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的一定要讓小的？ 

不是心甘情願地分享其實是搶劫。 

 
        是一個平常的午後，耳邊傳來這幾週重複的指令和引導。 

「寧寧，你已經長大了，要讓妹妹阿，玩具要互相分享才能玩啊!不然阿嬤
要收起來囉!」看著阿嬤邊拉起被推倒的一歲的芝芝，邊叨唸著四歲的寧寧。 

「不要收起來，我要玩!」寧寧鼓起腮幫子。 

「要玩就要互相分享一起玩啊」當阿嬤這樣說著時，寧寧撇頭不語。 

        

      這樣的情境讓我想起我自己的小時候，想當初我跟妹妹差距的年紀也和
寧寧與芝芝這兩位姪女差距相當，但當初我媽還不是阿嬤的時候我可不是這
樣被叨念著對待，而是直接河東獅吼外加藤條咻咻的處理我和妹妹搶東西的
紛爭，心想著你們都這麼好命了，還不趕快識相遵守阿嬤的教誨，等等皮鞭
加身阿姨可管不了啊!但我想這是家中有兩個以上小孩經常發生的場景，一
天演個五回合是家常便飯。 

       

       然而其實我很能體會寧寧的感受，在我幼時的時候總是會不服氣為什麼
大的一定要讓小的，而小的一定要聽大的，這得很不幸的我是生在上有姐姐
下有妹妹的老二，這兩種心有不甘的處境都經驗過。小時候不明白為什麼自
己對於這樣的規定為何會這樣不服氣，後來的工作走上心理師這條路，同時
又做著早療工作，對於那個曾經幼小的自己，以及無數被父母帶來眼前來見
我的拗脾氣孩子開始有所洞悉與體會。 

        

       其實分享這件事說簡單也簡單，說它很難也很難，端看是從哪個心理角
度出發。分享可以粗略分為兩種心理狀態，一種是我有多的資源，我自己用
不了這麼多，我可以分你一些，例如首富將他一部分的收入捐獻給社會，金
錢的失去對他的生活品質並不會造成影響。另一種分享則是即使我擁有的資
源很少，但我仍願意分給你，然而這樣的分享可能是危險的，會讓我自己可
能也受苦，例如在市場賣菜陳樹菊阿嬤，或是YouTube中有很多影片拍攝
乞丐將自己分到的食物和錢給其他需要的人。 

      

       前者的分享對大部分的人來說是簡單容易的，後者的分享則是需要捨得
和勇氣，也因為這樣的分享多麼不容易，因此容易獲得社會肯定與讚揚。大
人的分享世界是如此，對於孩子來說也是如此，只是大人分享的資源是金錢、
物資，小孩世界的資源是玩具、大人的愛與注意力等。 

        

 

 

 

 

 

 

 

 

 

 

 

陳筱琳臨床心理師 



 

       我們可試著將這些大人與小孩資源想成是種貨幣。通常可以很輕易理解
成人世界的貨幣是很重要的，因為我們得依靠這些資源幫助我們生存下去；
對兒童世界來說也是，玩具、大人的愛與注意力等是他們世界裡的貨幣，他
們依靠這些資源活下去。我們不該因兩個世界貨幣不同，就輕忽他們各自的
價值。 

 

       因此我們可以感同身受一下，當一個人覺得自己所得到的資源總是不夠
用的時候，他怎麼會想要分享呢？他若能忍住不搶奪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還分享呢。而心裡感到資源不足，就是一種匱乏感，這裡所說的匱乏可以指
單純物質上的，也可能是展現在心理上的，我們會注意到有些人即使擁有了
很多物質，但心裡還是覺得自己擁有的不夠多。 

       

        若是你注意到孩子即使自己擁有的並不多，但仍樂意將自己所剩不多的
資源分享出去，那真的是難得可貴的優點，值得肯定與讚揚。而若在孩子在
還沒有準備好分享之前，就強行要他接受或禮讓自己所擁有的資源，這就好
比強行要求你捐贈百萬到某人戶頭，雖然是你動手轉帳出去的，但心裡不免
有種被搶劫的感覺。 

       

       分享的基礎應該建立在自願以及經驗到快樂的基礎上，而不是因為年紀
大就必須要分享，若這樣要求孩子，那麼我們的社會不也能規定有錢人就必
定要捐獻金錢，但生活中的情況並非如此。 

        

        因此雖然我們總是期盼孩子可以和樂相互分享資源，但在孩子不願分享
時我們可以先停下來想想與聽聽他不願分享的原因，會比直接強行要求孩子
做出分享的行為來的好，因為不是心甘情願地分享跟被搶劫沒兩樣啊，這樣
只是會讓孩子感到二度傷害，同時他是因為大人的威脅利誘下才分享自己的
東西，而不是出自喜樂、利他的心情。許多父母也許會擔心，這樣長期下來
孩子是否會變的霸道與被寵壞，然而我們也要相信，若能仔細觀察和傾聽孩
子背後不願分享的理由和感受，並對其背後原因做些好的處理，那麼當孩子
心裡感到滿足到某一程度不感到匱乏時，自然就容易接受引導以及出現分享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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