P. (1954)以衛星形

容青少年時期親子關係的樣貌，猶如衛星逐漸脫離軌道一般，正逐漸脫離父母

爭取獨立自主，生活重心漸漸從父母移往同儕，青少年自主的努力與父母對接

觸的渴望之間的鴻溝可能導致衝突(Aloia & Warren 2021)。而華人的儒家文化則

強調關係的和諧緊密，親子間講求和諧卻也重視責任和人倫規範，離不開角色

定位和親子分際（黃囇莉，1999），並有其獨特的孝道文化，使對親子衝突的

成因也不單只因自主權的爭奪，如葉光輝（2012）以子女自主、自我認同發展

之需求及父母教養權之間的衝突作為對親子衝突的定義。不同於西方學者大多

將親子衝突對象鎖定在青少年，如在周玉慧（2015）發現到因其華人社會對關

係的價值觀與教育制度的設計，反而是成年初期的親子衝突增加，甚至在

Lamis 和 Jahn (2013)研究中發現親子衝突為大學生自殺的危險因子之一。成年

子女面對奉養年邁父母、健康照護、居住安排等議題，增加了親子衝突的可能

性（高子淳等人，2019）。故就算子女成年了其關係仍相當緊密，而越是親

密、相互依賴的關係，無可避免的越有可能發生較多的衝突，讓親子衝突成為

父母、子女一生都有可能會面臨到的議題。 

有許多研究已說明親子衝突對個體的多為負向影響，且以個人主義取向理

論觀點對於強調親子一體的華人社會缺乏文化適切性（陳思宇等人，2023），

故在儒家文化下親子關係、親子衝突的樣貌與西方個人主義下的有所不同。本

研究以文獻分析法了解儒家關係主義以及在此文化背景下的親子衝突樣貌，以

便能更全面的了解親子衝突，藉此對於化解或降低親子衝突有潛在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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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 

西方文化背後受一神文明影響，一神文明的倫理觀念強調個人的自由意志

和責任，像是西方基督教提倡每個人都是上帝創造的獨立個體(Han 2016)，這種

觀念加強了個人主義的意識形態，並且強調了個人的獨立性、自由和自我實

現。而華人文化則是受關係主義文化所影響，較重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會先

判斷關係再決定後續所採取的相處原則（許詩淇、葉光輝，2019），且在台灣

受儒家文化的影響是相對自動與主流的(Chu & Vu 2022)。 

儒家最為重視人倫關係的合理安排，認為這是每個人都需學習與實踐的人

之道（黃光國，2010），並強調以仁為基礎，如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

而不仁，如樂何？」。認為仁本質上是一種同理心，並涉及理性與情感層面

(Rošker 2020)，進而使個體能根據各自在關係中的角色做出適當決定則為

「義」，產生應符合「禮」的原則的外顯行為(Chu & Vu 2022)。儒家關係主義試

圖解釋華人社會中的人際關係、道德思維、行為模式等現象，如儒家的天命觀

與義務觀，還提出了人情與面子理論，另外在親子關係中有孝道這樣重要的文

化與家庭價值（黃光國，2009；李秉倫等人，2015） 

一、儒家的天命觀與義務觀 

作為人必然承受生老病死等無可逃避的命運，人們也總會對這些經歷發出

疑問，而儒家便以「義命分立」的天命觀給出回答。它將人力所無法操控的部

分稱為「命」，如人一出生便已有自己無法選擇的命，出生在何種家庭以及與怎

樣的人成為家人等；而人能夠自主、自控的範圍則為「義」，故就算有著先天的

設定，若能把握住各種機緣、努力實踐，也能有所不同，反之亦然（徐欣萍，

2015；黃光國，2009）。 

對於那些人所不能及的命運，儒家文化更著重在人一生所應追求與實踐的

使命，如孟子曰：「盡心知性以知天」，當人善盡自己的責任的過程中，才能進

一步能找到自己的生命意義，明白一切所秉持的理即為天理。郭士賢（2002）

提及如此一來個體即使遇到挫折，也能接納自己生命中的處境，能與環境中的

人事物和諧共存，去順應事件或關係的變化。好好掌握屬於「義」的範圍，這

樣凡事盡己的義務觀展現出其能動與內控的性質（黃士真、簡晉龍，2022）。 

二、人情與面子理論 

儒家文化下個體在進行資源分配時，會從親疏、尊卑兩向度衡量彼此關係

先進行關係判斷，進而採取不同的互動方式，該理論透過將關係中情感性成分

與工具性成分比例多寡，分成情感性關係、工具性關係、混合性關係，並各自

依循需求法則、公平法則、人情法則與之互動，且皆建立在報的規範上，如圖1

（黃光國，2009）。華人社會更加強調互惠，且因重視關係和諧想避免衝突，

使關係中雙方的付出與收穫不一定呈現平等的狀態，背後便是依人情法則在運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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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人情與面子〉理論模型 

根據圖1所示，在關係中也會受面子的影響，面子為一個人對特定情況下對

其行為的社會評價的認知反應，並會影響一個人的情緒狀態與行為(Hwang 

2006)，如有些人可能出於面子目的而做出能獲得社會正向評價的行為，像是捐

款等公益行為(Li & Zhao 2019)，而與面子有關的具體特徵應該在儒家文化傳統

的背景下理解(Hwang 2006)，顯示出社會評價對個體有所影響。基於社會對關

係中不同角色的期待與義務特性，有學者提出華人成就目標理論架構便是針對

華人社會中有關成就動機與生活目標的理論架構，在成就目標上除了考量個人

興趣外，還會考量重要他人的期許（符碧真等人，2021），而期待的內容則由整

體社會決定，通常會與自身的角色義務有關（張泰銓、雷庚玲，2018），使重視

學業的華人社會中學業議題不免也成為親子衝突的衝突點之一。 

三、親子關係中的角色義務與孝道 

儒家文化中重視人與人關係的和諧，認為當關係清楚定位之後，方知道彼

此的對待之道。關係中的雙方各有各自的角色（如：父母和子女、老師和學

生），互動的雙方必須各盡其角色義務，以達到人際互動之和諧並維持社會秩序

（簡晉龍等人，2017）。以五倫作為人際關係的規範，作為為人處世的基本原

則，五倫為儒家倫理原則的五種德目，倫是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五倫便是指

五種關係，分別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禮記．禮運》中以五倫為

基礎的十義，分別為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

仁、臣忠，也就是父母慈愛、子女孝順、兄姐溫良、弟妹恭敬、丈夫守義、妻

子聽正、年長惠愛、年幼順從、君王仁愛、臣子忠誠，是為在五倫中分別需要

遵守的理，也就是在不同關係中相對應需要的角色義務與責任。五倫十義中認

為在親子關係中的角色所被賦予的相應義務與人際互動原則，為父慈子孝，指

父子雙方都有其應盡的義務，為人父母要慈愛，為人子女要孝順。在親子關係

中照著父慈子孝的倫理相互交往便可建構和諧安樂的家庭，故在儒家倫理中將

孝道視為在親子關係中必須作為的無條件積極義務（黃光國，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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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Yeh 與 Bedford (2003)提出的雙元孝道模型則更進一步說明了孝道的心理

運作，將其分成相互性孝道與權威性孝道。前者包含尊親懇親、奉養祭念兩個

成分，表示能感念養育之恩，表達出對父母的關愛，給予物質上的照料與支

持，且願意在父母過世後追思與悼念，以儒家「親親」與「報」兩項人際互動

原則為運作機轉（黃士哲、葉光輝，2013）；後者包含抑己順親、護親榮親兩

個成分，表示子女應該壓抑或犧牲自己來迎合父母的需求，且必須盡力榮耀雙

親及延續家族命脈，反映出以儒家「尊尊」為人際互動原則為運作機轉（葉光

輝，2009）。在親子關係上發現相互性孝道具有文化普遍性，但權威性孝道則

有文化差異(Lim et al., 2022)，無論個體的文化背景為何，相互性孝道可以通過

培養同理、感恩來產生利他行為，然而權威性孝道對利他行為的影響卻有明顯

的文化差異(Wang et al.,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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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文獻分析法，以儒家關係主義社會下的親子衝突為主題，進行相

關之文獻搜尋，並分析與歸納儒家關係主義下的價值觀與特色，及所在儒家關

係主義社會下對親子衝突的影響。本研究以「Confucian society」、「parent-child 

conflict」、「filial piety」、「儒家關係主義」、「親子衝突」、「孝道」為關鍵字，在

「Google 學術搜尋」、「華藝線上圖書館」檢索相關文獻，並以中、英文期刊文

章類別之文獻為主，以此了解儒家關係主義社會下的親子衝突。 

肆、研究結果 

一、儒家關係主義對親子衝突的態度 

以「義命分立」的天命觀與義務觀發展出「盡天事、聽天命」、「謀事在人

成事在天」的正面態度來回應生命中的挑戰，認為苦難本是生命中的自然，不

將心理困擾者視為病人，學習與其相處、調適，並試著將生命困境給予正向詮

釋，便為華人社會中特有的自我修養（徐欣萍，2015）。親子衝突本身為中性

的，個體如何解讀才是決定親子衝突為負向、正向的關鍵（葉光輝、曹惟純，

2014），另外成人相較青少年其認知能力、情緒調節較高，較可能適當因應，

也更能從親子衝突中找出正向功能（陳思宇，2019），可以發現到從衝突中也

是能有所學習的積極態度。 

其中儒家關係主義的義務觀與佛教中緣的概念相互影響，有著佛、道家思

想中宿命、外控的性質，以及儒家人定、內控的力量，讓其在關係發展不順

時，也能以緣的概念面對，相信自己以在關係中盡力，但也有自身無法操控的

部分，能夠順應其關係變化（黃士真、簡晉龍，2022）。緣一詞早已被廣泛應

用在各種人事物關係上，而一些流傳下的故事，甚至成為一種心靈指引與寄

託，保有積極的面向（徐欣萍、黃光國，2013），故本研究認為緣一詞也能在

親子衝突中產生積極的作用。 

二、儒家關係主義對親子衝突的影響 

親子關係屬於人情與面子理論中的情感性關係，依循著需求法則與報的規

範，也就是父母與子女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設法滿足對方的需求，並會預期

對方會有所回報（黃光國，2009）；也帶出孝道的概念，受到子女角色的義務

規範，會希望子女能回報父母養育之恩。在傳統農業社會中家庭為其核心，家

庭的延續、和諧與團結至關重要，如晚輩服從長輩、傳宗接代、奉養雙親、隨

侍父母而不遠遊等，都是為了維護家庭的和諧與延續，具有功能性的行為表

現，孝所帶來的利益是互惠且具有連鎖性的，能世代相傳（陸洛等人，2006；

羅志偉，2019），展現了孝之所以到能流傳至今的必要性。有研究發現孝是作

為男性自殺的保護因子之一(Zhang & Jia 2015)；同時也注意到父母因預期子女

的回報，便容易對子女生涯上也會有一定程度的期待與干涉，而子女也會背負

著回報的義務，不免與自我生涯的期許產生衝突，進而與父母發生爭執（王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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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2015）；呈現了孝道在親子關係上有好有壞的影響。 

雙元孝道模型中的若擁有較高的相互性孝道信念則傾向以正向包容的角度

來思考親子互動問題，因而較能緩衝因互動挫折或困境因素所引發的焦慮與憂

鬱等內化問題感受的可能性（葉光輝，2009），權威性孝道則是只單基於規範

去服從父母，在對生活的滿意度產生間接的負向影響(Sun et al., 2019)，也發現

到孝道的責任規範可能造成外顯的親子衝突（卓馨怡、利翠珊，2008）。 

除此之外，雖著時代不同，孝道的概念也持續變化，重新強調與關注孝道

中情緒的部分，以及權威服從不再是主要的重點(Bedford & Yeh, 2019)；以及西

方個人主義的影響，子女開始重視個人的獨立自主（陸洛等人，2006）。如

Lin 等人(2015)回顧過往中國移民家庭關係的文獻中，發現到其孝道信念仍舊影

響著移民家庭，但也產生許多變化，移民家庭中的父母調整對孝道的期望，也

開始重視獨立。展現了西方個人主義與儒家文化雙雙影響了親子互動關係，孝

道觀念與自主權的產生衝突，故在儒家關係主義下認為親子衝突可能源於代

溝、價值觀的差異、溝通方式的不適當或期望的不一致（黃光國，2009）。 

三、儒家關係主義對親子衝突因應的影響 

在儒家關係主義的影響下，當發生衝突時，除了對方的利益與意圖外，也

會考量到是否要維持關係的和諧，使得避免衝突、追求和諧為其人際互動原則

之一。儒家關係主義將衝突因應依追求個人目標與維持關係和諧兩向度，產生

五種衝突化解模式，分別為妥協、斷裂、抗爭、忍讓與陽奉陰違，為了和諧避

免發生衝突，但也想追求個人目標的因應方式則為陽奉陰違，以達到在關係中

顧慮對方臉面的需求；而忍讓便是為人際關係和諧而放棄個人目標的追求，壓

抑自身不適的因應方式（黃光國，2009）。雖是壓抑自身的不適，但若以情緒

調控的機制之一來看待，在因衝突產生情緒之際退一步，並隨情境轉換在可以

溝通之時好好表達（何文澤等人，2017），如此一來忍讓也並非是負向的因應

策略。 

「忍一時之氣」、「冤家宜解不宜結」等俗語都顯示對和諧的重視，以及視

「忍」為一重要因應策略，不同於西方衝突因應中的逃避，而是以更迂迴、內

隱的方式處理衝突，如在婚姻衝突上忍作為衝突處理策略，確實有可能在自己

與配偶間創造雙贏的局面（利翠珊，2012），以及子女在理解親子情感的重要

性後，願意在面對親子衝突時不以個人輸贏為第一，而是以重視關係的忍讓方

式因應，包容彼此的差異（高子淳等人，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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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親子衝突的影響體現在生理、心理層面，也會因著時空背景產生新的親子

衝突議題，如3C 所產生的親子衝突或是疫情期間衝突的加深，皆顯示親子衝突

的重要性與變化。自然也須要重視個體所處文化下親子衝突的樣貌，在儒家關

係主義社會下呈現出對關係和諧的重視、人情與面子、盡己的價值觀和孝道文

化，皆對親子衝突的態度、因應有所影響。 

藉著儒家文化的智慧，了解到與重要他人建立緊密的關係，是要能在關係

中適應並扮演好不同的角色，便需要具備反求諸己的修養，善盡個人對於他人

的角色義務（黃光國，2010）。以仁為基礎，在親子衝突中雙方都應該考慮對

方的立場和感受，並留意關係中保有面子的需求。故研究者建議未來在親子衝

突議題上可以有更多考量儒家文化脈絡下的研究，以及如何運用文化智慧修養

自身以降低親子衝突也是實務與研究上可嘗試進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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